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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虞贤人志集
缛著何家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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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上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山川秀丽，钟灵毓秀。：两千多年
’

来，这块古老而充满灵气的大地孕育了大批英杰，上虞历史因一·
。

、此面流光溢彩。 ．。。·

’

· 东汉垂充，闭门苦思，．潜心著述，·巨著《论衡》-，流传于
‘’

世，被誉为“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其学说被一：．
称为蝉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发展的顶峰，。’与王充同一时代的．耱

伯阳；合皤大易”、“黄老鬈、一炉火，为一体，．著就’《厨易
． 参同契》，被尊为獬丹经王冀。东汉中叶的孟尝．，廉洁奉

公，两袖清风，为官一任，．．赢民一方，．．：留下够合浦珠还矽的美

传。东罱谢安∥隐居东山p．餍出：山从政j宦至宰相，成为中国
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因有成语。‘‘东山再起，的千古流传。南朝j ．

宋诗人谢灵运，一以山水诗各动京师，成为开创中国山水诗派的：

第一人，．为文坛增添熠熠光撬宋代李光，以面斥秦桧、’．力主
抗金著箍。明代谏士叶经、陈绍．、谢瑜、徐学诗∥刚正不阿，

数次鼠死弹劾严嵩，’．史称!上虞四谏”。清代史学家章学诚，：

其著作·《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合称舟中国封

．建社会史学理论的“双璧”；开创修志理论之先河，成为我国．’

方志学的鼻祖o．。 ．

。’

，
．

在近代中国，上察大地后贤踵接，人才辈出。名士经元
’。

善，集慈善家、·企业家、教育家、改革家于一身，创中国女学

之先声o』科学报国的先驱杜亚泉，创办我国最早的，科学期刊

． ．

一
， J．

’



、o《亚泉杂志》，主编《植物学大辞典》，被时人称为“科学界

空前之巨著蟹。中国书法界之泰斗马一浮，学识渊博，治学严

谨，素有“一代宗师’’、“国学大师”之称。著名科学家、教

育家竺可桢，潜心科学研究，成为近代中国地理学和气象学的

奠基人。在这一时期，还涌现出一大批如胡愈之、经亨颐、徐

懋庸、夏丐尊、陈鹤琴、范寿康，吴觉农等名闻寰宇的越中人

．杰，为上虞大地增添光彩。‘～ ，·
，

．+ 一声春雷，响彻神州，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党诞生之后，唤÷

醒了上虞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人物，他们毅然以革命为己任，抛

头颅，，洒热血。王一飞受中共中央委托，筹建中央军委，出任

‘中央军委秘书长，在湖南省委书记的任上血洒长沙教育会坪。

叶天底受命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点燃了苏州、．上虞大地的基

星之火，立下“宁愿立着死，不愿跪着生矽韵誓言，英勇献·

。身。‘何云等一大批先烈’，为新中国的诞生前仆后继，为革命流I

尽最后一滴血。光辉业绩；j毖炳史册。i一。-- 。-

+：．编写《上虞贤人志集》，·旨在继承桑梓先贤之业绩，‘开展

爱祖国、爱家乡的教育，在上虞这块人杰地灵的大地上演奏出一

场更为激昂的时代交响血j编写此书，。涉及人物多，时间跨度

长，现成资料少，错漏之处亦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匡正。

在编写《上虞贤人志集‘》的过程中，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

果，得到了浙江省图书馆、上虞市图书馆及市党史办邵水荣．、

市志办高志林、上虞师范马亚振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

致谢。 ·一
一

j ”·编著者：’·’

一九九四年、七月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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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

’

。． 柚

‘ ／
。

’

‘’

、

．二王充传略

’． 王充是我国东汉时期的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无神

论者。他在批判当时的神学迷信中，捍卫和发展了秦汉以来唯
’物主义的思想传统，建立了元气自然论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

他的思想成就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 ’、

．

’

‘． ‘．

’

．

：
一

， 一-：3 细族孤门．嫉俗文章 一．‘

，： ．，。一o
、

。

：．、’ ．：

V ．、王充，字伸任，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27年。)，卒年

．不详，大约在衣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活了七十岁左

茄。据《论衡·自纪篇》说j一王充的祖先原是魏郡元城(今河
，北大名)人，因从军有功，受封于会稽阳亭，但为期仅一年，

就被削职了。。一失官之后，就在当地以“农桑为业”：。王充家世

．代有任侠传统，?好打抱不平，．因而和当地土豪结下了仇怨。其

祖辈和父辈曾：两次被迫迁居，最后把家安在上虞县。．，王充的祖
父王讯、父亲王诵都是以小商贩为业。王充就出生在上虞县这

个1‘‘细族孤门”的平民家庭之中。。
‘

t．．． ：．’

幼年时代的王充，聪慧过人，与众不同。他对待自己的小

伙伴，“不好狎侮”；对儿童玩的游戏也不感兴趣i六岁开始

读书，：．“有臣人之志"，表现出恭敬、庄重的态度，受到父母

和邻居的称赞。+八岁进书馆念书，同学百余人都因过受到老师

1



的体罚，而独王充进步很快，没有任何过错。．习字完毕，跟着

老师学习，《论语》和《尚书》， “日讽千字”，效率极高。当

．’他十二岁时，会稽流行疫病，死人过万，王充的父亲可能就死

’于这场瘟疫。父亲死后，王充对母亲十分孝顺，为乡里所称道。二

十岁左右，根据汉代的制度，他被举荐到京师太学学习，’拜名

儒班彪为师。在太学学习期间，．他不受当时的师法和家法的约

，束i。博览群书，不拘泥于儒家章旬；后来，。他“经明德就"，

就离开师门，开始自己钻研学问，所涉猎书籍也日益广博。．因

他家贫无钱买书，常常游走于洛阳书肆，’旗j读在太学里被禁止

‘讶览的百家之言，且一见辄能诵记。他不盲从当时的“世书俗
说”，3常“考论虚实”，独自研讨，终于成为·个学识超群、
“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大学问家。·‘．’ -．_

j

一

王充壮年时代曾做过地方小官。_但他性格耿直刚烈， “为

人清重’’，“不贪富贵"，‘“不慕高官”，j“得官不欣，失位

不恨”，所以他不但没有能飞黄腾达，_反而不久就被{晕官还

乡：回到家乡之晤，’他“闭门潜思分-绝庆吊之耗”，、“淫读古

‘文，甘闻异言”j·i懈幽处独居，考论虚实”，一面潜心研究学

阿和著书立说i—面教授门徒。池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
．样的l生话中度过的。元租三年(-’86年沁壬充家迁扬州，’扬州

．刺变聘他为从事和治中；不久他又目动清求罢官回家。‘后叉经
玻人推荐，天予苄诏聘他；他托病谢行。约茬汉和蒂永元十二
牟(-．160年。>病死于上虞家中。 。一

’’、

，

。。 王充的思想和文章同他的操行‘样，’．不趋炎附势，不与世

．俗苟同，。“充书形露易观”， 鼍违诡于俗"．；’嘴若诡于众，
．极听其终，‘众乃是之”；因此，无论在他生前还是死后，他的

：思想都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异端’’：，他的著作也被、称为：“异

，书”，．遭到攻击和禁锢。据他自己说，：他白g，著作很多，除著名
一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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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衡。．1书夕如，’还有＆讥俗．>>、《政务》和《养性．》等：

书。。这些著作，1都已散佚，．．没能保留下来，。留传至今的只有一‘‘
部《论衡》二。。 一 -·．、÷．’·’j．．‘．． _·、‘

． ． j ．，： ． ．

’’_‘

。

立著《论衡》、毕生之功
。‘： ·

、

_

·． t 一 一

一．《后汉书‘王充传》称：．“著《论衡．》八十五篇。”明胡

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则说：●《．论衡》八十四篇。”

今天所见《论衡>>分三十卷，．存八十五篇之目，八十．四，篇·之

文，‘其中《招致》一篇，．只有■个题目，．文字在宋、元之间已

‘经亡侠。。《论衡·讲瑞》称：0“此论草子永平之初，’’按明帝1

永平元年(58年)王充三十二岁。同篇又说： 奠至元和、章和

I之际，孝章耀德，天下和洽¨嘉瑞奇物，同时俱应⋯⋯此篇已

成，赦不得载。·”章帝卒于章和二年一88争口，确；．“孝章耀．

。德”，则此篇定稿必在章帝逝世之屁¨即和帝永元初年，则最 ．’’

后定稿时王充至少已六十二、三岁。j足见王充写作．《论衡》，

一；tP,T他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 ，

．

．

一

王充一生活动的历史时期，是农民运动处于低潮，东汉王
朝加强统治，阶级矛盾继续发展的历史时期。。大肆宣扬“君权

～

-|神授，，的“谶缔之说”，．用神学化的儒学进行思想统治正是当

时统治阶级的主要手段jj汉代还盛行“五行"之说，冀Ⅱ当时宣
‘

扬的HI汉为火德”之类。由于把“五行”处处联系政．治、政 ．

权，于是“明堂班、、“封禅”．、，，郊祀’’等迷信之说，．就大大

的风行了；‘王充的名著《论衡滗，主要的就是_对这些谶讳之试。
．和世俗的迷信，．力加批封文+·， 一、 ． 一 +。’o，．o．．二．!’

’

-王充继承前辈唯物主义思想象的优良传统，吸收汉代自然

科学成就，以元气自然论批判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他认为

元气是构成天地万物最原始的物质基础，．天地是“含气之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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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力，’“夏越名气万舷自生”j天显叛屡：的、’自然丘穷每，没
．有情感，没有意志，：没有目韵。这样就动摇了天人感应说的基

础a．，他还论述水早、雷雨、一日食、月食等都是自然现象，绝不

+是上天的谴告，明确得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

人”的正确结论。

．≤。在形神关系上，王充认为精神不能离开形体而单独存在。：．

他形象地说：‘“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

为了批判“人死：为魔，o有知i7能害人”的错误观陆C，王：充：在

<<论死蹬篇中提出了“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的对立

命题．o除正面说明无鬼外，‘’他还运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抓住有：

鬼论老自相矛盾之处，’给以无情的揭露。他说，’’自，从开天辟地

以来，死人以亿万计，大大超过活着的人数，如果人死为鬼，

那就会“一步一鬼”，蓟赴都是，为什么主张有鬼的人却说只
见到一两个鬼呢?这样的批判虽不深刻，却闪耀着机智的光芒。

王充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对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先

验论。他写了《实知》、《知实》两篇文章，专讲认识论，批

驳圣人能‘‘‘前知千岁；后知万世’’、“不学自翎，不问自晓”

的错误论点。他认为人的认识来源于感觉器官和外界的接触，一

“如无闻见，则羌所状”，即使是圣人，同样“须任耳目以定

情实擤。”王充列举十六个实例论证“圣人不能神而先知～，其

中十三个是讲孔子的。他说，既然孔子“神而先知翟、，，为什么

他不知道渡自在哪里，述要人去问津?为什么他事先不知道匡

人要害他，反而送上去让他们围攻?母亲死了，他为什么不知

．道父亲的坟墓在哪里，无法把母亲的遗体送去合葬?因而王充

认为0‘“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王充

针对西汉董仲舒以来神化孔子、的_流弊，：写下《问孔舻的笤篇。。

他列举孑L子言行中‘‘‘上下多相违”，．_倒前后多相伐”的事实，
r ●

‘

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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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问遭r，’锺追阎孔番蠢何伤霉义?!；：．篓誓伐孔予名端∥何避于
理参少他认邈弛示是圣不是神；这赫把孔子从天誊拉羁到地面。

-．对春汉统治者的统治政箍；：t丰充敢罨砖破局想棼锢，：本胆
抨击其鼍不得其宜，，i0他认为那些享有高宦厚褫的权贵是一批
．。“身通而知困∥_鼍官太而德细’’的小人or当日寸{有人说王充出

身低微ii∥宗祖而淑懿之基六变墨无篇籍妾．遗?!：“无所禀
．．阶，t终不为高”，·。甚至说他的著作只配黪为，妖变，，。王充勇

敢地承认。自己出身!细藤孤·门”．i．．但倔强她谊：i，．。g鸟无世凤

凰”．兽无种磔麟，．人无袒晕贤，j物无常嘉珍。才高见屈，’遭时
而然。芝他认为家世低微，不妨碍出贤才，．：《弛墨祖愚，丘翟

圣贤；‘i扬家不通；．卓有子云”^‘有力地．取卮了褰强统治者以门

第品评人物的荒谬偏毋毫．：一_．．-．二：，·．” 二。 ．

’

‘一《论衡淞的文字质朴、流畅，!雄浑和富有说服力，如长汪

夫河，，浩瀚弱肆，_泻千里，为后人所重视和学习。晋代葛洪在

二《抱朴子·》。申称王充为誓冠俭太才色j。评价《论衡．》．是．“若所
著文，时有小疵，犹邓林之枯枝，若沦海之流芥，未易贬也已。?

一。一．

‘‘

．

”
．．‘：’一

·

，‘o r

‘

i一‘ ：：·j一} ’：。：。‘}，

。+’一。 ．垂书’示后光照永世
‘

⋯。“一． 。

．．!‘‘：： 。’：⋯：。 。 j’ i．；5·⋯o；i’’+
．《论衡·自纪》称： “年渐七十，时可悬舆j．．仕路隔绝，

、志穷无如。”．“发白齿落"．耳：月逾迈，j俦伦弥索，鲜所恃赖，

、贪无供养，：志不娱快。’¨王充就在这一，年渐七七班的时候，．写

下了《养性之书》十六篇。臧琳《经义杂记》认为《自纪》所

裁卜g养气i自守岫适食‘、则酒、闭明oj塞聪、爱将、自保。

适辅、服药，引导?可能即是十六篇之月。．《太平御览》弓l

，．《会稽典录：隧亦称．“充年渐七十，乃作好养生之书》几十六

篇b，r养气自守≯闭日塞聪，：：爱精自保，：服药导弓l，庶几获道”，：

则可证明臧说之非。但十六篇申有《养气》一篇，，则可肯定d：



．．

一一
。 一 t 、·’ -．

《文心雕龙·养气》：?乡昔王充著述，j制养气之篇玑，·即为佐

证：王充之作j比书，‘是力图益寿延年，却并不妄想长生不死∥

他的服药引导，‘可能和《黄希内．经》等医书中注重药物抬疗、．

引导锻炼的道理相通；而有别于方士之擘度世不死”0
’

‘《白’纪》所称“垂书示后’’之讯书?：，指的是他的《养生

(性)》书，’因为这是他唯一的晚年著作。谁料这’《养生》之

书竟和《政务》、《讥俗节义》之书等二起失传。了：。而．他；的．-．

毽论衡》尽管写了颂汉的几篇，但由于它的主要内。容是【反i对

“天人感应”的，触犯了汉主朝的根本利益，也被冷落而险遭

“殁灭刀失传之厄。
’

．

‘

．’ ：．+

： 在王充生前和死后·一段时期内，东汉主朝统治还湘i对。稳
定，儒家和神学迷信思想相当牢固地禁锢人们舶头脑。随着汉

末封建秩序和儒学统治地位的动摇，异端思想有所抬头，王充
那种敢于怀疑+“圣贤”，推倒偶像的离经叛道精神，‘就开始引

‘

起知识分子们的注意和共鸣，从而开辟了三国两晋间由通悦以

至任诞的风气。 ’。．-
’

‘、 ．

i’王充对后世的影响并非只存在积极的一面。因为生当科学
。

尚未昌明，社会生产力受着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的汉代，作为地‘．

主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充本人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受到时代和阶’·

级的局限。我们在继承王充的文论遗产时，对其中这些虽然只
’

占次要地位，但却属消极方面的东西，是应该剔除出来，加以
●

●

扬弃的；·
‘ ·

‘

“贫无_亩庇身胍，’“贱无斗石之秩(《自纪》≯”的王

充，终生辛劳颠沛，勤于著述，而身后只传下一部书妒他的一

生可以说是封建时代下层知识分子不幸遭际的；一‘个‘缩I影。但’’

是，、他不屈的战斗精神、．求实态度和发展文哲理论上酌披荆斩

棘之功；将是永远不能磨灭的。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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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一部炼丹术专著撰写者
o

。
．

P‘

．．-

+，-
-_1’

．． 。’ ．。‘二魏伯阳传略√

，．．．．著名的世界科学技术史学者、生物化学家。英国皇家科学

院院士：剑桥大学冈维尔和凯厄斯学院院长李约瑟教授在他所

若盼《中国科学技术吏秭土记有这样_段叙述i、“从中'国科学

史的角度来看⋯一．．·和道家的物质神秘论密切相关的炼丹术，继

续受到朝廷和高级官吏的保护·，这时出现了全球第一本这方面

韵书籍。”这里所说的誓全球笫一本这方面的书籍”便是魏伯

。阳著的世界上最早的炼丹术著作《周易参同契》。 ．

．

’

-

。

、
’

。

：
．、 ’{‘

‘+-’ ‘

一．?
‘

?、‘．i}三

。．‘‘‘’，’． 魏伯阳其人其书 一 7：
‘．

·-
·． ‘‘F 。’

：1 ．。：‘、‘ 一、。

． ’明状元杨慎在他所撰的《古文参同契》序中说：“《参同

契i》为丹经之祖，然考隋、唐经籍声皆不：载其日，j惟《神。仙
传》云：魏伯阳‘，上虞人j一通贯诗律，文学赡博，．修真养志，、

约《周易》作《参同契》⋯⋯”。据近期考证，魏伯阳，名笃，．

·说名翱，一字恪斋·，剔号云霞子，道号彳自阳先生，上虞丰惠镇

人，生卒年不详。出身于缙绅。之家，。“世袭：簪裾．，．惟淞．不
仕”。性好道术，“修真潜默，会志虚无J．博赡文词，．通诸纬

候。咒据：《薛海》载：．传说他曾和弟子三人入山炼丹。。丹成，‘

试喂狗，狗食丹死。。伯阳说：‘“吾背违世路r委家入山；。，不得

道j亦耻复还．。死亡与生i。吾当服之≈：”乃服丹入口即死。独
0 一

’

。

‘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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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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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弟子日：‘：“吾师非常人也，服此而死。得无意也。，，因乃取

、丹服之，亦死i其余两人不敢服，，出山而去。’伯阳见两人去，．

’乃起i将所服丹纳入弟子与白犬中’，皆起。关于魏伯阳的身

世，由毫受歃囊鹈京蹙；歹迸次对荬季能了角誉甚多．。哭鲁魏伯阳

．在家乡的遗迹，相传丰惠镇的原天庆观(今丰惠中学校址)是

魏氏故居，原有建筑座北朝南∥；四进三开间，第四进享殿中有

魏伯阳的塑像。塑像比人略高，衣着象京戏中的诸葛亮，穿天

蓝色八卦衣，头戴方士巾，一手执拂尘放在膝上，三缕黑长须

点缀在慈祥韵脸庞下，自里泛红的健美肤色∥与，双炯炯有神

4的眼瞎，·组憾一橱神采实奕的锄风道骨形象j．内有古代碑刻多

块，，迷有一口八卦并，j据说是汉朝吉并；j为魏值阻当年炼丹的

一．水源0普武希太康年伺干井呻获鎏芝罄j只暑因而亦称此舞为，金
暑井咎；‘并也称观为金星观，：元『时毽人．；、．余元老撰构．《金疆并

记协有交： “城南有小阜≯特立旷野J；成数卡亩弘西山环列如

画，汉魏伯阳届乏，著·《参同契》·。一：·：，钞‘·魏倍阳故居在抗战前

期还保存完好，后被移作它用“屋宇翻新，原貌全已无存。．

《四库提要》云： ‘‘《’易)j遭广天，无所不包，’旁及天

文、一地理、乐儆兵法’．。韵学、：算术芦从逮方外之炉火孓皆可
．’援《‘易：》‘以为说‘“可见《易努道引入我国古代科学技术领域后

起了巨：大作用弋首先将《。易。》道翱入古代科学领域的，是汉代

魏伯‘阳著的丹经《。周劈参同契》。该书将掣大易"；“黄老”、

·“妒火”三家理论参照会二同而契合为二，借c《易》道以论内丹

外丹，、开·说之先河，是一本研究延年益寿、长生久视之道的

学术专著匕它苯仅被我国炼弭家奉为经典，而且以世界现存最

古的炼丹文献1受到I世蔓界各国的公认，．它比欧洲保存的蛾尼斯的
希腊抄奉《圣·马壳书稿：》至少要早五}百年‘、．，■ ‘：o·，

?1 ，中t国构炼舟术源远流毒毛魏伯阳在t《参同势强电就提到当
●'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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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仅用火法炼丹的经书黼“《火记‘》六百篇弦。据考证，’现
在的《黄帝九鼎神丹经》j(即《道藏》呻l《黄帝九’鼎神；丹：经

’诀‘》卷一或《九转流珠神仙九丹经》>。和《太清金液神丹经》‘
出世于西汉末东汉初；皆比《参同契》早j然而这些古老的炼

丹书都是一些具体的实验记录j远没有象《参同契》那样把内

丹和外丹结合在二起，t形成。套完整的谋求长生久视盼理论体

系0所以真正称得起我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的丹经，V，述是褫

+誉为∥万古丹经王∥的《周易参同契务：‘北宋真宗祥符间高先

《金丹歌》云：“又不闻(淳于)叔通、‘(‘徐)从事、魏伯阳，

相将笑入无何乡，’准《连山务作《参同契》：留为l万古’丹：经

王。”宋张伯端《悟真诗》亦云j．“叔通受学魏伯阳，留为万

古丹经王0”《悟真篇》翁葆光注云；“丹经万卷，妙在《参

同契》。。∥南宋陈显微《周易参同契解》中王夷序云：+“又古

今诸仙‘，多尊《参同契万为丹法之祖。”‘都说明了《参同契》

在我国道教中的历史地位：。近年来，我国台湾省学者还发掘出

《古本参同契集注》的舅绝版孤本”出世，肃天石为之序日：。

“《周易参同契》一书，汉魏伯阳著，．世尊为‘万古丹经王’，

历代丹家祖之。为我国古典哲学中之最深奥义书，本之于《图

书大易>j，会之于≮。阴符一》、·《道德》，妙之于《古文龙虎》；

契其神髓，通其分殊≯同其体用，。面一归于身心性命之养；博

大无极，‘攸久无疆。⋯^故应视为最高之人生哲学书，·与最玄

‘秘之生命哲学书∥’iiⅡ．不可徒以丹经视之也。一
·

7

“．‘‘+。 ’一二‘：‘．．、’：’：_‘． ·． ‘：；+一。：． ．’j’t
． ． ·‘．砥究注释老辈出z ． ．．．．。

’

‘ ‘。’ 一 +：’
1

i ’《参同契》研究币古今公认的最大困难，’就是其文字的艰

深难懂。朱熹《参同契考异溉称这部书要篇题盖放纬书之目。

词韵皆古，奥雅难通。，，‘《参同契》文字和风格上的特点，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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