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乡之

2001年2月9日，《齐鲁晚报》曾刊发
一篇报道———《辽宁惊现范仲淹家谱》。
我看到其中描述的文字记载与我少年时
在家中看到的《虞邑范氏族谱》序言中所
述大致相同，就将文章剪下保存。

今年春节期间，收到从河南商丘寄
来新续的《虞邑范氏族谱》。这部范氏族
谱完整系统地记载了从范仲淹的先祖
范隋、父亲范墉、儿子范纯仁、孙……一
直到公元2012年，三十余代人的延续过
程，从未间断。苏州范氏系字谱是范仲
淹于皇佑元年(1049年)与苏州族人共同
制定的，共20个字：“仲纯正直公，良士
宗文伯，叔子希昌彦，友善可弥安。”范
仲淹62岁时，于皇佑二年(1050年)正月初
八在青州写成《续家谱序》传世。后来苏
州族人五服内在朝举官者16人，以16人
官名分为16房。范氏16房的后裔散布在
全国各地。

范仲淹与河南商丘虞城有特殊的情
缘。他青年时期在应天书院读书五年，中
进士后又在应天府(今商丘)做官，应晏
殊之邀主持应天书院多年，为后世培养
了众多人才。宋仁宗天圣五年进士科的
状元王尧臣、探花赵概都是他的学生，也
都是虞城人。一次殿试前三名，被虞城一
县夺其二，是何等不易，这都是范仲淹辛
勤培育的结果。虞城名仕王砺、王洙、王
尧臣祖孙三代都与范仲淹有深交。范仲
淹在应天府娶妻生子，他的长子纯佑、次
子纯仁都在这里出生。范仲淹又将老母
亲接来奉养。母亲去世后，又为母亲守孝
三年。宋代各级官员的俸禄，由官府按职
位高低批给若干田地，叫职田。应天府辖
区内的宁陵、虞城都有范仲淹的职田。虞
城有范氏族人管理职田。金人南侵，范氏
族人南迁故里苏州。

虞城范氏家族，是范仲淹在中原的
重要支脉，系范仲淹的直系后裔。据《虞
邑范氏族谱》记载：仲淹公生四子，长子
纯佑，次子纯仁，三子纯礼，四子纯粹。
而虞城范氏始祖，乃文正公次子忠宣公
之后。其相沿世系是：文正公一传忠宣
公，二传正路公，三传直业公，四传公义
公，五传良臣公，六传士正公，七传宗聪
公。

忠宣公范纯仁的六世孙范宗聪，于
元末明初携次子范文理从苏州吴郡返
迁河南虞城。其后尊范宗聪为虞邑一世
祖。繁衍生息，枝分叶布，至今传承2 7
世，族众达三万余，分布在虞城、砀山、
鹿邑、单县、曹县等100多个村镇。范氏
族人，立业于耕耘，传家以忠厚，科第蝉
联，忠孝节烈，代不乏人，其为官为宦，
执教为文，皆秉承祖功宗德，嘉言懿行。
牢记文正公“先忧后乐”之教诲，尊仁、
义、礼、智之训良，守忠孝节烈之要旨，
行急功好义之能事，成为虞城之名门望

族。明清两代出进士5人，举人14人。
虞城人范志完进士出身，明代

末年曾任蕲州永平、山海关
诸州总督，战功显赫，是
继戚继光之后的抵抗外
敌的民族英雄。受奸人
诬陷，被崇祯皇帝处
死，后经族人和群臣申
诉得以平反昭雪，至今
当地仍广泛流传着崇
祯皇帝为范志完赐金
头的传说。山海关老龙

头有他的塑像，与文天祥
等民族英雄并列。
明代天启年间，由任兵部

左侍郎的范志完、任浙江道监察御史
的范彦良、任蔚州兵备道的范志懋呈请
朝廷恩准在虞城县城内建立了范文正
公祠，明末毁于战乱，清康熙年间重修。
每年春秋两季举行大型祭祀活动，周围
各县的范氏族人都派代表来参加祭祀
活动。新中国成立后被列为“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在此设立虞城县第二完小。

特别珍贵的是谱中收录有范仲淹
初续家谱时留下的序言和宋仁宗听说
范仲淹筹划修家谱，在宋庆历六年(1046
年)主动为范仲淹赐写的《范氏族谱序》，
是宋仁宗唯一一次给当朝大臣的家谱
赐序。正是因为《虞邑范氏族谱》记载有
珍贵的历史资料，对研究范仲淹和中华
传统文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明清以来
历次续修的版本都被广为收藏。2012年
版被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河南大
学图书馆、苏州天平山管理处等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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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韶

最近，位于北京的鲁迅博物馆
搞出了一件颇有意思的事情，该馆
举办了一场“国学大师罗振玉学术
成就展”。虽说展品大多属于国宝级
别，但考虑到鲁迅与罗振玉的关系，
不得不说，这次同框，让人觉得有点
哭笑不得。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鲁迅先
生曾经抨击过罗振玉，说他的学术
研究有一股“广告”的气息。尽管鲁
迅先生对罗振玉的治学方法有微
词，但从古文字以及古器物研究的
角度来说，罗振玉确实是一个绕不
开的人物。

罗振玉，同治五年(1866)出生在
江苏淮安。其父名叫罗树勋，曾先后
任江宁、清河县丞。自小衣食无忧的
罗振玉15岁就考上了秀才，可随后
连续两次乡试都名落孙山。接连的
失败，让罗振玉认清了现实。在第二
次乡试落第后，他找到一份乡间塾
师的工作，教书养家。回顾罗振玉的
一生，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他最为惬
意的时光，没有世事的烦扰，没有琐
务的羁绊，眼所及不过闲琴野鹤，耳
所闻只有书声琅琅，每天与顽童相
伴，时时有经典诵读。

但这种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
久。甲午战争的失败，把中国推向了
亡国灭种的边缘。时局的动荡，很快
波及到了罗振玉。他是一个读书人，
读的是儒家经典，受的是孔孟教导。
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
下”。如今政府罹难，百姓受灾，一个
知识分子的良知，一种士大夫的责
任，呼唤罗振玉站出来，用自己的力
量救国救民。

诚然，以后罗振玉的人生道路
走偏了，成为了千夫所指的汉奸走
狗，万夫唾骂的封建余孽。但此时的
罗振玉，确实怀着一颗救国救民之
心，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人性
是复杂的，认识历史人物，不能简单
地脸谱化，有功劳就无限神化，有劣
迹则使劲贬低，这种“非黑即白”的
历史观，实为学习历史的大忌。

说回罗振玉。他在甲午战后的
第二年出山，先是与蒋伯斧合作，在
上海办了弄学社，并创刊《农学报》，
从事搜集翻译农学著作的工作，力
图实现“科技救国”。由于缺乏翻译
人才，罗振玉在1898年6月创办了东
文学社，请日本人藤田丰八以及日
本驻上海领事馆人员在社中任教。
社中只有六名学生，其中便包括王
国维。罗振玉很欣赏他的才识，两人
遂结下终生之交。

也就在这个时候，罗振玉的思
想发生了变化。因为出身小官僚的
家庭，囿于阶级的局限性，他对资产
阶级维新派主导的戊戌变法十分反
感。至于康有为、梁启超两人，罗振
玉更是非常厌恶。阶级的对立，禁锢
了罗振玉的进步思想，思想的局限，
蒙蔽了罗振玉的救国之心。自此，他

化身顽固派的得力干将，成为了阻
碍中国进步的一分子。

罗振玉的政治态度，得到了两
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
人的赏识。1901年，经两人举荐，罗
振玉获得了去日本考察教育的机
会。在日期间，他与日本政客小村寿
太郎、近卫笃麿、长冈护美等人交往
频繁。就在这段时期，罗振玉的思想
再度滑坡，他把拯救清政府的希望
寄托在了日本人身上，对于日本劝
诱清政府在东北另立“满蒙帝国”的
计划，罗振玉不但没有反对，反而为
其四处奔走。这表明，罗振玉已经彻
底堕落，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罪人。

罗振玉回国之后，先是任南洋
公学虹口分校的校长，随后受江苏
巡抚端方委托，创办江苏师范学堂，
自任监督，此后他官职步步升迁，曾
一度经理清廷内阁大库档案。在此
期间，他曾奏请学部购运敦煌石窟
的古文物。这些文物史料后来有相
当部分转入了他手中。宣统年间，罗
振玉大力搜购安阳出土的甲骨，先
后得三万余片，这是他以后从事古
文字以及古器物研究的重要条件。

当然，罗振玉发达了，并没有忘
记王国维。1903年，经罗振玉的介
绍，王国维到张謇办的通州师范学
堂任职，在这里供职一年多后，接着
在苏州学堂任职。

1906年，罗振玉入京任学部二
等谘议官。王国维又跟随罗振玉一
家在京城谋生，由罗振玉在学部为
他谋了一个职务，并让他住在自己
家中，这样既可共同探讨学问，还可
以让家中仆人照顾王国维的生活。
在京城供职的两三年内，王国维先
后失去了父亲、妻子、继母三位亲
人，这使得他悲痛欲绝，幸好有老朋
友罗振玉无微不至的关怀，使他感
到这个世界还有几许温情。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罗
振玉同王国维带着家眷，于12月初
逃到了日本京都，成为了亡命遗臣。
在日本期间，罗振玉利用他的大量
收藏，先后著录《殷虚书契前篇》、

《后篇》及《殷虚书契精华》等书，并
由王国维协助，撰成《殷虚书契考
释》与《流沙坠简考释》。罗振玉治学
有个习惯，每搜购一批古文物，经过
考校，出书之后便卖掉，然后再买一
批，如此反复。所以鲁迅说他是：“痛
责后生不好古，而偏将古董卖给外
国人的，只要看他的题跋，大抵有

‘广告’气扑鼻。”
1919年春，罗振玉自日本归国。

五年之后，他应溥仪的邀请，“入职
南书房”。与王国维一起检理宫中器
物。就在这个时候，罗振玉与王国维
间生嫌隙。当时和罗振玉同值南书
房的，还有一批遗老。正所谓有人的
地方就有斗争，小小的南书房也成
为遗老们的争斗之所。随着这些人
的矛盾逐渐激化，王国维不想自己
成为棋子的态度，让罗振玉渐生不
快，两人的关系就此出现了裂痕。

1924年11月，冯玉祥将溥仪赶
出了紫禁城，罗振玉与陈宝琛经过
苦心策划，将溥仪偷偷地护送到了
日本使馆。在日本人的庇佑下，溥仪
得以在天津日租界的“张园”住下，
罗振玉因“护驾有功”，成为了“顾
问”，可以时常出入张园。罗振玉的

“飞黄腾达”引起了其他遗老的妒
忌，很快谗言便进入了溥仪的耳中，
无奈之下，罗振玉只得迁居旅顺，暂
避风头。

而就在这个时间段里，罗振玉
和王国维彻底绝交。两人本是儿女
亲家，罗振玉的三女儿罗孝纯嫁给
了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没承想，王
潜明在年仅26岁的时候便撒手人
寰。罗振玉前来吊唁，在女婿入殓
后，竟不告而别地带走了自己的女
儿。正为中年丧子而极度伤心的王
国维对自己的知己、儿女亲家罗振
玉无缘由地带走自己的儿媳，表现
出了极大的愤怒。

在儿子故去的善后处理方面，
王国维与罗振玉再次产生矛盾。王
国维为儿媳罗孝纯的将来考虑，把
海关所给的抚恤金全部寄给罗孝
纯，然而罗家却出乎意料地拒绝接
受抚恤金。王国维几次把汇票寄去，
几次又被退了回来，最后罗振玉竟
写了一封绝交的书信寄来。

在这份绝交信中，罗振玉以崇
尚博爱的墨子来比喻自己，指出自
己在三十年交往中一直无私援助王
国维，从来没有怨言，却把王国维比
作主张“重己”的先秦哲学家杨朱，
认为王国维很自私，知恩不报。

双方的矛盾自此不可调和，两
人三十多年的友谊就此终止。后来，
罗振玉也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
特别是当他接到王国维自沉昆明湖
的消息后，更是痛不欲生，直呼：“静
安(王国维的字)以一死报知己，我
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一向
与日本政客有勾结的罗振玉，认为
复辟帝制的时机已到，便去往日本
军部游说。他就此成为了帮助日本
分裂中国、炮制成立伪满洲国的重
要人物之一。1932年，溥仪在长春就
任伪满洲国执政，任罗振玉为伪参
议府的参议，后来又任命他为伪监
察院长。伪满洲国实行帝制后，罗振
玉受到了“叙勋一位”的封赏、

1937年6月，罗振玉退休，此后
继续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
1940年6月19日，病逝于旅顺。

回首罗振玉的一生，可以用两
个字来形容，那就是“复杂”。从学术
上来看，罗振玉可谓一个承前启后
的人物，对甲骨文学、考古学、敦煌
学有着突出的贡献。但从政治上来
说，罗振玉又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他
思想保守，对内顽固守旧，对外卑颜
屈膝。这样复杂的人，其实在清末也
有很多，他们不是没有才干，只是不
知时务，没有眼界，缺乏胆识。这样
的人最终坠入泥淖，实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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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与罗振玉(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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