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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后一位探花”不满腐败辞官 卖字为生
商氏家族十代从军，当时驻防广州的八旗

部队有几万人，晚清时期因朝廷拨款大幅度减
少，大多家族陷入困顿的境地，商氏家族也不例
外。但是从商衍瀛、商衍鎏开始，商氏家族步入
从文之路的正轨，并成为文化望族。

文脉得以相传数代，商家后人总结，那是因
为商家“不喜做官，钟情学术研究”，保持了商家
人精神上的独立性、品格上的淡泊豁然。也正因
此，曾为国民政府总统顾问的商衍鎏后来会因
为对国民政府失望而辞职，情愿靠卖字为生；而
曾被邀请去做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的商承祚也选
择了当学者不当官。

商衍鎏：中国最后一位探花郎

商衍鎏生于同治十三年(1875年)，字藻亭，
号又章、冕臣，晚年号康乐老人。他一出生就和
哥哥商衍瀛一样被考场失意的父亲寄予厚望。
年幼的商衍鎏也勤奋好学，6岁就读于父亲专
门打造的玉莲园书塾，14岁后先后入学海堂、
菊坡精舍、应元书院。商衍鎏与哥哥终日苦读，
文才出众，颇负盛名。17岁中秀才，21岁中举
人，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科举考试中一举
取得甲辰科中一甲第三名，即探花，授翰林院编
修，入进士馆。

政治思想开明提出改革主张

为了改革清廷的—些积弊，商衍鎏曾与翰
林院成员一起被派往日本留学考察明治维新的
状况。虽受封建传统教育的影响，但商衍鎏思想
并不僵化，他政治思想开明，在日本与康有为、
沈钧儒交善，回国后主张变法自强，并向清廷提
出改革的建议，可惜未被采纳。

当孙中山等改革人士推翻满清时期，商衍
鎏也意识到封建制度必然走向灭亡，民主革命
不可抗拒的现实。他赞成建立共和政体，并在国

民政府里担任国民党总统顾问，后任财政部秘
书、江西省财政特派员。

商衍鎏性格正直，品德高尚。任职期间，曾
建议财政部修改其中不恰当的条文，打击奸商。
此事为逐利的商人所知，多次托人说项，说如能
将其条文按他们的利益改动一下，将送酬金 5
万元。商衍鎏不为重金所动，严词拒绝，一时传
为美谈。

1927年后，国民政府时政腐败加剧，帝国
主义侵略步步紧逼，商衍鎏再看不到国民政府
的希望，于是愤然辞职。辞职后，一度是财政部
秘书的他却生活艰难，难以维持生计，只能在路
上以卖文鬻字为生。然而，他却教育子女，为人
在世不应追求虚名，应该以治学为本，从事学术
研究工作。

成为德国传播汉学第一人

商衍鎏不喜做官，对教育事业却是有着热
情。他在 1912年曾赴德国汉堡殖民学院(后成
为汉堡大学)东亚系教中文。那时候，德国海外
商务学院来华招聘汉语教授，连一句德语都不
懂的他带着两个幼子商承祖、商承祚毅然前往
德国，成为德国传播汉学的开拓者。

在德国，他帮助筹建了汉堡大学中国语言
和文化系，创立了德国第一间汉学研究中心。汉
堡大学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专门拨出二万马克。
商衍鎏编制了采购的中文书目，并向国内订购
了一批很有价值的中国图书，成为奠定汉堡大
学汉语系基础的里程碑。目前拥有八万余册的
汉堡大学中文系图书馆，已经成为德国规模最
大和最著名的图书馆。

著名汉学家奥托·福兰阁曾评价商衍鎏“拥
有非凡的学习能力和对科学问题的全心奉献精
神”。就这样，“末代探花”商衍鎏为促进中德文
化教育的交流立下了“首创”之功。

1949年解放后，年过七旬的商衍鎏感到安

慰，在日记中感叹“政治修明，人民鼓舞，余感动
欢欣”。此外，他还以 87岁的高龄整理自己自上
世纪 30年代到 60年代的诗书画。“诗以言志重
在抒发，一己之性情”，商衍鎏诗风清新自然，情
感真挚。同样的，他的书法秀劲超脱，天骨开张。
难能可贵的是，商衍鎏的墨竹画也是不凡，极具
内涵。因此，商衍鎏也被后人称为诗书画三绝。

商衍瀛：殉道殉身的前清旧臣

商衍瀛是商廷焕的长子，生于同治十年，字
云亭，号蕴汀。商氏家族有一个特点，就是弟弟的
成绩和名气似乎比哥哥还响亮。商廷焕终身一穷
秀才，而弟弟商廷修中进士；同样，商衍瀛中进
士，而弟弟商衍鎏考取了探花。弟弟“中国最后一
个探花”的光芒似乎盖过了商衍瀛的部分光芒。

年少当家教书读书两不误

作为商廷焕的长子，商衍瀛身上肩负了最
重的责任和期待。他年幼读书，十岁就学会了作
诗，十二岁时就熟读《孝经》《论语》《大学》《中
庸》等书籍。1887年，明德公商廷焕病倒去世，
从此年仅 17岁的商衍瀛不仅要继续求学，还要
肩负起家庭里的重任。因为家贫，商衍瀛就一边
读书，一边在广州的书塾里教书，一个月能拿到
4元支持家用；同时作为哥哥，他还要辅导帮助
弟弟学习。

1903年，商衍瀛与弟弟商衍鎏一同上京同
应会试，商衍瀛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而
弟弟三甲未入继续回家苦读。这时候，有了翰林
院的俸禄，商氏兄弟的生活才相对好一点。

建立大学分科教育 全力慈善救灾活动

1908年，清政府希望改革学堂，商衍瀛被派
日本考察大学学制，以准备建立新的大学分科。

其实早在10年前，京师大学堂已经成立了，但是
一直没有成功分科。等到商衍瀛任京师大学堂预
科监督时，他接过这一重任，赴日本考察，回国后
全心投入学校规章制度、宿舍建设、制定学科的
工作中，很快建立起大学分科教育体系。

辛亥革命爆发后，翰林院被裁撤，商衍瀛失
望而去。其间，他目睹了袁世凯称帝一些复辟运
动的失败。商衍瀛是忠诚和正直的，恪守着自己
最初的选择，后来还帮助傅仪委派处理内务府
事宜。

1929年，天津冰灾，商衍瀛出任天津红十
字会名誉会长，牵头设立难民收容所五处。1930
年，陕西旱灾，商衍瀛又冲往陕西赈灾，为了筹
集资金，他把自己冬天多需要穿的全部皮衣都
拿出来变卖，变卖的钱用于赈灾。后来，商衍瀛
又在陕西建立灾童教养院，收容教育灾童。此
外，商衍瀛还建立一个怀幼村，让长大后的灾童
有地方回去耕种。

揭露日本统治集团侵略野心

1937年七七事变后，商衍瀛对国家不能振
奋图强而痛心疾首，他深刻揭露日本统治集团
的侵略野心：东洋明治维新，更用同文同种之言
以掩饰其野心阴谋之恶。对时事失望，商衍瀛以
老请辞。辞职后，他专注于社会慈善活动，还任
红十字会副会长，尽自己的能力接济在日本侵
略下流离失所的难民和当地贫苦百姓。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也亲自接见商
衍瀛，并派工作人员多次上门慰问，希望商衍瀛
能够进入中央文史馆工作。商衍瀛根据自己的亲
身经历著述了有关清史。作为前清旧臣，商衍瀛
始终恪守着自己最初的选择，竭忠尽智。他临终
的《垂暮自题》概括了自己的一生：殉道殉身衷一
是，唯从初念见其真。杀机人发天反复，直道心存
动鬼神。稚柏能安冰刺骨，贞松宁畏麝成尘。纷纷
成败归元理，定论留将后世人。（摘自人民网）

北宋老干部定期聚会

司马光撰写会约提倡节俭
北宋元丰五年（1082），宰相富弼退休后闲居

洛阳，好友文彦博时任洛阳留守。一次，富弼向文
彦博提议，由二人牵头，组织一些年龄相仿、资历
相当、性情相投、口碑良好的老领导，仿唐代白居
易“香山九老会”形式，置酒相乐，定期聚餐。文彦
博非常赞同富弼的提议，一拍即合。于是，他们组
织当时居住于洛阳的部分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
的老领导，按年龄为序，轮流做东，时人称之为

“洛阳耆英会”。
聚会确定了“老而贤者”十二人。这十二人

中，官位最显为富弼和文彦博，均出任过宰相。年
龄最大为富弼，七十九岁。其次是文彦博，七十七
岁。时任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的司马光年
龄最小，“年仅”六十四岁，按要求是不能进入这
支队伍的，但因他声望高、学问好、人缘不错，又
正好在洛阳居住，便被“强拉入伙”，成为“耆英
会”中的老幺。

尽管只是几位老领导的小聚会，但大家毕竟
都是当朝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人物，无规矩不
成方圆，凡事不能草草。经过合议，决定由任过皇
帝秘书的大笔杆子司马光执笔，撰写《洛阳耆英
会序》，以纪其事。司马光又撰《会约》，给聚会定
规矩、作约束。《会约》一共八条，篇幅不长，原收
于《司马氏源流集略》一书，现据邓广铭先生《宋
史十讲》全文转引如下：

一、序齿不序官；二、为具务简素；三、朝夕食
不过五味，菜果脯醢之类，共不过二十器；四、酒
巡无算，深浅自斟，主人不劝，客亦不辞；五、逐巡
无下酒时，作菜羹不禁；六、召客共用一简，客注
可否于字下，不别作简；七、会日早赴，不待速；
八、右有违约者，每事罚一巨觥。

《会约》逐条的大致意思是：
聚餐中只论年龄长幼，不论职务高低，没有

官场俗套，大家都轻松；聚餐时，要求餐具简朴，
不得金碗银筷讲排场；主人请客时，每顿主菜不

得超过五种，或许就是早期的“四菜一汤”。至于
佐酒的果脯、肉酱之类的小碟，总数不得超过二
十碟，类似于今天餐桌上的冷盘，看似多，但品种
极普通，非难寻珍馐，量亦很少；座次按年龄排，
酒壶按顺序递，倒多倒少、饮多饮少自便，东道主
不得强行劝酒，宾客也无须勉强自己，量大尽兴，
量少随意；酒倘未喝完，桌上菜肴却已一扫而光，
此时可补充一些菜汤；节约纸张，简化程序，轮到
谁请客，东道主只用一张通知单，下列诸客的字，
如文彦博只写宽夫，司马光只写君实。派人逐家
传递，客人是否能出席，只需在字下签注即可；聚
餐之日，客人要按时出席，不等不催；上述规定，
谁若违反，如迟到、答应来而不来、主菜超过“四
菜一汤”等等，无论主宾，违反一条，即罚酒一大
杯。

有了这么一则《会约》，人们在请客的过程
中，均按约办理，减少了身不由己的铺张，杜绝了
竞奢斗富的攀比，避免了不必要的浪费，主人没
有压力和负担，客人也绝无轻视和鄙薄，优游自
如。

《会约》把餐具的标准、菜肴的数量、请帖的
呈送都规定得详详细细，节约到连请帖都不准多
发一张，可谓节俭至极。司马光做官多年，待遇丰
厚，却始终恶衣疏食，他常说：“食不敢常有肉，衣
不敢纯有帛”，一直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当
时，他居住洛阳，正埋头创作《资治通鉴》，前后整
整十年，由于住宅低矮破败，夏天酷暑难当时，只
好在房子下挖一个地下室，穴居期间，寒碜而又
另类，被人讥笑为“穴处者”。

《会约》体现了司马光的节俭美德，对豪华相
尚、俭陋相訾的北宋官场的奢靡之风，是一种自
觉抵制。按约请客吃饭，既能体现东道主的好客
之道，又不会捉襟见肘，让人打肿脸充胖子，逼得
东道主寅吃卯粮，违心操办，甚至负债操办。

（摘自人民网）

曹操设摸金校尉专司盗墓取财
民国盗墓贼叫土夫子

近来，电影《鬼吹灯之寻龙诀》很火爆，关
于盗墓贼的话题飙升，电影中的盗墓贼有一
个官味十足的别称“摸金校尉”。其实，这个

“摸金校尉”在历史上是一个官衔。东汉末年
曹操为了弥补军饷的不足，曾专门设立发丘
中郎将、摸金校尉等军衔，专司盗墓取财，贴
补军用。而在民国时盗墓贼还有一个更接地
气的别称———“土夫子”。

据《潇湘絮语》一书载：“土夫子”本来是
民国时长沙对卖黄泥土为生者的俗称。因为
在当时的湖南长沙城里，老百姓都是以烧煤
炭为主，而煤炭里面需要放黄泥土，以此来增
加耐烧度，故而对黄泥土的需求极大，于是就
诞生了以拖着板车卖黄泥土为生的一种职业

“土夫子”。这种行业多以男性壮劳力为主，他
们出身贫贱，经常到郊区附近的山丘挖取黄
泥土，卖给市区的酒家或居民。做煤用的黄泥
需要纯净的黏土，俗称糯米泥，是黄泥土中的
上品；一般的老土俗称朱甲土，缺乏粘性不适
用。而这种纯净的粘土以古墓墓坑的回填土
为最佳，很多“土夫子”就去墓葬所在地挖取黄
泥土。最初由于偶然的机会，有人在山丘下坡
的唐宋时期墓坑内挖黄泥，意外地挖到一些
釉陶器或白瓷碗、碟等随葬物，就带回家中洗
净作为用具，但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文物。

那时，长沙有些走街串巷、收买古玩和玉
器的小商贩，这些人对文物略有知识，看到

“土夫子”家里的古陶瓷就想收买。“土夫子”
故意吹嘘说：“这是宝器，三伏天盛菜不会馊，
我不卖。”小商贩说：“哪有这样的怪事，这些
土里挖出来的东西是古代陪葬用的，卖给我，
多出钱。”“土夫子”听到多出钱就动了心，于
是信口开价，双方在讨价还价之后就成交了。
这时，“土夫子”尝到了甜头，心里盘算辛辛苦
苦挖了一天黄泥，只能换得几升米，而挖到一

只古瓷碗却能赚几块光洋，真是“费力不赚
钱，赚钱不费力”。从此以后，他们便不以卖黄
泥来谋生，而以盗掘古墓的文物为职业，这样
就在长沙出现了一批“土夫子”，并且在东、
南、北区形成了盗墓团伙。于是，“土夫子”就
成了盗墓者的诨名。

由于“土夫子”经常盗掘古墓，对各个历
史时期的墓葬封土和填土的特征，逐渐有了
很强的识别能力，只要用锄头透过地表浮土
取出样土来观察，就能鉴别是哪个朝代的墓
葬，然后挖成竖井式盗洞，从墓中取出文物，因
此百挖百中，从不落空。他们所盗的文物无奇
不有，除陶瓷器之外，还有铜器、玉器、琉璃器
以及漆木器等。此时，不仅是收古玩珠宝的小
商贩常来常往，一些有名的古董商如蔡季襄
也成了“土夫子”的大主顾，生意越做越大，成
交一次，少则光洋几十多则上千。“土夫子”的
所作所为，致使新中国成立前长沙的古墓遭
到严重破坏，大量的珍贵文物流失。其中国宝

“战国帛书”，就是“土夫子”在长沙市南区一座
楚墓中所盗，为蔡季襄所得，后被原雅礼中学
的美籍教师柯克斯所骗走，现流失在美国。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这些“土夫子”精湛
的技术，当时的文管会就聘请了当中个别优
秀者当了发掘工人。他们的“土”办法，为考古
发掘工作带来了很大方便，被称为“土专家”。
观察样土判断古墓的深浅和年代，是“土夫
子”的特长之一。尤其是在长沙汉墓的科学发
掘中,他们指路引线,免去了诸多不便。据说马
王堆汉墓发掘时其千年女尸在棺内难以取
出，就是“土夫子”们出主意用五块木板斜插
进去，将棺侧起，谨慎将女尸取出，因此而得
以保存。 （摘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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