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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教育·金乡

《山东文化世家研究书系》细数28个家族对山东文化发展影响

金金乡乡““汉汉晋晋高高平平王王氏氏””榜榜上上有有名名

2013年初，我国
首个家族研究书系

《山东文化世家研究
书系》问世。书系记录
了孔家、王家等28个
大家族的发展史，并
揭示家族文化以“文”
影响社会的共同特
点。该书是一套大型
丛书，来自中华书局、
清华大学、人民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的上百
位专家通过选取山东
历代在政治、经济、社
会或文学、艺术、教
育、思想、科举等方面
有代表性的文化家族
28家，进行研究并编
纂成书。

在28个文化世家
中，在孔、孟等大家
之后，便是两汉魏晋
南北朝的高平(山阳)
王氏家族。专门研究
高平王氏的扬州大
学文学院博士生导
师田汉云说，在家族
势力占社会主导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高
平王氏凭借其在政
界和学界的杰出表
现，成功地将家族的
地方势力演化为国
家势力。

金乡别称山阳，是因为两汉时
期，金乡是山阳郡国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自公元前206年西汉建立、
设置山阳郡始，到公元265年西晋建
立、改山阳郡为高平国止，山阳郡国
共存在471年。山阳郡国的治所一直在
昌邑县城，今金乡县城西北。历史

上，昌邑县存在的时间很短，其辖区
长期属金乡县，所以说现在的金乡县
是山阳郡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金乡也因此别称山阳。

三国魏元帝咸熙二年(265)，即西晋
泰始元年，司马炎废魏自立为帝，国
号晋，史称西晋。西晋改山阳郡为高

平国，仍以昌邑为国都，领昌邑、巨
野、方与、金乡、湖陆、高平、南平
阳7县。之后，随着政权的动荡和更
迭，高平郡隶属和辖区也多有变迁，
但一直延存了三百多年。

581年二月，杨坚取代北周静帝建
立隋朝。583年，隋文帝废天下诸郡，

实行州县二级制，改变了存在近700年
的州郡县三级制。高平郡从此废除。

高平郡国从265年初置，到583年废
除，共存在318年。其治所最初在昌邑
县，后移至高平县，最后短暂移至任
城县。其间，金乡县一直是其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

高平王氏是两汉魏晋时期兴盛数
百年的政治文化大族，开基于两汉，
鼎盛于魏晋，南北朝以后走向衰弱。
在东汉末年，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王
龚是汉末名士，其子王畅是汉末“八
俊”之一，其孙子王桀则是“建安七
子”之一。曹操平定北方之后，王氏
一族随曹操迁往北方。田汉云说，之
所以王氏一族在汉末长盛不衰，便是
因为其在官场的口碑，品德高尚、为
人正直，这成为世代官员家族生存和
发展的楷模，同时也是本地豪族发展
为国内政治人物的一个范例。

山阳王氏成为政治大族的第一人
是东汉顺帝时的太尉王龚，曾两次位列
三公。据《后汉书·王龚传》记载：“王龚字
伯宗，后汉山阳高平人也。世为豪族。”
这说明，在东汉顺帝(126-144年在位)时

期，王氏已定居山阳郡高平县，且“世为
豪族”。王龚知人善任，有伯乐之誉，被
称为“推士”。

王龚之子王畅名列“八俊”，位
至太尉、司空，列三公，号称“雅
士”。他为官清廉公正，办事练达，
素有威严，以守正严明著称。王畅学
识渊博，刘表(“八俊”之一，后任荆
州牧)曾师从王畅学习。

王畅的孙子王粲是东汉末年著名
的文学家，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刘勰《文心雕龙》中誉其为“七子之冠
冕”，其代表作《登楼赋》被称为“魏晋之
赋首”。公元213年，曹操被封为魏公，王
粲官拜侍中，为新兴的曹魏政权建立了
一整套管理制度和法律法规。公元216年
冬，王粲跟随曹操征讨孙吴，第二年在
返回途中病逝，时年41岁。《世说新语》上

记载了一件非常著名的典故：“王仲宣
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
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
客皆一作驴鸣。”

王弼是王粲的孙子，著名玄学家，
魏晋玄学的奠基人。他年仅23周岁就不
幸去世，但学术贡献非常大。其《周易
注》《老子注》都是后世学习的标准注
本。在《金乡县志》中有关于“王弼注易
处”的记载：“辅嗣注易处，北门内往西。”
当代著名学者王晓毅先生评价王弼说：
王弼在哲学上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虽然他像流星一样匆匆闪过，只生活
了二十三个春秋，却以其不可思议的天
才智慧之光，照亮了整个时代，指明了
魏晋玄学的理论航向”。王弼的学术著
作，是王氏家族学术文化发展至顶峰的
标志，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也是

现代学界公认的。
在西晋年间，王氏一族逐渐转型

学术，其中研究周易以及老子的王弼
成为那个时代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
他将老子、周易从神学研究中解放出
来，对后世影响巨大。田汉云说，在
战乱和朝代更迭的时代，王氏家族的
官场延续，以及整个家族对治学、研
究的重视，都值得当代人研究和学
习。如专就学术文化成就而论，可以
与高平王氏相提并论者较为少见。研
究中古时期的文化世家，高平王氏家
族是最值得重视的个案之一。

今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推出
《新春走基层·家风是什么》系列报道，
引发了公众对“家风”的关注与热议。重
温汉晋高平王氏家族的历史，对我们的
现代家风建设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金乡是高平郡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高平王氏家族曾盛极一时、文化深厚

本报通讯员 刘双保 任小行

关于高平县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北
朝时的北魏人郦道元所著的《水经
注》。其中有两处记载。一是《水经
注·洙水》：“今高平县西三十里有故
茅乡城者也。”西晋杜预注：“高平

昌邑西有茅乡。”
第二条是《水经注·泗水》：“泗水南

迳高平山，山东西十里，南北五里，高四
里，与众山相连，其山最高，顶上方平，
故谓之高平山，县亦取名焉。”嘉靖《山

东通志》：“平山，在嘉祥县南五十五里，
山巅四平，可耕稼。”乾隆《金乡县志》：

“平山亦金乡故地也。”此平山即高平
山。(见《汉晋高平考》)

从高平山的位置和茅乡东30里两个

坐标推断，高平县治所应该就是金乡县
卜集镇城角王村附近的“山阳故城遗
址”，即高平城。故乾隆《金乡县志》记载：

“金乡为缗，为昌邑，为山阳郡治，为高
平国治，为高平县。”

高平县治在金乡

“播种行为，可以收获习
惯 ； 播 种 习 惯 ， 可 以收获 性
格 ； 播 种 性 格 ， 可 以收获 命
运”。为了帮助学生养成学生
良好习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和健康成长，2014年3月28日济
宁学院附属中学邀请济南春秋
大讲堂首席大讲师、新阳光心
理教育研究网资深顾问刘希良
老师做了“良好习惯成就美好
人生”专题讲座，效果良好，

反响强烈。
刘老师一直研究和宣讲思

想和心灵的正能量教育，帮助
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 ， 足 迹 走 遍 祖 国 的 大 江 南
北，深受欢迎！刘老师的报告
诙谐幽默、热情四溢、针对性
强、实效性强，特别是刘老师
充分根据中学生的年龄特点，
结合习惯教育经典案例，深入
浅出地分析了不良习惯形成的

原因，并为同学们在生活中培
养良好习惯提供了可以借鉴的
操作策略。刘老师的演讲让学
生明白了养成良好习惯的重要
性，更加深入地体会到“良好
习惯成就美好人生”的真谛。

郑洪艳副校长在报告会上
倡导学生养成良好习惯，争做
文明中学生，为我市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做出自己的努力！

(通讯员 孟庆昊 摄影报道)

说到家庭教育，我不得不承认

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家长。

我的孩子，凡接触过的，无不

称其聪明。就是这样一个被公认的

聪明孩子，进重点高中都没资格。

熟人问起他的学习，我摇摇头，自

我解嘲：“没指望，混个文凭挣碗

饭吃，至于其他，不敢奢望。”

一个小学一年级没上，就直接

提到二年级，成绩依然数一数二的

聪明孩子，怎么就沦落成学混子？

在埋怨孩子不争气的同时，我不禁

解剖自己。

我是一个小学教师，教育我的

学生，我有耐心、有信心，看到他

们一点点的进步，我都会微笑着鼓

励。但对我孩子的教育，恰恰缺少

的就是耐心、信心、微笑和鼓励。

小学阶段，学科少，加之年龄

小，我没怎么管教他。进入初中，

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学科成绩较小

学稍有下滑。我没有帮他正确分析

下滑原因，而是责备他玩心过重。

他有问题问到我，我总是不耐烦地

一挥手：“自己去想！”检查他的

作业，见到错题，不是引导他找到

错误的根源，而是板着面孔冷腔冷

调地呵斥：“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出

错，是不是上课没听？”哧啦，撕

掉，朝桌上猛力一掼，“重做！”

孩子进步了，把试卷拿给我看，我

也总是将重点放在错误上，从没施

舍过赞赏和微笑。他想参加某项活

动，征求我的意见，我眼一瞪：

“成绩上不去，一切免谈，除非能

拿前三名！”

初一他还听我的，到了初二下

学期，他再也不问我问题，不征求

我的意见。总之，他不再跟我沟

通，母子关系渐次疏远。初三，他

开始迷恋游戏，时常很晚回家，问

他，就随便编几句谎言，成绩也一

落千丈。

现在想想，后悔啊！孩子正在

成长时期，怎么时时事事都让他按

照家长的标准去做？又怎么能让他

每天生活的紧张兮兮，身心得不到

放松？怎么就没能维护他的尊严，

尊重他的选择？又怎么没有坐下

来，平心静气地跟他唠唠他的班

级，他的同学，他的老师，听听他

的观点，他的心声？

换位思考，倘若我是家长，如

果每天面对一张威严的面孔，又岂

能不想法逃避？

唉，船到江心补漏迟！过分望

子成龙往往适得其反！家长们切莫

步我后尘！

船到江心补漏迟
汶上县次丘镇高庄小学 李艾香

心心理理教教育育专专家家走走进进学学院院附附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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