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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胖博物馆”馆长 周桂鑫 摄影

公元1051年，范仲淹于户
部侍郎任上，调往青州主持政
务。《范文正公年谱》载：“皇祐
三年春，赴任青州，过长山，礼
参故乡父老。三月，至青州任
所，与前任富弼交政。时青州
大饥，到任即赈济救灾。允百
姓以钱代皇粮，除长途运输之
苦。因病重难支，乞颍、亳间一

郡就养。”
“皇祐四年（1052），64岁，

正月，扶病就道，移知颍州。行
至徐州，己沉疴不起，仁宗遣使
赐药存问，于五月二十日卒于
徐州。死前上《遗表》，一言未
及家事。卒，赠吏部尚书，谥文
正。”十二月壬申，范仲淹葬于
西京洛阳伊川万安山下，仁宗

亲篆其碑额“褒贤之碑”。富弼
撰墓志，欧阳修撰神道碑，名公
显宦以祭文等方式表达对范仲
淹的哀悼和崇敬之情。

范仲淹去世后十三年，尚
书虞部员外郎、上骑都尉韩泽
知长山县事。上任伊始，与官员
们到地方考察都保乡役。在走访
过程中，韩泽来到长山城南关外

河南村范仲淹同母异父的朱姓弟
弟家，在了解到范仲淹青少年时
期在长山县学习和生活的历史事
实后，为劝勉当地官民以范公为
榜样，倡议修建“范文正公祠”。
随后，中国历史上第一座纪念范
仲淹的享堂“范文正公祠”正式建
成。范公祠的建成恰是“赏一善
而百善进”。

苏州范氏奉旨奉祀范公祠

范文正公祠建成后，韩泽
依例上奏朝廷，循宋朝礼制，由
朝廷恩命范仲淹原籍苏州吴县
范氏族人赴山东负责祭祀事
宜。于是，范仲淹的侄子、侍御
史范师道长子来到长山，后其
三弟范世文及范世文之子范直
彤、范直贡均参与了奉祀。

范 师 道（1005 年 —1063
年），宋苏州吴县人，字贯之，范
琪子。仁宗天圣九年进士，历
起居舍人、同知谏院，迁兵部员
外郎，兼侍御史，官终直龙图
阁、知明州。

南宋龚明之著《中吴纪闻》

载：范师道出入台谏凡九载，朝
廷之事，闻无不言，言必欲行。
如择宗室以备问安之职，清士
大夫终葬始得从仕，限民田以
均民产，抑贪墨以清守令，止内
降以杜渐，立私庙以广孝，择知
典故近臣以任太常礼乐之官，
减色役以恤民力之困，皆天下
之急务，而众所愿行者。有奏
议二十卷，文集五十卷。尝为
唐史，著君臣治忽之迹，命藏秘
阁，有诏褒美。子世京、世亮，
皆举进士第。所居在承天寺
前，号豸冠坊。葬天平山，赵清
献公志其墓。

范师道的儿子范世京与其
兄范世亮皆为进士。嘉祐八年
（1063年），范师道去世，范世
京回乡扶丧，不梳洗不穿鞋
袜，昼夜哀号不绝，路人无不
悲痛。守丧三年后，范世京转
任秀州海盐知县，名震浙右。
后来，范世京调任为湖北广惠
仓管勾，因与变法的王安石意
见不合辞退此职位，回归海盐
县。后因病辞官，退休前被封
秘书丞，回乡后与乐圃先生朱
长文私交甚笃，藏其文集若干
卷。

范仲淹去世四十余年内，

苏州范氏家族先后有范琪、范
师道、范纯仁、范世京、范世亮
等五位族人进士及第，苏州范
氏能够安排范世道长子范世京
和三子范世文及后人来山东长
山奉祀范公祠，足见家族对此
事的高度重视。

范世京到达长山后，在朱
氏族亲的协助下，开始了长山
范文正公祠奉祀的准备工作，
由范氏主祭，朱氏从祭。长山
和周边府县的官员及士农工商
等纷纷前来观礼，从此开启了
少有的朱、范两家共同奉祀范
公的祭礼活动。

忠宣公范纯仁长山置祭田

1081年的一天，长山县来
了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他就
是范仲淹的二子，朝散大夫、直
集贤院、权知齐州事范纯仁。
此时距范仲淹去世已过去了二
十九年，朱、范二氏兄弟将范纯
仁迎入朱氏老宅，看着父亲当
年生活过的地方，望着同姓和
异姓家人们热情的面孔，听着
父老乡亲讲述着父亲当年在长
山的故事，范纯仁感慨万千。

范 纯 仁 (1027 年 —1101
年)，人称“布衣宰相”，字尧夫，
谥忠宣，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范
仲淹次子，仁宗皇祐元年进士。
尝从胡瑗、孙复学习。父殁始
出仕知襄城县，累官侍御史、同
知谏院，出知河中府，徙成都路
转运使。哲宗立，除给事中，元
祐元年同知枢密院事，后拜
相。哲宗亲政，累贬永州安
置。范纯仁于徽宗立后，复观
文殿大学士，促入觏，以目疾乞
归。著有《范忠宣公集》。

范纯仁是一位被其父亲范
仲淹光环遮挡住的真名士。

其行一，范纯仁十七岁时

就因为父亲的原因被任命为太
常寺太祝。这是个正九品的官
职，虽然官职不大，但在别人看
来十分荣耀。范纯仁对此浑不
在意，跟别人都不好意思提。
他说：“赖恩泽而生，吾耻之。”
其行二，中进士后，为了照顾生
病的大哥范纯祐，范纯仁一直未
出仕，直到父亲去世后方出仕，担
负起了家族重任。哥哥范纯祐有
心痛的疾病，范纯仁就像侍奉父
亲一样，医药、饮食、居住、服饰都
亲自按时安排。后范纯祐去世，
葬于洛阳。韩琦、富弼写信给
洛阳尹，让其帮助范纯仁完成
安葬事宜。洛阳尹收到消息时
葬礼已完成，他因为事先没听
说此事而惊讶。范纯仁说：“我
们自家的财力足以办此事，怎
能打扰公家呢？”

范纯仁这次到淄州长山，
借助知齐州的便利，第一，看望
父亲同母异父朱姓叔叔的家人
们；第二，看望苏州范氏的家人
们，范纯仁与族兄范师道交往
颇深，曾为其作诗三篇；第三，
瞻拜淄州长山范公祠，缅怀自

己的父亲。
奉祀，是中华民族纪念先

祖的一种方式。历朝历代皆有
官方奉祀和民间家族奉祀，长
山范公祠便是由官方负责并指
定奉祀官的正式奉祀场所。奏
乐、鸣炮、献供撰、请神、读祭
文、焚香、化表、送神等仪程按
部就班进行着。范纯仁了解到
因资金等方面问题，族人生活
困难，奉祀牲礼有缺时，遂决定
购置部分祭田。

范仲淹知青州路过长山
时，曾为朱氏族人购置过义
田。据《长山县志》记载：“范仲
淹性至孝，虽改姓还吴，仍念朱
氏顾育有恩，乞以南郊封典赠
朱氏父太常博士。朱氏子弟以
荫得补官者三人，并于孝妇河
南置义田四顷三十六亩，以赡
朱族。帅青日，道经长山，父老
迎拜郭西。下车相见，礼参甚
恭。赋五言一律为别，后人因
名其地曰‘礼参坡’。及忠宣公
巡按山东，又置祭田一顷三十
亩于孝妇河北云。”

按宋时度量单位计算，一

顷相当于一百亩，也就是说范
仲淹置义田四百三十六亩，范
纯仁置祭田一百三十亩，父子
二人共为朱氏族人置田五百六
十六亩，相当于一个中等村土
地的规模。

中国有史记载的第一个非
宗教性民间慈善组织，是北宋
时苏州成立的范氏义庄。北宋
钱公辅《义田记》记载：“范文正
公，苏人也，平生好施与，择其
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

“方贵显时，置负郭常稔之田千
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之
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
葬，皆有赡。择族之长而贤者
主其计，而时共出纳焉。”也就
是说，范仲淹创立了最早的非
宗教民间慈善组织“义庄”，目
的在于“养济族人”。

范氏诸公以家族义田、义
庄、义学为试点，从为范氏家族置
办苏州义田，到为山东朱氏家族
置办长山义田，影响了更多的家
族加入家族慈善事业中来，在一
定时期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和进
步，至今依然有着积极意义。

范氏返归吴县，范仲淹同母弟之子孙朱姓者代补承祀

随着时局变化和范氏自身
的原因，范氏奉祀官最终选择
离开了长山。从此后，范氏未
回归长山延续范公祠奉祀之
职。

第一个原因，范氏家中长
者范世文去世，唐宋丧俗讲究
叶落归根，故范世文的两个儿
子范直彤和范直贡扶柩返归苏
州吴县。清代长山县生员朱湘
也指出了这个问题：“管庄人，
范朱二氏子孙。凡范氏有丧亡
事，仍归葬南方。”南北道路数
千里之遥，为了亲人归葬，舟车
劳顿，风餐露宿，劳心费神，需
数十日奔波，其中辛苦可想而
知。这恐令范氏心神交瘁、疲
惫不堪，视山东为畏途，至望而
却步。

第二个原因，北方形势严
峻。朝廷因战争需要，已开始
从河南、山东和陕西一带强行
招募士兵，并且为完成征兵任
务已经到了强行刺配充军的地
步。可见，在当时社会不安，强
征壮丁令路途乏人。

第三个原因，范直彤和范

直贡于1114年回到苏州吴县
后，要守孝三年。然第二年宋
军便被西夏军打败，随后辽金
亦展开了激战。1119年，北方
宋江发动了农民起义，范围涉
及山东大部。次年，南方方腊
也发动了起义，占领了江苏、浙
江、安徽、江西等部分地区，致
车旅不稳，道路不宁。后，仅十
余年，宋金爆发战争，1127年3
月金破宋都，掳徽钦二帝而去，
史称“靖康之难”。不久，金人
便于1128年占领了山东。从
此，朱范两家南北相望，也进入
了遥遥不能相见的日子。

据长山范公祠内原《奉祀
履历碑》记载：“管庄范朱二氏
子孙、秘丞房正字号丽水府君
六世孙、师道之长子居长山，公
弟世京，字延祖，皇祐五年第三
甲第五十，官至秘书秘丞，卒，
葬天平山之侧。师道第四子世
亮，字寅祖，秘丞之弟，从荫补
太庙斋郎。熙宁二年第二甲，
官至雄州推官。世亮无子，师
道第三子世文，继字光世。嘉
祐七年以父师道，任户部主

事。政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
卒于长山县之东道义乡守节里
豸冠坊。”

康熙版《长山县志》亦记载
了此事：范文正公祠在城南一
里。宋治平二年邑人知县事韩
泽建。宋有主祭博士官一名，
太祝官二名，奉祀生四名，后历
七世，范氏子孙归吴不返，文正
公同母弟之子孙朱姓者缘以代
补承祀。今现有奉祀生朱廷
槐、朱廷栋、朱廷森、孔文、朱
炘、朱复学等六名，共勷祀典。

康熙二十五年八月，生员
朱湘也在《冒袭范裔辩文》提
到：“世文二子直彤、直贡，自
彤、贡扶文柩归吴后，朱氏代奉
祀长山文正公祠。朱有庆继代
主祀太祝，朱有言太常寺太祝，
朱锐代主祀，官至太常博士。
元朝功德，代主奉朱守谦、朱守
鑑、朱守政，明朝代主奉朱文
用、朱文纲。”

同时，朱湘在文中提到了
另一件事，那就是明万历年间
苏州范氏曾有人持公历履来到
长山，欲寻地共居，后见地废遂

回。因为留下履历一纸，朱氏
立石为记。

从宋治平二年（1065年）到
政和四年（1114年），范氏在长
山范公祠旁共计生活了近 50
年。范氏来到长山后，在长山
朱氏的帮助下，于范公祠东北
角依祠建房而居，随人口增长，
规模逐渐扩大，当地人称“范公
庄”。范世文去世后，范氏子弟
扶柩归吴不还，庄内住宅复归
朱氏负责打理。范氏人虽南
去，但“范公庄”这个村名一直
延续下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
行政划归于河南村。

自20世纪80年代，各级党
委政府积极推动弘扬范仲淹

“先忧后乐”精神，大力发展当地
文化旅游事业。2000年，在地方
史专家朱洪林先生倡议下，经各
级政协组织层层申报，并由上级
有关部门批准，2003年，“河南
村”正式更名为“范公村”。

作者系中国范仲淹研究会
理事，山东历史学会会员，滨州
市作协会员，邹平市政协委员、
文史馆馆员。

苏州范氏奉祀滨州长山范苏州范氏奉祀滨州长山范公祠始末公祠始末
朱振波

水调歌头·黄河楼感怀
马明德

常叹地无岭，今日有高层。欲穷千
里金浪，毋再极眸瞠。顾盼浮楼玉镜，犹
记城池遗貌，女杰已云腾。多少古今事，
沉淀映星泓。

浪淘沙，雨洗礼，出精英。河阳名
相，忧乐名句建虹旌。兵圣奇谋冠绝，帝
傅文才盖世，坝北紫烟萦。滚滚长河水，
后浪竞鹏程。

望海潮·滨州黄河楼
毛学校

楼临蒲岛，城雄鲁北，大河不尽东
流。扬柳坝皋，烟笼梦泽，迷茫几许芳
洲。云树拥堤丘。赛儿大桥远，北侣南
俦。百万乡民，竞将春色播滨州。

东风喜入高楼。有白云千载，鹭鹤
曾留。京冀少年，江南伉俪，多来鲁北欢
游。天外阵云收。步顶登楼瞰，绿满城
畴。面对河桥水岛，底事赋闲愁。

满庭芳·春日登黄河楼
钱杰

堤锁黄龙，长桥飞跨，古州一展新
颜。四环五海，豪气入云端。几辈峥嵘
岁月，换得这、枝茂花繁。光阴迫，惠民
功业，百姓记心间。

春来擂战鼓，扛牢使命，汇智谋篇。
只期待，千家万户欣然。地利天时俱备，
人不寐，勠力登攀。冰河裂，东风正紧，
百舸竞帆悬。

水调歌头·辛丑年秋
雨中登黄河楼

卢玉莲

连日苦淫雨，霾雾障天心。大河涛
叠汹涌，时向岸浮沉。积潦湍流畴野，饱
穗思归农舍，寒意愈萧森。试问凭高处，
能否解忧襟。

骋眸望，波浩渺，岁幽深。故园宛
在，多少遥迹可追寻。风物从无虚设，矢
志终将难夺，拼搏自当任。待到秋新霁，
吾辈复登临。

望海潮·登黄河楼
韩鸿山

登斯楼也，江山如画，黄河喷薄东
流。嫣紫茜红，娇黄嫩绿，云蒸霞蔚金
瓯。最美大滨州。看山绕翠带，地展金
秋。海晏河清，蓬瀛胜景足风流。

改天换地功稠。有中枢指路，群彦
绸缪。人杰地灵，风清气正，英贤奋斗无
休。追梦站潮头。沧桑天地变，燕舞莺
讴。欲睹霞光万里，更上最高楼。

登黄河楼（通韵）

杲仁华

旋上层楼望玉龙，千叠狂浪映蓝空。
举眸经纬寻红绿，放眼纵横览西东。
指点城光名画里，朦胧天色大河中。
谁知此处高几许，头顶三匝是九宫。

秋登黄河楼（新韵）

韩淑静

浩荡昌风万重云，逆波澹漾小洲吞。
目极千载黄河去，望断秋朝碧海濆。
无觅秦台空鹤影，登临古邑念征尘。
快哉蒲苇飘萧处，曾有宗家设里门。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朱振波 报道）6月23日，笔
者在网上看到一则视频，是邹平
市长山镇大闫村“老胖民俗博物
馆”发布的藏品展示视频。视频
展示了一条檩条，檩条上有一段
文字，内容如下：“时大清道光叁
拾年，岁次庚戌，嘉平谷旦，知长
山县事曾叙符，教谕黄来麟，训
导张如封，代理县丞曹树恪，典
史魏彬，首事刘梦周、王肇济、鲍
维爽、朱德懋重建”。

檩条文字虽未注明出处和由
来，但据笔者考证，这应是自1065
年北宋长山知县韩泽倡建范公祠
以来，第14次修建时唯一留存的

记事古檩。文中最后一位“首事”
朱德懋是笔者同宗，原长山县城南
关外河南庄人，是道光六年武进
士、钦点三等侍卫朱德裕的大哥。

这条檩条是范公祠大殿的
主檩，含楔形接头长为3.98米、
宽0.26米、厚0.14米，两端楔形
接头分别长0.08米。字体部分
为正楷，每字五六厘米见方，书
写刚劲有力。这条主檩原存在
长山范公祠主脊正中，道光三十
年（1850年），贵州人曾叙符知长
山县事，观范公祠已历70年风
雨，墙倒椽烂，于是倡议重建，在
安装檩条时，特意在主殿脊檩上
记载了这段文字。

清代范公祠大殿主檩首获发现清代范公祠大殿主檩首获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