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原
`
罗氏家谱

》

与罗贯中

孟 繁 仁 郭 维 忠

本世纪三十年代
,

元末明初无名氏编撰的 《 录鬼簿续编 》 首次为世人发现
.

这本书

中关于罗贯中为
“

太原人
”

的有关记载
,

初步澄清了过去几百年 中人们在罗氏籍贯
、

时代

等间题上所存在的棍乱
。

过去曾经认为罗贯中是
“

钱塘人
”

的鲁迅先生
,

在 《 小说旧闻

钞
·

再版序言 》 中
,

对这一记载的发现
,

给予高度的评价
,

他说
:

此数十年中
,

研究小说者日多
。

新知灼见
,

洞烛幽隐… … 自 《 续录鬼簿 》 出
,

则罗贯巾

之谜
,

为昔所聚讼者
,

亦遂冰解
,

此岂前人凭心逞臆之所能至哉 1 ①

不过
,

这个问题其实还没有
“

水落石出
” ,

以至人们对这个问题常常旧话重提
,

掀起

一次次新的波澜
.

元代太原究竟有没有一个罗氏家族 ? 罗贯 中的家世情况究竟如何 ? 这

些问题仍然悬疑不解
,

为世人所关心注目
.

一九八四年冬天
,

笔者在元代虞集 《 道 园学古录 》 卷十
,

发现了一篇题为 《 题晋阳

罗氏族谱图 》 的文章②
,

从而获得了元代时太原确实存在着一个罗氏家族的可靠证据
,

并

开始了搜寻查访太原罗氏家族的工作
.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
,

于一九八六年六月
,

终

于在太原市清徐县找到了这个
一

世居于此的罗氏家族
,

并察访搜集到这个家族珍藏的 《 罗

氏家谱 》 一部五册
,

另一册
。

清徐距离太原四十三公里
,

历代皆属于太原管辖
。 《 元史

·

地理志 》 载
:

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
。

冀宁路
:

唐并州
,

又为太原府
、

宋
、

金因之
。

元太祖十三年

( 1 2 1 8 )
,

立太原路总管府… …领司一
、

县十
、

州十四
、

州领九县
:
阳曲

、

文水
、

平晋
。

祁

县
、

榆次
、

太谷
、

清源
、

寿阳
、

交城
、

徐沟
。

由于清源 (今清徐县 ) 历代皆属于太原管辖
,

与 《 录鬼簿续编 》 记罗贯中为
“

太原

人
”

的情况是互相契合的
.

这 次发 现 的《罗氏家谱 》 , 系由罗氏第二十二世后裔
,

六十八岁的罗礼重同志所保

存
.

主要包括清代同治壬申 (十一年
·

1 8 7 2 )
“

南关祠堂
”

重修本 《 罗氏家谱 》 第一支

至第四支共五册 (函装 )
,

以及不明修撰
、

抄录时间的 《 北村罗氏家谱 》 一册
.

谱本大

① 《 鲁迅论中国古典文学 》 , 厦 门大学中文系编
。
福建人民 出版社
, 19 7 9年
, 2 43 页
,

②
.
四部从刊
.

本 《 道园学古录 》 卷十一
“

在朝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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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尺寸为 5 0公分 X2 5公分
,

麻纸
,

木版印刷书框
,

手书抄写
.

在
“

同治壬申
”

重修本前

面
,

录有记载罗氏家族各支历代祭祀祖先
、

续补家谱情况的题序文字共二十四篇
.

从谱
`
卜

收录的第一篇序文
、

由罗氏第九代后裔罗正已撰写的 《 清源罗氏家谱序 》 所题署的时间

看
, 《 罗氏家谱 》 创修于明

·

穆宗隆庆元年 (丁丑
·

16 6 7 )
,

在以后的明神宗万历年间
,

以及清代的康熙
、

乾隆
、

嘉庆
、

道光
、

咸丰
、

同治各朝
,

又经过多次的续修
、

增补
。

这些

活动
,

有的是分支派进行
,

有的则是合族共同进行
。

每次活动
,

都由族中有地位
、

孚众

望者撰写题序文字
,

以记其盛
.

这些题序文字
,

时间最晚的是 清 代 同 治壬申 (十一年
·

1 8 7 2 ) 由罗氏后裔 (第十八代一人
、

第十九代二人
、

第二十一代一人 ) 四人分别撰写

的四篇谱序
、

谱颂
、

谱歌
.

在这些题序文字之后
,

是罗氏家族的历代功名总录
、

历次修谱的经理人 名 单 以 及
“

罗氏家谱谱规
”

一十五条
.

后面的内容
,

即为罗氏始祖至第六代世祖谱表
。

第二册至

第五册
,

即以罗氏第四世祖兄弟四人分为四支
,

分别立谱以记世系
.

从
“

历代功名总录
”

和
“

谱规
”

可 以看出
,

明代以及清代
,

是罗氏家族最为鼎盛兴旺的时期
,

作为清徐地方

有声望的氏族大家
,

其家族内部制定执行着严格的家规
、

族规制度
。

太原清徐 《 罗氏家谱 》 是一部表格式的民间谱书
.

它的录名形式没有定例
,

有的只记

小名
、

乳名
、

谱中研记的各代人物名字
,

有的与正式的大名一致
,

有的则完全是一派乡

俗色彩
,

如
“

张不里
” 、 “

不 占地
. 、 “

猪糟儿
” “

四十儿
”

等等
。

这就给我们研究带来了极

大的困难
.

但是
,

也并非没有帮助我们解开谜团的蛛丝蚂迹可寻
。

现抄录罗氏第一支前八代世系名录如后
:

一代 始祖仲样 郭氏 原籍四川成都府人
.

自唐仕为青州仆射
.

青州 即梗阳

也
。

生五子
:

文远
、

文秀
、

文举
、

文质
、

文焕

二代 仲祥子 文远 白氏 生子一
:
景素

仲祥子 文秀 王 氏 生子二
:
景中

、

景岩

仲祥子 文举 刘氏

仲祥子 文质 陈氏

仲祥子 文焕

三代 文远子 景素 张氏

文秀子 景中 温
、

刘氏 生子三
:

溢
、

演
、

满

文秀子 景岩 王
、

张氏 子生一
:

贵

景思

景初 温氏

景庸

景贤 高
、

朱氏

四代 景中子 溢 张氏 生子一
:
公全

景中子 演 张 氏 生子一
:
公玉 (下略 )

景中子 满 刘氏 生子二
:
公谦

、

公海 (下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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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岩子 贵 袭氏 生子二
:

公政
、

公勉 (下略 )

五代 溢子 公全 刘氏 生子五
:

钊
、

械
、

锦
、

摘
、

季覃

六代 公全子 钊 王氏 生子三
:

才广
、

才积
、

才盈

公全子 诚
.

牛氏 生子三
:

才源
、

才用
、

才 良

公全子 锦 牌氏 司吏

一九八八年第三期

生子六
:

才聚
、

次圣卫丝匕一 才增
、

才森
、

才宝
、

才仓

公全子 搞 郭氏 生子二
:

才茂
、

才盛 (下略 )

公全子 谭 侯氏 生子三
:

才兴
、

才真
、

才义 (下略 )

七代 钊子 才广 张氏 生子三
:

能
、

干
、

山

钊子 才积 刘氏 生子三
:

志
、

玄
、

奈

钊子 盆鱼 张
、

耿氏 重鱼应通判 生子一
:

几

诚子 才源 邢 氏 生子四
:

青
、

州
、

继

钻子 才用 常氏 生子三
:

经
、

纶
.

纲

俄子 才 良 梁 刘氏 生子四
:

辉
、

耀
、

光
、

鉴

锦子 才聚 张氏 生子二
:

宗
、

让

工迭圣鱼全卜工
锦子 才增 耿氏 生子三

:

崇
、

阳
、

定

锦子 才森 石
、

`

张氏

锦子 才宝 赵
、

万 氏 生员待赠文林郎

生子四
:

枯
、

铿
、

祺
、

礼

锦子 才仓 刘氏 生子二
:

翼
、

赞

镐子 才茂 邢氏 生子三
:

彪
、

熊
、

虎

镐子 才胜 程氏 生子三
:

威

谭子 才兴 出外

季覃子 才真 出外

季覃子 才义
·

出外

/ 、于七

才盈子 儿 侯氏 生子一
:

时义

才聚子

才聚子

才增子

才增子

才增子

才宝子

才宝子

才宝子

王氏

张氏 生子一
:

时德

氏 生子一
:

友仁

氏 生子三
:

时明
、

时重
、

槐三

在湖广

侯
、

何氏 生子三
:

时化
、

时信
、

时体

耿氏 生子三 . 时敏
、

时敬
、

时新

马氏 监生 生子一
:

时翰

宗让崇阳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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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宝子 礼 韩氏 贡生
、

任大同县教谕
、

升大同府教授

生子二
:

时龙
、

时凤

才胜子 威 出外
,

根据 《 罗氏家谱 》 中序跋文字所反映的情况
,

我们可知
:

罗氏始祖罗仲祥是在五代

后唐 ( 92 4一 9 3 6 ) 时在清徐落籍的
,

到第九代罗正 已 (隆庆元年
·

1 5 6 7 ) 撰写 《 清源罗

氏家谱序 》 , 期间相隔六百三十多年
。

平均每代人之间的间隔时间长达七十多年
,

这无论

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
,

都是不合情理的
。

所以
,

在谱中所记的这几代人之间
,

一定存

在着比较大的
“

胭轶参错
” 。

由于没有可供参槛的证据
,

这些
“

网轶参错
”

到底是在第

几代人之间
,

我们还无法作出判断
。

但是
,

由于罗氏家族第八代罗棋
、

罗礼等己有了
“

监生
, 、 “

贡生
”

的功名
,

很明显 已经是进入明代的事情
,

所以我们可以把考察的目光集

中到第六代到第八代之间
。

这三代人的时间
,

应该正在元
、

明之间
。

在这儿代人初当 中
,

第六代罗锦及其次子
,

是两个应该 引起注意的人物
。

罗锦娶妻智氏
,

所生六个儿子
,

其中长子
、

三
、

四
、

五
、

六子 的名字均记录在谱
,

唯有
“

次子出外
”

者不录其名
。

这种记录方法
,

与家谱中其他
“

出外
”

人员相 比
,

存在

着明显的不同
。

据笔者留意
,

在 《 罗氏家谱 》 第一支中
,

被记以
“

出外
”

的 人 员 就 有

数十人之多
,

如第七代中才盈
,

任
“

重庆府通判
” ;
才兴

、

才真
、

才义
“

出外
” ;
第八 代 定

“

在湖广
” ,

威
“

外出
” ;
第九代中张不里

、

不占地
、

时奖
、

友仁
“

在湖广方县
” 、

时明
“

在

河南破城
” ,

时重
“

在河南
” 、

槐兰
“

在河南
” ,

时雨
、

时霖
、

时先
“

在婷县
”

等等
。

这些外

出人员
,

不 仅在谱中照录名字
,

有的还明白地记明了去处
。 `

准有罗锦的这位
“

次子
” ,

既

不录名字
、

也不录去处
,

这实在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
。

那么
,

会不会是在造谱时无意遗漏或 隐瞒了他的名字呢 ?

从这部清徐 《 罗氏家谱 》 中录载的十五条
“

谱规
”

的内容来看
, “

无意遗漏
”

或
“

隐

瞒
”

他的名字是不 可能的
。 :

谱规
”

中有如下儿条内容
:

一谱系公撰
、

凡添名
、

改名者
,

须于十年大祭时公同添录
,

不许私着一字
,

违者重罚 ,

一谱内生子
、

嗣子以及随子
、

养子
、

义子等字样
,

有呼唠并挖补者
,

罚其照谱式重造
,

羊
、

酒祭祀 ,

一经理人等亨早勿降匿
、

并询私滥收者
,

察出以不孝论
,

桌官究治
;

一每代各记张数
,

如有私去
、

私添者
,

查出重罚 ,

一藏谱后
,

倘有借端滋事
,

私添空行者
,

罚其照谱式重造
,

羊
、

酒祭祀 ,

根据以上谱规的内容
,

我们可以把谱中不录罗锦次子之名是由于遗漏和隐瞒 的 可 能 性

排除掉
。

这个人被 《 家谱 》 除名
,

肯定是有其他重要的原因
.

在封建宗法制度下
,

只有做了
“

怜逆不孝
”

和
“

大逆不道
”

的事情的人
,

才会受

到
“

家谱徐名
”

这样的严厉处分
。

用现在的话说
,

前者就是
“

堕落
” ,

后者就是
“

犯

罪
” 。

在一些封建家谱中
,

常记载着关于这方面的明文规定
。

在中国封建社会
,

人们对
“

下九流
”

的歧视根深带固
。 “

下九流
”

包括
: 一忘八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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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匹组竺速旦鳖一

乌龟
,

三优伶
,

四吹鼓手
、 .

五伎艺
· ·

…
。

一般的读书
、

仕宦人家
,

对于子弟极易喜欢
、

指染的倡优
、

伎艺一类
,

尤其优 心重重
、

防不胜防
。

如明
·

阂景贤 《 法楹 》 说
:

优伶杂技
,

不惟盅惑心志
,

亦多站污家风
。

明
·

管志通 《 从先维俗议 》 卷五说
:

唯今之鼓弄淫曲
,

搬演戏文
,

不问贵游子弟
,

库序名流
,

甘与徘优下贱为伍
,

群饮耐

歌
,

伸昼作夜
,

此吴
、

越间极浇极陋之俗也… …而防范子孙
,

当以清白
、

节俭为本
。

①

由于当时对倡优
、

伎艺有如此歧视性的看法
,

所以不少家族干脆在家谱中把处分堕入倡

优下贱者的内容专列一条
.

如清
、

光绪丙子 (二年
·

1 8 7 6 ) 《 润城张氏族谱
·

凡例 》

载
: 。

一
,

严污浊
,

故倡优
、

隶华不载
, 。 ② 又如清

、

光绪二十一年 0 8 9 5 ) 安徽 《 桐

城谢河黄氏宗谱
·

凡例 》 载
: “

一
,

⑧ 有男为青吏
、

僧道
、

优伶
、

盗窃
、

自胃等贱行
,

及

侵犯租基
、

盗卖租地者
,

皆削名
” .

又据民国十八年 ( 19 2的 《 商邱刘氏家乘
·

凡例 》

载
: “

一
,

为仆隶
、

徘优
、

下流
、

僧道及作好犯科者
,

不书
,

辱祖宗
、

族人也
。 ”

自在

清徐 《 罗氏家谱 》 中虽然没有类似的明文规定
,

但它作为同样的封建家族
,

也一定是毫

无例外地信守和执行着社会上约定俗成的家族清规的
。

罗贯中作为一个小说
、

戏曲作

家
,

写出过 《赵太祖龙虎凤云会》 等三本杂剧
,

又写出过被封建阶级视为
“

小说末流
”

一类

的 《 三国演义 》 、
《

’

水浒全传 》 等小说作品
,

他这种与倡优
、

伎艺人等混为一流的行

径
,

无异是有辱祖先
.

站污门风
、

罪不容赦的恶行
.

从这一意义上来推断分析
,

在 《 录

鬼簿续编 》 中被确记为
“

太原人
”

的罗贯中
,

很可能就是被太原清徐 《 罗 氏家谱 》 中被

除名的那位罗锦次子
.

更为严重的是
,

罗贯中曾经参与过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
“

倡乱
” “

海盗
”

之书的 《 水浒

传 》 的编集修撰工作
,

元
、

明
、

清三代
,

封建统治阶级对有
“

倡乱
” 、 “

倡盗
”

之嫌的小

说
、

戏曲作品屡次明令禁毁
.

明代立国后
,

一直把
“

裹读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
”

及
。

惑乱人心
”

的
“

邪说异端
,

小说
,

置于禁毁之列
。

明代万历后期 《 水浒传 》 在民询刊

刻
、

流行后
,

统治阶级更是把它视为洪水猛兽
.

祟祯十五年四十七 日
,

刑科给事中左您

弟为陈请焚毁 《 水浒传 》 题本说
:

为豪举
,

书也… …

《 水浒传 》 一书
,

以宋江等为粱山啸聚之徒
,

其中以破城劫狱为能事
,

以杀人放火

习日破城劫狱
,

杀人放火
。

而 日日讲招安
,

以为玩弄将吏之 口实… … 巨故日
:

此贼
《 水浒传 》 贻害人心
,

岂不可恨哉 1

明朝统治阶级慑于 《 水浒传 》 在民间和明末起义军中的巨大影响
,

乃予 崇 祯 十 五 年

( 1 6 4 2 ) 明令
: “

严禁 《 浒传 》 ”

清代统治阶级也继承了这一衣钵
,

屡次颁布禁令
’

“

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 《 水浒传 》 , 俱严查禁绝
,

将板与书
,

一并尽行销毁
”

明
、

以上引文均见王利器 《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 第三编
.

社会舆论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 81 年版
,

第 17 3
、

17 2页
。

台湾
“

国学文献馆现藏中国族谱序例选刊
’

(张姓 之部 ) 第 1 32 页
。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 19 8 3年版
.

同上 (黄姓之部 ) 第 2 13 页
。

同上 (刘姓之部 ) 第 30 5页
.

n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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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两代的社会舆论也深受封建统治阶级这一态度的影响

,

明代 莫 应 龙 在 《 笔 座 》 中

说
” “
… …野史芜秽之谈

,

如 《 水浒传 》 、 《 三国演义 》 等书
,

焚之可也
. ”

清 代
“
闲 斋 老

人
”

在乾隆元年 ( 1 7 3 6 ) 春二月 《 儒林外史
·

序 》 中也说
: “ 《水浒》 、 《 金瓶梅 》 、

诲 盗 诲

淫
,

久干例禁
” ① 罗贯中插手

“

诲盗
” 、 “

倡乱
”
之书 《 水浒传 》 等作品的编撰写作

,

其罪

过不亚于
“

乱臣贼子
” .

所以罗贯中可能是以身兼
“

歌子
”

和
“

逆子
”

双重身份而被除名的
.

太原清徐 《 罗氏家谱 》 撰立于明穆宗隆庆元年 0 5 6 7 )
.

罗 氏家族的始祖罗仲祥是仕

宦出身
,

由于到清源做官和遇到战乱等原因
,

才落籍于此
.

这样的家族家世
,

在地方上肯

定是受到社会舆论的肯定
、

称赞和尊重的
。

由于这种家世背景
,

罗氏家族历代一贯重视

和保持着
“

耕读传家
,

诗礼教子
”

的家风
。

早在元代中期
,

清源罗氏家族就已经出现过

曾任
“

重庆府通判
”

的罗才盈 (第一支第七代 )
,

到 明代
,

又出现了进士出身
、

曾任福

建道监察御史
、

九省巡按的罗贤 (第三支第六代 )
,

以及曾任直隶河间府宁津县知县的罗章

(第四支第八代 ) 等显赫的仕宦人物
。 《罗氏家谱 》 的撰谱人罗正己 (第 二支 第 九 代 )

在明穆宗隆 庆 元年 ( 1 5 6 7 ) 撰 谱 时
,

出于维护门风和维护 家 族尊 严 的 考 虑
,

在 征

得族人同意的情况下
,

在谱中把身兼
“

败子
”

和
“

逆子
”

双重身份的罗贯中除名
,

是 合

情合理的
.

这就是罗锦次子 (即罗贯中 ) 被除掉在 《 罗氏家谱 》 中的列名资格的缘故
。

二

通过上述有关情况的分析
,

我们可以初步推测判断
:

这位原名或小名
“

才 ?
”

被 《 家

谱 》 除名的罗锦次子
,

很可能就是罗贯中
。

除此之外
,

笔者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
,

还

有以下几方面的重要理 由
:

其一
:

罗才盈一一罗允中一一罗贯中之堂兄
:

在元代虞集 《 题晋阳罗氏族谱图 》 一文中
,

曾云晋阳
“

罗氏之仲允中
,

以教授辟仪

曹史
,

且还就蜀省幕府
” .

我在 《 录鬼簿续编与罗贯中种种 》 一文中
,

曾经推断罗允中应

为罗贯中之亲叔伯兄弟
。

在新发现的 《 罗氏家谱 》 中
,

罗锦次子 (才? )有一位亲叔伯堂

兄罗才盈
,

是罗锦的长兄罗钊的三子
,

曾任
“

重庆府通判
”

之职
.

据我分析
,

他就是那

位 《 题晋阳罗氏族谱图 》 中所说的罗允 中
. “

允中
”

为字
, “

才盈
”

则是允中的本 名 或 小

名
.

在虞集题序中
,

罗允中乃是
“

还就蜀省幕府
” ,

为什么在清徐 《 罗氏家谱 》 中
,

却记

罗才盈任
“

重庆府通判
”

之职呢 ?

据考
, “

通判
”

一职设于宋初
,

而元 代 各 路
、

府 并不设
“

通判
”

之职
.

成都
、

重庆

二道
“

每道廉访使二员
,

正三品
;
副使二员
,

正四品 ; 金事四员
,

… …正五品 ; 经历一

员
,

从七品
;
知事一员
,

正八品
·

…… 罗允中在大都清虞集为 《 晋阳罗氏族谱图 》 题序

时
,

他到
“

蜀省幕府
”

到底担任什么职务可能还没有确定
,

所以虞集只能在题序中泛泛

而言罗允中
“

还就蜀省幕府
” .

不过
,

从罗允中的资历和当时不允许汉人充任各级政权主

要职务的情况看
,

罗允中到四川后
,

很可能是担任 了金事
、

经历一类的次 要 官 职
。

据

① 《 元 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 料 》 第一编
“

中央法令
” 。 一

L海古翰 出版社 19 8 1年版
,

第 16
、

1了, 19
、 2 07 页
.



文学遗产 一九八八年第三期

唐
·

封演 《 封 氏闻见记 》 载
: “

判官是幕宾
,

使主无受拜之礼
。 ”

可知
“

通判
”

也属 于
·

幕

僚之职
。

也许是罗氏家族不愿意把族人仕事元朝的官职记入家谱
,

所以罗氏 后 人 在 明

代修谱时
,

便把罗允中的职务相应地套写为宋代
、

明代的
“

通判
”

之职
。

笔 者 曾 经 为

此查检过 明代万历九年修 《 四川总志 》 、

清代雍正十一年修 《 四川通志 》 和明代万历三十

四年修 《 重庆府志 》 等志书
,

这些史料中的
“

职官
” , “

宦迹
” , “

人物
”

等志中
,

并无罗允

中在明代担任 重庆府
“

通判
”

的记录
,

可知罗允中担任是职确实是元代的事情
, 《罗氏家

谱 》 关于罗允
`

中官职的记录确系套写
。

此为理由之一
。

其二
:

罗定一一罗贯 中子侄一一罗贯中令郎
。

在太原清徐 《 罗 氏家谱 》 中
,

罗锦所生的那个被家族除名的次子
,

有一个侄子名叫

罗定
,

系罗锦的三儿子罗才增的三儿子
。

关于他的行踪
, 《家谱 》 中在其名下注日

“

在湖

广
” .

这个罗定
,

后来演化为清代小说 《 善恶图全传 》 中的人物
,

以
“
罗贯中令郎

”
的身

份传名世间
.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

原来
,

在明
、

清两代
,

不仅罗贯中编撰创作的儿部小说 《 水浒全传》 、 《 三国演义 》

等屡遭禁毁
,

连罗贯中的声名也一直遭受封建统治的恶意污蔑
.

封建统治阶级慑于罗氏

作品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影响
,

便制造了罗贯中遭受
“
口业之报

” , “

造其子 孙 三 世 皆

哑
”

的谣言
,

对罗贯中进行恶意攻击
。 一

与此针锋相对
,

清代初年便有人写了一部敷演宋

徽宗时英雄李雷故事的小说 《 善恶图全传
》 ,

在书中第二十一回
,

写了一位名叫罗定的人

物
。

在罗定出场时
,

作品是这样描写的
:

… …那花夫听得冲天贼三字
,

忙忙丢下孙畔子
,

高叫
: “

冲爷
,

你今在此 I 我因访你
,

做了乞

丐 !
”

冲天贼叫声
: “

壮士面善得很
,

记得在那里会过
,

快快讲来 1
”

那人道
: “

冲爷
,

你忘记了?我与

你同居陕西
,

因访得冲爷
,

闻得有了官司在江南
,

得 (特 )地前来
。

盘川用尽
,

无奈沿路途求乞
,

前

来相仿
。

不期今日得遇冲爷 !
”

冲爷说
: “

你姓甚名谁?
” “

俺姓罗名定
。 ” “

你莫非江湖上称为醉天神

么 ?
” “

然也 !
”
… …冲爷细说一遍
,

随引罗定去见李雷
。

叫声
. “

恩爷
,

此乃是孩儿同乡
,

是一位英雄

好汉
,

乃是罗贯中令郁
,

名叫罗定
,

盖数第一条名枪… …
。 ”
(颂德轩藏版 《 新刊善恶图全传 》 )

据 《 善恶图全传 》 的描写
,

这个
“

冲天贼
”

乃是陕西米脂县人
。

那么
,

籍贯为
“

太

原人
”

的罗贯中的
“

令郎
”

罗定
,

为什么在这部书中自称与冲天贼
“

同居陕 西
” ,

并 称

为
“

米脂同乡
”

了呢 ? 原来
,

与罗贯中同属一族的清源罗氏家族第四支 (贵 ) 第十一代

罗好仁
,

曾在 明代万历前期担任过陕西米脂县知县
,

据清代康熙增补本 《 清 源 县 志 》

载
: “

罗好仁
,

城南二人… …万历丙子 (四年
,
1 5 7 6 ) 中 (乡科 )

,

任米脂知县
,

升云南北胜

州知州
,

调和曲知州
” 。

清徐 《 罗氏家谱 》 中罗好仁名下也有同样的记载
: “

罗好仁
,
字愁

学
,

号静庵
.

万历丙子科举人
,

初授平阳府浮 山县教谕
,

应聘顺天府乡试同考官
,

升陕

西米脂县知县
·

……
”

据清徐县故老传闻
,

当时因为米脂县发生灾荒
,

饥民骚动
,

李 自成

在官府弹压中被羁捕入狱
。

(从时间上推算
,

被羁捕者应为李自成之父更为合理 ) 罗好仁

到米脂县任后
,

把包括李 自成 (之父 ) 在内的被捕饥民
-

一抚慰释放
,

后来 李 自成 起

义
,

在进军北京途中
,

率师路过清源县境
。

为感念罗好仁当年全活 (父亲 ) 性命之恩
,

李

自成命部下下马掩铃
,

僵旗息鼓
,

不扰乡民
,

绕城出境
。

由于清徐罗氏家族的罗好仁与

陕西米脂县有这样一段重要因缘
,

所 以
,

在 《 善恶图全传 》 中
,

作者根据社 会 上 的传



一些迪生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九八八年第 三期

闻
,

把罗定以及罗贯中的籍贯敷演为
“

米脂县人
” 。

《 善恶图全传 》 成立于清代前期
,

它的故事
,

可能与李 自成起义的影响有关
。

这

部小说
,

是当时说书场上经常演出的作品
,

在清代人李斗 《 杨州 画舫录 》 卷十一
“

虹桥

下
, ,

就记载了当时著名的杨州评话艺人曹天衡说唱 《 善恶图 》 的情况
,

可见
“

罗贯中令

郎名叫罗定
”

的说法
,

在当时曾经广泛传播
。

在清徐 《 罗氏家谱 》 中
, “
罗定

”

名下注日
“

在湖广
” 。

可知这位罗贯中的子侄
,

成年

后 也是离家出外
、

闯荡江湖的
.

他很可能暴露了自己与罗贯中的嫡亲叔侄关系
,

以后遂

有人把罗定敷演为小说中的人物
,

让罗定以
“

罗贯中令郎
”

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
。

在发现太原清徐 《 罗氏家谱 》 之前
,

我曾经认为 《 善恶图全 传 》 中 的 上 述 说 法

为
“

小说家言
” , “

不足据为史实
” .

在读到清徐 《 罗氏家谱》 ,并发现罗定的题名以后
,

我

经过反复思索
,

逐渐改变了上述看法
。

如果说小说中的情节
“

不足据为史实
”

的话
,

为

什么作品中的
“

虚构人物
”

偏偏能与 《 家谱 》 中的
“

真实人物
”

巧合在一起呢 ? 所以
,

在这个间题上
,

我们恐怕也应该 以
“

七实三虚
”

的 目光来对待分析吧 ! 此为理 由之二
.

除了以上两点直接的理由外
,

还有更应该引起我们充分注意和重视的 一 点
,

这 就

是
: 《罗氏家谱 》 中一系列序言文字所反映出来的清徐罗氏家世背景

,

与罗贯中小说
、

戏

曲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
,

几乎完全一致
.

现在
,

我们来看一下清徐 《 罗氏家谱 》 序跋文字反映出来的一些情况
。

据 《 罗 氏家谱 》 第一支分册的世系表记载
:

第一代始祖仲祥 (妻 ) 郭氏 原籍四川成都府人
,

自唐仕为青州仆射
。

青州即梗阳也
。

在谱前的多篇题序文字中
,

对罗氏始祖的情况
,

也有相同的记载
。

罗氏第九代罗正已于
“

大明隆庆元年丁卯
”

( 15 6 7 )撰写的 《 清源罗氏家谱序 》 说
:

姑据先人口传
,

有前京歌记叙者云
:
,

晋先祖根于蜀郡
,

白唐仕于青 州 仆 射
,

即今梗 l妇

也
,

因路远不能还乡
,

籍于白马一都
。

又本山岭下有坡地数十余晌
,

群峰环抱
,

形势宽阔
,

乃 卜垄于斯焉
。

… …

罗氏第十四代罗鳌于清代康熙二十六年丁卯 ( 1 6 8了) 撰写的 《 梗阳罗氏家谱序 》 , 对罗氏

落籍清徐的原因和时间作了进一步的记载说明
:

… … 本族四川成都府人也
。

始祖仲祥
,

于后五代唐时
,

游宦于青州仆射
。

因原籍水灾
,

下户任内
,

避乱居白马山中
。

二
、

三世遂成巨族
·

一①

位于清徐白石沟内寺沟村附近山顶上
,

地名为罗家围的罗氏祖莹的几块墓碑文字
,

也印

证了以上几篇题序所述的情况
。

在离
“

始祖碑
”

不远的另一块
“

万古流芳
”

碑上
,

有一

段与 《 家谱 》 题序内容一致的文字
:

① 本文 所引 《 罗氏家滋 》 序文
,

均见 于 《 罗氏家谱 》 第一支
,

第一册
。

下 同
。



文毕遗产 一九八八年第三期

万古流芳 先祖四川成都府人也
。

后唐为青州仆射
,

即今梗阳也
。

因路途遥远
,

下户于

白马一都
,

本山岭下置地数十晌
。

群峰环抱
,

形势宽阔
,

乃 卜莹于斯焉
。

从以上
“

谱序
”

和
“

碑记
”

所反映的情况
,

我们可以确知
:

太原清徐罗氏家族的始祖罗仲

祥
,

是在
`

后五代唐时
”

即
“

后唐
”

公元九二四年至九三六年之间
,

到清源做官落户的
。

上述
“

谱序
”

和
“

碑记
”

说罗仲祥
“

游宦于青州仆射
” ,

并且明言青州
“

即今梗阳
” 、 “

即今

清源
” 。

查清徐古名为
“

梗阳
” ,

不见又名
“

清州
”

的记录
。

但是
,

在当地民间
。

却间或有

称清源为
“

青州
”

的
。

据传
: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
,

在率师路过清源时
,

曾经咏诗一

首
: “

白石照青州
,

汾水绕城流
。

民无三百富
,

清官不到头
” .

另外
,

迁居晋中地区祁县会

善村的清徐罗氏家族后裔
,

于清代同治壬申所立 《 罗氏家谱 》 载 《 重修家谱 序 》 中
,

有
“

清源旧是古青州
,

我有先人昔宦游
”

之句
,

可知古代在相当一段时间内
,

清徐曾经有过
“

青州
”

之别称
.

五代时期
,

有可能以
“

仆射
”

作为 对县 官 的别称
,

如 《 新编五代史平话
·

唐史平

话 》 卷上说
:

中和二年十一月
,

黄巢兵势尚强大
。

王重荣共都监杨复光商量
: “

巢贼要怎生收捕?,,

复光日
: “

雁门李仆射父子晓勇有强兵
’

有殉国尽忠之心… … ” ( 《 新编五代史平话
·

唐史

平话 , 4 6页 )

考虑到以上情况
,

罗仲祥的
“

青州仆射
”

一名
,

可能是由他所实 际 担任 的清源 县令之

类的地方长官职务而来
。

据以上 《家谱》等史料的记载
,

罗仲祥在清徐任职后没有能够返回故乡四川的原因
,

一是因为
“
路远

” .

主要原因
,

则是
“

避乱
” 。

避什么
“

乱
”

呢 ? 避唐末黄巢起义和继之而来的五代藩镇棍战之乱
.

店嘻宗广明元

年 ( 8 8。 ) 黄巢起义爆发
,

次年 ( 中和元年
,
8 8 1 )
,

唐嘻宗颁命
,

调取直北沙陀兵李克用

率师征剿黄巢
。

从此开始
,

连继不断的兵灾
、

战火一直延烧了五十多年
。

李克用兵下长

安
,

清徐是必经之路
:

李克用功封晋阳
,

清徐与之近在咫尺
.

位于晋阳与清徐之间的一

座山岭
,

即以
“

晋王岭
”

命名 (距清徐二十华里 )
.

李克用魔下的
“

十三太保
” 、

五代英雄

李存孝的墓地
;

距清徐只有三
、

四十里之近
。

现在
,

距李存孝墓地风峪沟口附近七
、

八

里之近的太原南郊区晋源镇及附近大部分居民
,

都知道风峪沟口 长眠着一个被
“

五牛分

尸
”

的五代英雄
。

李克用魔下另一名大将李存进的墓地
,

则在距离风峪沟 口以北不足二

十里的郑村
。

李克用以后的石敬塘
、

刘知远
,

也都是从太原起事成王的
。

所以
,

古晋阳

和清源一带地 区
,

既是五代战乱的主要战场
、

舞台
,

又是后来产生五代史戏曲
、

小说故事

的天然温床
。

这一段时期长期战乱
, 让

天下纷扰的历史
,

肯定在刚被阻留
、

落籍于清源的

罗仲祥脑海中
,

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

他把自己难忘的经历和见闻
,

口授相传

给自己的儿孙后代
。

这些激动人心的家族落籍背景故事
,

正是在罗贯中创作的第一部长

篇小说 《 残唐五代史演义传 》 中
,

得到了最为生动
、

具体的反映
。

在 《 旧五代史 》
、

《 新五代史 》 以及 《 新编五代史平话 》 中
,

李存孝是被晋工刁: 克

用分派任邢州 (今河北邢台 )
、

名州 (今河北邯郸 ) 磁州 (今河南安 阳 ) 三 州 节 度 使

的
,

而在 《 残唐五代史演义传 》 中
,

罗贯中却改写为李存孝生前因战功卓著
,

被晋王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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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用封派到号称
“

富饶之地
、

鱼米之乡
”

的沁州 (今山西沁县 ) 担任
“

镇守使
”

之职
,

他由于被封到这个
“

肥缺
”

任上
“

独霸为王
、

受享富贵
” ,

才遭到李存信
、

康君立之流

的妒忌
,

最终蒙受诬陷
,

被害身亡
。

罗贯中对这 一关键的史实进行这样重大的更改
,

这

是使人感到蹊跷的
。

据我考证
,

沁州正 是后来罗贯中离开故乡
、

南
`

『漫游的出晋路途

中
,

所首先经过的地方
.
_

罗贯中进行这样的改写处理
,

我看主要原因是为 了抒发自己的
“

乡土
”

之思
。

罗贯中在 《 残唐 》 第三十二回中写到李存孝被害身亡之后
,

化名
“

史

官
”

写了一首
“

诗赞
” :

两岸西风起白杨
,

沁州存孝实堪伤
。

晋中花草埋幽径
,

唐国山河绕夕阳
。

鸦谷灭巢皆寂寞
,

并州尘路总荒凉
。

诗成不尽伤情处
,

一度行吟一断肠
。

古人称小说为
“

稗史
” ,

所 以罗贯中在这里 自称
“

史官
” 。

这首诗实际上是一首对李存

孝的咏怀诗
.

这样动情的诗句
,

绝对不是任何一个不谙熟三晋史地 民情的
“

钱塘人
”

或
“

东平人
”

能够抒写出来的
。

罗仲祥在清徐落籍后
,

不久即
“

避乱
”

迁居到
“

白马一都
”

即 白马山中的寺沟村
。

“

白马一都
”

是当时清源县的一 个都 甲地 名
。

又 据 清
·

光绪壬午 (八年
·

18 8 2 ) 《清

源乡志 》 载
“

白马一
:

城西
.

为白石山内诸村统名
。 ”

从上面的文字
,

我们可以知道
“

白

马 山
”

又有
“

白石山
”

的名称
。

不过
,

当地老百姓却把这些村庄所在的大山沟称为
“

白

石沟
” 。 “
白石山

”

与
“

白石沟
”

实为一体
。

又据 《 清源乡志 》 载
:

白石山在城西十里
,

高七百六十步
。

白石累累
,

故议名
。

有水从峪中出
,

即 白石河
。

因为这里盛产 白石
,

所以自古迄今一直是太原及晋中一带的主要采石场所
。

值得特别指出

的是
,

清源罗氏家族先祖儿代居住的这个地方
,

在 明显出于罗贯中手笔的 《 水浒全传 》 中

的征 田虎部分
,

也得到了非常明白的
“

暗示性
”

描写
。

在 《 水浒全传 》 第九十八回至一百O 一回中
,

罗贯 中描写一个琼英为母报仇的故

事
:
琼英之 母宋氏
,

被田虎掠夺
,

田虎
“

欲将她做个压寨夫人
” ,

宋氏被掳掠后
,

行至
“

太原石室山
” ,

哄田虎放了绑缚
, “

将身窜下高岗撞死
” 。

随之
,

宋氏的尸骸化为 一块
“

白

赛霜雪
,

一毫瑕疵儿也没有
”

的美石
.

后来
,

琼英
、

张清在会同宋江大军擒获了田虎 以

后
,

即
“

往太原石室 山
,

寻觅母亲尸骸埋葬
” . “

太原石室 山
”

在什么地方呢 ? 据 《 明

一统志 》 载
:

石室山
,

在太原县西南七十里
。

上有石室
,

辟间篆字
’

人莫能识
。

其地理位置恰好就在与太原市南郊区交界的
、

距清徐县西北二十多里 的 白石山之北山

中
。

在离罗氏始祖当年落户的寺沟村以北六
、

七里的东
、

西石窖村附近
,

那块当年曾为
“

石室山
”

标志的巨石仍然留存
,

在上面开凿的
“

石室
”

及上面的女性雕像也完好存

在
。

只是因为岁月的变迁
,

这块巨大的石壁已经从山顶坍落沟底
,

壁间的文字早 已经剥

落无存
。

据笔者考证
, 《水浒全传 》 中的平河北田虎

、

平淮西工庆部份
,

是罗贯中晚年回到北

方
,

在大名府俊县一带 隐居著述时所补作
。

这时候他 已经高令晚年
,

落叶归根的水源木

本之思变得 日益强烈
,

由于种种原因
,

他 已经无法返回故乡
,

但他心 中却无法压抑对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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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故里的炽热怀念之情
.

因此
,

他假托 自己笔下小说中的人物故事
,

对自己始祖当年落

籍的清源白石山
,

对 自己 日夜怀念的故乡太原
,

作了非常明白的暗示性描写
,

抒泄了他

对故乡的深沉的思恋之情
。

到罗氏第三
、

四代世祖
,

家族的主要人物就果断做出了叫一部分子第迁回清源县城

居住的决定
。

据罗鳌 《 梗阳罗氏家谱序 》 记载
:

… … 至三世祖景中
、

景岩
,

一日见山窑户黎黑
,

啃然叹曰
:

吾家世业儒术
,

若久居此
,

将与山中野人无异矣 ,
”
于是
,

景中命三子
:

长溢
、

次演
、

季满
,

迁居城中
。 ”

罗氏家族从白马山迁返清徐县城内居住
,

到底具体是在什么时间呢 ? 在罗氏第十六代罗

守谦于清代乾隆五十九年甲寅 ( 1 79 4 ) 所撰 《 重修家谱序 》 中
,

有
“

夫以三十年为一

世
”

之语
.

罗仲祥到清源做官
、

落籍
,

是在
“

后唐
”

即公元九二四年至九三六年之间
。

到他家族三
、

四世的时间
,

应该有一百至一百二十年左右
,

这样他的第四代子孙从白石

山迁返 回县城居住
,

时间就到了公元一 O 二八年到一 O 六 O 年之间
,

即宋仁宗在位期间
。

促成罗氏家族第四世祖迁返县城的主观原因
,

是因为担心长期居住在与外界隔绝 的 山

村
,

子孙们将会与山野村夫沦为一流
.

而使他们得以能够迁出山处的客观原因
,

则是由

于五代的战乱早 已成为过去
,

宋朝 已经统一天下多年
,

并且出现了宋仁宗年间的和平安

定局面
。

罗氏家族始祖和前三
、

四代先祖这些特殊经历
,

以及他们所经历过的那些特殊历史

背景事件
,

儿乎完全在罗贯中所创作的几部主要的戏剧
、

小说作品中得到了反映描写
。

其中
,

直接反映这些历史背景的故事的 《 残唐五代史演义传 》 和 《 赵太祖龙虎风云会 》

自不待言
。

他在编撰续写施耐庵 的《水浒传 》时
,

也签不住要在书前加写一章
“

引言
’ ,

以

使这本书与自己家族经历的历史背景
,

与 《 残唐 》 、 《风云会 》所叙述故事
,

多多少少地

连系起来
。

在 《 残唐 》 的末一回和 《 水浒全传 》 引言部分
,

罗贯中引用了宋人邵雍所作
“

纷纷五代乱离间
,

一旦云开复见天
.

草木百年新雨露
,

车 书 万 里 旧 江 山
。 ”

这首诗
,

叙述了赵匡撤建宋和陈搏笑见天下太平的传说故事
。

在 《 全传 》 平田虎部分
,

罗贯中又

以宋江攻打太原的方式
,

把 当年宋太祖水灌晋阳城的历史再现到书中
。

而 《 三遂平妖

传 》 所述的文彦博平定王则起 义的故事
,

也是发生在罗氏四世祖从山里迁返清徐县城之

时的宋仁宗一朝
。

把这些表面上各自独立无关的作品联系起来研究
、

分析
,

罗贯中戏

曲
、

小说作品的选材的奥妙所在
,

就一目了然
.

从 《 罗氏家族 》 所备载的二十多篇题序文字中
,

我们可以看出
:

这个家族的各代祖

先是非常重视
“

本源
”

之念的
.

几乎在每一篇题序当中
,

都有关于家族
“

本源
”

来历的

记述和议论文字
。

如首篇 《 清源罗氏家谱序 》 说
:

夫谱者
,

肇立人纪
,

纪选诸事
。

谱之为言
,

所系匪轻
。

乃概载诸前根本也
。

吾罗氏世居

清源
,

今支派繁衍
,

可无谱焉? 无谱则无传
,

无传则忘本
,

而不知亲亲之意
,

况历世以来
,

治

乱靡定
,

或离散东西
, ,

或睽违南北
,

使无家谱
,

子孙将迷失其自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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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礼 《 序 》 说
:

事以敦本为大
,

人以知本为先
,

吾闻远代祖宗乃 四川成都府人也
,

仕于青州
,

即今清源

也… … 凡吾乡罗姓
,

皆我一祖
,

但传流远矣
,

未知其详
。

恐有差讹
,

不敢备载
。

姑以所知
,

附录于左
。

庶子孙有所考据
,

先祖不致失传
。

木本水源之念
,

尽万分之一云
。

罗鳌 《 梗阳罗家谱序 》 说
:

从来木有木而后枝叶蕃盛
,

水有源而后川流不息
。

可以人而无祖宗功德之思乎?

在其它各篇题序中
,

也多处有
“

顿起溯本穷源之思
” 、 “

缘感而动报本 追 远 之 意
” 、 “

同动

水源木本之思
”

等文字
。

可见清徐罗氏家族是把本家族的来源根本教育
,

始终贯穿在各

代子孙 当中的
。

据 《 罗氏家谱 》 各篇题序文字的记载
,

清徐罗氏作为仕宦出身的家族
,

一直保持了
“

耕读传家
,

诗礼教子
”

的传统
。

由于罗贯中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 文 化 教 育
,

浏览经

史
,

这就为他后来毕生从事通俗文学创作事业
,

奠定了牢厚
、

良好的知识文化基础
.

如

果不是具备这种 良好的家庭教育条件
,

没有接受过 良好的文化
,

历史薰陶
,

罗贯中从事

文学创作事业
,

就不太可能
。

同时
,

罗贯中也从家族历史故事中
,

吸取了从事戏曲
、

小

说创作的丰富的题材营养
。

这一切
,

都使罗贯中对 自己的祖先
、

家族
、

故乡
,

毕生保持着深

挚的眷恋
、

热爱之心
.

因此
,

他在为自己作品署名时
,

取
“

木本水源之念
,

永世贯于心

中
”

之意
,

给自己取名为
“

罗本
·

贯中
”

太原清徐 《 罗氏家谱 》 的发现
,

也为我们揭开 了罗贯中的取名 提供了一把钥匙
。

又笔者在进行罗贯中问题社会调查的过程中
,

还发现山西祁县会善村
、

河湾村
、

山

西介休洪善村
、

山西原平县新小营村等地的 《 罗氏家谱 》 共四部
,

其中祁县会善
、

河湾

两村的罗姓
,

乃是清徐罗 氏后裔迁来
.

此外
,

笔者也充分注意到一些主张罗贯中为
“

东原
”

人的同志在山东省东平县所作过

的调查研究工作
。

据了解
,

他们在那里并没有发现和找到任何一个历史久远的罗氏家族
,

或任何有关的文字史料
。

笔者也翻阅查检了几种可以见到的 《东平县志 》 , 在这些卷恢浩

繁的地方史料中
,

我竟没有发现一个罗姓人物的名字 ! 这些同志立论的根据之一
,

是在

一些 《 三国演义 》 版本中有
“

东原罗贯中
”

的题署
,

岂不知我国唐代伟大诗人李白
,

在

其诗作中也有过
“

陇西李白
” , “

蜀人李 白
” 、 “

金 陵李白
” 、 “

山东李白
”

等不同题署
。

即使
“

东原罗贯 中
”

的题署果真出自罗贯中之手
,

而非书商刻书时杜撰假托
,

我们也不应该

把罗氏的客籍与原籍混为一谈
,

更不可以用他的客籍之地去否定其原籍太原
。

这些同志立

论的根据之二
,

是 《 录思簿续编 》 中可能存在
“

东原一一太原
”

的抄写之误
。

而他们这

样的
“

可能
”

判断
、

并未找出任何确凿的根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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