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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山东新城王氏家族在极短的时间内由元末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平民之家发展为煊赫明清两朝的世家大族$然而却又在

&""

余年后呈现衰败之势走向衰落$这其中包含诸多因素&通过从政治'经济'婚姻'教育四方面进行分析$可以探究其家族兴

盛之因$继而又从内外部环境方面探微其衰落源流$进而为后世家族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山东新城王氏家族!盛衰!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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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城"今山东桓台#王氏家族是明清之时盛

极山东地区的名门望族$同时也是显赫的科宦之家

以及颇具影响力的文学世家&据康熙版,新城王氏

世谱序-记载%."王贵#原籍青州府诸城县初家庄人$

明初避白马军乱$移居新城县之曹村$居赵氏庑下$

为人质朴无华$力本重农&/自始祖琅琊公王贵徙居

新城以来$累世经营$重农尚学$成就斐然&三世颍

川公王麟 .始肇文脉/$经四世忠勤公王重光$五世

王之垣'王之猷等$到第六世时以王象乾为代表的众

多王氏族人出仕公卿$奉于庙堂$出仕最多时竟占据

半个朝堂因而号称.王半朝/$世人誉为.岱宗秀裔/'

.江北青箱/$进而谱写了新城王氏之辉煌业绩&

一"新城王氏缘何崛起

#一$世家大族中的后起之秀

世家大族发展往往形成锁链带动式发展模式&

一般来讲$家族中重要族人的影响力是可凭借之有

利因素$在新城王氏家族中$居显宦高位者不在少

数$他们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而带来的较高层次

的人际关系网络之辐射影响力亦不容小觑&其可在

很大程度上带动家族后辈的发展$从而提高家族整

体的政治地位&新城王氏虽为世族大家中的后起之

秀$却也成就斐然&自明嘉靖二十年"

#BG#

#至清道

光十六年"

#D&$

#$不到
&""

年的时间里$新城王氏共

出进士
&"

人$举人
B!

人$贡生
#BD

人&而于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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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具有极高知名度的文人学士也在极力提高家族

的文化地位和知名度&明清之时新城王氏家族出现

了此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族人$从而推动了家族的

持续发展&其族人中现存有著述传世者便达
G"

余

人$其中明代
#D

人$清代
!$

人$被时人赞誉 .代有

闻人/&

其中说到政治影响力$王氏家族中不得不提的

当属四世王重光'五世王之垣以及六世王象乾&

王重光"

#B"!

3

#BBD

#$嘉靖二十年进士&历官

贵州按察使'参议$殁于王事&赠太仆寺少卿$谕葬

祭$称.忠勤公/&

*

#

+

!&"

王之垣"

#B!E

3

#$"G

#$嘉靖四十一年进士&历

官户部左侍郎$赠本部尚书&

*

#

+

!&"其疏乞归省的二十

年间$课教诸孙$闭户著书$著作颇丰$生平行事详公

所载,历仕录-$另有养生类专著,摄生编-',炳烛编-

问世&

王象乾"

#BG$

3

#$&"

#$隆庆四年亚元举人$连科

进士&历官兵部尚书$曾五戍边疆$威震九边&万历

年间晋升其为少师兼太子太师$特准其家乡修筑牌

坊追赠三代$自此.中华第一砖坊/333.四世宫保/

于新城树立&

新城王氏家族于始迁祖王贵佣作起家$至第六

世于嘉靖年间达到家族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鼎盛之

峰&作为明朝东林党领袖之一的钱谦益曾称赞.嘉

靖以来$其门第最盛&/

*

!

+

&#B明代.四大家/之一的陈

继儒称.今海内推乔木世家$首屈新城王氏$名公卿

累累$项背相望&/

*

&

+

G明清两代$一个家族由务农而

起$经悉心经营于数代之内成为海内望族'科宦世家

而名宦接踵的名门望族者确洵不多见&王氏家族以

占鳌首之势在科举道路上保持强盛势头$其子孙更

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多次夺魁$承继家族之荣耀&

#二$富甲一方的地主之家

作为山东望族$除官宦满门拥有极高的政治地

位外$往往也是富极一方的大地主家族$拥有雄厚的

经济实力和一定的经济地位&一般来讲$一个家族

经济的发展兴盛会早于其家族政治势力的发展扩

张&在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时$世家望族在其

日益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经济实力亦逐步坚实$以具

备强大的政治势力&综合其家族发展整体分析$其

主要经济来源如下%

#?

官俸收入

官俸是各封建王朝按照品级高低分发给官员的

报酬$整个王氏家族拥有相当数量的族人出仕为官$

他们的俸禄是家族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明清两朝俸禄的数额大量减少$时人评论.自古

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

*

G

+

DG#

$但这只是较之前朝代

而言$因为在正规官俸外会有增赋'加派'耗羡'养廉

银等其他收入&

古语有云.书中自有黄金屋/$古代官员于官俸

之外有大笔的隐形收入&清代文人笔记,消夏闲记

摘抄-中记载.前明缙绅$虽素负清明者$其华屋园

亭$佳城南亩$无不揽名胜$连阡陌$推原其故$皆系

门生故吏代为经营$非尽出己资也&/

*

B

+

$作为官场中

公开的秘密$地方望族利用其政治上的优渥性$通过

其政治权利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从而保持家族

发展持续上升而不坠的态势&

!?

土地收入

在封建时代$土地经营收入被看做是最正统的

经济收入来源&因而世家大族往往利用已有钱财来

置办田地$经悉心经营以获得地租和田产$从而在满

足自身家族需求的同时来加强经济影响力&民国

,掖县志-中载%.仕官之家$罢官归里$亦多置田产以

遗子孙&/

*

$

+

BD

在获得田租收入的同时$世家大族还享受朝廷

所给予的各种特权和优待条件$并被免除了一部分

的田赋和徭役&至明中期$徭役日繁$嘉靖二十四年

"

#BGB

年#$明政府制定了,优免则例-$其规定了对

官宦的丁'粮的优免额度$从而保障了地方世家的利

益&从优免额度来看$,优免则例-对王氏家族的发

展大为有利$由于家族中出仕者甚众$因而优免的数

额巨大$从而使得王氏家族获得了大量来自于田产

的收入&

&?

封赐资产

新城王氏的家院中有数座石碑$其中有一石碑

为修葺祖宅时于地下挖掘而出$上刻有文字&历史

上相传 .忠勤祠/有三座$但缺乏相关史料的佐证$

而偶然得来的此块石碑则记录了.忠勤祠/之变迁$

为上述传闻提供了史料&从碑文中的建制规模描述

来看$现今修筑的.忠勤祠/仅为其中一部分&碑文

所刻.计建忠勤报国石坊一座$谕祭碑一座$大门一

座$二门一座$神道碑一座$草房九十间/这还仅仅是

祠堂的一角&另外$新城牌坊最多的时候可达七十

二座$可谓盛况空前&修筑如此大规模的建筑$必定

奏请圣上允准$而其准奏之时必伴有大量封赏以资

助修建$这也成为家族收入的来源之一&

#三$姻亲选择之官僚世家

新城王氏由默默无闻的平民之家发展成缙绅满

门的官僚世家$除了其家族自身的凝聚力外$婚姻选

择也成为了其维护社会地位实现政治诉求保障家族

不坠的一大策略&在阶级等级观念森严的门第社会

中$婚姻体系的层次是衡量其家族社会地位的重要

指标&家族地位如有改变$那么婚姻选择就会随之

改动&

新城王氏在历代姻亲选择方面做足了功课$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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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姻亲中多来自附近地区声名具备的名宦之家$这

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嫁入王氏的女子为德才兼备之

人$进而直接影响到历代子孙的成长和家族的和谐

发展&新城王氏与其联姻对象遵从门当户对的观

念$因而两家族在名望'身份'社会地位上基本对等$

这是王氏家族结亲的绝对准则&新城王氏以精耕农

作起家$其经济状况可见一斑$那么当时的结亲对象

自然也非富贵之家&例如始祖王贵娶妻初氏$其来

历不明!三世祖王麟娶妻沈氏'岳氏'常氏和卢氏$其

妻族情况具无史料记载&然而四世祖王重光则娶妻

刘氏$其来自新城望族刘溥家族&而到了第五'第六

世时其家族日益鼎盛$此时新城王氏的联姻对象基

本上是与之门第相当的老牌世家或是科举新贵&他

们几乎与附近所有的科举望族均有了姻亲关系$特

别是与济南府的联姻更是频率极高$在何成的,新城

王氏%对明清时期山东科举望族的个案研究-一文中

做过详细的论述$他总结了新城王氏的
#DG

例婚姻

个案$其中与济南府的联姻有
#GB

次之多&新城王

氏构筑了一个以其为核心的姻亲体系$并进一步形

成了一个涉及甚广'联通复杂'相互交织的通婚网

络&此网络越织越牢$使得众多世家大族在政治'经

济'文化等各方面取得了的密切合作$促成各家族长

足发展$并使得王氏家族在这个联通网络中越发

重要&

渔洋先生仙逝后$其家族虽步入衰落之境$却仍

能长久保持地方衿绅的地位$至清中期仍在政治仕

途上起到相当作用$这与其此时的联姻对象居于显

赫地位不无相关&其姻亲体系中这几个表现卓著的

世家大族中精英人物的出色表现为整个联姻体系的

政治经济利益提供了保障&

#四$名噪数代的文学世家

一般看来$古代的世家大族大多遵从的规律模

式为%读书333中举333光耀门楣&王氏家族亦不

例外$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其家族围绕着科举应试的

原则教育子弟&

王家自第四世王重光科举起家之后$设立家塾

教授子弟研读文章 $还聘请了专门的文人担任先

生&此外$与王家交往之士中不乏文人骚客$他们也

会不时的给予王氏子弟以指导$从而拓展了家族后

辈的视野&

家族子孙
B

至
E

岁时便开始启蒙教育$以家塾

为研习受教之场所&王家五世祖王之垣时规定$王

氏子弟读书要勤勉$内容要宽泛$作业要按时高质完

成&,乡园忆旧录-中记载%.每夜五鼓即起$终年在

书屋!惟元旦拜家祠$与尊长贺礼毕$既入墅肆业&

虽至亲近族$罕得会面&一文不佳$责有定数&/

*

E

+

%$

这正是颜真卿名句.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

时/所描述场景的真实写照&至六世祖王象晋时更

甚$即便身为朝庭大员$却无论寒暑$依然独坐于桌

案前$笔耕不辍$年老时则闭门谢客$亲自教育子孙

读书&王象晋年至耄耋时$依旧会梦见功课未完$心

中甚是惶恐受到责备的场景&书中记载%.时时梦课

业未竟$中心惶惶$跪受扑责&/

*

D

+

!GB在此等严苛的家

族教育方式的影响和家族浓郁学习环境的熏陶下$

王家科第延绵$为官者甚众$其中有进士
&"

人$中举

者
B"

余人次&

在枯燥的科举面前$王氏家族并没有禁锢住自

身发展的脚步$在确保科考成绩的同时亦不忘培养

后辈子孙的文学素养$使得后世子弟中不乏具有极

高造诣且著作等身之人&

二"盛极而衰原因分析

#一$环境动荡

社会大环境对一个家族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

影响$处太平盛世$社会安定$朝廷重科举'兴文教$

家族成员重农事与治学$其发展轨迹一般为稳步上

升之势!相对应$乱世萧条$民不聊生$家族子弟疲于

奔命$势必会使家族发展受创&

明清交替时期是山东地区乃至全国的世家大族

发展的分水岭$在此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有一部

分的世家大族走向衰落$与此同时更有一部分新兴

的世家迅速求得发展并走向繁盛&

万历年间$王家出了一位威震九边的兵部尚

书333王象乾$因戍边有功$被授予了一次前所未有

的殊荣$这令王家同朝为官的
&"

多位后生引以为

荣$为表彰其功绩$万历皇帝赐他为光禄寺大夫$柱

国太子太保$同时上溯其前三代$皇帝加封.四世宫

保/的这一殊荣$令王家上下倍感皇恩浩荡$建此牌

坊成为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当时王象乾$任兵部

尚书兼蓟辽总督$明末蒙古族及女真不断侵扰边境$

王象乾对内治军严明对外或缴或俘$然而他的行动

却阻碍了清王朝的崛起&崇祯三年$王象乾病逝$此

时的大明王朝已岌岌可危$但即便是清军入关时王

象乾驻守的防线依旧未被攻破&然而仅仅二十几年

过后$王家的忠诚却换来了屠门的厄运$此即发生于

崇祯年间的.壬午之难/&其族谱中载 .崇祯十五年

"

#$G!

#$清兵自畿辅下山东$济南鲁王一派自杀$十

二月初一日$新城陷$我家族有
GD

人遇难&/据老一

辈口口相传$当时的屠杀持续了一天之久$新城血流

成河&

对于新城王氏而言$明清交替是一场噩梦$特别

是对第七代族人来讲$在杀戮和战乱纷争中死伤无

数$损失惨重&,静志居诗话-中记载%.新城王氏科

第最盛$尽节死者亦最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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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王与允自经殉主$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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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书一则$末世危音悲戚不忍卒听$钱谦益赞之为

.遗音孤苦$孤桐玉律$吟龙戛石$反?轍月&浩歌悲

啸$雷风交加&虫豸不蛰$象华其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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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斗争

名门望族中身居高位且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族人

势必有之$但身居高位者易树大招风$往往又最接近

政治漩涡$真正体味.高处不胜寒/之意&家族中具

有重要影响力的族人在受到政治打压之后$其家族

的发展必然受到影响$族人以后的仕途也定不会一

帆风顺$从而使得家族的衰落成为必然趋势&

新城王氏的第五世亦为主要奠基人的王之垣在

湖广巡抚任上$迎合首辅张居正杖杀影响极大的泰

州学派名士何心隐$在日后的倒张狂潮中给自己带

来了极大的政治麻烦&但在此关键时刻$新城王氏

利用其姻亲体系中的精英人物冯琦为其奔波$从而

使得本家族摆脱了此次政治危机&

到第六世王象晋'王象春为官时$兄弟二人皆为

东林党人$名宦门第$享有威望&当时魏忠贤阉党之

祸炽盛$尽逐东林党人$生者除名$死者追夺$王象春

被迫从南京考公郎中任上免官归乡&,重修新城县

志-称其.性抗直$不随时俯仰$以忤铛削职$海内

高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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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祯于康熙年间成为.一代诗宗/其文学成就

斐然$然就其政治成就而言$却无法做到与文学成就

平齐&其官至刑部尚书$并被封为翰林院侍讲学士$

教授太子研读汉学$正因如此$他与太子关系十分密

切$在太子胤秖两度被废时受到牵连$而成为政治斗

争的牺牲品$无奈罢官归乡&

在此之后的年月里王氏家族发展基本上走向了

下坡路$再也没有一代族人能带领其家族重新走上

高位$站在政治权利的上层&

#三$后辈挥霍

一个家族社会地位的高低以及家族利益是否代

代延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家族是否累世簪缨'代有

闻人&而科举入仕的人数和为官者品级高低$则成

为了衡量一个家族社会地位最为重要的标准&在整

个王氏家族的初兴阶段$全体族人的奋进无疑是家

族兴起的原动力$然而在家族稳定兴盛之后$家族中

后辈的拼搏则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肩上担负着家

族持续发展不断繁荣的重任&但事实往往是在家族

繁荣稳定后$后辈子孙不思进取$安于现状$将祖宗

积累的政治地位和家族影响力耗费殆尽&

王士祯去世仅二十多年$其后世子孙已经靠出

售渔洋先生毕生所蓄的书画度日&清人王初桐的诗

文$.尚书池北营书库$数十年间付香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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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祯逝后家族的寥落状况&

一般来讲$望族子孙浪费挥霍分为两种%其一$

大肆享受$挥霍家产!其二安享富贵$满足于先辈的

荫职$无意仕途$不思进取$导致家族的政治影响力

逐年下降&新城王氏家族$.新城王君祖彭$父官于

南所生也&66及长$挥金如土$荡其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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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原因可见$后世子孙的不善经营是家族衰落的最

主要的原因&

三"王氏家族发展之借鉴

#一$适应环境%稳抓机遇

琅琊公王贵在元末白马军乱之时$度不能抗$乃

避居新城东南隅之曹村"今山东张店#$为赵氏作佣$

后经几世经营$终于三世祖颍川公王麟时.文脉肇

始/$官颍川王府教授&自四世王重光时$其凭借.平

蛮督木/立功$而得朝廷追叙前烈$嘉靖帝曾赐.忠勤

可悯/四字以示嘉奖$其被后世尊为.忠勤公/&自

此$新城王氏握到了通往仕途的钥匙$家族得以繁

兴&其家族达到鼎盛则是到第六代王象乾时$自颍

川以下$以太师公象乾贵$俱赠太子太师'兵部尚书&

其辖制播州时$用武力平复苗民起义$得以升任兵部

尚书$后又因明北疆多事$以
D"

余岁高龄戍守边疆$

其智勇双全$威震九边$封赐太子太保&

后于更朝换代之际$战火纷飞$王氏遭遇屠门厄

运$受到沉重打击$但仅仅几十年后$到第八代子孙

之时又重振旗鼓$重燃.为国效力$泽延后嗣/的信

念$凭借深厚家学$很快得与清廷合作&仅顺'康两

朝$王家就有进士
#"

人"武进士
G

人#&特别是王士

禄'王士祜'王士祯兄弟三人科场折桂$成就王氏一

门.三进士/之佳话$一时传为盛事$从而使王家终于

度过明清王朝更迭$于废墟之上重振往日的家族风

流&钱谦益曾称.新城王氏门第$大振于烟硝火尽

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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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家族发展历程告知后人.居安思危/之要$处

顺境要顺时而动$抓住时期$稳步向前!处逆境之时

要逆流而上$创造机遇$重振家风&

#二$动静相宜%养生至寿

王氏家族之中不乏高寿之人$究其原因$不外乎

.动心忍性/'.动中取静$静中有动/&渔洋高祖王象

晋颇安养生之道$其著名,摄生5炳烛编-总结了养

生部分技巧$将.心/作为出发点$用知识涵养内心$

养成静心之功$由内及外$进而达到高寿之目的&

王氏家族之中的女性高寿者亦不少$出于门当

户对的考虑$王氏主母多出济南府'青州府等书香门

第$多受家庭书教传统影响较深$耳濡目染中也形成

自身见解&她们知书达理$内心宽容$正所谓.能容

难容之事/&其中不少礼佛之人$能淡化欲望'平心

静气$淡看花开花落$笑看云卷云舒&若生活于现今

纷杂尘世中人能解读一二$便可放下内心纠结$心思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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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张金丹%明清新城王氏家族盛衰探析

清雅'心自淡然$长寿亦不远矣1

#三$修身养德%注重教育

#?

$破旧立新%!打破传统教育模式

新城王氏凭借严苛科举教育及有素训练$得以

保障家族世代科甲显宦辈出&但在其走向鼎盛之

后$就转变了其教育模式$教育重心转到文学'艺术

等方面&其家族教育这种顺时势之嬗变是有别于一

般家族对科举的功利性重视即执着于应试科举之模

式&王氏家族较好的处理了诗文与帖括之矛盾&由

于帖括内容呆板$要求严格$而得诸多家族禁止子弟

在科举成功之前涉猎诗赋&但王氏对子弟为诗作

赋'琴棋书画等文学'艺术修养给与足够重视$成为

了必要科考训练外的重心$从而渐趋形成了新城王

氏独具代表性的家族文化$此文化影响下的杰出人

物有六世王象春'王象明'王象艮以及宗盟清初诗坛

近半世纪的王士祯$他们工诗文$擅词赋$晨夕倡和$

宛然成为了一个文学创作集团&

王氏子弟拥有一种淡泊'从容的文人气质$他们

具备超越功利的文化视野及远见卓识$这使得其能

够做到身在科场却能不为八股所限$位居显宦$却又

不脱名士风度!公务繁多$却可诗文倍出&

!?

家风家训世代传承

新城王氏素以.家法恭谨/著称$王重光订立家

族第一条家训$后经王氏子孙不断完善$从而形成内

容完备且独具特色的族规家训体系&其中包括世代

沿袭的习惯法$又有专门的成文家训$还有具备强制

约束力的族约家规&

从道德'行为'交友'言论方面对子弟提出要求

及期望&之后$不论用何形式$格言'诗文抑或楹联

等均是对后辈进行规劝或提出希冀的一种方式&王

氏族人秉承宗祖训诫$皆恪守家训$传承家风$将家

庙影壁上刻的.道义/家训融于骨血之中&

.读书/二字$王氏族人将其融入到自身日常生

活中$自三世祖王麟时便称其.于书无所不读/$第四

世'五世均有进士及第者便可想见此辈之中不乏才

识过人者$至于第六世王象晋时更甚$将读书作为事

业来对待&喜读书$重道义之人因拥有较高的文化

素养$能够做到修身立德$因而自然会赢得良好声

誉$具备强大影响&

&?

廉洁自律!奉为准则

新城王氏之子孙读书意在修身做人'立德立行$

为官之时能廉洁奉公$尽臣子之责&子孙读书能够

抛弃名利之心'一己私欲$在熟读四书五经决胜科举

之时$亦能通过诗词歌赋等文学艺术来修养身心'培

养情性$使得家族子弟具备科举折桂之能力的同时

还培养了一身名士风度&可见当人们真正放下功利

之心去做事时$其家族之兴旺与自身之功名也自然

水到渠成&再看古代那些一味追逐名利之徒$其日

益偏离正途因而不得长盛&

讲究道义传家$以良好的家风为人'处事$以优

良道德传承家族事业$自祖辈开始$王氏就强调为官

要清正廉洁$新城王氏家族所出高官无数$不但政绩

卓著而且政声良好&全道公启禤将赴唐山任县令

时$其父士祯放心不下$专为其书,手镜录-$告诫其

要清廉'谨慎'勤勉$反复叮咛恪守勿替&,手镜录-

中写道%.皇上御书赐天下督抚不过0清慎勤)三字&

无暮夜枉法之金$清也!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慎

也!早作夜思$事事不敢因循怠玩$勤也&畿辅之地$

果为好官$声誉易起&如不努力作好官$亦易滋谤&

勉之$勉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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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于清朝而言$新城王氏家族是兴起于明代

中叶的遗民贵族!对现今来讲$新城王氏家族是明清

两代山东名门望族&它的兴起'发展'极盛'渐衰'再

盛直至衰败的发展史印证了.盛极而衰/的哲学命

题$同时$以上对于王氏家族盛衰原因的探析也向世

人展示了一幅家族盛衰发展的画轴$较为清晰明了

的介绍了一个家族的命运走向&以此为研究对象并

总结了此家族发展中形成的有益经验$以期为当今

社会家族"家庭#发展提供一二借鉴$对新时代家族

"家庭#建设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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