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炳璿 《王徵墓志铭》点校及初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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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锐中

明末清初陕西天主教第一人———王徵，始终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点。王徵墓葬原处于
陕西三原县杨杜村东北五里辘辘把塬上，近日在迁建之中。笔者有幸从王徵后人那里得到出土的
王徵墓志铭文并盖及墓室楹联的文字资料照片，现整理出来以提供于学界同仁旨在共同推动王徵
的学术研究。文章简要介绍了王徵生平著述贡献及研究现状，重点在于对出土的墓志铭文并盖及
墓室楹联进行点校，同时做了初步的考证与分析研究，以引起学界对这份资料的重视和研究。

关键词: 王徵 张炳璿 墓志铭 点校 研究资料
作者: 丁锐中，1980 年生，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王徵 ( 公元 1571—1644 年) ，陕西泾阳 ( 原陕西泾阳鲁桥王家堡) 人，字良甫，又字葵心，
号了一道人或了一子，又号支离叟、景教后学、崇一堂居士，天主教圣名斐理伯 ( Philipe) 。王
徵 24 岁 ( 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公元 1594 年) 乡试中式，52 岁 ( 天启二年，公元 1622 年) 会
试中式。王徵大约于会试期间，在北京接触西方传教士而受洗入教，据推算王徵入教不会早于四
十五、六岁①。王徵曾任直隶广平府、扬州府推官和山东按察司佥事、辽海监军道等职。后因辽
海军务兵变，王徵受牵充军得遇赦，晚年归乡田野，捐资于鲁桥镇建造教堂，且践行天主教信
德。王徵为官期间与外国传教士积极翻译介绍西方科学著作，于晚年更加勤于著述。同时积极整
理出版有关著作，在乡间创办“仁会”以赈灾救贫。明末李自成攻破西安以后，派使邀请王徵，
王徵以死相拒，表明忠于明廷之心，得知李自成占领北京的消息，遂绝食七日而亡。王徵逝世
后，其家属及族人将其安葬于三原县杨杜村东北五里辘辘把塬上，至今祭扫不断。根据王徵的历
史贡献及其陵墓的文化价值，1992 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王徵陵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并于当年 4 月 20 日立文物保护碑。如今，王徵墓葬正在迁建之中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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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陕西关中地区天主教历史与现状研究调查》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11CZJ010。

因为其何时何地，由何人引导受洗成为天主教徒，无直接材料证据，据一些零星材料的佐证，王徵是在四十
五六岁接触传教士及传教书籍的。
可见《华商报》2010 年 6 月 25 日 A20 深度调查版。



一、王徵著述贡献及研究现状

王徵一生著述甚丰，据其七世孙、清朝嘉庆年间的王介所记，“有几十种，累百万言”。① 由
于种种原因，王徵的部分著述佚失。根据当代学者李之勤所辑的 《王徵遗著》和宋伯胤的 《明
泾阳王徵先生年谱》收录的王徵著述来看，著译专著 42 种。② 其中，《远西奇器图说录最》 ( 德
国耶稣会士邓玉函口授、王徵译绘) ，被称为“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③，是中国学者认识西方
力学和机械知识的主要文献，被收入 《四库全书》、 《古今图书集成》等丛书、类书中。同时，
王徵与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合编《西儒耳目资》，王徵作序。王徵因此被誉为 “中国人习拉丁文最
先者”④，“中国第一位有功于采用拉丁字母为汉语拼音者”⑤。可以说，《西儒耳目资》对于现当
代汉语拼音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同时这也为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架起了实在
的桥梁。王徵还享有诸如此类的称誉，“创立中国畏天爱人的神哲学家”⑥，“他们 ( 王徵、徐光
启、马相伯) 爱国家、爱民族、爱真理的心，都是雪一般纯洁，火一般热烈”⑦。

清代以来，学者一直关注王徵，并为其立传。 “其着眼点全在事亲、从政、孝义、死节方
面”⑧，近代历史学家研究王徵，从黄节的 《王徵传》、陈垣的 《泾阳王徵传》到刘仙洲的 《王
徵与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等文章为后来者开拓了研究道路。2009 年 7 月陕西咸阳市在进行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了王徵的故居，被陕西省文物局专家组列为重大发现。这对于王徵
研究又是一种推进。从笔者的拙文《王徵研究综述 1979 － 2009》⑨ 来看，目前学界关注主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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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清) 王介，《〈先端节公文集〉序》、《〈先端节公经济全书遗稿〉序》中分别提到，“公生平著述累百万
言”、“而公生平著述甚富，其未及付梓者不下数十种; 已付梓而版片不藏于家，流传四方者又十余种; 其
它书名虽存而年远失传，无从查考者，又且数十种。”出自李之勤辑《王徵遗著》前言第 288 － 289 页。
( 明) 王徵著，李之勤点校《王徵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2 页。作者根据王介编辑的《宝
田堂家乘》中有《宝田堂历世诸集目录》一种，其中所收王徵的著译即有 42 种之多。
著名机械史专家刘仙洲在《王徵与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如此评价，文来源于宋伯胤的《明泾阳王徵先
生年谱》 ( 修订版)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39 页。
陈垣: 《泾阳王徵传》，来源于宋伯胤的《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 ( 修订版)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第 225 页。
语言学家杜松寿语，来源于宋伯胤的《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 ( 修订版)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0 页。陈俊民序。
中国哲学史专家陈俊民语，出自陈俊民: 《“理学”、“天学”之间———论晚明士大夫与传教士“会通中西”
之哲学深意 ( 下) 》，《中国哲学史》，2004 年第 4 期。
邵力子在纪念王徵逝世三百周年上的讲话。来源于宋伯胤的《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 ( 修订版) ，陕西人民
出版社，2004 年版，第 314 页。
陈俊民: 《“理学”、“天学”之间———论晚明士大夫与传教士“会通中西”之哲学深意 ( 下) 》，《中国哲学
史》，2004 年第 4 期。
参见拙文《王徵研究综述 1979 － 2009》，载于《唐都学刊》2010 年第 6 期。



在他的科学贡献方面，而对于其在会同儒教与天主教信仰方面，文章、专著还是比较少。① 王徵
的思想及信仰研究尚有待深入。本文所提供的这篇刚出土的 《王徵墓志铭》点校材料，从其史
料价值来讲，是研究王徵生平事迹的最早文献。因为这篇墓志铭文至少早于张炳璿曾撰写的
《明进士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佥事奉敕监辽海军务端节先生葵心王公传》，该传中云，“尤念铭藏
以示后世，近顾不可无传。……有道之碑，窃幸可以无愧，于是复为之传。”② 可知，张炳璿写
了墓志铭文后，觉得铭文藏地以示后人，于是写传是为了让近人了解王徵。从其研究意义来讲，
此墓志铭文的出现，对于王徵生平事迹、耶儒会通研究都有着资料补充和推进意义，可以起到与
王徵其他研究资料之间的参照和对比作用。另外，王徵墓室楹联及墓室结构安排，对于王徵的身
份特色与信仰会通研究都有着直接的材料证实意义。同时这些资料对于反映那个时代的人们如何
认定信仰天主教的士大夫的身份都是至关重要的。作为第一批接受基督教教义的儒士，王徵墓志
铭文的出土及其墓葬的考古发掘，应当是全国首例。这也就进一步推进了明末清初中西宗教信仰
会通交融的研究。

二、王徵墓志铭点校材料来源说明

笔者曾多次前往王徵故居村镇调查并与王徵后人座谈有关王家传事。2010 年 5 月份笔者从
有关方面得知王徵墓葬在考古发掘之中，遂即与王徵第十二代孙王可举先生取得联系，同赴王徵
墓地考察。事实真相原来是王徵墓地于 1992 年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审定批准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但是 2009 年 5 月份开始施工的西铜高速公路从原勘定的文保单位之外 50 米左右经过时，
挖掘出王徵的真正墓葬。前后事情复杂周折，后来于 2010 年 5 月份王徵墓志铭的出土，最终确
定了西铜高速公路施工无法避开王徵墓葬。经过多方抢救努力，在陕西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下，使得王徵墓葬迁回王徵祖居王家堡家族墓葬地。时至今日，王徵新墓葬正在建设中。笔者有
幸从王徵第十二代孙王可举、王可君先生那里得到王徵墓志铭及盖并且还有墓室结构部分照片，
现将有关文字资料整理如下，以就教于学界同仁，俾有益于国内王徵之学术研究。

三、王徵墓志铭并盖及墓室楹联点校及初探

明赐进士第，奉政大夫，两任推官，特命辽海监军，山东佥宪，钦崇天主耶苏 ( 盖文
为“苏”的篆体，现通写为“稣”) 圣教，纂修 《三教要略》、 《汇集》等书，了一道人，
私谥端节，王公墓志铭。
从墓志正文中，“篆盖者，里社太学温自如也”，可知撰写墓志盖者是里社太学温自如。盖

文全为篆体刻工。

·021·

《世界宗教研究》2012 年第 1 期

①

②

黄一农教授在其著作《两头蛇: 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中，专章对王徵的信仰做了深入研究。他通过
对王徵纳妾和殉国以及王徵后代信仰天主教重点分析，认为王徴在儒家传统和天主教教义中寻找了自己的出
处。笔者认为，王徵的“儒家化的天主教徒”不能很科学地概括王徵的身份特色，关于王徵的耶儒会通还
需深入研究。见《两头蛇: 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版。孙尚扬教授认为，王
徵集中阐发且践行了天主教中的“圣爱”主题。他通过王徵撰写的《畏天爱人极论》、《仁会约》等崇教文
献，及王徵创办的仁会，探讨了基督宗教的圣爱观在传统中国思想境遇中本土化的可能。作者似乎找到了研
究王徵信仰中耶儒会通的突破点，有其逻辑的严密推证。见《1840 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学苑出版社，2004
年版。
张炳璿撰《明进士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佥事奉敕监辽海军务端节先生葵心王公传》，来源于宋伯胤的《明泾
阳王徵先生年谱》 ( 修订版)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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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监辽海军务了一道人良甫王徵之墓”，以示一死的决心。”从这些研究资料来看，墓室门楹及
联是王徵自题，似乎可以值得相信。而王徵墓葬考古出来的墓室横联，“明赐进士奉政大夫山东
佥宪理学名儒私谥端节王公墓”，为何与以上所述不尽一致呢? 笔者认为，考古出来的墓室横联
可能为王徵后人永春、永顺所为，他们去掉王徵所原来自题 “奉敕监辽海军务”而为 “理学名
儒”是避清廷政权的无辜染祸，因为王徵所从事的 “辽海军务”就是奉敕抵抗后金起反，而后
金则建立了后来的清政权。王徵以死孝忠于明政权，显然又在清政权之下下葬封墓室之门，题改
之前过于显示忠于明廷的句铭，实为王徵后人之识时务之举。同时，从 “理学名儒”的定位，
我们也能看出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如何识别王徵的身份特征。右侧，“自成童时，总括孝弟忠恕于
一仁，敢谓单传圣贤之一贯”; 左侧， “迄垂老日，不分畏天爱人之两念，总期自尽心性于两
问”。墓门，右侧， “老天生我意何如? 天道明明忍自迷!”左侧，因王徵墓曾被盗，左侧门破
坏，估计应为，“精白一心事上帝，全忠全孝更无疑。”这两幅楹联与张炳璿撰写的 《明进士奉
政大夫山东按察司佥事奉敕监辽海军务端节先生葵心王公传》中所载王徵自己题署墓门及墓室
外楹联的内容吻合。墓志文中，“吟一联曰: ‘忧国每含双眼泪，思君独抱万斛愁。’”这句是王
徵自题，可参见张炳璿的《明进士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佥事奉敕监辽海军务端节先生葵心王公
传》中，“属纩之际，犹握余手，诵所‘忧国每含双眼泪，思君独抱满腔愁’之句，绝无一语及
他。”① 这里“万斛”与“满腔”哪个是王徵所写，有待考证。张缙彦撰 《佥宪王端节公墓志
铭》亦有“忧国每含双眼泪，思君独抱满腔愁”。②

墓室外 (图 3)

四、结 语
据宋伯胤编著的《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所辑，张缙彦所撰 《明山东按察司佥事监辽海军

务王公墓志铭》载，“越七年，子永春恤在疚，谓余令三原时，与公最契，能悉公言行学术，托
邮乞言于余。嗟呼! 余何忍志先生! 然播迁余魂，未死者不为死者志，负先生哉?”③ “越七年”

·421·

《世界宗教研究》2012 年第 1 期

①

②

③

( 明) 王徵著，李之勤点校: 《王徵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311 页。
同上，第 317 页。
宋伯胤编著《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 ( 修订版)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37 页。文同出于 ( 明)
王徵著，李之勤点校《王徵遗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315 页。



是王徵逝世后过了七年，即公元 1651 年。宋伯胤编著的 《明泾阳王徵先生年谱》第 237 页，对
于张缙彦所撰墓志铭的注解为“此铭作于清顺治七年 ( 公元 1650 年) ，属较早史料之一。”笔者
认为张缙彦所撰墓志铭时间为公元 1651 年，因为张缙彦所撰墓志铭文中提及他为王徵写墓志铭
是在甲申之变结束后，过了七年应永春要求而写。王徵之子永春请张缙彦给王徵撰写墓志铭，张
缙彦答应并撰写了该墓志铭。宋伯胤以 “越七年”为 “顺治七年”恐为不妥。出土的墓志铭从
内容来看是王徵之表弟张炳璿所撰，铭文中显示，“撮而为之文者，旧北平侯张炳璿也。”另据
张炳璿所撰《明进士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佥事奉敕监辽海军务端节先生葵心王公传》中提到，
“予即奉先生遗嘱，撮先生生平大节，志而铭之。尤念铭藏以示后世，近顾不可以无传。”① 我们
即可查明，张炳璿给王徵写传的意义，同时这也是为何张炳璿所撰写墓志铭距出土之日，而始终
未见其具体内容的原因所在。值得注意的是，张炳璿所撰 《王徵墓志铭》应早于其撰 《明进士
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佥事奉敕监辽海军务端节先生葵心王公传》，上文可知，张炳璿撰写了墓志
铭“藏以示后世”，后觉“不可以无传”才写了《明进士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佥事奉敕监辽海军
务端节先生葵心王公传》。另外，张炳璿应王徵遗命所撰的《王徵墓志铭》与张缙彦应王徵之子
永春之请所撰的 《明山东按察司佥事监辽海军务王公墓志铭》相比较，很可能张炳璿所撰的
《王徵墓志铭》要早于张缙彦撰写的《明山东按察司佥事监辽海军务王公墓志铭》。而王徵墓中
置藏张炳璿的《王徵墓志铭》且非张缙彦撰写的 《明山东按察司佥事监辽海军务王公墓志铭》，
其原由尚不明确。张炳璿所撰写的这篇墓志铭的出土，为进一步研究王徵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历史
资料，对于推动王徵学术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可以认定张炳璿 《王徵墓志铭》的出土，补充
了王徵研究资料上的空白。王徵任广平府推官期间政绩有如铭文，“平反冤狱，奖拔士类，缉白
莲教而玉石有分，练八阵图而几辅有备，拯清河之水患，理南宫之渠道。大为中丞，张公直指，
刘公所倚重，此公理广平之政绩也。”王徵任扬州府推官政绩，“拒逆党之崇祀，节王舟之滥费，
辩诬逮两淮旧鹾台某、广陵旧太守某，俾得復其官，非置其身于死生利害之外，不能脱，然绝畏
葸也。片言息灶场之揭竿，一笔杜黄山之木税，詘豪右而定如皋之水闸，公掣盐而谢徽陕之苞
苴。历代名宦，举祀桐乡之血食光也。天长圯桥，重葺白鹤之虹梁济也，此公李 ( 理) 广陵之
政绩也。”王徵被起升为辽海监军时功绩如，“监军特命暂驻登州，议筑岛城，恢复海盖。察刘
兴治之叛情，拒孔有德之逆状，战有资于充国，守无愧于睢阳，此尤佥宪政绩中之卓荦可纪者
也。”有关王徵子嗣家事姻亲可参考铭文中，“邑人四川彰明县簿尚翁从教女，敕封孺人，公元
配也，申氏公侧室也。子二，长永春，邑痒生，娶太学张君绳祖女，继隐德杨君雍女。次永顺，
娶处士马君之骐女，即所谓为申氏子者也。女二，一适太学孙君灿子正宗，郡廪生，一适挥使张
君凤翝子德龄，太学生，俱尚孺人出也。侄永年，超贡生，永龄，邑痒生，俱弟徽出。永祚，邑
痒生，永禧、永孝俱弟徹出。侄孙瑛，永年出，瑄，永祚出，珙，永禧出。侄曾孙胤华，瑛所出
也。公尝视诸侄，一如其子，故诸侄事公犹父也。故予不厌，详为之书也。”同时我们也可以得
知一些有关王徵著述的信息，有如，墓志盖， “纂修 《三教要略》、 《汇集》等书”，铭文中，
“手录所著群书及《西学要略》等集，几数十卷”。虽然只提及书名，但却提供了难得的研究线
索和按图索骥的可能。同时，笔者认为，该墓志的出土，有助于今日之学者更进一步地深入了解
王徵的生平死节，而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墓志铭文，将会对王徵会通儒教信条与天主教教义的努
力，起到材料补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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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上，第 31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