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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腊月，捧读《太原王氏宗谱》，在
香烟袅袅中思接千载。

“王氏出自姬姓。周灵王太子晋
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守敬为司徒，
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新唐
书·宰相世系表》）如今在山西省太
原市晋祠里的王家祠堂，供奉着天下
王氏的始祖子乔公（也称子晋公）。太
原王氏繁衍兴盛，唐末，彻公中进士第
一，成为状元。入宋后其子祜公庭院手
植槐树三棵，预言“吾之后世，必有为
三公者，此所以志也”。此后果有其子
王旦出将入相，位居三公。这一史料，
使苏东坡写就《三槐堂铭》：“魏公之业
与槐具荫，归视其家，槐荫满庭。”

三槐典故，历史渊源深厚。《周
礼·秋官·朝士》记载，周王朝早朝时
能站立三棵槐树前的是三公，即太
师、太傅和太保。其他卿大夫及公侯
伯子男位列九荆。槐树和荆棘，都
有外刺而内赤的特点，周王朝在宫
中种植这两种植物，寄寓了对三公
九卿赤胆忠心的政治品德企求。

从贵为周天子之太子，到贬为庶
民，到后裔以求取三公之功名为最高
追求，王氏于茫茫人海，上下求索，勠
力进取，至今在全国达到一亿余人，
位居百家姓前列。

元末，三槐后裔庆三公为避兵乱
携妻带子从江西鄱阳渡江北上，迁居
安庆怀宁，生生不息。庆三公始，怀宁
王氏新立宗祠，号曰“笃本堂”，教以
族人后辈，笃厚为本，耕读传家，克勤
克俭，孝悌有序。六百余年来，怀宁王
氏瓜瓞绵绵，子孙万众。世祖中不乏
人之俊杰，有为官造福一方的綝公、
俌公、玙公、搏公等，还有近代史上著
名的教育家、哲学家，被陈毅元帅誉
为“一代完人”的王星拱。

家谱之首，有一段文字，记载的
是1949年3月，笃本堂二十一世孙王
星拱辞去中山大学校长一职，回到家
乡，从老屋书箱中翻出幸存的旧稿，
为安徽大学王静伯教授纂修家谱提
供珍贵资料一事。

二

2009年的一天，时任武汉大学党
委书记李健来访安庆，提出想拜谒王
星拱墓。市委书记朱读稳说，请王星拱
的后裔王子龙副秘书长陪同。我陪同
李先生来到高河镇凌桥村。车子穿行
狭窄的村道，从稻田和菜地边经过，停
在荒草蔓蔓、松树稀疏的坡地上。迎面

“科学万能”四个石刻大字，是先生生
前主张的。方形的主墓象征先生治学
严谨、桃李满四方。正后方的石刻“一
代完人”是陈毅任上海市市长时为先
生逝世所手书。两侧各四根立柱分别
刻有先生各个时期的光辉历程和辉
煌业绩。我们恭恭敬敬三鞠躬，李健
书记说：“尊敬的王校长，我是武汉大
学李健，我们来看您来了。”

对王星拱先生的研究，安庆及怀
宁还在探索之中。怀宁县建立了星拱
小学，弘扬先生的教育情怀，弥足珍贵。

近期搜集到一本书《功盖珞嘉

“一代完人”——武汉大学校长王星
拱》，列入《中国著名大学书系》。作者
是武汉大学的博士、教授吴骁、程斯
辉。40 万字的专著，广集史料，完整
呈现一代完人的一生。

从教育家角度认识先生。先生毕
业于伦敦大学化学系，硕士，1917年毕
业后于北京大学任化学系、哲学系教
授十年。1929年任安徽大学校长，1934
年至1945年任武汉大学校长，1945年
至1949年任中山大学校长。在教育思
想与办学理念上，他强调“教育救国”

“大学应当研究推进社会进步的事
业”，贯通文理，打破学科界限，兼顾

“基础理论”与“切近的应用”，实行“通
才教育”。重视科学精神，在北大担任
化学系主任，讲授化学专业，同时讲
授哲学“科学方法论”并出版专著。坚
持德智体群四育并举。群育上，主张
处理好个性与群性、团体与分子之间
的关系。他给学子题字：“收拾心思读
书，站稳脚跟处世，咬紧牙关吃苦，打
起精神做人。”彰显着“兼容并包，蔡
公风范；科学民主，五四精神”。

先生1910年就加入中国同盟会
欧洲支部，堪称元老级人物，但一直
默默抵制国民党推行的党化教育。
1919年6月与陈独秀一起散发“北京
市民宣言”，在陈独秀被捕后，又与人
一起致函京师警察厅请求将其保释。
1920 年 6 月与李大钊一同掩护陈独
秀逃离北京。那是“南陈北李相约建
党”时期。王星拱与同乡同事陈独秀
保持着终身挚友的关系。1937 年抗
战爆发，国民政府将陈独秀提前释放
出狱，11 月王星拱邀请陈独秀来武
汉大学演讲，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公开
讲授传播马克思学说。在陈独秀受到

污蔑时，王星拱等人联名为陈独秀辩
白。陈独秀晚年在重庆江津寓居四
年，王星拱每年都会去看望陈独秀，
慷慨解囊给予补贴，因此受到国民党
特务的审查。陈独秀临终前嘱咐其学
生何之瑜与其子陈松年及王星拱一
同处理其遗著出版事宜。王星拱召集
会议并在《关于陈仲甫先生遗著出版
问题谈话记录》上签字。

先生严以律己，清正廉洁，坚持
原则。比如作为国立大学校长配置专
用小汽车，先生明确告诫家人，那是
办公用车，不能让家属使用。有一次，
因为误了公共汽车，夫人让两个女儿
坐了小车去上学，先生严厉批评，并且
向学校补交了车费。抗战期间，王星拱
还将小汽车变卖，补贴学校青年教师
的生活费用。大女儿王焕理落榜后补
习一年才正式考入武大。日寇入侵，王
星拱全力协调张罗武大搬迁四川乐
山，在战火纷飞中保存了武大。王星拱
生活节俭，在乐山文庙办学，总是以
一辆黄包车代步上下班。夫人在家门
前的篱笆外开辟荒地种菜养猪。四个
子女住校读书，周末步行十几里回
家，各带一罐酱炒黄豆当菜吃。

三

王星拱 1949 年于上海病逝，厝
放之地是高河小王冲的塘柏山。塘柏
山位于206国道长铺岭东侧，从国道
延伸到王家冲，似乎有一条清晰的龙
脉。山包不高，在丘陵地带相对算作
山头了，其间野生松树横七竖八地葳
蕤生长。山脚是一方水塘，叫作中塘。
中塘不大，由于地势低洼，干旱时节
都从不干涸，一年四季清澈如明镜。
我父亲记得，小时候在塘柏山扒松

毛，看见两副棺木，一黑一红，听说是
王星拱夫妇的。父亲说，王星拱是我
们家族一个宗祠的人物，任安徽大学
校长期间，蒋介石来安庆要召见他，
他称病回到老家，与老乡彻夜畅谈，
有“国民党可恨”之语。

《太原王氏宗谱》重修之际，村
里支书前来安庆，表达家族意见，希
望我为家谱作序。斟酌再三，战战兢
兢，诚惶诚恐。王氏一脉，厚重如山，
如浩瀚星空，灿烂宇内。实在觉得人
微言轻，不敢造次，只能婉言谢绝，
另请高明。

家谱积淀着根亲文化。研读家
谱，于香火永续、绵绵无绝中寻根问
祖，岂能数典忘祖。从家谱上看，王星
拱字抚五，谱名芳辰，为“芳”字辈分，
是我的伯父一辈。看照片，伯父面容
矍铄，鼻梁高挺，尤其是右侧头发有
上翘现象，似乎与我有基因类似。王
氏之祖因为性格耿介而被废为庶民，
从伯父王星拱及本人身上，似乎遗存
着祖先耿直忠厚的这一特质。

王氏耕读传家。王星拱 1888 年
出生于怀宁县高河王家大屋，父亲是
一个私塾秀才，他能够考上安徽高等
学堂，又考上安徽首批留学英国官费
硕士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教育家、
化学家、哲学家，在物质贫乏、人才匮
乏的民国，这样的起点起步是很高
的。在动荡的历史时期，如果钻营为
官，可能身价显赫。他没有卷入昏暗
的时局，秉持教育救国之心，探索和
实践高等教育，为社会进步倾心培育
人才，体现了世人独睡我独醒的清
醒。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勇立时代潮
头，弘扬五四精神，以启蒙科学与民
主昭示了思想的成熟与先进。他严
以 自 律 的 高 洁 与 清 明，跨越了浊
世，显示了走出封建时代的一代知
识分子难得绝美的高风亮节。1943
年武大经济系毕业的陈文蔚称赞他

“夫子之仁，光风霁月；夫子之学，含
英咀华。夫子之功，树人立德；夫子之
光，山巅水涯”。

先生之德，譬如北辰，居其所
而众星拱之。在中国近代史的星空
中，王星拱是闪烁的，又是寂寥的
一颗星星。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
必有其源。遥想列祖列宗历经不同朝
代，与中华文明史同命运共呼吸，一
个个生命体经历了不同的苦难与辉
煌、屈辱与荣耀、失败与图腾、悲与
欢、离与合，有的在风云际会中成为
时代英雄载入史册，更多的在庸庸碌
碌中默默无闻。先祖以独特的家庭家
教家风，鞭策激励后人做人做事，修齐
治平，实现功成名就。生命的伟力与思
想、情感、智慧、文化、秉性交融，通过
血脉、基因、记忆因袭相传，又在时移
世易中淬炼精进，人类文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因之得以在传承中提升。

譬如浩瀚的王氏，仿佛璀璨星辰
从历史的太空照耀熙熙攘攘的人寰。
而星空中那寂寥的一颗，历经百年千
年万年，依然闪烁。

（作者系桐城师专党委书记、安
徽省桐城派研究会会长）

寂寥星拱
王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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