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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纪念馆：一代宗师隐深庭
在学术界，高邮王氏是一个专门名

词，既指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亦称高邮二

王或王氏父子），又作为学术上集大成者

的代名词。

王念孙（1744—1832年），字怀祖，号

石臞。乾隆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工部
主事、工部郎中、陕西道御史、吏科给事

中、山东运河道、直隶永定河道。他精通音

韵学、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著有《广雅

疏证》《读书杂志》等。

王引之（1766—1834年），字伯申，号

曼卿，王念孙之长子。嘉庆一甲三名进士，

官至工部尚书。他继承父业，进一步扩大

了研究范围，探幽发微，硕果累累，著有

《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等。

“王氏父子”都是朝廷大官，却不因位

高而疏于学问，他们撰写的学术著作《广

雅疏正》《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和《经传

释词》等，被誉为训诂学的经典著作。

1983年，为纪念垂名史册的清代音

韵、训诂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激励

故里乡亲与莘莘学子缅怀先贤、勤勉好

学、奋发有为，高邮修建了王氏纪念馆，并

于当年10月对外开放。

探访王氏纪念馆

高邮王氏纪念馆是王氏父子的故居，

坐落于西后街，是高邮市文物保护单位，

占地1000多平方米，由主展厅、会客厅、

东西厢房、书房等组成。

17日下午，记者沿着两侧颇具清末民

居风格的西后街由北而南，高邮王氏纪念

馆映入眼帘，高大、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

广玉兰伸出墙来。府第式的门厅外挂着当

代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手书的“高邮王氏

纪念馆”馆牌。门厅上方悬挂着“古训是

式”的金字黑底匾额，造型古朴的照壁上

刻有“戬谷”（善、吉祥意）的砖雕，满眼可

见橙黄色的凌霄花肆意地怒放着，一直攀

至照壁墙头悬挂下来，令寂静的纪念馆散

发着勃勃生机。

转身向北，透过灰砖镂空的圆门，跃入

眼帘的是一方小院。在几竿依墙直立的翠

竹掩映中的王念孙、王引之古铜色塑像分

外引入注目。端坐石凳之上的王念孙长衫

过膝，双目平视，神清气定，左手扶一竿木

手杖，右手握着一册翻开的书；站立右侧身

后的王引之，两手垂放，双目微闭，似有所

思。塑像西南的墙脚，是一口王家曾经使用

过的古井，白而光滑的石井栏上似乎还能

看出当年提绳打水留下的痕迹。塑像稍东

有一侧门，门内又是一方不大的庭院，庭院

内有冬青、桂树，还有一株枝繁叶茂的石榴

树，红彤彤的石榴挂在枝头，鲜艳而俏皮。

与庭院平行并列的是坐北朝南的三间北厢

房，房内陈列着《王氏故居》《高邮王氏学》

的展览及许多经学后人的书画作品。相传

这里曾是王氏父子潜心读书的地方。

回身到灰砖镂空的圆门北侧向西，是

一溜带有斗拱廊沿的五间正厅。据介绍，

正厅拟再现王家藏书堂的原貌，眼下只是

摆放着一些旧式桌椅，供游人休憩、景仰。

正厅上方悬挂着书法家沙孟海先生题写

的“一代宗师”匾额，下方正北后墙上挂着

已故当代著名画家程十发先生精心绘制

的王氏父子画像。正厅中间门外两侧的立

柱上挂有李一氓题写的“父子一门乾嘉绝

学，宋明以外训诂大成”的楹联。正厅前的

庭院内有东厢房三间，西厢房三间。东厢

房门前立柱上挂有已故北大著名教授周

祖谟题写的楹联“世代研经明古训，山川

锺秀育贤人”，西厢房门前立柱上挂有高

邮籍著名作家汪曾祺题写的楹联“一代宗

师千秋绝学，二王余韵百里书声”。两侧的

厢房内均为展览室，陈列着王氏父子各种

版本的著作及近现代学者专家对王氏父

子训诂学研究评析的文章专著，叶圣陶、

王力、廖井丹、顾廷龙等已故专家学者、书

画家均有手迹陈列其中。

东西厢房南侧是三间不大的前厅，陈

列有王氏父子的生平传略、轶闻故事，“父子

合力密奏和珅”的前前后后，“王府独旗杆”
故事的来龙去脉。出前厅又是一方狭长的

院落，错落有致的花草古木，簇拥灰砖铺成

的甬道，一直延伸到照壁南侧的镂空圆门。

王氏纪念馆三兴土木

王家三代在朝为官，家大业大，名闻

遐迩，其故居早先规模较大，屋宇连绵近

百间，后因岁月沧桑，后裔外迁，战乱频发

等，有的房屋毁坏倒塌，有的移作寻常百

姓人家，有的则改建成了工厂的车间。

1983年7月8日，中共高邮县委和高

邮县人民政府在认真听取宣传文化部门

同志关于王氏父子的介绍和中国训诂学

会的有关建议后，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

决定着手兴建王氏纪念馆。时年 8月 2

日，王氏纪念馆正式开工建设，历时80多

天建成。此次修复了东厢屋三间，北书房

三间，古井一口，修建门厅三间和部分故

居院墙，并从全国各地征集到有关“二王”

研究资料和文物、学者题词200多件，建

立高邮王氏纪念馆，并于1983年10月26

日对外开放。

1994年，高邮又修建正厅五间、厢房

六间，重树“独旗一杆”，塑王氏父子像一

座。2010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市文化部门又对纪念馆进行了重新修

缮，重新布置了王氏父子生平展。“此次修

缮，我们对原展厅的房屋进行了重新修

葺，将之改为会客厅，与现在的主厅、两边

的厢房共同围成一个小型四合院，同时还

新添了部分仿古桌椅、新的字画等。”市博

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让游客更加全

面、生动地了解王氏父子，进一步增强纪

念馆的视觉效果，市文化部门不仅邀请本

地书画名家创作了书画作品，还通过网络

等新媒体搜集到许多与王氏父子、高邮古

文化有关的图片，图文并茂对新展厅进行

布置。

为官为文独树一帜

记者在高邮王氏纪念馆采访，看到馆

内有一根很高的木旗杆十分引人注目。据

介绍，在乾隆、嘉庆年间，王家历代为官，

且学问深厚，熟悉王家的人和当地人都尊

称这一根旗杆为“王府独旗杆”。而“王府

独旗杆”是有来历的。王氏父子年轻时居

住的宅院，原先部分是一陈姓武将的，陈

家门前原有八根旗杆，后来家道衰败，旗

杆也逐渐倒了，还剩下一根旗杆的时候，

这一部分房屋连同旗杆全部卖给了王家。

事实上，“王府独旗杆”还有其独特的含

义，一是褒扬王氏父子在训诂学方面的独

一无二的杰出成就；二是除了为文做学问

外，王氏父子在为官上也是刚正不阿，清

廉有加，这在吏治腐败的清代也独树一

帜———曾合力参劾大贪官和珅。
据史料记载，嘉庆四年正月初三，乾

隆帝刚死，王念孙就冒着满门抄斩的巨大

危险，带着奏本参劾和珅。当王念孙决意
写奏文时，因为不知嘉庆态度，左右为难。

和珅是乾隆的宠臣、权臣，现在乾隆尸骨
未寒，就查办其宠臣，嘉庆怕不怕沾上不

孝之名？王念孙既想参倒和珅，又不能得
罪皇帝，实在难以两全。而此时“时间就是

生命”，一旦和珅得知内情后“反扑”过来，
后果不堪设想。危急时刻，时任翰林院编

修的王引之在一旁提醒父亲说：“在罗列

和珅罪状之后，再加上‘臣闻帝尧之世，亦
有共驩，及至虞舜在位，咸就诛殛’。”王念
孙听后连声叫好。这几句话好在何处呢？

它好就好在把和珅比作尧舜时代的奸臣
共工和驩兜，这一来，就顺理成章地把乾
隆比作尧，把嘉庆比作舜。既然如此，惩办

和珅，就既不会影响乾隆的“威望”，也显
示了嘉庆的“英明”，正可谓“三全其美”。

王念孙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列

举出和珅种种罪状。其举感动了嘉庆皇
帝，最终铲除了和珅。正月十八，嘉庆便赐
和珅自尽。王氏父子合力参倒和珅，被天
下人誉为“凤鸣朝阳”。如今，王氏纪念馆

也成为我市的廉政教育基地。

文
字

郭
玉
梅

摄
影

王
林
山

责
任
编
辑

张
维
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