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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著名诗人王维，不仅诗写得好，画也
画得好。宋代大文豪苏轼在评论王维作品时
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
有诗。”不过，王维的画作存世极少，人物画存
世则更少，其中有一幅人物作品便是描写伏生
的，画作名称为《伏生授经图》。这在唐代流行
佛教壁画和帝王将相人物画的情况下，实属难
得。

那伏生是谁呢，王维为什么会专门为其作
像？不仅是王维，后世还有更多的画家为伏生作
像。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 正式刊刻的《无双
谱》（又名《南陵无双谱》），绘者从汉代至宋1400
多年间，挑选了40位广为称道的名人，绘成绣像
并题诗文。由于这些人物事迹举世无双，故此图
册称为《无双谱》。绘画者是擅长人物画的绍兴
人金古良，镌刻者朱圭则是康熙时期的御殿刻
工，因刻《凌烟阁功臣图》和《行迹图》等闻名。《无
双谱》中，伏生因传《尚书》列第三位。

伏生籍贯滨州邹平

伏生的籍贯，《汉书•儒林列传》记载说：
“伏生者，济南人也。”邹平在西汉属于济南管
辖，说伏生是济南人，当是举其郡。嘉靖《山东
通志•祠祀》“伏生祠”下记载说，“在邹平县东
北，祀秦博士伏胜……济南邹平县治东北十余
里，号伏生乡，其墓在焉。”此后的邹平县志承
续这个说法，民国《邹平县志•古迹考》：“伏生
墓，在城东北一十八里。”民国《齐东县志•地
理志》“伏徵君墓”下记载：“在今城西偏北三十
里寄驾塜庄西。查邹平亦有伏生墓，《邹平县
志》谓伏生墓在城东北十八里，与本县伏生墓
相距约八十里。《续山东考古录》认为齐东寄驾
塜是在邹平者，疑塜也。”现邹平、齐东合为一
县，伏生故里当在邹平境内则无疑矣。

现今邹平县境内，尚有两处与伏生有关的
遗迹：一处在魏桥镇冢子村西南，为伏徵君
墓。解放初期，墓址很大，封土直径达三十余
米，高约六米，并建有享堂、书院。新中国成立
后被拆毁，现为一片平地，存有“徵君伏生墓”
和“伏生墓序”石碑两通；另一处在韩店镇苏家
村西首，有伏生祠，是后人为纪念伏生而建
的。该祠始建年代无考。解放之前，祠旁还曾
有伏生墓，封土颇为壮观，直径约二十米，高十
米左右，石碑数通，春秋祭祀，香火一直很盛。
祠旁还有祭田八十余亩。该墓也已被推平。
元至正十五年，县尹陈野仙在此建伏生书院，
为当地培养了不少人才。据道光《邹平县志》

记载，伏生祠前立有石碑数通，其中有晁错亲
书小篆汉碑一块。最后一次大修是清嘉庆年
间，占地5亩有余，增修大门、祭厅、东西厢房
和大殿共计30余间。

伏生祠至新中国成立时尚保存完整，“文
化大革命”时期祠堂被毁，但遗迹留存尚完整，
现存大殿基石、柱基、西偏房的残墙及西厢房
两间、石狮两尊。明清时期，邹平总共有六个
乡，其中最大的一个乡就叫“伏生乡”，后来又
分为“伏生南乡”和“伏生北乡”，就是为了纪念
伏生而设的。王渔洋《伏生祠》诗：“祖龙枉以
吏为师，牵犬东门笑相斯。转盼阿房化焦土，
千秋人拜伏生祠。”

伏生凿壁藏《尚书》

伏生也被叫作伏胜，字子贱，是儒家圣人孔
子的弟子轌子贱的后裔。秦朝朝廷设置了一共
70人的博士顾问团，方便解答典籍史册中的一
系列政治问题。伏生有幸，入选其中，从此成为
了一名兢兢业业钻研学问的博士。

秦始皇推行“焚书坑儒”，此后陈胜吴广起
义，秦朝统治已是风雨飘摇。为了将珍贵的典籍

《尚书》保存下来，伏生在自己家中的墙壁中开凿
了一个夹层，将书藏了起来。秦朝末期，各地叛
乱，楚汉相争。伏生一介儒生，又上了年纪，只能
在这兵荒马乱的乱世中不停地流亡。

公元前191年，汉惠帝刘盈下令，废除从秦
朝继承下来的《挟书律》。伏生听闻此消息，大
为高兴，赶紧回到老家，打开墙壁，发现《尚书》
已经损毁了好几十篇，只剩下了仅有的29篇。

汉文帝刘恒很欣赏儒学，听闻伏生的事迹
后惊喜万分，立刻就要召见伏生。可伏生当时
已经是一位白发苍苍的九十岁老人，无法赶
路。于是，汉文帝就派了太常掌故晁错前往济
南邹平。伏生年迈体衰，口齿不清，便由女儿
羲娥转述，晁错得《尚书》二十九篇，因全用当
时通行的汉隶写出，称《今文尚书》。

后人对于伏生做的这件私藏书籍的事，有
这样的评价：“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
无伏生，亦不明其义。”可见，在整件事中，伏生

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伏生之功意义重大，所
以后人也将他和发扬光大了儒家的董仲舒并
列，史称“董伏”。

伏生及其影响

在中国经学史和学术史上，伏生作出极其
重要的贡献。西汉一代的《尚书》学者都出自
他的门下，历代《今文尚书》学者也无一不在学
术上以他为宗师，高度赞誉伏生为“尚书再造”
和《尚书》第一传人。伏生被追封为乘氏伯，尊
为圣人，进文庙，享受万民祭祀。清代经学家
皮锡瑞甚至将自己所居住的书屋署名为“师伏
堂”，表达对这位今文经学学派开山祖师的敬
仰。

在经学传承中，伏生可谓是五经之一《尚
书》学的开创者。他的弟子中，最为出色的有
两个，一个是千乘（今山东高青）人欧阳生（字
和伯），另一个是济南人张生。

欧阳生传同乡倪宽，倪宽又传给了欧阳生
的儿子。以后欧阳氏世世相传，至其曾孙欧阳
高时为博士，《尚书》开始有了“欧阳氏之学”。
欧阳生的后人有许多都以治家学而为博士和
高官，其弟子中更是有很多杰出学者。欧阳高
的弟子济南人林尊，为博士，历官少府、太子太
傅。林尊的弟子平当官至丞相，另一个弟子陈
翁生官至信都太傅，世号“平陈之学”。以后，
平当又传九江朱普、上党鲍宣；陈翁生又传给
琅琊（今山东诸城）殷崇和楚人龚胜。到东汉，
欧阳生八世孙欧阳歙以通《尚书》，官至司徒，
封夜（掖）侯。欧阳氏一支的著名学者有济阴
（今山东定陶）人曹曾，官至谏议大夫，有门徒
三千人。沛国龙亢（今安徽怀远）人桓荣，为明
帝师，历官博士、太子少傅、太常，赐爵关内
侯。桓荣的弟子丁鸿官至司徒，张酾为章帝
师，历官太尉、司徒。桓荣的儿子桓郁，官至太
常，曾经做过章帝、和帝师。桓郁的中子桓焉
官至太尉，曾为安帝、顺帝师。桓郁的弟子京
兆朱宠官至太尉，另一弟子弘农（今河南灵宝
北）人杨震更是名重一时。桓郁的孙子桓典以

《尚书》教授颍川，有门徒数百人，献帝时官拜
御史丞，赐爵关内侯。此外，东汉时，以传习

“欧阳尚书”著名的还有乐安临济（今山东高
青）人牟长、京兆长安宋登、南阳堵阳尹敏等
人。牟长有门徒千人，著录前后万人；宋登有
门徒数千人，都是当时的名儒。

伏生的另一个弟子济南张生，是《尚书》大

小夏侯之学共同的始祖。张生为博士，传鲁
（曲阜）人夏侯都尉。夏侯都尉传给族子夏侯
始昌，夏侯始昌官至太傅。夏侯始昌又传给族
子夏侯胜。夏侯胜（史称大夏侯）官至长信少
府、太子太傅。夏侯胜传给从兄之子夏侯建
（史称小夏侯），夏侯建又师事欧阳高，官至太
子少傅。后来，夏侯胜与夏侯建在治学方法上
产生分歧，二人分立学派，从此《尚书》又有了

“大、小夏侯之学”。两派的弟子中，也出现了
很多博士、高官，封侯拜相、贵为帝师者不在少
数。大、小夏侯两派虽有分歧，但与欧阳氏的

《尚书》之学一样，都属于传承自伏生的《今文
尚书》学派的分支。经过数传，形成西汉的《尚
书》学三家，即欧阳高的“欧阳氏学”、夏侯胜的

“大夏侯氏学”、夏侯建的“小夏侯氏学”，都立
于学官，形成尚书学之大观。

伏生后裔世袭五经博士，承继家学，多为
一代名儒，自从修建伏生祠后，历代皆设奉祀
生，最初由伏氏直系长孙担任，主持祭礼。唐
贞观二十一年（647），下诏让伏生从祀文庙。
宋咸平三年（1000）封为“乘氏伯”。历代为伏
生赋诗作词的文人不胜枚举，王维、展子虔、赵
孟頫、唐伯虎等都曾以“伏生传书”为主题作
画。清康熙后，奉祀生则从圣贤后裔俊秀的子
孙中补充，要由地方官考试，经礼部审查注册
才能任命。到民国三年（1914）二月，奉祀生更
名为奉祀官。伏生的子孙后代也多封官荫爵，
有的还成为皇后贵戚，在两千年间蒙受着福
泽。 （作者单位：滨州市博物馆）

根据沾化范氏族谱的记载，沾化范氏系范
仲淹次子范纯仁支系的一个分支。

范仲淹十一世孙范好礼为始
迁祖，其妻罗氏“称土”定居钩盘河
之阳

元朝末年，社会动荡，流落在河北玉田一
带的范仲淹第十一世孙范好礼，与妻子罗氏商
定南逃，未及动身，范好礼竟患急病去世。罗
氏秉承丈夫的意愿，偕幼子范克恭到沾化县迷
马里，今古城镇迷马庄一带。

她认为此处“地滨荒海，鲜罹兵灾”，是落
脚的好地方，遂居于钩盘河之阳。罗氏粗通易
理，她用布裙子包土称其轻重，发现河北之土
轻，河南之土重。她认为：“土重者，地必厚，地
厚则泉深，泉深则流长，吾子孙百世之利也，其
长食此土矣”，遂迁居河南择地安家，并亲自栽
植两株槐树于门之左右，称之“吾槐及抱，而荫
可满庭，是吾子孙浸炽时也”。

范好礼虽然没到沾化，但沾化的范氏族人
仍然尊其为始迁祖。二世范克恭有3子13孙，
子孙枝枝呈秀，日子逐渐富裕。

沾化范氏有2名进士，1名武
进士，7名举人

至五世，出现贡生范彪，曾任直隶萧县县
丞；六世范孖由贡生任直隶深州训导；七世范
思恩由监生任云南府检校；至八世范大儒进士

及第，范氏家族步入辉煌时期。
沾化范氏曾经五修家谱，康熙二十三年，时

任浙江巡抚、曾任山东巡抚的施维翰应范仲亮
的邀请，为范家首次修家谱作序。宣统三年，即
1911年辛亥革命的当年，范氏五修家谱。

沾化范氏有 2 名进士，分别是范大儒、范
承逊，另有1名武进士，范于殷。有7名举人，
分别是：范赓、范元寀、范榖贻、范承愿、范承
俊、范芹润、范象乾，另有1名武举范宏略。

根据沾化范氏族谱的统计，沾化范氏后人
主要居住在以沾化县城为中心的沾化区域，少
部分迁居到滨州、无棣、惠民、阳信以至于河
北、天津一带，合计居住的村庄有77个。

《沾化县志》和《武定府志》记载的范家代
表人物如下：

范大儒（1516～1580），字子师。少负神童之
誉。嘉靖庚戌（1550年）进士。授湖广均州知州，
历升副使，分巡口北，调岢岚。以边关近寇，议修
滑石涧、柏杨岭为蔽。尝阅工滑石，忽传寇至，人
惊走，大儒席地饮酒不动，卒无惊，众服其卓识。
年逾强仕，即引疾归，舆论高之。祀乡贤。

《武定府志》中的范赓（1550～1611）。范
赓，字嗣皋，沾化人，大孺子。万历癸酉（1573
年）举人。授华州知州。榷采珰使恣横，赓抗礼
不屈，珰衔之。适郡桀黄汉卿乘机绐珰，谓“华
实有矿”，州人恐，赓坚持之。珰将谋赓，赓曰：

“是不过以阻挠中我，我死，尔能独活？”遂置汉
卿于法，事竟寝。罗文桥河介州与华阴间，赓询
故道，浚淤塞，筑堤防雨，地悉化为膏腴。出冤
狱阎崇等，毙蠹役王守库等。上官有疑狱，必以
属赓，曰：“是善持法，不避恩怨者。”擢汉中府同
知，执法如治华。会大计归里。子元寀己酉

（1609年）乡荐第一。范赓是范大儒的儿子，范
赓的岳父是无棣知名人士、吏部尚书杨巍。

范元寀（1578～1614）。范元寀，字念修。
少英俊，颖异绝伦，总角补诸生，旋食饩。徐石
楼督学山左，奇其文，语教官曰：“德州宋宏儒、
滨州王家植、沾化范元寀，丁酉科（1597年）解
额，不出此三人。”及榜发，宋果占解，王名第
五，寀以策触忌，置副车。己酉（1609年），领乡
荐第一。以书画名世。另，《沾化县志》还收录
了一则范元寀的趣闻轶事：万历丁酉科解元范
元寀，上礼部公车，偶宿染铺中，壁悬染帐，灯
下取阅之。及自京回，铺门闭，询其故，曰：“某
日火，毁其簿，索布者纷集，真伪莫究，苦无以
应。”公曰：“吾尚记忆。”呼取纸笔，口道令书
之，百无一失。范元寀是范赓的次子，其岳父
是沾化李家的万历庚辰（1580年）科进士李芳。

《武 定 府 志》中 的 范 明 征（约 1621～
1700）。范明征，字仲亮，沾化人。岁贡生。事
亲至孝，葬祭皆准古礼。九岁通左氏内外传，
读书不屑章句，以古文大家为制举之文。博涉
经史，自汉唐诸儒传疏，以及濂洛关闽之说，靡
不究心，而于史学尤精。会昆山徐学士元文监
修史局，乃为书遗学士，大约摘齐黄之失，正张
桂之罪，颂居正之功，且谓勿执己成之见，勿专
责备之词，勿恂野史之谬。有齮龁阳明，目为
异端者，作《朱陆异同或问》，以辨之。卒年八
十岁。王阮亭为之传，称其辨学术，论史事，皆
不随声附和，以取世资，可谓特立之士。所著
有《天文图》《四书合发》《文庙崇祀考》《雪厓诗
文集》，藏于家。范明征虽然未考取举人，但
是，他的文史研究水平是当时最高者之一。他
是武定府的文学大家。

《武定府志》中的范榖贻。范榖贻，号砚
斋，沾化人。乾隆甲午（1774年）举人。拣发直
隶令。为人刚直，不为势挫。性精察，善击
断。初宰定兴，地当孔道，皇华使臣及本省大
僚吏，络绎不绝。榖贻以礼接之，民不得扰。
旋以言忤当事，引疾屏居。像范榖贻这种生活
简朴自奉，性格刚直不阿的官员，虽政绩突出，
但难容于官场。《沾化县志》记载他的结局是：

“竟以失察亏帑罢弃，士民惋惜。”但是，上天不
辜负好人，于是，《沾化县志》评论说：“子承逊、
承愿、承俊科第鼎盛，孙曾繁衍，多知名士，佥
谓沉冤之报云。”范榖贻回家后，有谢族众诗：

“由来成败两相看，定论何须待盖棺。若是原
情能恕我，他年史笔亦从宽。”他悉心教子读
书，六个儿子皆有功名，演绎出“兄弟三举人”

“父子四孝廉”“蟾宫折桂”等佳话。
《武定府志》中的范承逊。范承逊，字伯

让，沾化人，榖贻子。道光丙戌（1826 年）进
士。始谒选得房山令，继由天津擢景州牧，旋
调蓟州。其初任房山也，民趋利而悍，多以斗
争酿命。承逊抚绥勘断，人心帖然，终任无上
控者。又地当孔道，差务丛集，悉心经画，凡桥
梁道路、饮食供帐之属，一一周密，民不扰而事
举，上官称之曰能。是时，英夷骚动，大宪以其
有文武才，因地在回避限内，专折奏调。接篆
后，修城郭，完器械，招境内敢死之士，谕以忠
义，咸感奋，愿杀敌自效者千人，民恃以安。未
几，钦差会同直督驻于天津，所带中外兵逾万，
连营郊外，一时，供亿之繁难悉举，又间议军务
至夜分。如是者逾年。方堵御孔急，时，有传夷
匪将至者，直督命拆附城民房数万间，防贼乘
越。承逊闻之，夜叩宪辕曰：“是不可行也。贼

未至而先虐吾民，何若俟其来而歼之？且贼必
不来，津邑海口平漫，巨船不能入，炮无所施，战
必不利，持久则粮绝，当无不败者。今如毁民
居，变生不测，将奈何？”诸宪悟事，得已。至今
民犹德之。道光元年（1821年），范承逊与弟范
承俊同榜中举人，博得“兄弟同榜”的美誉。

范承俊（1796～1832）。范承俊，字友泉，
号苏山，榖贻子。少颖悟，读书过目成诵，时有
神童之目，未及岁入泮，宗师以玉堂相期，十八
岁中副车，旋与兄承逊同膺乡荐。文名藉甚。
四方从游者日众。苏敬衡、李佐贤、高贡龄、张
鸣晓皆及门士，先后成进士。著有《苏山文稿》

《苏山诗草》藏于家。
范芹润。范芹润，字六含。父南华早卒，

伯父愚山训之，渐以成立。从韩逢伯先生游，
得其指授，学益粹，由选拔膺戊子（1828年）乡
荐。研究《十三经注疏》，而挹其精华，手录成
帙。凡三代典章礼器，考究详明，人皆服其淹
贯。著有《四书口义》《诗韵类求》《史概》，藏于
家。

沾化范氏家族：

始迁祖是范仲淹第十一世孙
侯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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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嚣其上竟焚书，劫后壁藏方
有余。皓首传经众人叹，蓬门积德
万年欤？当年博识胸中授，今日观
花网内锄。但得流光霎时老，何妨
一笑曳青裾。——《无双谱·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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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扫码观看
更多精彩内容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高建辉丢失滨州市房地产管
理局开具的山东省非税收入通用
票 据 第 1、2、3 联 ，票 号 ：
A101104471677，特此声明。

滨州市泽雷随商贸有限公司
公 章 丢 失 ， 编 码 ：
3723010071729，声明作废。寻
回后不再使用。

滨州市泽雷随商贸有限公司
财 务 专 用 章 丢 失 ，编 码 ：
3723010071730，声明作废。寻

回后不再使用。
山东康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公 章 丢 失 ， 编 码 ：
3723013001078，声明作废。寻
回后不再使用。

山东邹平南关建筑工程公司
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山东邹平南关建筑工程公司
宁立侠法人章丢失，声明作废。

路 明 （ 身 份 证 号 码
37232119731018805X）职工养老
保 险 手 册 丢 失 ，编 号 ：
000000002242010834，特此声明。

齐 青 梅（ 身 份 证 号 ：
372301197106041020）职工养老
保 险 手 册 丢 失 ，编 号 ：
000000002300032617，特 此 声
明。

山东滨州红利陶瓷制釉有限
公司沾化分公司公章丢失，编码：
3723250001972，声明作废。寻
回后不再使用。

山东滨州红利陶瓷制釉有限
公司沾化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 丢 失 ， 注 册 号 ：
3716242900111，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有关部门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9年11月21日上午10时在邹平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利用中国拍卖行业
协会网络拍卖平台对以下标的进行公
开拍卖：

车辆一宗：车辆有别克、捷达、帕
萨特、依维柯等。参考价 0.5-3.1 万
元，竞买保证金1万元/辆，多买多交。

有意竞买者请于公告之日起至
2019年11月20日16时前将规定数额
的竞买保证金存入以下账户（户名：山
东黄河口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建设
银 行 邹 平 市 支 行 ，账 号 ：

37050183790800000392 ）以 到 账 为
准。并于2019年11月20日16时前持
有效身份证件及汇款凭证到邹平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窗口办理竞买登
记手续（不成交保证金无息退回）。

车辆展示及报名时间：2019 年 11
月19日至2019年11月20日

联系电话：19954156996张经理
公 司 网 址:http://www.hhkpm.

com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

台：http://paimai.caa123.org.cn/

山东黄河口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4日

▲王维《伏生授经图》
◀伏生祠赑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