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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戴章超

秋末冬初的鲁南郯城县，天地苍莽，草木
摇落，已是一片萧索景象。在沂水南畔的土地
上，点缀着一个名叫王桥的村落。村庄郊外，
萋萋荒草中矗立着一座高约7米的巨大石碑。据
碑文记载，这是曹魏名臣、司徒王朗的陵墓。

王桥村民多姓王，同尊王朗、王肃为先
祖。三十年前，村民王柏恒曾参与编修家谱，
认真寻找家谱中王朗和王肃的印记。“我们是
汉魏时期大臣王朗的后裔。王朗有一子叫王
肃，我们也是经学大家王肃的后人。”80岁的
退休教师王绍宗说。

王朗父子属东海王氏，是魏晋时期的名门
望族，在政治和学术上皆有不俗成就，其流绪
一直延绵至南朝。而将家族学术成就推至巅峰
的，当属王朗长子、一度以“王学”取代“郑
学”（郑玄）的王肃。

生于离乱，漂泊江湖
王肃学术成就的取得，既有勤奋好学的天

性使然，也有醇厚家学的熏染所致。自幼年开
始，王肃就跟随父亲王朗学习经籍，在古籍的
浩瀚汪洋里汲取营养。

王肃之父王朗的形象，在小说演义里、正
史记载中，有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

章回体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中的王朗性
格迂腐，甚至颇为可笑。曹魏篡汉后，王朗以
元老功臣之故进位司徒，跻身朝廷“三公”之
列。不久，蜀汉丞相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北伐
中原。王朗已年届七旬，自觉老当益壮，主动
请缨赶赴前线。两军阵前，王朗异想天开，想
以“天命”说服诸葛亮“弃暗投明”，主动归
降曹魏。没想到，口才极佳的诸葛亮频频挖苦
王朗，甚至以“皓首匹夫，苍髯老贼”相讥
讽。王朗气急攻心，方寸大乱，竟失足从马上
摔落而死。

《三国志》记载的王朗，则是另一副面
孔。他“才学博洽，淹贯群经”，是当时著名
的经学家。王朗年轻时，矢志于求学问道，曾
师事《欧阳尚书》的传人杨赐。杨赐出身著名
的“弘农杨氏”，祖父杨震、父亲杨秉皆担任
过东汉的太尉。

汉末多事之秋，一大批清流士子有感国事
日非，奋而抨击社会混沌黑暗。起初，杨赐
“不应州郡之命”，超然于政治之外，也借着
灾异批评外戚干政、宦官擅权。他讥讽皇帝
“内多嬖幸，外任小臣”，讽刺朝政“妾媵嬖
人阉尹之徒，共专国朝，欺罔日月”。

杨赐对现实政治的关注，深深影响了学生
王朗。杨赐病故后，王朗“弃官行服”，坚持

为恩师守孝，矢志继承杨赐的学术思想。
王朗后拜郎中，担任一县长官，又擢升会

稽太守（治所在今江苏苏州）。
王朗赴任会稽的第三年，即汉献帝兴平二

年（公元195年），长子王肃在府衙内降生。儿
子的降临，并未给年近四旬的王朗带来太多的
欣喜。他凝神注视北方中原，心忧愈燃愈近的
烽烟。

此时的东汉王朝，已经彻底陷入混乱状
态。自黄巾事起，朝廷被迫允许地方自行募兵
镇压，渐成军阀割据形势。董卓之乱后，皇权
坠地，天下失序，军阀群起攻讦，战火屡燃。
关中地区，原属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起兵相
攻，惊魂未定的献帝在大臣护送下逃回故都洛
阳；曹操和吕布两强对峙山东，连年交兵，全
力争夺兖州地区。黄河以北，袁绍联合多方势
力，和公孙瓒激战正酣。

北方乱麻一团，南方尚属平安。王朗忧心
形势变化之余，也在会稽施行自己素来推崇的
“德政”。他招徕流民，发放牛种，不兴甲
兵，大兴文教。王朗以经术移风易俗，对不符
合儒家道德的习俗尽力裁汰。他发现当地民俗
喜欢祭祀秦始皇，甚至将秦始皇木像置于夏禹
庙中。王朗认为秦始皇是暴虐之君，不应隆重
祭祀，就下令除之。

王朗在会稽任职四年，深受百姓爱戴，也
引起朝廷关注。

可惜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王肃出生的次
年，战火终究燎原而来。在军阀袁术处借兵的
孙策，决定经略江东富庶之地。他连战连捷，
席卷江东，很快将矛头对准会稽。

王朗虽擅长经术，勤于治民，却于兵戎无
所成就。因为自觉身为汉吏，应保城邑周全，
只能硬着头皮率兵出战孙策。王朗连遭败绩
后，只能带着妻儿老母，泛舟浮海，朝不保
夕，恍如惊弓之鸟。尚为婴儿的王肃，时常饮
食不继，险些夭折。最终，王朗一家走投无
路，被迫投降孙策。孙策敬重他声望儒雅，只
责备而不加害。

朝廷闻王朗困于江东，征召其入朝为官。
尚在襁褓的王肃，又跟父亲棹舟泛海，辗转一
年之余才到达京师。

来到京师后，王朗生活较为安定，王肃也
得以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童年。他跟随父亲左
右，学习儒家典籍，探索只言片语背后潜藏的
治国安民之道。

因为家庭氛围耳濡目染，王肃自幼就喜爱
研读文史，对经学也有独到的见解。十八岁
时，他拜汉末大儒、荆州学派代表宋忠为师，
向他学习西汉学者扬雄的《太玄》。

《太玄》是扬雄所著的一本哲学书。扬雄
在此书中将源于老子的“道”作为哲学最高范
畴，并以“玄”作为构筑宇宙生成模式、探索
事物发展规律的中心。扬雄写作《太玄》时，
有意炫才显能，将文章玄妙化。所以《太玄》
义理极为深奥，很难理解。王肃年纪轻轻，就
不仅能读懂此书，还能发表诸多新颖看法，有
着异于常人的领悟力。

名师宋忠教诲不倦，学生王肃苦学继日。
到二十多岁时，王肃经学造诣突飞猛进，已是
当时首屈一指的经学家。

屡上奏疏，屡言国事
性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王肃出身名门

高第，又淹通经史文集，自然是朝廷选拔人才
的重点关注对象。

魏文帝黄初年间，20多岁的王肃被拜为散
骑黄门侍郎，掌管谏言献策，“入则规谏过
失，备皇帝顾问，出则骑马散从”。

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年），父亲王朗
病故。次年，王肃被朝廷任命为散骑常侍。

太和四年，掌握兵权的大司马曹真上表，
请求发兵征讨蜀汉。他乐观地估计：“蜀连出
侵边境，宜遂伐之。数道并入，可大克也。”
魏明帝对曹真之议也深以为然，立刻应允，并
亲送他率军出征。

对伐蜀之议，部分大臣虽有异议，却因畏
惧曹真而不敢公开表露。王肃当时官位卑微，
资历浅薄，却没有这般顾虑。他自认身居谏
官，就该进献直言，不可随人俯仰。摇曳的烛
光下，王肃将心中所思倾笔写出，指出仓促出
兵伐蜀的诸多危害。

拂晓天明，王肃上奏皇帝，为退兵鼓呼。
在这次辩论中，王肃展现了自己敏锐的巧思和
渊博的知识。面对群臣的责难，王肃先引用历
史经验，指出即使平路行军也深受粮草不继的
困扰，“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
不宿饱”。何况巴蜀山川环绕，险阻隔绝，经
常需要凿山搭桥才能进军，比平路行军要劳累
百倍。如今又值阴雨连绵，山坡陡峭湿滑，军
队拥塞难以行进。而军需粮草远在千百里之
外，一旦供应断绝，军卒乏食，士气必然崩
溃。

辩论之时，曹真大军出发月余才通过半个
子午谷的情报传来，更增强了王肃据理力争的
信心。王肃立即指出，大部分魏国士兵被分派
去修筑道路，已经疲惫不堪，一旦蜀军占据险
要地形，以逸待劳，大军或将有去无回。王肃
又征引历代故事，强调“（周）武王伐纣，出
关而复还；论之近事，则（魏）武、文征
（孙）权，临江而不济”。进军犹豫不决的背
后，都是后勤保障难以跟进的缘故。他恳请朝
廷下令，因“水雨艰剧之故，休而息之”，调
回出征大军，放归徭役百姓。王肃觉得如果这
般行事，徭役百姓必然感念恩德。而这种民意
日后会有大用处，“后日有衅，乘而用之，则
所谓悦以犯难，民忘其死者矣”。

魏明帝经过一番深思，决定停止征讨蜀
汉，召曹真回朝。

朝堂激辩，为王肃赢得满堂彩，也激发了
他上疏言事的热情。他接着上疏，要求遵循旧
礼，为故去的大臣发哀，更要将有功大臣祭祀
于宗庙。此议一出，得到群臣应和，得以顺利
通过。

不久，王肃又上疏阐述“政治根本”。他
请求刷新吏治，“除无事之位，损不急之禄，
止浮食之费，并从容之官”。经过这些改革之
后，“使官必有职，职任其事，事必受禄，禄
代其耕”。官员既有明确职责也有对应俸禄，
自然能勤恳为政，也便于日后追责。

王肃精研儒学，也仰慕古代礼制，因而在
奏疏中时常“以古论今”，强调“古为今
用”。他认为魏国官制起于汉末战乱之世，有
诸多欠缺不足之处。他根据古代经验，提出各
代官制设置情况，供皇帝参考斟酌。如唐
（尧）、虞（舜）上古时期，官制较为简单，
“设官分职，申命公卿，各以其事”。到夏、
殷时期，“六卿亦典事者也”。周代官制更加
齐备，“五日视朝，公卿大夫并进，而司士辨
其位焉”。到了汉代末期，因为皇帝昏聩信任
宦官，导致“朝礼遂阙”。王肃提出“可复五
日视朝之仪，使公卿尚书各以事进”。在他心
目中，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废礼复兴，
光宣圣绪，诚所谓名美而实厚者也”。

王肃奏言，不仅切中时弊，而且引经据
典，颇有说服力。这和他深厚的经学造诣是分
不开的。

君臣交锋，不卑不亢
因为奏言得到皇帝肯定，王肃以常侍之职

负责秘书监工作。景初元年（公元237年），大
权独揽的魏明帝沾沾自喜此前取得的文治武
功，渐渐变得骄奢淫逸。他大建宫殿，广采民
女，导致“民失农业……刑杀仓卒（促）”，
天下渐现不安之象。

王肃幽愤上疏，道出天下方趋安定、百姓
刚得休息的不易，“大魏承百王之极，生民无
几，干戈未戢”。此时朝廷应该与民休养生
息，“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静遐迩之时也”。王
肃认为休养生息的关键，在于“务畜积而息疲
民，省徭役而勤稼穑”。

针对宫殿营造屡兴，征调百姓频繁的现

象，王肃谴责这将导致“丁夫疲于力作，农者
离其南亩”的恶劣后果。长此以往，必然“种
谷者寡，食谷者众，旧谷既没，新谷莫继”，
国家将面临严重危机。

王肃请求魏明帝幡然醒悟，改弦更张，不
可再对民力竭泽而渔。对于现行政策，王肃要
求朝廷“发德音，下明诏，深愍役夫之疲劳，
厚矜兆民之不赡”。王肃有感徭役制度的随
意，请求对徭役制度进行具体改革。他甚至提
出了完善徭役制度的办法，“选其丁壮，择留
万人”，每隔一段时间进行轮换，使百姓有休
息时间。他还规定，每次轮换期总计三年时
间，此后“分遣其余，使皆即农”，这样就能
让百姓“劳而不怨”。

王肃乐观估计，如此施行，不久之后就会
“仓有溢粟，民有余力”。他还鼓励皇帝迅速
采取措施，“以此兴功，何功不立？以此行
化，何化不成？”

在奏疏的最后，王肃又习惯性旁征博引，
用历史事实来说服皇帝。他先用孔子之语“自
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又指出区区晋国，
微微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最终能
“一战而霸”。

相比历史经验，现实更加刺眼。此前魏明
帝征调百姓时，官员经常声称宫殿一旦建成即
遣返，后来又不断自食其言，引起服役百姓的
骚动。王肃就此批评皇帝，“傥复使民，宜明
其令，使必如期”，切不可言而无信。

王肃奏疏越写越激愤，越写越难抑，所以
又批评皇帝任意加刑囚徒，有烂施淫威之嫌，
让天下百姓战战兢兢、惊慌难安。王肃在奏疏
末尾，要求魏明帝躬行节俭，“诸鸟兽无用之
物，而有刍谷人徒之费，皆可蠲除”。

王肃连珠炮式的批评，让魏明帝大为不
悦。他不好借此发作，便以他事寻机敲打王
肃。皇帝借着研讨经史质问王肃：“东汉桓帝
时，白马令李云曾上奏折说：‘孔子认为所谓
帝，就是要谛听。可如今官位错乱，小人谄
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说明这个皇帝不想
谛听。’李云此言可谓大逆不道，为什么最终
只是病死狱中，而没有被立即处死？”皇帝之
意，是想让王肃为没有被惩治而感恩戴德。王
肃却回答说：“李云只是说错了话，失去了违
逆和顺从皇上的分寸而已。推究他的本意，说
这些话都是想尽忠心，想着对社稷有益。而且
皇帝之威，超过雷霆，杀掉一个普通百姓，和
踩死蝼蚁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宽恕他，可以显
示能容直谏之言的胸怀，杀掉李云不一定是对
的。”

魏明帝依旧不甘心，因而又问：“司马迁
因为遭受宫刑缘故，心怀怨恨，写下《史记》
来指责、贬低汉武帝，实在令人痛恨。”王肃
回答说：“司马迁记史实，不凭空赞美，不隐
瞒恶行。汉武帝听说他写《史记》，拿来写汉
景帝以及自己的本纪看，因为不满而大怒，削
去简册上的字。至今这两个本纪有目录而没有
文字。后来司马迁为战败的李陵辩护，于是汉
武帝借机把司马迁送进蚕室施以宫刑。这表明
心怀怨恨的是汉武帝，而不是司马迁。”

君臣两次你来我往、针锋相对的问答，火
药味十足，有点剑拔弩张的味道。

身抗玄学，预言吉凶
齐王曹芳正始元年（公元240年），王肃因

数番奏言而出为广平（今河北南部）太守。
王肃出京不久，又因公事征还，拜为议

郎。数日之后，又拜为侍中，迁太常。
此时曹真之子大将军曹爽专权，信赖倚重

何晏、王弼、邓飏等人。何晏、王弼好玄学清
谈，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谈玄析理，放
达不羁。当时所谓名士风流，盛于雒下，世称
正始之音。

以儒道捍卫者自居的王肃，自然看不惯这
种离经叛道的风气。他与太尉蒋济、司农桓范
论及时政时，凛然正色曰：“此辈（何晏、王
弼）即弘恭、石显（西汉元帝时期奸臣）之

属，复称说邪！”曹爽闻之，告诫何晏等人
说：“当共慎之！公卿已比诸君前世恶人
矣。”

王肃的女儿王元姬曾嫁于司马昭为妻。等
到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诛杀曹爽后，王肃
更受礼遇，其言语建议在朝堂也愈有分量。

当时有两条长约一尺的鱼，突然出现在朝
廷武库的房间里。百官觉得这是吉祥之兆，王
肃却说：“鱼生于渊而亢于屋，介鳞之物失其
所也。边将其殆有弃甲之变乎？”不久，司马
昭果然在对抗东吴的战斗中失利。

嘉平六年（公元254年），齐王曹芳被废，
王肃持节兼太常，迎接高贵乡公于元城。不
久，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叛，司
马师问王肃说：“霍光感夏侯胜之言，始重儒
学之士，良有以也。安国宁主，其术焉在？”
王肃对答：“昔关羽率荆州之众，降于禁于汉
滨，遂有北向争天下之志。后孙权袭取其将士
家属，羽士众一旦瓦解。今淮南将士父母妻子
皆在内州，但急往御卫，使不得前，必有关羽
土崩之势矣。”司马师听从王肃意见，很快打
败俭、钦二人。

兼善今古，自成一家
在曹魏时期，王肃以擅长经学而闻名天

下。他早年熟读东汉经学家贾逵、马融的著
述，却唯独不喜欢郑玄的学说。

郑玄创立的经学体系，在东汉后期占学术
主导地位。郑学属于训诂经学，讲究字义的理
解阐述，但相对缺乏哲学思辨。汉末魏晋时，
就有人批评郑学的疏漏。王肃的恩师宋忠，曾
探讨天道性命，与郑学相抗衡。

王肃兼通今古文，更发扬恩师思想，以激
烈反对郑学为特色。他对自己在经学上的标新
立异曾有过表白：“郑氏学行五十载矣。自肃
成童，始志于学，而学郑氏学矣。然寻文责
实，考其上下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
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不谓其苟驳前师以见
异于前人。乃慨然而叹曰：‘予岂好难哉？予
不得已也！圣人之门方壅不通，孔氏之路枳棘
充焉，岂不得开而辟之哉……’”

王肃为了对抗郑玄，不仅遍注群经，甚至
伪造《孔子家语》《孔丛子》以及《圣证
论》。当时能独树一帜并以注经数量与郑玄相
比肩者，唯有王肃一人，一时有“王学出而郑
学衰”的现象。

王肃在经学上纠正了郑玄不少荒诞之说，
弥补了“郑学”疏漏，为后世学者服膺。王肃
还用儒家的“礼”来融合教化与名法，成为魏
晋之际礼法理论最重要的建设者。

司马懿时，大臣奏请把王肃《孝经注》列
入学官。后来王肃和父亲王朗的注解，都被列
于学官。有关礼制方面的问题，王学与郑学若
发生争议，一概以王肃之说为准。甘露元年
（公元256年），拥护郑学的高贵乡公视察太
学，以郑学的义理来责问在座的博士。而王肃
的学生、博士庾峻则以王肃“奉尊师法”为理
由，把皇帝的质问挡了回去。

自魏至西晋，“王学”一度压倒“郑
学”。东晋以至南北朝以后，郑学在经学领域
地位得到恢复。东晋以降，王学又被郑学压
倒。但王肃的学术地位依旧得到尊重。贞观二
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诏令历代先贤先
儒二十二人配享孔子，其中就包括王肃。大中
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宋真宗下诏追赠王
肃为司空，并命近臣撰赞。

■ 政德镜鉴┩おこた

政治上，他不畏皇权，数度交锋，多次发逆耳忠言。学术上，他是魏晋时首屈一指的经学家，以“王学”动摇“郑学””的统治地位。

王肃：亮直多闻，遍注群经

□ 本报记者 鲍 青

王肃的父亲王朗曾跟随出身“弘农杨氏”
的杨赐学习经籍，奠定了自己成为一代经学名
家的基础。弘农杨氏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儒学名
门，而奠定家族声望的，是杨赐的祖父、被誉
为“关西孔子”的杨震。

杨震是东汉名臣，以“天知地知你知我
知”的四知而流芳后世。杨震的成名，对弘农
杨氏的影响甚大，奠定了其作为世家大族的地
位。

杨震幼年孤贫而好学，不仅攻习《欧阳尚
书》，也对儒家其他经典有深入研究。因为学
识渊博、品德高尚，儒生称他为“关西孔子杨
伯起”。

杨震虽声名在外，却不应州郡官员的征
召。他隐居乡野，开馆授徒，靠种地奉养老

母。到了五十岁时，因为政治较为清明，杨震
有了“盛世则仕”的念头。他开始到州郡为
官，很快声名鹊起。邓太后之兄、大将军邓骘
喜欢推进贤才，将杨震征召到自己的幕府中。
从此杨震仕途平顺，先后任荆州刺史、东莱太
守、太司农、司徒，最后官居太尉。

邓太后过世后，汉安帝开始亲政。因为受
到压制十多年，汉安帝一反邓太后清明的施政
理念，信任奸邪、宠幸宦官，朝政越来越昏
暗。当时杨震任司徒，职位虽高，却无实权，
诸事被迫听命“内廷”。

杨震虽无决定权，却有谏言权。他眼见国
是日非，心中愤懑难平，借着天降灾异，屡次
上疏劝谏皇帝，言辞相比后世著名谏臣魏征、
海瑞也毫不逊色。但安帝沉溺享乐，对杨震逆
耳忠言只是充耳不闻。杨震性情直率，只要皇
帝不安分守己，他就奏疏接连不断。杨震奏疏

越来越频繁，言辞也越来越激切。
杨震后来由司徒转任太尉，依旧耿介如

昔。安帝的舅舅向杨震托请，希望他安排使用
宦官的亲属，被杨震拒绝。国舅又亲自登门拜
访，更以宦官权势相威胁，杨震依旧不应。皇
帝下诏为宠臣修建宅第，杨震又上疏直言，以
“百姓穷困，外敌猖獗，国库空虚”相阻止。

杨震见皇帝闭目塞听，只好借助“天人感
应”来予以警告。他在奏疏中认为，如今天下
地震频发，干旱肆虐，正是皇帝亲近幸臣，任
其骄奢淫逸的后果。杨震希望皇帝及时醒悟，
“绝婉恋之私，割不忍之心”。宠臣见杨震屡
谏不成，在怨恨日深的同时，也更加肆无忌
惮。

延光三年（公元124年），安帝巡幸泰山。
宠臣樊丰等人趁着皇帝不在，“调发司农钱
谷、大匠见徒材木，各起家舍、园池、庐观，

役费无数”。杨震从他处掌握到樊丰矫诏贪污
的证据，决定等安帝回京后就上奏弹劾。樊丰
惊慌失措之下，决定联合宦官诬陷杨震。

恰在此时，一位名叫赵腾的百姓上疏批评
朝政。安帝以为上疏乃官员之事，升斗小民贸
然上疏，不合礼制。在一干宠臣的怂恿下，安
帝将赵腾下狱，并定为死罪。杨震闻讯，紧急
上疏，请求轻治赵腾之罪。但安帝不为所动，
执意将赵腾“伏尸于市”。

当时太史官言“星变逆行”，樊丰趁机借
赵腾之事大做文章。他们构陷谗言，共谬杨震:
“自赵腾死后，深用怨忿；且邓氏故吏，有恚
恨之心。”

安帝隐忍在邓太后羽翼下十多年，对太后
的情感由起初的感恩变为仇恨。他自从亲政
后，不断增强个人权力，接连罢黜邓太后旧
臣。樊丰的谗言，恰好戳中安帝内心的痛处。

等到车驾还京，皇帝不管青红皂白，连夜派遣
使者收缴杨震的太尉印绶。

杨震无辜被罢官，心内虽然怨恨，却只是
“柴门绝宾客”，不再过问国事。杨震虽然退
出政坛，但影响力犹在，因而依旧为樊丰忌
恨。在宠臣一再唆使下，大鸿胪耿宝上奏，说
杨震身为大臣，并不服罪，心怀怨恚。安帝再
度听信谗言，下诏将杨震遣还家乡。

志尚高洁的杨震，此时已是年逾古稀的老
人。他对朝政心灰意冷，决意用生命作最后的抗
争。《后汉书·杨震传》载，（杨）震行至城西几阳
亭，乃慷慨谓其诸子门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
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要女倾乱
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
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家次，勿设奈祠。”说完
之后，他饮鸩酒而卒。

杨震死后，内宠仍不放过他，留其丧于陕县，
“露棺道侧”。路过的百姓，看到杨震棺椁，“皆为
陨涕”。

一年多后，安帝病死。顺帝在新的宦官势力
支持下登基为帝。此前杨震反对的“内宠”相继失
势，新的势力需要重新调整权力布局。因而“朝廷
咸称其（杨震）忠，乃下诏除二子为郎，赠钱百万，
以礼改葬于华阴潼亭，远近毕至” 。

五十岁以前的杨震隐居乡间，后以学术救世
的心态步入业已腐败的官场。他恪守个人道德理
想，直道而行，试图通过个人改变东汉官僚，
并不惜为之献出生命。

·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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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震：献身理想的“关西孔子”

王肃画像

后世重筑的王肃父亲王朗墓碑 鲍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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