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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方山县于成龙廉政文
化园收集到一份完整的于成龙文化重要
文献资料《贺总督兵部尚书于公生日序》，
该文献长 37cm，宽 26cm，共三张，为纸质
手书，明确为薛熙撰书，蔡方炳阅。该文
献是研究于公廉政思想重要的佐证材料。

于成龙文化研究学者高林清介绍
说，于公去世后，文章散佚严重。于准重
刻《于清端公政书》的时候，收集了一部
分，作为附录。于成龙自幼苦读诗书，诗
文水平造诣很高，多与同僚、同乡、同学、
朋友有诗文交流。因此，在其历仕之地
的湖北、福建、河北、江苏等地一些文人
的文集、诗集中仍然存有一定量的于成
龙的文章和诗词。特别是同僚、文友的
家属的各种庆典，修家谱的序言，以及捐
款修庙修桥这种公益事业的文章保存量
可观，只是还没有被有效挖掘利用。这

份 340年前手书弥足珍贵，反映当时于公
做人做官的品德行操。

薛熙，清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徙居
常熟。字孝穆，号半园。薛敬敷次子，汪
琬弟子。秀才。有狂名。康熙二十二年
(1683 年)参与纂修《江南通志》。三十三
年（1694年）客居广东广州，与屈大均、陈
恭尹、梁佩兰结交。后不详。

蔡方炳，（1626—1709）字九霞，号息
关，江苏昆山人。明末山西巡抚蔡懋德
之子。明季秀才。康熙十八年 (1679)举
博学鸿儒。于成龙总制两江，重其学行，
邀请其参与编修《江南通志》。

资料显示，薛熙，蔡方炳都负有才名，
都没有出仕为官，但都受于公礼聘，参加

《江南通志》的编撰。这份文献记述了康
熙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于公寿诞时，大
江南北都或文或诗祷庆祝于公生日。薛

熙虽然只是一介布衣的身份，但也和藩臬
大吏一起拜见了于公。拜见于公的时候，
为了不让薛熙有压力，于公撤戟盾，退兵
卫，在后堂坐下来探讨《江南通志》编撰过
程的一些事情。薛熙感叹于公礼贤下士
之心，是洞悉天下万人万世之心。这和

《清史稿》记述于公为官时与百姓欢如家
人父子，百姓可以直趋大堂后堂和于公交
流的情状吻合。这是于成龙清端公生命
的最后一个生日，次年四月十八日，于公
就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

山西省于成龙廉政文化研究会梁富
正先生推断，于成龙早在湖北做官的时
候，就该与当地和很多文人墨客有笔墨文
章的交流。比如生前刊刻的《于山奏牍》，
是其幕僚李中素搜集整理。李中素是湖
北麻城人，即为于成龙湖北黄州知府任上
结识并成为其幕僚的代表。 （闫卫星）

于公故里新发现于成龙文化重要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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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通志

《红楼梦》五十一回李纨评价薛宝琴《蒲东寺
怀古》诗，发了一段议论：“况且他原是到过这个
地方的。这两件事虽无考，古往今来，以讹传讹，
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这古迹来以愚人。比如那
年上京的时节，单是关夫子的坟，倒见了三四
处。关夫子一生事业，皆是有据的，如何又有许
多的坟?自然是后来人敬爱他生前为人，只怕从
这敬爱上穿凿出来，也是有的。及至看《广舆记》
上，不止关夫子的坟多，自古来有些名望的人，坟
就不少，无考的古迹更多。如今这两首虽无考，
凡说书唱戏，甚至于求的签上皆有注批，老小男
女，俗语口头，人人皆知皆说的。况且又并不是
看了‘西厢’‘牡丹’的词曲，怕看了邪书。这竟无
妨，只管留着”。

这是《红楼梦》里至关重要的一段话，交代了
三件大事：曹雪芹游过山西、贾府在运城之北、曹
雪芹不惧文字狱。也就表达了三重意义，一是地
理意义，一是历史意义，一是思想意义。

第一件交代了曹雪芹漫游了山西，《红楼梦》
与山西有关。“况且他原是到过这个地方的。这
两件事虽无考，古往今来，以讹传讹，好事者竟故
意的弄出这古迹来以愚人”。说薛宝琴到过这个
地方，其实是交代曹雪芹自己来过山西普救寺，
而且曹雪芹知道普救寺里有好事者弄出了诸多

《西厢记》故事人物景点，是为了吸引游客的，因
为大家知道西厢记本来就是唐代人写的传奇小
说，普救寺里的西厢记景点不过是好事者为之而
已，所以曹雪芹说普救寺里的这些古迹是用来愚
人的招揽游客的。曹雪芹如此熟知普救寺内景
物，说明曹雪芹一定来过普救寺。从北京来永济
普救寺，毫无疑问需要一路漫游晋中盆地和临汾
盆地。为什么提到蒲东寺会想到关夫子坟？因
为蒲东寺与解州关帝庙关冢都在古蒲州地域，距
离只有百余里，这些地方都是他漫游过的。

第二件交代了贾府与金陵的相对位置。关
于此地理意义，我在《红楼梦京中在晋中》一文中
有过论述。中国关羽墓仅有四座是历史确定的，
身在当阳，首在洛阳，成都有个衣冠冢，故乡解州
有衣冠冢，除了这些再没有什么关夫子坟。所谓

“上京”路上见到的三四处“关夫子坟”乃特意暗
示小说里的“长安”背景地在关公故乡山西境内，
在运城之北。其路线图是金陵-当阳-洛阳-运城
解州-京中，这是来山西晋中的路线图。《红楼梦》
批文有“何必定用西字，读之令人鼻酸”，当指故
乡山西。这里有个疑问“三四个”到底是三个还
是四个？应该是“3+1”模式，就是说关夫子坟共
有四个而一路上只见了三个。

第三件大事即禁书问题。曹雪芹借李纨之
口明确说明《西厢记》《牡丹亭》已经是邪书，就是
说被列为禁书了，而历史上《西厢记》被禁正是在
乾隆十八年，显示小说创作于乾隆十八年左右。
曹雪芹也明确表示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和禁书效
果不是十分有效，因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说戏剧
很难禁绝，书可以禁传焚毁，然而男女老少口口
相传，人人皆知，甚至于卦签上都有，谁能封禁了
老百姓的口耳相传？所以曹雪芹对自己写的小

说将来被禁没有担心。
关于此历史意义，我在《关公何时敬称关夫

子》一文中分析，清康熙四年朝廷尊关帝为“夫
子”，雍正三年敕题“山西关夫子”，以皇帝的名誉
题名“山西关夫子”，必然上行下效，所以雍乾时期
尊“关夫子”最为流行。明代尊关公为关帝，是将
他尊为神圣，突出了关帝的祈福功能。康熙以来
强调“关夫子”是将他与孔夫子同样看待为圣人
了，突出了教化功能。顺治年间朱之俊曾经倡议
关帝庙应称关夫子庙，便于与孔子对应，这一建议
还是传开了。结合乾隆禁《西厢记》，可以肯定《红
楼梦》创作时间与曹雪芹生活时代是吻合的。

借关夫子坟一笔，曹雪芹也告诉大家《红楼
梦》小说的主题是弘扬中原文化的。关夫子人品
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忠孝节义礼义廉耻”，
小说里的柳湘莲、冯紫英等正是关公精神的延
续，而贾珍贾敬贾琏等人物则丢掉了忠义传统，
最终导致贾府的衰落。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
乐的历史法则。

长期以来，许多人将关夫子坟误解为关帝庙，
因而掩盖了这一关键细节的重要暗语，因而忽视
了此重大意义。2000年宁波大学学报斯迈《红楼
梦中的关羽》一文解释“坟多，就是封号多，庙多，
像多”，还说什么全国有许多关羽墓，认为是李纨
讽刺封建皇帝的，显然作者对关羽墓的真实情况
很不了解，强行将关羽墓与关帝庙混淆成一个概
念。2013年红楼梦学刊《比较红楼梦与水浒传中
的关羽符号》一文提出“因为关羽在历史上鲜有土
坟，多为庙宇”因而推定《红楼梦》的关夫子坟即关
庙。将关夫子坟解释为关帝庙混淆了实物概念，掩
盖了曹雪芹真意。坟是坟庙是庙不可混为一谈，关
帝庙在中国千千万万，而关王墓在中国确实只有四
座。再如孔夫子墓只有一座，孔庙则全国各县都有
过，怎么可以将坟墓庙宇混淆等同？俗话说一人一
座土馒头也就是说一个人有一座坟就够了，而关夫
子竟然有四座，李纨感叹关夫子坟多是完全符合实
际的。是因为人们“敬爱他生前为人”，这就明确认
为四座关公墓不全是关公葬地。不能因为墓地有
庙，就混淆坟与庙的差异。庙可以多修，但修坟则
是很有讲究的，曹雪芹暗示当阳、洛阳两地是实有
关羽葬身之地，而解州关帝冢正是因为敬仰关帝
人品又是故里而设立的衣冠冢。

总之，上京路上“三四处关夫子坟”是《红楼
梦》小说里的一大关键，是破译《红楼梦》真相的
一大穴位。这一大关键，安排在小说高潮部分五
十一回，曹雪芹借薛宝琴怀古诗交代了小说的题
材背景和主题内容。不仅说明贾府长安都在晋
中平原，而且说明《红楼梦》小说完成在乾隆时
期，是曹雪芹利用明末二府历史题材而创作的怀
古大作。

《红楼梦》“关夫子坟”的三重意义
□ 吕世宏

观点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党史是最好的教
科书，我们党的每一段革命历史，都是一
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在黄土高原丘
陵沟壑间，吕梁山区是红军东征的主战
场、晋绥边区核心地区。在那险峻恶劣的
自然环境和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赋予
吕梁儿女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英雄
气概，铸就了一代代吕梁人的铮铮铁骨，
谱写着吕梁人革命斗争与艰苦创业的时
代华章，孕育了“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敢
于斗争”的吕梁精神。

吕梁职业技术学院的思政教师们一直
在探讨如何引导学生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
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深
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
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
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增强政治认同、思想
认同、情感认同，从而补足成长中的精神之
钙、打牢信仰之基、汲取奋进力量、勇担时代
使命。机缘巧合下，学院思政部拥有了大量

的关于吕梁近现代史的资料，从党的早期斗
争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吕梁大地涌现出
了一大批革命烈士，《吕梁奋斗史》收录辛亥
革命以来，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
放战争时期的革命烈士近万名。其中，杰出
的代表人物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加
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队伍的革命烈士
184名，有晋绥边区表彰命名的各类战斗英
雄、劳动模范 75名，有历次革命战争中立功
受奖的英雄人物 28名，还有 1978年前的省
级以上劳动模范 219名，以及中共吕梁市

（地）委表彰命名的“当代吕梁英雄”31名,还
有吕梁南下干部2520名。这3093位典型人
物，有驰骋大江南北的吕梁籍人士，如华国
锋、贺昌、张叔平等；也有转战吕梁，为革命事
业付出生命的非吕梁籍人士，如王若飞、秦
邦宪、叶挺、刘志丹、毕士悌、杨森等；更多的
是为保卫家乡，热血洒在吕梁这块红色土地
上的吕梁人，其中最著名的有刘胡兰烈士。
这些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都是值得我们尊
敬的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吕梁奋斗史》以县为单位，一县一
卷，加综合卷，计 15卷。这套系列丛书从
几个重要节点：红军东征、抗日战争、晋西
事变、解放战争、南下等等，展示了吕梁
人民英勇斗争的精神与功绩，吕梁人民养
兵十万、牺牲一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
归，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不朽的
功勋，蕴含着真实可感、形象生动的思想
政治教育实例。我们试着讲给学生、讲给
老师们听，大家觉得这些事就像发生在昨
天，发生在我们身边，这些生动的资料，更
易产生共鸣和力量。

于是，学院决心编辑一套丛书，引导
广大青年学子在学思践悟中铭记历史，笃
定为国为民初心，勇担“厚德、强能、精技、
报国”的使命；为学院思想政治教育提供
一系列教学参考书目，又立足自身优势，
不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打造高精
尖水平思政课，以扎实行动推动思政课建
设发展；也为吕梁奋进新时代、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征途中提供弥足珍贵的精
神财富。同时，吕梁革命文化是吕梁地域
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吕梁奋斗史》系列
丛书所展现的宝贵的地域文化资源，有效
地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比如针对思政课程教学内容的设计，针对
校园文化的建设以及其它思想政治教育
实践等等，对于切实提高大学生整体的思
想道德素质，对于吕梁优秀地域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都可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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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奋斗史》系列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