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寓越中的南宋无为王氏
———新发现宋沂国太夫人方清觉墓志考释

钱汝平

　　提　要：无为王氏是对南宋政治和文化有重要影响的家族。这个家族自王之道兄弟发家，涌现了很多优秀
的人物。通过一方新发现的王之道儿媳宋沂国太夫人方清觉墓志，结合传世文献，对无为王氏寓居越中的情况

作了详细的考索，对无为王氏家族的一些隐秘作了揭示，并着重补充了笔记史料名作 《燕翼贻谋录》作者王
!

的生平事迹，纠正了关于王
!

的一些错误说法。

关键词：无为　王氏　濡须　王
!

　王杆

近日，笔者从专门收藏墓志墓砖的绍兴会稽金石博物馆处获得一张宋代政治家、文学家相山

居士王之道儿媳方清觉墓志拓片。该志共２６行，满行３０字，计７８０字。全志略有漫漶，但整体
上尚能辨识。该志对研究南宋无为王氏的家族情况及其迁徙过程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对补正传

世文献记载的缺失也有一定的作用。兹先将其录文标点，再略作阐释。

一　释文
囗宋沂国太夫人方氏，清觉，讳也；存然，字也。州蕲、邑黄梅，乡里也。唐威王府赞囗兼

御史中丞属，十一世祖也。讳焘，配胡氏；讳甫，承事郎，配孺人张氏；讳安雅，左通直郎、赐

绯鱼袋，自号黄冈居士，配孺人邓氏，继孺人梅氏，曾祖考妣、祖考妣、考妣也。户部侍郎、宝

文阁待制、赠开府仪同三司、自号北山居士王公，夫也。荆湖南路转运判官、赠太师、魏国公、

自号相山居士之道，舅也；申国夫人田氏，姑也。绍兴丙辰季冬上遆日初升，生之年月日时也；

嘉定甲申孟夏既望越三日时加巳，薨之年月日时也。以夫贵，封令人，以子封，繇太硕人晋齐安

蕲春郡沂国太夫人，皇恩之荣宠也。
&

，朝散郎、主管华州云台观、赐绯鱼袋；竉，朝奉郎、权

发遣涪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男子也。巽，适乡贡进士钱允中照为继室；鮬，适承直郎、新监行

在榷货务勾龚葆，女子也。杆，朝奉大夫、荆湖南路转运司主管文字、赐绯鱼袋；寿，适朝奉大

夫、权发遣筠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陈振，男子女子，出继北山之弟、枢使、观文殿大学士、

自号轩山居士讳蔺者也。立爱，将仕郎；立敬，尚幼，孙男也。富，适将仕郎吕淮；如意，适将

仕郎董宗儒，孙女也。藻窃惟无为王氏派别河东囗囗囗徙，积德钟庆，远有端绪，世载勋烈，为

时名臣。而方氏先世自莆田北徙囗囗，与王氏同时，俱为淮人，笃生夫人，作配北山，识见高

明，德行囗囗囗囗囗方囗，所谓烈女以一长传于后世者，夫人实兼有之。是宜无恙之囗囗囗囗

囗。将薨之际，囗 来迎，仙乐浮空，与蝉蜕登仙者无异焉。藻世居桐乡，先大父少师与相山、

黄冈实为朋友，先君司农少卿幼侍杖屦，因获与北山、轩山后游，托契好非一日，矧从弟 娶北

山侄孙，藻长女适夫人犹子叔彪，三家情义囗囗如亲手足，举世颂咏，以为美谈。岁月侵寻，诸

老先生无有存者，每侍夫人左右，瞻仪典刑，时以自尉。今又沦谢，追念往事，伤如之何。始北

山守富沙日，丐归得请，取涂会稽，值边警方急，故乡?扰，少留。未几薨，囗葬五云乡金鸡山

之原。诸孤遵夫人治命，以是冬岁除日奉夫人之柩纎于北山之茔。贻书俾藻书夫人囗事，识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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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藻事夫人如母，义不得辞，姑叙梗概万一，若登载其详，则有浙东帅司囗议官、朝请大夫徐

镐所述行状，方求铭于当世鸿儒，可考。乡侄朝奉大夫行太府寺丞朱藻谨记。吕淮今名夔友。会

稽许椿刊 （见图１）

图１　方清觉墓志

二　撰写者朱藻
这方墓志的撰者是朝奉大夫行太府寺丞朱藻。据墓志提供的信息，朱氏世居桐乡，此桐乡不

是浙江的桐乡县，浙江的桐乡县在宋代尚无建置，而是安徽的桐城县，属安庆府。南宋王象之

《舆地纪胜》云：“在 （安庆）府东北一百二十里，《元和郡县志》云：桐本春秋时楚附庸小国

也，《左氏传》定公二年桐叛楚，注云：桐，小国，庐江舒县西有桐乡。《汉志》枞阳县，属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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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郡。”① 朱藻祖父官至少师 （或是死后追赠），其父是司农少卿，其从弟是朱 。朱少师与王

之道 （号相山）、方安雅 （号黄冈）为友，朱司农少卿自幼从师相山、黄冈 （幼侍杖屦）。综合

上述信息，可以确定朱少师是朱翌，朱翌死后曾被赠少师。朱翌家族是宋代著名的文学世家。朱

翌儿子可考者有三：长子朱 ，次子朱辂，季子朱辅②，但不知此朱司农少卿是朱翌哪个儿子。

咸淳 《重修毗陵志》云：“朱藻嘉定十一年三月承议郎，十三年三月满。”③ 此朱藻或许就是撰

写墓志的朱藻，因为嘉定十一年 （１２１８）三月还是承议郎，到嘉定十七年积阶至朝奉大夫，比
较符合常理。奈未能梳理出其一生详细仕履历耳。宋代郭彖 《睽车志》云：“朱藻，字元章，徽

人。某年南宫奏名，方待廷试，有士人同寓旅邸。士人便服，日至瓦市观优。有邻坐者，士人与

语颇狎。因问其姓字乡里，皆与元章同，士人讶之。又云：‘某幸已过省而不得及第，今且欲部

中注授差遣。’士人益怪之，未及详诘。适优者散场，观者哄然而出。士人与邻坐者亦起出门，

将邀就茶肆与语，而稠人中遂相失。士人归邸，与朱言及，共拊掌笑其妄人，以朱登科，故冒其

名字也。顷之庭对，而朱以犯讳，降学究出身，且就部阙。因追忆曩者士人所遇，盖鬼也。益知

科名无非前定 （司农及寺丞躬明说）。”④ 这个朱藻也是 “徽人”，是否就是墓志撰写者朱藻，

待考。

三　志主家世
从墓志记载看来，莆田方氏、无为王氏、桐乡朱氏三族联系密切，不但是世交，还有姻亲之

谊，“三家情义”，“如亲手足”。莆田方氏从南向北迁徙，定居蕲州黄梅，而河东王氏则从北向

南迁徙，定居无为。据宝庆 《会稽续志》，宋宁宗庆元二年 （１１９６）邹应龙榜进士有方秉成，萧
山人，与山阴状元莫子纯同榜。⑤ 其兄方秉文则是宋孝宗淳熙二年 （１１７５）詹

'

榜进士。⑥ 同书

同卷还有一方秉哲，注云：“秉文弟，秉成兄。”是嘉泰二年 （１２０２）傅行简榜进士。⑦ 但方秉
文、方秉成兄弟又出现在福建的地方志中，据弘治 《八闽通志》，方氏兄弟俱为莆田人，并云方

秉文是方伯逢曾孙，知象山县。⑧ 看来莆田方氏确实有过北徙之事，只不过不知方秉文兄弟与方

清觉家族到底是什么关系而已。⑨ 在南宋，蕲州、无为均属淮南西路，故墓志称三家 “同为淮

人”，得为姻亲。至于桐乡朱氏与王、方两族的关系，则可能是因仕宦之间的交集而形成。方清

觉的曾祖方焘、祖方甫、父方安雅 （号黄冈）尚未在传世文献中找到线索，俟考。

四　无为王氏家世
方清觉之夫为王及，属无为王氏。无为王氏在王之道之前籍籍无名，到了王之道这一辈，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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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象之：《舆地纪胜》卷４６《淮南西路·安庆府·桐城县》，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标点本，第４册，第
１３７９—１３８０页。
参见张剑：《朱翌及其家族事迹考辨》，《汉语言文学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史能之：咸淳 《重修毗陵志》卷９《秩官·郡官》，明成化十九年 （１４８３）刻本。
郭彖：《睽车志》卷５朱藻条，清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上海藜光社本。
参见张膗：宝庆 《会稽续志》卷６《进士》，《宋元浙江方志集成》，杭州出版社，２００９年标点本，第５册，
第２２６２页。
参见张膗：宝庆 《会稽续志》卷６《进士》，《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５册，第２２５９页。
参见张膗：宝庆 《会稽续志》卷６《进士》，《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５册，第２２６３页。
参见陈道：弘治 《八闽通志》卷５３、５４《选举志》，明弘治三年 （１４９０）刻本。
详见钱汝平：《陆游长子陆子?填讳墓志考》，《越地春秋》（内刊）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之道与其兄王之义、其弟王之深同登宣和六年 （１１２４）进士第，成就了一段科场佳话。从此声
名鹊起，号三桂堂王氏。王之道尤其卓有表见，其登第对策时，即极言燕云用兵之非，以切直抑

置下列。及绍兴和议初成，之道方通判滁州，移吏部侍郎魏筙、司谏曾统书，力陈辱国非便。寻

又上疏论之，并以前书缴进，大忤秦桧意。谪监南雄盐税，坐是沦废者２０年。后累官湖南转运
判官，以朝奉大夫致仕。王之道虽官位不显，但直声震天下，可谓一代名臣。王之道还著有

《相山集》，已佚。清代四库馆臣从 《永乐大典》中辑出 《相山集》遗文，编为３０卷，其中诗词
１８卷，文１１卷，充分展示了王之道诗文创作的实力，认定其为宋代著名文学家也不为过。四库
馆臣称其 “所与 （魏）筙、 （曾）统二书，具在 《集》中，其所论九不可和之说，慷慨激烈，

足与胡铨封事相匹，气节尤不可及。其他论事诸札子，亦多明白晓畅，可以见诸施行。韵语虽非

所长，而抒写性情，具有真朴之致，盖有体有用之言，固不徒以文章工拙论矣”①。评价自然是

十分公允的。事迹见尤袤撰 《赠故太师王公神道碑》。②

王之道有十子，最为显赫者自然是官至宰执的第六子王蔺。王蔺，字谦仲，号轩山。乾道五

年 （１１６９）进士，历官信州上饶主簿、鄂州教授、四川宣抚司干办公事、枢密院编修官、监察
御史、礼部侍郎兼吏部、礼部尚书，升参知政事。光宗即位，迁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拜枢密

使。宁宗即位，改任湖南军主帅。台臣论罢，归里奉祠。蔺尽言无隐，然嫉恶太甚，同列多忌

之，竟以不合去。可见王蔺也秉承了其父王之道的切直之风。《宋史》有其传。③

这方墓志透露了一些无为王氏的家族秘密。方清觉之夫王及④，因此字颇为偏僻，故载籍往

往致误。如宋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 “《北山纪事》十二卷”条： “户部侍郎濡须王遘少愚

撰。”⑤ 同书 “《北山戆议》一卷”条：“户部侍郎濡须王遘少愚撰。（王）蔺之兄，开禧中谏用

兵。”⑥ 已误为遘。清钱大昕 《廿二史考异》： “王焕 《北山纪事》十二卷。陈氏 （指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云：‘户部侍郎王遘少愚撰。’”⑦ 钱氏不但未能校正王焕为王及之误，而且又

误上加误。王及，字少愚，王之道第五子。庆元间知临江军，颇有惠政。故郡市黄雀，岁遗朝

贵率三万计。至，悉罢之，免万里苞苴之劳，政声上闻，召还。去之日，凡供张物器悉归公帑，

秋毫不随。仕至户部侍郎。事迹见明隆庆 《临江府志》。⑧ 今杨万里集中有 《赐衣带谢户部王少

愚侍郎启》⑨ 《答户部王少愚侍郎书》两信，可见杨万里与王及也有交往。后一封还是答复王及

请求杨万里为其弟王蔺撰写墓志铭的回信：

某再拜，恭承命戒，令撰述令弟枢使观文铭诗，自顾浅陋，固不当披襟。然诡以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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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１５６《集部》９“《相山集》三十卷　永乐大典本”条，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整理本，
第２１００页。
参见王之道：《相山集》卷３０《附录·赠故太师王公神道碑》，《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影
印本，第１１３２册，第７５２页。
参见 《宋史》卷３８６《列传》第１４５《王蔺》，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标点本，第３４册，第１１８５３页。
按，墓志作上 “艹”下 “违”。考 《四库全书》影印本 《相山集》卷３０尤袤 《赠故太师王公神道碑》，王

之道十子均以草字头为名，第九子王的字确是上 “艹”下 “违”，与墓志相合。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１１，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标点本，第３３７页。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２２，第６４０页。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７３《宋史》７《艺文志五》，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８年标点本，第８３３页。
参见管大勋：隆庆 《临江府志》卷１１《名宦列传》，明隆庆六年 （１５７２）刻本。
参见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６１，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５册，第２６４２页。



尤不当避席。去秋专遣便了，走淮上致奠于枢使，令侄报教，亦以此文见嘱，已怆然心许之

矣。况重之以台座谆谆之诲乎？第某才钝思迟，少纾其期，仅能属稿。若责以七步三步而

成，刻烛击钵而就，虽临之以亡酒之军法，迫之以泣釜之死刑，亦终不能也。如陈应求丞相

之铭，其子郎中守四年乃来取；如权枢密之铭，其孙太卿安节五年乃来取，权卿造朝，可问

而知，非敢绐也；至如虞彬父、王季海、京仲远三相之铭，皆一年后乃来取；最近者，如余

处恭丞相，去夏襄事毕，送行状来，今垂一年，而尚未来取也。而台座赐大儿长孺书，乃有

“速为下笔”之语，某敬读至此，汗不敢出，此与程督里胥不报期会之爰书有以异乎？所幸

者，未蒙书判榜百而封其文案耳。孔子曰：“君使臣以礼。”杜子美曰：“五日画一水，十日

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子思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王公贵

人之轻士，未有甚于此时者也。某亦安能呕心胼手、竭蹶奔命以奉此急急之符哉？行状奏议

敬以归纳，可别选才敏思涌者而往役焉……①

杨万里和王及、王蔺兄弟交谊颇深，特别是王蔺，杨万里集中一再出现。看来王蔺死后，王

及和王杆②都曾请求过杨万里为王蔺作墓志，但杨氏迟迟未动笔，王及在给杨氏长子杨长孺的信

中于是有要求杨氏 “速速下笔”等语，后被杨氏得知，因而导致杨氏不快。③ 杨万里当时已是

文坛耆宿，文名显赫，达官显宦求其撰作墓志铭者不计其数，文债缠身确实也是事实，但自恃名

高位重、托大为尊、不愿受人催迫的意思也很明显。从杨万里的答书可推知王及的年龄。此信写

于王蔺死后，正史对王蔺的卒年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宋史》卷３８６《列传》第１４５《王蔺传》
云：“宁宗即位，改帅湖南。台臣论罢，归里奉祠。七年薨。”④ 学界一般都据此将宁宗即位的

绍熙五年 （１１９４）下数７年当作王蔺的卒年，即王蔺的卒年是嘉泰元年 （１２０１）。⑤ 其实这是不
确切的。曾枣庄等先生根据周必大 《祭王谦仲枢使文》对王蔺卒年作了准确的考定。宁宗即位，

王蔺改帅湖南，庆元三年 （１１９７），为台臣论罢，归里奉祠７年，嘉泰四年卒。⑥ 而杨万里信中
有 “去秋专遣便了，走淮上致奠于枢使”之语，可知此信已写于开禧元年 （１２０５）。而此信仍题
“答户部王少愚侍郎书”，也可知此时王及尚在户部侍郎任上。而且杨万里信中还有 “权卿造朝，

可问而知”，可知当时王及确实还在朝，不曾补外。而据嘉靖 《建宁府志》，王及曾于开禧年间

出知建宁府⑦，可能是因谏开禧北伐而被谪。富沙是建宁的俗称，据同书，五代晋高祖天福六年

（９４２）以建州为镇安军，王延政为节度使，封富沙王，故建宁又称富沙。⑧ 这与墓志所云 “北

山守富沙”一语若合符契，可推测知建宁府事是王及一生的最后职务，此后他请求辞职，获得

批准，“丐归得请”，“值边警方急”，但在返回无为军时，取道会稽，听说前线战事吃紧，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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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６８，第６册，第２９００页。
杨万里信中提到 “令侄报教”，这个 “令侄”应该就是过继给王蔺的王及之子王杆。

今杨万里集中未见王蔺墓志铭，但收有 《祭王谦仲枢使文》，见杨万里著，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

第７册，第３８６５—３８６７页。
《宋史》卷３８６《列传》第１４５《王蔺传》，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标点本，第３４册，第１１８５４页。
参见邱树森主编：《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增订本），江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５６９页；郑天挺、谭
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７８页；杨倩描：《宋代人物辞典》，河北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７９８页。
参见曾枣庄主编，李文泽、吴洪泽副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７２页。
参见夏玉麟：嘉靖 《建宁府志》卷５《官师》，明嘉靖二十年 （１５４１）刻本。
参见夏玉麟：嘉靖 《建宁府志》卷１《建置沿革》，明嘉靖二十年刻本。



一片混乱，“故乡?扰”，于是王及只能在会稽暂时留了下来。其时当在开禧二年五月韩?胄发

动北伐失利，导致金兵大举南下之时，当时的两淮地区是宋金之间的攻防要地，王及老家无为军

自然成为了战争前线。不久，王及去世，葬于五云乡金鸡山之原 （在今绍兴市平水镇会稽村）。

从此无为王氏的一支就留在了越中。王及的年龄当与其妻方清觉相仿佛，方清觉生于绍兴六年

（１１３６），而王及大致在开禧二年至三年之间去世，其寿当在七十以上。
这方墓志还提供了 《燕翼贻谋录》的作者王

&

的信息。传世文献中关于王
&

的材料很少，

四库馆臣云：“王
&

，字叔永，自署称晋阳人，寓居山阴，号求志老叟。其名氏不概见于他书。

今考书中有纪绍兴庚戌仲父轩山公以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一条。庚戌为绍兴元年，核之 《宋

史》，是年正月甲午，王蔺知枢密院。是
&

当为蔺之犹子。”① 认定王
&

为王蔺侄子自然正确。

但王
&

究为王蔺哪位兄弟之子并不明确，而这方墓志提供了更为直接的信息，王
&

实是王蔺第

五兄王及之子。其生平事迹亦可略考。嘉泰中或曾为吴兴归安县丞，嘉泰 《吴兴志》云：“丞

厅，在县治南采 桥东……旧有舞绡堂，不知何人所建，乾道中添絬齐庆胄作记。嘉泰中颓

圮，濡须王
&

以俸重建，其广高倍于旧。又于堂相对创蟾桂亭，饶于荷池修竹，其西曰来清

轩，廨宇焕然一新。”② 可推测其或曾为归安县丞。嘉定三年 （１２１０）以宣教郎出知泾县，宋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知泾县濡须王

&

叔永撰，嘉定癸酉赵南塘序之。初，县岁有水患，

庚午冬，叔永改卜于旧治之东二里曰留村。”③ 光绪 《重修安徽通志》：“王
&

字叔永，无为人。

嘉定三年以宣教郎知泾县。初，县岁有水患，
&

迁建于旧治之东二里曰留村，民奠厥居。”④

又修葺泾县县学，同上书：“泾县学……嘉定三年县令王
&

大为修葺，规制始备。”⑤ 嘉靖 《泾

县志》收有知县王
&

所撰之 《嘉定重修泾学记》，落款为 “嘉定癸酉孟秋既望濡须王
&

叔永

记”⑥。可知此记作于嘉定六年 （１２１３），此时王
&

尚在泾县知县任上。总之，王
&

为官与其祖

父辈相似，颇有德政。其后出知过忠州，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 “《白集年谱》一卷”条：

“知忠州汉嘉何友谅以居易旧治，既刊其文集，又作年谱，刊之集首。始余为谱既成，妹夫王

&

叔永守忠，录寄之，则忠已有此谱，视余谱详略互见，亦各有发明。”⑦ 可见王
&

是陈振孙的

妹夫，因此陈振孙对王
&

知之甚详。王
&

出知忠州的事迹不详。在嘉定十七年 （１２２４）其母方
清觉去世时，其职衔为 “朝散郎、主管华州云台观、赐绯鱼袋”，可见其时已奉祠，或许其奉祠

后就一直居住在越中。同上书 “《会稽纪咏》六卷”条：“汪纲仲举帅越，多所修创，严陵洪璞，

每事为一绝，赓者四人，曰张膗、王
&

、程震龙、冯大章，又有诸葛兴为古诗二十篇。”⑧ 《燕

翼贻谋录》亦云：“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己未，越州言会稽县民裘承询同居十九世，家无异爨，

诏旌表其门闾。屈指今二百三十六年矣，其号义门如故也。余尝至其村，故听事犹在。族人虽

异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为长，有事取决，则坐于听事。有竹?亦世相授矣，族长欲挞有

９０１流寓越中的南宋无为王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永誽：《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５１《史部》７“《燕翼诒谋录》五卷　浙江鲍士恭家藏本”条，中华书局，
１９９７年整理本，第７１８页。
谈钥：嘉泰 《吴兴志》卷８《公廨·归安县》，《宋元浙江方志集成》，杭州出版社，２００９年标点本，第６
册，第２５７０页。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８“《泾川志》十三卷”条，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标点本，第２６３页。
吴坤：光绪 《重修安徽通志》卷１９４《人物志·宦绩十七·庐州府》，清光绪四年 （１８７６）刻本。
吴坤：光绪 《重修安徽通志》卷８９《学校志·学宫二·宁国府》，清光绪四年刻本。
王廷：嘉靖 《泾县志》卷１１《文类》，明嘉靖三十一年刻本。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１６，第４７９页。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１５，第４５７页。



罪者，则用之。岁时会拜，同族咸在，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有几世也。余尝思

之，裘氏力农，无为士大夫者，所以能久聚而不散。苟有骤贵超显之人，则有非族长所能令

者。况贵贱殊涂，炎凉异趣，父兄虽守之，子孙亦变之，义者将为不义矣。裘氏虽无显者，子

孙世守其业，犹为大族，胜于乍盛乍衰者多矣。天之佑裘氏者，岂不甚厚乎！”① 可见王
&

积

极介入了当地的事务，对当地的社会情状也比较熟悉，已融入越地的生活环境中去了，与普通越

人无异了。《燕翼贻谋录》王
&

自序落款为 “宝庆丁亥孟冬既望”②，则此书编成于宝庆三年

（１２２７），但据上条 “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己未……屈指今二百三十六年矣”云云，则已在淳

七年 （１２４７），可知此书续有增添，非复编定时旧貌。同时，也可据以推知王
&

必已高寿，

其母方清觉生于绍兴六年，王
&

作为长子，淳七年尚在世，则其寿当在七十以上。至于 《燕

翼贻谋录》卷１提到的 “余曩仕山阳”一语，目前无法落实。“山阳”一般指淮北而言，说明

王
&

曾游宦淮北一带。但是归安、泾县、忠州均不属淮北的地理范畴，因此其何时游宦淮北及

所居何职，尚有待考证。据 《舆地纪胜》，楚州治所在 “山阳县”③，即今江苏淮安一带，王
&

或许游宦于此。

王
&

之弟王竉的事迹也可略考。王竉字仲方，曾通判永州，道光 《永州府志》有 “宋王竉

浯溪题名”云：“濡须王竉通守零陵，沿檄虑囚，归涂经此，留连一夕而去。时嘉定戊寅十二月

望。”④ 同书同卷又有 “宋王竉澹山岩题名”云：“通守王竉仲方携家来游，嘉定己卯三月二十

六日。”⑤ 戊寅为嘉定十一年 （１２１８），己卯为嘉定十二年。可知其嘉定十一年曾通判永州。至
其母方清觉嘉定十七年去世时，其职衔为 “朝奉郎、权发遣涪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则其时为

知涪州军州事，然历代 《涪州志》均失载，可据补。

王
&

之弟王杆的事迹亦可考。《永乐大典》卷７８９３引 《临汀志》云：“王杆，朝奉大夫，绍

定二年六月十二日到任，五年八月五日满替。”⑥ 又同书卷７８９４引 《临汀志》云：“王杆，字元

佐，无为军人，枢密使蔺之子，清白传家。绍定间，通判州军事，值内阻外讧，郡将陈孝严措置

失宜，引寇朱积宝兄弟为腹心，仇视禁卒，黄宝者愤而叛。父老仓遽来告，拥絬入郡解纷。传呼

通判来，叛者少戢。俄有以刃加孝严者，杆身翼蔽之，晓以祸福，弗从。怒叱之曰： ‘若欲杀

守，虽 （须）先杀我。’身投于地，口鼻俱血。左右扶起，众卒感动解去。杆遂同孝严归馆于絬

厅。孝严度失众心，亲书牒付州事于杆。杆力辞，军民拜请，同官见事急，迫其权护印，于是军

民按堵。内乱甫定，而朱积宝兄弟失所怙，径叛去，劫掠乡保，啸聚几万人，屡犯州城。杆指授

方略磗御，岌然孤城竟能保有者，杆之力也。汀民德之，家奉其祠曰：‘权郡王生佛。’朝夕心

祝。群庠乡饮酒礼废，杆权郡日，于元正、冬至举行序拜饮酒礼，遂为彝典。学有祠，教授黄士

华为之记。”⑦ 对王杆在通判汀州任上的德政作了详细记载。王杆与其嗣父王蔺一样，也是一个

有干略、有魄力、有手腕的能吏。又崇祯 《江阴县志》：“王杆，奉直大夫，嘉熙二年十二月任。

尹焕，奉议郎，四年十一月任。”⑧ 则王杆嘉熙年间又曾出知江阴军。其后事迹不详。虽然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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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王
&

：《燕翼贻谋录》卷５《越州裘氏义门旌表》，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标点本，第４８页。
王

&

：《燕翼贻谋录》，“自序”，第５７页。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３９《淮南东路·楚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标点本，第４册，第１２１１页。
吕恩湛：道光 《永州府志》卷１８下 《金石略》，清道光八年 （１８２８）刻本。
吕恩湛：道光 《永州府志》卷１８下 《金石略》。

《永乐大典》卷７８９３“汀”字 “汀州府”下 “郡县官题名”，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影印本，第３６５２页。
《永乐大典》卷７８９４“汀”字 “汀州府”下 “名宦”，第３６６１页。
冯士仁：崇祯 《江阴县志》卷３《职官志》，明崇祯十三年 （１６４０）刻本。



汀志》明确说王杆是枢密使王蔺之子，但据墓志，王杆其实是王蔺之侄，是过继王蔺为子者。

除一子王杆过继给王蔺外，尚有一女王寿也过继给了王蔺。这一点很重要，传世文献均失载，这

无疑为考察无为王氏的世系传承提供了最为可靠的信息。

五　墓志文献价值
这方墓志还可纠正传世文献对无为王氏籍贯记载的错误。传世文献对无为王氏籍贯的记载

一般是无为、濡须。濡须是无为军的郡名，本来就是一地两名而已。但 《宋史》王蔺本传却称

王蔺是庐江人，这易引起纠纷。如中华书局版的 《燕翼贻谋录》整理者就据此旁征博引，振振

有词地说：“《宋诗纪事》和 《宋史》王蔺本传都称王蔺是庐江人，《宰辅编年录》和 《大清一

统志》载蔺是无为军人。宋庐江县属无为军……因此王
&

的籍贯是安徽庐江，当可肯定。王
&

在序中自称晋阳人，按汉时的晋阳在山西太原境，宋时已废，南朝梁时曾侨置太原郡，其属县

有晋阳，隋朝县废，其地在安徽东流县东北，宋属无为军。王
&

既是安徽庐江人，则他自称的

晋阳，当然是指后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 ‘其称晋阳者，举其祖贯而言’，是缺乏根据

的。”① 力图证明无为王氏是庐江人。对此，过常职已有纠谬之作②，兹不赘述。其实这方墓志

也完全可助证过氏之说，墓志明确指出无为 “王氏派别河东囗囗囗徙，积德钟庆，远有端绪，

世载勋烈，为时名臣”，可知无为王氏祖上就是河东王氏，河东王氏就是太原王氏，太原王氏

的一支因故南迁到无为定居，因此王
&

自称晋阳人完全合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 “其称

晋阳者，举其祖贯而言”，完全正确，而点校说明则是以不误为误、不狂为狂。古人为了显示

自己门第的高贵，不管时空暌违已经多久多远，往往都会提及其遥远的祖籍，特别是祖上十分

显赫的家族，情况更是如此，甚至现在尚有人自称琅笽王氏、陈郡谢氏者。根据笔者掌握的并

不充分的越地出土墓志，就不乏远举自己的祖贯者，如南宋山阴状元莫子纯撰写的 《宋故主簿

苏君墓志》，就自署 “江陵莫子纯述并书”，江陵只是莫氏的祖贯，或者说是郡望，而事实上

莫子纯一族早已世代定居于山阴了。又比如北宋蔡贯所撰 《宋故彭城刘府君并夫人墓铭》云：

“君讳文显，世为越之上虞娥眉乡人也，遥祖已来，力农为业。”③ 这个已经世代居住在上虞娥

眉乡的农民也称自己的祖贯为彭城。如果我们据此去考证他们的籍贯，岂不是南辕北辙？这个道

理清代学者王士祯早就谈到，而且谈得很透彻了，他说：“唐人好称族望，如王则太原，郑则荥

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梁则安定，张则河东、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

然。迄今考之，竟不知为何郡县人，殊可恨。宋人罢官者多居近畿，不归其乡，死即葬焉，子孙

亦遂占籍，如巨野晁氏、东莱吕氏、华阳范氏、梓州苏氏易简，代居京师。又如欧阳居颍，而葬

新郑；苏公居许，而葬郏，后世过庐陵、眉州者，岂复可寻其仿佛耶？此二者，至明乃无之。”④

因此，我们在考证古人籍贯时，切不可被字面所迷惑，而是要搞清远贯、郡望和今贯之别，以免

厚诬古人。

结　语
无为王氏是对南宋政治和文化起过重要影响的家族，在两宋家族史上应有其一席之地。

１１１流寓越中的南宋无为王氏

①
②
③
④

王
&

：《燕翼贻谋录》，“点校说明”，第２页。
参见过常职：《濡须与王之道、王蔺、王

&

的籍贯》，《巢湖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以上两方墓志均藏会稽金石博物馆。

王士?：《池北偶谈》卷２２《族望》，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标点本，第５４０页。



这个家族给人的整体印象是人品正直、谋国公忠，如王之道反对绍兴和议，力陈辱国不便，

不惜付出沦废２０年的代价；王及反对开禧轻率用兵，因而被贬建宁；王蔺刚直磊落，于国事
“尽言无隐”，然亦因 “嫉恶太甚”而遭弹劾罢官；王氏子弟也秉承家风，多为有干略、有魄

力、有手腕的能吏，如王
&

创修归安县丞厅、重葺泾县县学、防御泾县水患；王竉通判永州，

“沿檄虑囚”；王杆通判汀州，为了防御贼寇侵扰，挺身而出，指授方略，为保护百姓生命财

产安全殚精竭虑等等，都是很好的证明。总之，王氏家族留了大量德政。更为难得的是，这

个家族还文采风流，留下了不少精彩的著述，如王之道 《相山集》３０卷，四库馆臣已对其做
了切中肯綮的评价，已见上述；王及著有 《北山纪事》１２卷、《北山戆议》１卷，又在知临江
军任上编有 《清江三孔集》４０卷①，为弘扬临江军乡邦名人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王蔺 《轩

山奏议》２卷，真德秀称其 “诏告温醇，得玉言体；表章、诗什，写出胸臆，不待藻饰，而

辞义焕然。盖公之为人，英迈卓荦，轩豁明白，故其诗文往往似之……然公文之伟，尤在奏

议，顾不见集中，岂以言论峻切，似彰时政之阙故邪”②；王
&

《燕翼贻谋录》５卷、 《泾川
志》１３卷等，这在两宋家族史上是比较突出的。其中王

&

定居越中时撰写完成的 《燕翼贻谋

录》５卷，更是中国笔记史上的名作，具有不朽的价值，四库馆臣称其 “胪陈故实，如丝联

绳贯，本末粲然，诚杂史中之最有典据者也”③。虽然由于文献散佚严重，我们已无法窥见无

为王氏著述的全貌，但无为王氏普遍能文能诗这一点，我们还是能强烈感知得到的。文学的

传承为无为王氏的科举及仕宦的发达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我们不妨把无为王氏看作宋代

文化科宦世家的一个缩影。

（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

本文责编：



程方勇

《辛店街道志》出版发行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东营市东营区 《辛店街道志》由线装书局出版发行。《辛店街道志》上限自

事物发端，下限至２０１０年。采用中编结构，卷首设彩页、概述、大事记，中设专志２４篇９５章
２９１节，后设附录。全书１１０余万字，插图６００余幅，全面客观地记述了辛店街道经济、社会的
发展。

（来源：山东省情网）

２１１ 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参见陆心源：《?宋楼藏书志》卷１１３《集部》３“《孔先生清江文集》四十卷”条，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标点本，第７册，第２００１页。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３６《跋王枢使轩山集》，上海书店，１９８９年影印四部丛刊初编本，第
２０９册，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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