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贯中故乡考察散记

孟繁仁 郭维忠

一

从山西省城太原出 发
,

沿着宽敞
、

平坦的太汾公路驱车南

行
,

过晋阳淤
,一

越晋王岭
, 一

约` 小时左右
,

就来到傍依青山
、

濒临绿水
、

以盛产甜格映映的葡萄和酸香诱人的老栋醋而驰誉

神州大地的清徐县城
。 户

这星
,

就是驰名世界的中国古典小说名

著 《 三国演义 》 和
、

《 水浒全传 》恤作者
、

中国古代小说之王罗

贯中的故乡
. ’

罗 氏家族是清徐县的一个有声望的家族
。

从罗氏家族始祖

罗仲祥 子唐 末五代初期落籍乎猜徐算起
,

至今已有一千余年

的历史
。

据清徐 级罗氏家谱 拓记载
一

:

罗仲祥原籍四 川 成 都府

人
,

子五代后唐 ( 。“ 4

礴
3分 ) 时担任

“

青妞 ( 悄徐县古称 ) 仆

射
” ,

后因原籍水灾和五代战乱
,

无法返回故乡四川
,

遂
“

避

乱
”

隐居于清徐县城西白鸟山 ( 今白石沟 )之寺沟村①
。

直到宋

代初年社会生活安定下来之后
, 、

罗氏家族兰世祖才迁移回清徐

县城居住
。

以后
,

`

子孙繁衍
,

`

遂成大族
.

现在
,

罗氏家族后裔

不仅分散居住予清徐县的不少村镇
,

而且太原及祁县
、

原平和

河南
、

陕西都有罗氏子孙分布落籍②
。 `

明代是清徐罗 氏家族的兴旺鼎盛时期
。

据 《清徐县志 》和

《 罗氏家谱 》记载
:

明代三百余年时间
,

清徐罗氏家族就出现

贡生十五人
、

知县五人及进士一人③
.

清徐县城内的 多 条 街

巷
,

以罗姓命名
,

并且为罗 氏人物树立的牌坊就有五座团
,

罗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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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兴旺鼎盛
、

人才辈出的情祝
,

可见一斑 由于罗氏家族一

直保持 了
“

耕读传家
,

诗礼教子
”

的良好家风
,

因此
,

在清徐

县一直享有较高的产郭 据清 : 顺治十八年 l( 66 , ) 刊 《 清源

乡志
·

序 》记载
:

清徐县第一部县志 ; 就是由罗氏家族后裔罗

国善
“

搜括祖考抄本 ,’ ,

提供了全面系统的材料
,

才得以编撰

成功的
,

罗氏家族也由此获得了
’

“

文献世家
”

的美称
。

清徐罗 氏家族的后裔
,

目前主要居住在县城南关
、

北大街

牡及城关附近游大北村
.

. .

令罗氏家谱 》就是在住大北村的罗氏

家族第粉支
、

第二十宾代后裔罗札重先生家中访得的
.

这位年已

娜
一

四岁帅老人 ; 当年在
州

文化革扩
一
中

, 冒着极大的危险
,

把 《 罗氏家带 》井移到自且家中
,

珍重地保护起来
,

`

使这部珍

贵的史料得以幸免于难
。

正是这都家谱中的序跋文字和记录有

罗贯中堂兄罗才盈
、

侄子罗定的名字
,

才为我们揭开罗贯中之

谜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
,

.

·

据 《罗氏
一

家谱 》提供的材料考证
:

罗贯中原名罗才本
,

后

略令为
“

本
’ . ,

字贯中
.

是罗氏家族第丫支第六代后裔罗锦的

次子
。

罗锦曾任元代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 ( 或清 源 县 录 事

司 )
“

司史
” ,

共生子六人
:

才聚
、

才本
、

才增
、

才 森
、

才

宝
、

才仓
。

前四子的取名排列为
“

聚本增森
” _

份
,

衷现出罗贯

中父
、

祖一辈期望家族人丁兴旺
、

家业茂盛的良好愿望
。

而罗

贯中的名 i 字
,

又 与其家族始祖罗仲祥所任的
“

青州仆射
”

官

职紧密相连
。

罗
_

( 才 ) 本之名
,

出自《
`

礼记
、

郊特牲 》
“

万物

本乎天
,

人本乎祖
”

⑥ ,

而
“

贯中
”

之名 犷则以其祖 曾任
“

仆

射
”

官职
, “

古者重武
,

以善射者掌事 ,’’ 一仆射者
,

仆役于射

也
。 ”

乃取 《仪礼
·

乡射 》
“

不贯不释
”

⑦ ( 贯为中而不脱 )

之急 命字为贯叽 汉代王充 《识余 》 日 : “

古者立字展名
,

取同义
。 ”

就罗 〔才 ) 本
·

贯中的名字而言
,

就恰好是一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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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意义的同义词
:

仆射 即其祖
,

其祖 即仆射
.

其名
,

其字

均包涵着
“

不忘源本
,

永念乃祖
”

的意义
.

自古以来
,

山西民间就有
“

叨歇话
”

的习惯
。

罗氏家族始

祖罗仲祥当年在清徐落籍的背景故事
,

也通过罗氏家族一代一

代的 口耳相传
,
在青少年时代罗贯中的心灵和脑海中留下了不

可磨灭的印象
.

这并不仅仅由于唐末五代初期
“

晋王
”

李克用

长期驻守太原
,

他与黄巢
、

朱温之间的杀伐征战故事本身就充

满趣味和刺激
,

成为山西太原
、

晋中民间广泛流传的故事和舞

台上传演不衰的杂剧题材
,

更主要的
,

是由于位于清徐与太原

之间的一座山岭 ( 距清徐 7
.

5公里左右 ) 即以
“

晋王岭
“

命名
.

而五代时期风云一时的传奇英雄李存孝的陵墓
,

就在距离清徐

不足 15 公里之遥的太原风峪沟沟口
.

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

史人物
,

竟与自己的家族历史如此紧密联系
,

竟与自己的生活

空间如此真实贴近
,

这不能不使青少年时代的罗贯中感到无比

的兴奋和激动
.

他在青少年时代的无数个不眠之夜
,

与自己的

伙伴们围坐在家族年深长辈的身边
,

听他们讲述一个又一个的

与 自己家族历史相连沿伸的历史故事
,

激发起他对绵运悠久的

往昔岁月和风云变幻的社会生活的浓厚兴趣
。

一

这种无意之间的

熏陶感染
,

对罗贯中后来选择通俗历史小说创作作为自己的终

身事业
,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距离风峪沟口李存孝墓以东不到 5 公里
,

.

就是当年李唐王

朝的发祥之地— 古城晋阳
,

当年唐高祖李渊与其子太宗李世

民从这里发难起兵
,

建立李唐王朝的故事传说
,

自然也是那些

年高长辈似口耳相传
、

敷演叨歇的故事内容
.

不过
,

在罗贯中

之时` 这座兴盛* 时的历史古城已经被夷为平地
,

从三晋大地

上消失踪迹
.

原因是
:

太原古城不仅在隋庸之际产生过李渊
、

李世民这样的唐朝开国皇帝
,

而且在五代时期又接连涌现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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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李存勘
、

后晋石敬塘
、

后汉郊知远⑧等好几位
“

真龙夭子
” ,

这不能不使继五代之后建立的赵宋王朝的统治者感到恐俱
。

所

以
,

在宋太宗子太平兴国四年 ( 9 78 )
’

攻克太原
、

扫平北 汉 以

后
,

乃下令火烧
、

水淹
,

毁灭了这座具有千年以上访史的古代

名城
,

以防止这座
`

龙城
“ 一

再度出现
`

真龙天子
” ,

给赵宋王朝

构成威胁
.

这些家乡的历史挺迹
,

激发了罗贯中心中的无限感

慨
。

他后来在他的小说试笔之作 《 残唐五代史演义传 》
一

中
,

借
“

史官
”

之口
,

写了二首咏怀诗
:

,

( 一 )

存孝当年予伐勤
,

要将忠义报先君
`

止因 打 虎 追 巢
_

绒
,

死戮序章效敌军
.

_

臻是兵机 无计策
,
只蛛 天 意 有 枚

分
.

大唐 基 业 今 何在 2 惟 有将军一 古坟
。

(
.

二 )

两岸西风起白 杨
,

沁 州存考实堪伤
.

晋宫 花 苹理 幽

径
,

座 国山河维拿阳
.

鸡辫 灭泉背寂 宾
,

并州 尘 路 荒 总
`

凉
.

诗成不尽伤情处
,

一度行吟一断肠
。

此外
,

故乡曹旧讲述的赵光义毁灭晋阳城的历史故事也使

罗贯中刻骨难忘
.

他以这一事件的史实和 自已踏勘的实感为蓝

本
,

后来在 《 水浒传 》 的定稿本 《 全传 》 本征田虎哉分
,

敷演

出
“

混江龙水灌太原城
”

的故事情节
, `

把晋阳太原历史上最悲

渗
、

难忘的一幕
,

艺术地再现于启己的小说创作之中
.

人常言
:

爱之弥深皆由知之弥深
。 .

由于罗贯中对故乡太原

的山川草木
、

历史人物有如此深刻的熟悉了解
,

所以
,

虽然他

在成年以后即浪迹江秘
,

南下江
,

浙
,

西游鄂
、

蜀
,

自号为
“

雄海散人
” ,

晚年又隐居著述于河南淡县 ( 今鹤璧市 ) 许家沟

村⑧
;

.

但故乡太原的山山水水和祖先之辈的哺乳
、

养育之恩
,

部使他铭心刻骨
,

终 身难忘
,

日夜思念
,

.

萦绕梦魂
。

正是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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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乡故国的沫挚热爱
,

思念之情
,

激发起他撰写 《 残唐五代

史演义传 》
、

《 隋唐两朝志传 》 以及 《 水浒传 》 中有关篇章的

创作激情
。

假如罗贯中真是少数人所误认为的浙江 人 或 山 东

人
.

对山西的历史人情毫不熟悉了解
,

那他绝对不 会 如 此 倾

心
、

动情地描写千里 以外
、

风马牛不相及的山西太原之事的
。

在清徐县城西白石沟内后窑村
,

名为
“

罗家围
”

的一个山

凹里
,

就是埋葬着罗氏始祖及二
、

三世祖先遗骨的
“

罗 氏 祖

莹
” .

这里青山环抱
,

草木青翠
,

风景优美
,

因此
,

罗氏祖先

才选中这块
“

风水宝地
”

作为坟莹
。

罗贯 中脑海中
,

对这块祖

先长眠之地有深刻的印象
,

所以不止一次地在 《 水浒传 》 的初

稿本和定稿本中
,

涉及描写到清徐白石沟
.

他在 《水浒志传评

林 》
、

刘兴我本
、

蔡光堂本等初稿写本
、

改本中的 征 田 虎 部

分
,

杜撰了
“

黑旋风异境遇仙翁
”

的情节
,

借一位
“

须 眉 皆

白
,

形貌苍古
”

的老翁之 口说
: “

我这里与仙境隔邻
,

名唤斗

鸡村
,

只有两姓
,

对岸姓庞
,

老拙住处姓钱
,

却是唐嘻宗朝代

因避黄巢乱
,

移家在此居住
,

不知己经多少年数了
. ”

在 《水

浒全传 》第 1 08 回
,

还多次出现位于清徐白石 沟 口 的
“

平 泉

桥
”

地名L
。

而在平泉村
,

确实有庞姓居民在此世代居住
。

所

以
,

罗贯中等于在书中把罗氏家族落籍清徐的背景缘起直接道

出
.

在定稿本 《 水浒全传 》 中
,

罗贯中还虚构出仇琼英之母宋

氏被 田虎所掳
,

最后在
“

太原石室山
”

跳下高冈
,

殉节而死
,

其尸化作一块
、

`

白赛霜雪
,

一毫儿瑕疵也没有的美石
。

⑧
”

书

中所写的
“

石室山
” ,

实际就是罗氏始祖落籍居住的清徐白石

山
,

因为这里盛产白石
,

所 以自古迄今一直是太原及晋中一带

主要的采石场所
.

罗贯中通过这一故事情节
,

一方面把人们的

视线直接引向自己家族当年的避乱落籍之地
,

一方面又记下了

一则清徐白石沟因 以得名的动人的故事传说
,

罗贯中借自已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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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的人物故事
,

抒泄自已的思乡之情
,

以浇胸中怀念家族亲 人

之块垒
,

可以说己经调动了一切可用的艺术手段
。

一

罗贯中生活在四世纪中期
、

后期
。

他前半生所生活的元代

社会
,

是知识分子处境悲惨
,

沉沦于
“

七匠
、

八娟
、

九儒
、

十

丐
”

之列的黑暗社荟
,

不过
,

专横无知的蒙元统
一

治者对知识分

子弃掷不用
,

倒是使知识分子摆脱了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上对

他们的牢笼
、

.

钳制
,

这就使得罗贯中得以用一种贴近社会厂
`

大

民众情感的全新目光去洞察社会
,

审视人生
.

并以一种封建传

统思想全然不同的道德标准去减否人物
,

反思历史
,

他在 《三

国演义 》
、

《 水浒全传 》 等几部小说作品中
,

对昏庸腐朽
、

残

暴
.

自私的封建统治阶级
,

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揭露
;
对古代

忠 良之士
、 “

有家难奔
,

有国难投
”

的坎坷命运和不幸结局进行

了感人肺腑的生动描写
;
尤其是通过对封建统治 阶级

“

狡免

死
,

走狗烹
,

雕鸟尽
,

良弓藏
”

的丑恶伎俩的揭露描写
,

对历

代封建统怡阶级鼓吹灌输的
“

忠君
”

思想
,

提出了彻底的怀疑

和否定
.

同时
,

他在作品中还塑造了为
.

“

上报国 家
,

下 安黎

庶
” , “

不求同年同月同 日先
,

只求同年 同月同日死
”

的刘
、

关
、

张
“

桃园结义
”

模式
,

塑造 了
“

富贵不能淫
,

贫 践 不 能

移
,

威武不能润
”

的正义
、

勇敢精神韵化身形象关羽
; 以及为

了沁弟情义
,

可 以不要江山的反映广大民众理想愿望的
“

平民

帝王
”

形象刘备
,

并在 《水浒传 》 中塑造了一个
`

替天行道
、

除暴安 良
” ,

人人平等友爱的
“

水泊梁山
”

这样一个乌托邦社

会
。

这一切都反映了罗贯中对封建黑暗专制社会制度的批判
、

否定
、

以及他对民主
、

自由
、

平等社会向往追求的进步思想
.

岁贯中的晚年
,

已经是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 以后
.

由于自

己曾经一度投身于朱元璋的政敌张士诚幕中
,

自
,

己又 在 《水

浒全传 》结尾直接影射讽刺了朱元璋屠戮开国勋 臣 的 罪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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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罗贯中深知 自已的所作所为
,

不会见容于当道
,

为了不

致因此给自己的家族和亲人招致祸端
,

他乃 取 《水经住 》 引

《 尚书大传 》 中
“

东原底平
,

大而 高平 者
,

谓之太原
”

@ 之

语
,

在自已的几部小说中题署为
、 `

东原罗贯中
” ,

又取 《地形

志 》 中
“

阳曲
”

取于
“

河千里一曲
,

县当 其 阳
”

⑥ ; 乃 描 写

《 水浒志传评林 》 中自己的虚象化身人物
“

许贯忠
”

为
“

河北

曲阳人
”

@
,

一方面 曲折而明白地告诉人们籍贯太原
,

一方面

又在这一问题上巧妙地布下疑阵
.

在清徐县城南关罗家横街
.

有一座坐南朝北的院落
,

这就

是修建于明代中叶的罗家祠堂
.

现在
,

这座古老的建筑已经衍

为民居
.

当年
,

罗氏家族每十年一次的祭祖大典和续修家谱活

动
,

都在这里隆重举行
.

在明
、

清两代
,

罗家曾经是
.

显赫一时

的门第
,

所以
,

像大多数封建世家一样
,

这个家族也定有森严的

家规
.

由于罗贵中一生
“

不务正业
” ,

长期厕身于社会
“

下九

流
”

的倡优
、

伎艺行列
;
并写作

“

倡乱
” 、 “

诲资
”

之作 《水

浒全传 》
,

为了不使这个件逆不孝和大逆不道的不肖子孙给罗

氏家族招致耻辱
、

祸端
、

因此
,

在明代隆庆元年 ( 15 6 7 ) 倡修

《 罗氏家谱 》 时
,

罗 氏家族的首脑们
,

根据封建社会
`

倡优隶

卒不许上谱
” 。 、 “

许逆不孝不许上谱
’

_

⑥等约定俗成的恨例
,

在这里作出了一项秘密而重要的决定
:

把罗 ( 才 ) 本
·

贯中的

名字从 《 罗氏家谱 》 中予以除名 , 只在 其父罗 锦 名
一

F
,

记 以
“

次子出外
” .

就此
,

中国古代小说之王罗贯中的光辉名字
,

在

清徐 《 罗氏家谱 》 中横遭删除
,

消 有敛迹 ! 但是
,

斯人虽逝
、

著作永存 !

中国人民
、

世界人民将永远记住这位中华民族伟大儿子的

光辉名宁

—
罗贯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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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

从开封参加全国 第六居 《水浒传》讨论会归来
,

又访得清徐吴村 《 下氏姆族家语 》 ( 支语 )
.

语中谓
“

香
_ 一

祖仲祥翁籍于四川岁江县
” ,

根据这一新的发现
,

经认真

考证的研究
,

使岁贯中久已 失传的杂剧剧 作 《 忠正孝子连

环谏 》 的 故 事 内容
,

找到 了有根据的答案
.

注释
:

① 罗正己 《 清源罗氏家谱序 》 ( 明
、

隆庆元 年
·

, : 6 7 )

② 罗 鳌 《梗阳罗氏家谱序 》 ( 清
·

康熙二十 六 年
·

16 87 )
`

⑧ 清
.·

同治壬申十 一 年 ( 1 8 7 2 ) 南关祠堂重修 《 罗氏 家 谱 》 首 卷
.

`

罗氏功名总录二
④ 清

·

顺治辛丑十 八 年 ( 16 61 ) 刊 ( 清源县志 》卷 七
`

循 裕
’ .

⑥ 罗锦长兄
、

次兄罗钊
、

罗铺 (各生三子 )前四人的取名排列为
`

广积

盈源
” .

同注

匆 《礼记 》 卷五
.

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世界书局影印清代武英殿本
.

1 9 8 7年版第 1 4兮页
.

① 《仪礼琉 》 卷十二
`

乡射礼
’ 。

曲 刘知远名惫
.

其先为沙陀人
.

父刘光英失阵而卒
.

母携 知 远 后 嫁
`

于太原之地阳盘六堡村慕容大郎
’

… 阳盘六堡
”

位于古代晋阳

太原城东二十五里
.

距清徐县城五十里左右
.

曲 详考见《
`

许贯忠
`

是萝贯中的虚像 》
`

.

`晋阳孚刊 》 , , 90 年第四期
.

每 《水浒全传 》 第姆 .回
`

乔道浦兴雾取城
、

小旋风藏抱击贼
’ .

上

海人民出版社在 19 7 5年版第 1 2 7 4
、

1 2 7。页
、

0
_

《水浒全传 》
.

第” 回
.

张琼缘配琼英
、

吴用计鸿部梨
’ .

同上书第

1 18顶
.

⑧ 王国维 《水经注校 》 卷六
·

汾水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 8 4版
,

第 2 00 页
.

。 清
·

道光二十
碑

(l 84 3 ) 刊 《阳曲县志 》卷一 沿革
·

Q 明
·

万历甲申十二年 ( 1 5 8 4 ) 季秋月书林双峰堂余文台梓 《 水浒志

传评林 》卷十八
.

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第 9任页
.

⑥ 清
·

道光二十九年 ( 18 38 ) 山西沂州郝氏 《 重修词堂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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