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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博兴麻大湖
钱杰

南湖鱼棹泛轻波，湾水霞明旧忆多。
古邑晨昏皆笑语，新城巷陌尽欢歌。
如烟翠柳遮幽径，似火红莲映碧荷。
最喜一池清丽景，翩翩白鹭舞婆娑。

二月二有寄
苏  煜

华夏辰龙抬首东，复苏万物趁春风。
黄鹂树上叽啾转，机器田园马达隆。
笑议诗情邀墨友，聊评酒意唤仙翁。
一年之计艳阳贵，莫负良时勤做工。

踏春行（新韵）
高惠娟

卷帘又见艳阳天，系上心情向小园。
先与黄莺同对唱，再约青柳荡秋千。

秋夜独怀（新韵）
孙玉专

晚来细雨伴凉风，洒向东篱似露凝。
从此池中蛙鼓断，更无树上老蝉鸣。
阶前落叶沾湿色，窗下寒蛩唱和声。
白首但愁双鬓短，乍闻雁叫易心惊。

甲辰惊蛰有吟
郭新坡

村池水暖荡春风，线扯鸢飞上碧空。
柳软枝柔桃眼醉，沙平马快笑声同。
篱深挂网兜红叶，径窄通园绿旱葱。
夜哄顽孙鸣蟋蟀，晨牵小手到桥东。

元宵节抒怀
李建祥

雪映梅争艳，迎宵咏雅篇。
秧歌凝笑语，影戏润心田。
街道舞龙闹，乡村接福虔。
花灯腾夜景，玉液醉团圆。

退休后偕妻旅游
张如国

喜出乡关走四方，老妻一路若娇娘。
比肩吴越蛮腰细，品茗荆襄汉水长。
鹊上峰巅迎伉俪，莲浮湖面待鸳鸯。
江山如此情无限，莫倚家门叹夕阳。

串乡糖葫芦
李同和

千珠玛瑙色纷呈，叫卖招来雀跃声。
银碎揣兜催父辈，串红交手唤家兄。
舌尖风味品佳节，醉里乡愁在小城。
沉浸儿时欣喜外，曾疑每粒月分明。

冬之趣(新韵)
贾洪岩

银粟纷飞下九垓，院梅赶在小寒开。
卷帘见影幽香入，把酒围炉雅韵裁。
行乐安能怜岁月，逍遥何怕老形骸。
三杯渐感尘嚣远，一种清孤不自哀。

雪后回故里
张文豪

为访亲朋返故乡，田畴依旧遍银光。
冬苗雪下思时短，老柳河边怨日长。
始见东邻人影乱，笑言网店货流忙。
围炉煮酒身心暖，似觉春风已绕梁。

贺诗书画写母亲河之二
王建新

黄河万里涌波澜，越岭穿山向海天。
浊浪排空千仞势，激流夹岸百回旋。
骚人不语度佳句，游子深情望故园。
盛世同襄椽笔举，丹青辞赋唱新篇。

闲趣（新韵）
成若刚

俗务浑拋却，挥毫尺素间。
抚琴歌一曲，拈韵诵三篇。
膝下萌孙绕，笼中翠鸟旋。
心安尤自乐，顿觉已如仙。

1913年，毛泽东在《讲堂
录》中提到：“范文正，世家子，
父丧，幼随母适朱，故名朱说。
初不自知其为范氏子也，人告
以故，乃感极而泣。励志苦
学，三年衣不解带。尝见金不
取，管宁之亚也。公盖苏州
人。子尧夫，仁侠似之，尝遇
故旧于途，见窘于资，指赠以
麦云。”文中的“朱”指的便是

笔者先祖朱文翰。先祖因继
子范仲淹道德、人品、文章之
盛而随之扬名，这在历史上是
不多见的。

朱文翰（生卒年月不详），
字苑文，北宋淄州长山县（今
邹平市长山镇）人。按《长山
县朱氏宗谱》记载：

“始祖文翰，字苑文，宋太
宗端拱二年（989年）中进士。

任江南平江府（今江苏吴县）
推官。召试馆职，授秘阁校
理。（997年）真宗即位后，拜户
部郎中。景德初（1004年）出
为淄州（今山东淄川县）长史。
历盐铁、度支判官，知宿州（今
安徽宿县），摄河中府（今山西
永济县）事，迁平江府刺史，解
组归。993年继配谢氏，是为
范仲淹继父。仲淹以继父长育

有恩，常思厚报；及贵，用南郊
所加恩，乞赠太常博士，岁别为
享祭。配初氏，有子一。赠恭
人。葬县城北杏村庄东南。”

由于历史记载较少，朱文
翰生平难以一一考证。朱文翰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笔者
多年来一直在收集和研究朱文
翰和朱氏家族有关的资料，拙
见今与大家交流探讨。

北宋长山有记载的两名进士

北宋历史上，淄州长山县
考中进士的共有两人，一个是
朱文翰；一个是姜遵。

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
年），37岁的姜遵考中进士，比
朱文翰晚了11年。在一个县
域内，相距十多里，年龄相差
不多的二人先后考中进士，相
识相知，或探讨过学问及国家
大势是有可能的。正因为父
辈的这层关系，才有了后来朱

说（范仲淹）偕诸同期学究和
弟弟拜访已是高官的前辈，而
姜遵慧眼识才，独留朱说（范
仲淹）用餐的故事。

《长山县志·人物》载：姜
遵，字从式，真宗朝进士及第。
初为蓬莱尉，就辟登州司理参
军、开封府右军巡判官，会有
疑狱抵死，遵辨出之。迁太常
博士，王曾荐为殿中侍御史。
仁宗即位，擢京东转运使，未

几，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历三司
副使，再迁右谏议大夫，知永兴
军，奏罢咸阳富民及元氏县贡
梨。拜枢密副使，迁给事中，卒
赠吏部侍郎。遵长于吏治，政
尚严肃。初，范仲淹偕客谒遵，
遵退，谓家人曰：“朱学究年虽
少，奇士也，他日不惟为显官，
且立盛名于世。”后果然。

朱文翰于 989 年考中进
士，由于资料缺乏，无法判断

当时朱文翰的年龄。同榜的
陈尧叟这年28岁考中状元，但
也有13岁就上榜的越州才子
刘少逸。从当时的历史背景
及朱文翰平江府任上育有一子
比范仲淹年长来看，朱文翰考
中进士时年龄应在30岁至40
岁间。而从继子朱说（范仲淹）
考中进士后接母亲奉养的细节
推断，此时朱文翰已过世，他去
世时年龄应在五六十岁。

朱文翰续娶谢氏的机缘

朱文翰考中进士后，第一
任职务便是平江府推官。平江
府，即今苏州。北宋时设府，太
平兴国三年（978年），吴越国
除，改苏州为平江军。政和三
年（1113 年），苏州升为平江
府。朱文翰任职期间由于妻子
初氏病故，幼子无人照看，生活
无人打理，于993年续娶谢氏。

此前，范仲淹母亲谢氏嫁
给范墉后，度过了一段幸福的
日子。然天有不测风云，自从

真定成德军节度掌书记任上
转徐州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后，
范墉因病体劳累，兼风寒相
侵，终至一病不起。卒时，范
仲淹虽云两岁，实一周岁不
到。谢氏遂携范墉前妻所生
子仲温，背仲淹，扶柩归苏州
吴县原籍，然族人独留仲温。
万般无奈，在范墉下葬后，谢
氏在离墓地不远处的咒钵庵
暂时栖身持服，靠为人浆洗缝
补勉强糊口。如是三年，此间

辛苦可想而知。
这些在范母去世后，范仲

淹上书朝廷的《求追赠考妣
状》中说得明白：“窃念臣襁褓
之中，已丁何怙，鞠养在母，慈
爱过人，恤臣幼孤，悯臣多病，
夜扣星象，食断荤茹，逾二十
载，至于其终。又臣游学之
初，违离者久，率常殒泣，几至
丧明。而臣仕未及荣，亲已不
待，既育之仁则重，罔极之报
曾无，夙夜永怀，死生何及！”

朱文翰由于原配初氏去
世，既要忙于公事，又要照顾幼
子，也是困顿不堪。经人介绍，
知谢氏知书达礼、性格坚强、独
抚幼子，于是，在谢氏服满后，
续娶了谢氏，并为幼年范仲淹
取名“朱说”。“说”通“悦”，即有
喜悦的意思，应是朱文翰得谢
氏这位贤内助愉悦心情的真实
表达，也是取《论语》“学而时习
之，不亦说乎”之意，希望“朱
说”勤奋学习、快乐成长。

朱文翰的宦游经历

史载：993年，即淳化四年
九月丙午，“（宋太宗）诏翰林
学士承旨苏易简、给事中陈
恕、左谏议大夫魏庠寇准、右
谏议大夫赵昌言、起居舍人知
制诰吕祐之等，于幕职、州县
官中各举堪任京官者二人；左
司谏吕文仲等九十七人，各举
堪任五千户以上县令者二人。
时天下富庶，上励精求治，听
政之暇，尽索两省、两制清望
官名籍，阅朝士有德望者，悉
令举官。”

朱文翰初任江南平江府
（今江苏苏州）推官后，被召试
馆职，授秘阁校理。宋太宗端
拱元年（988年），在崇文院中
堂建阁，称秘阁，收藏三馆书

籍真本及宫廷古画墨迹等，有
直秘阁、秘阁校理等官。能被
太宗皇帝召试，并授秘阁校理
之职，足见朱文翰人品优秀、
文采出众、政绩突出。

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卷
十二考证：“宋有史馆、昭文
馆、集贤院，谓之三馆，太宗别
建崇文院，中为秘阁，藏三馆
真本书籍万余卷，置直阁校
理。仁宗复命缮写校勘，以参
知政事一人领之，书成，藏于
太清楼，而范仲淹等尝为提
举。且求书之诏，无代不下，
故民间之书得上之天子，而天
子之书亦往往传之士大夫。”

997年，宋真宗即位后，朱
文翰拜户部郎中，属正五品，

主要负责管理国家财政、编制
预算、征收赋税方面工作。在
户部任职期间，朱文翰还担任
了盐铁、度支判官。

宋代，财政主要由三司管
理，三司即盐铁、户部、度支三
大机构合称。三司设有使、副
使、判官等领导岗位。朱文翰
成为主管全国财赋收支机构
的属官，对国家财赋收支有了
更深入了解，为以后主政地方
打下了坚实基础。几年后，朱
文翰被外放知宿州府。

此后，朝廷命其摄河中府
（今山西永济县）事。从山东
淄州远去河中府，路途遥远，
舟车劳顿，朱文翰需要有人伴
行。于是，携青春力壮的范仲

淹和他同母异父的弟弟同赴
河中府。范仲淹利用这次机
会在关中游历，并结识了王镐
等好友。也正是在游历过程
中，范仲淹意识到自己学问的
不足，于是回到山东潜心学
业，这才有了“划粥断齑”“醴
泉苦读”等故事。

朱文翰最后一任官职是
平江府（苏州）刺史。宋制，诸
州刺史无定员，外官初除管军，
便带正任，刺史随其人见带遥
郡就除之。也就是说，刺史在
北宋已是虚称。苏州任满解职
后，朱文翰复归家乡长山。

朱文翰仕途，初仕苏州，
识谢氏母子；终于苏州，后因
继子范仲淹而名显天下。

范仲淹与朱氏家族

范仲淹因“划粥断齑”及
后来的“应天苦读”，被很多人
想当然地认为青少年范仲淹
在朱家受到了不公正对待，未
从范仲淹内心世界角度探讨。
笔者认为彼时的范仲淹是要
用身体和生活的磨砺来锻炼
激励自己。他学的是颜回，

“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
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学
的是孟子，“故天将降大任于
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
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
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
曾益其所不能”。

第一，朱文翰出于对谢氏
贤良淑德和坚强性格的敬重，
对待继子范仲淹如同己出。
这种关爱尤其体现在对范仲

淹学业的鼎力支持上。朱文
翰不仅延请名师崔遵度和朋
友张蕴教导范仲淹，还安排
范仲淹去醴泉寺投明师读
书，并资助他到当时全国最
好的“大学”睢阳学舍深造。
这都充分展现了朱文翰作为
一名父亲的殷切期望和慈爱
之心。

第二，朱氏在长山县是一
个大家族，范仲淹在融入朱氏
大家族后，在同辈兄弟排行中
位列第六。后来，欧阳修、富
弼等好友都曾以“范六丈”称
呼范仲淹。这一点表明了朱
氏家族对他身份的认同。

第三，谢氏是位贤良淑德
的女子，不仅与朱文翰恩爱和
睦，更是在家庭中扮演着慈母

的角色。她不但尽心抚育继
子，还为朱文翰生育了两个男
孩，也就是范仲淹同母异父的
两个弟弟。两个弟弟的降生，
进一步巩固了范仲淹与朱氏
家族间的紧密联系。

综上所述，范仲淹在朱家
并未受到不公正对待，而当听
到自己真实身份后的激动、失
望之情，也是一位士子的人之
常情，可以理解。

范仲淹对继父朱文翰心
怀感恩，庆历五年，上书朝廷
《乞以所授功臣勋阶回赠继父
官奏》：念臣遭家不适，有生而
孤，惟母之从，依之以立。继
父故淄州长山县令朱文翰，既
加养育，复勤训导。此而或
忘，己将安处？伏遇礼成郊

庙，泽被虫鱼。伏望以臣所受
功臣阶勋恩命回赠继父一官。

后朝廷封赠朱文翰太常
博士，朱文翰原配初氏赠恭
人，继配谢氏赠太夫人。范仲
淹能够为继父朱文翰的原配
夫人初氏谋“恭人”之追赠，足
见对继父的尊重。

这里要说明一下“长山县
令”的提法应是不准确的，有
可能是范仲淹误记。朱文翰
曾担任淄州长史，长山县是淄
州属县。因病，短时间在长山
办公有可能，如果为“长山知
县”，《宗谱》会有记载。长山
朱氏曾研究推断过《长山朱氏
宗谱》最早成于南宋，最晚不
晚于元朝，对朱文翰的生平任
职应不会遗漏。

朱范一家亲

朱文翰去世后，葬于长山
县城北杏村庄，此处原为长山
朱氏莹地，朱文翰原配初氏先
于其去世，葬于此。朱文翰去
世后，二人合葬于杏村坟茔。
《山东通志》卷三十四·古迹
篇：“朱文翰墓在城北杏村庄
东。”

公元1052年，64岁的范
仲淹因操劳过度、疾病缠身，
在江苏徐州去世。13年后，第
一座范文正公祠在长山知县
韩泽的倡修下建成。朝廷恩
命苏州范氏赴山东长山县主
持奉祀事宜，并在朱氏帮助下
建范公庄于范公祠东北角，从
此开启了朱范两家共同奉祀
的历史。

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巡视
山东时来到长山瞻拜范公祠，
在范仲淹为长山朱氏置义田

四顷三十六亩的基础上，又置
祭田一顷三十亩于杏村庄东
南朱文翰墓地附近。

49年后，因长山范氏家中
长者去世，范氏子弟扶柩归
吴，后因动乱、战事不回。从
此，长山范公祠奉祀由朱氏负
责。

1991年，范仲淹第二十八
世孙，原《人民日报》《经济日
报》总编辑，中国范仲淹研究
会原会长范敬宜先生第一次
到邹平拜谒范公祠时，赋诗一
首：

故乡留得岁寒堂，虀粥家
风第一良。今日齐鲁寻祖泽，
方知源头是古梁。

2019年10月14日，在邹
平县政协原副主席曲延庆倡
议与联系下，朱文翰三十三世
孙朱铁民、朱振波兄弟，赴洛

阳伊川拜谒范仲淹及其母亲
谢太夫人墓。范仲淹二十八
世孙范章老人不顾年高、有病
在身，亲赴高速路口接站，令
人感动。

2021 年 9月 28 日，范仲
淹第三十世孙、中国范仲淹研
究会会长范国强先生应邹平
市委、市政府邀请，在邹平市
政务中心作“范公思想与当代
精神——兼述范公思想对中
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的重
大影响”专题讲座。翌日，范
国强拜谒长山范公祠和长白
山醴泉寺。

2023 年 7月 23 日（农历
六月初六），在苏州范仲淹研
究会原会长、范仲淹第二十八
世孙范敬中先生带领下，苏
州、盐城范氏宗亲赴山东邹
平，共同拜谒范文正公。

2023年11月12日，第八
届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大会
在浙江建德梅城古镇召开。
会隙，范敬中书“朱范一家
亲”和“朱范一家亲，苏鲁两
地情”赠长山朱铁民、朱振波
兄弟。

朱范两家千年的深厚情
谊，穿越历史长河，成为姓氏
文化传承楷模。朱范两家
始终涵养着以身作则、敬重
贤才、忧国忧民等优秀品质，
这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
义，在今天也同样值得传承
发扬。

朱振波系中国范仲淹研
究会常务理事，山东省历史学
会会员，滨州市作协会员，第
十四届邹平市政协委员、文史
馆馆员

范仲淹继父朱文翰生平考
朱振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