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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万芳小传

 王迎建

图 1 王万芳遗像

作者按：本文取自王迎建辑注《散简续韦——襄阳御史王万芳三代青箱辑存·晚清编》。

本书分为《晚清编》和《民后编》两编。

取名“散简续韦”，乃因是以作者近十年来，由四处搜罗所得的原始史料为依据，序其

先后，编以成册。又因内容颇具代表性，是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故而取先祖父诗“王氏青

箱存手泽”中之典，题作副标题。

书中内容以私人家书、先人遗作等为主。涉及上述各时期大到历史事件，小到个人行踪；

上至官宦群体，下到乡野布衣；内含家族成员，外及社会经济等。不乏大量可资史学研究的

第一手资料。

书中以大量考证结论，真实还原了清季及其后，晚清翰林、御史，湖北襄阳人王万芳祖

孙三代的大致人生经历，并尽可能地收录了他们存世的文学作品及学术著述等。能够从不同

于一般史学研究的角度，窥见那段历史时期里，寻常京官及其家庭成员的社会生活原貌。

此书填补了关于历史人物王万芳研究的大量空白，以无可辩驳的史实，对迄今为止该领

域的研究结果作了正误纠讹，取得了学术上的一个小小突破。也是历史人物个人传奇从民间

传闻走向学术研究的一个初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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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王万芳小传》是基于《散简续韦》全书内容编写的历史人物传略。所谓“小”，

篇幅不大，内容至简也。却事事有所本，句句有依据，恪守史学研究的规矩。

值此拙文发表之际，谨以按语，作此说明。

2024.10.24于京寓

王万芳（1847.10.15—1901.10.7），榜名王万方，字季远，一字自远；号南泉，又号南泉

耕夫、南泉识字耕田夫、楚佩等。清湖北襄阳府襄阳县下王家集（今湖北省襄阳市宜城市王

集镇）人。

王万芳生于道光廿七年丁未九月初七日（1847.10.15），逝于光绪廿七年辛丑八月廿五日

（1901.10.7）。享年五十五岁。

年仅十二岁时（咸丰八年 1858）就考取了功名，被乡里誉为神童。同治二年至五年（1863

—1866）应县、府、院试皆第一，补为廪膳生，深得单懋谦垂青。同治九年优贡，成为张之

洞入门弟子。同治十三年考取八旗官学汉教习。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科乡试中举；十五

年己丑科连捷，赐进士出身，馆选；十六年散馆考试，成绩列一等第九名，由庶常授编修。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四日引见，奉旨记名以御史用。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八国联军侵入北京，

两宫西行，王万芳随扈避难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供职行在。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奉旨

先行回京供职，顺道回乡，中道于八月十二日补授浙江道监察御史。正值英年，却于八月二

十五日在籍病故，未及到任。

光绪二十七年孟冬，安葬于今王集镇响水村北东鲤鱼山巅。公元二〇一五年五月王迎建

首次回襄访亲祭祖，据采访族中嫡裔后人与乡人，了解到该墓葬竟于一九八〇年遭人盗掘。

接到消息，嫡裔后人即强忍悲愤，掇整骨殖浅葬于原穴，岁祭不辍。

二〇二二年四月（农历壬寅年四月初五日清明节前）由宜城市政府大力襄助，墓园得以

修葺一新，四世嫡孙王迎建甫欣之敬拟墓表等，五世嫡孙王建平督修。

王万芳总纂清光绪十一年乙酉版《襄阳府志》。该《志》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部官修襄

阳府地方志，在当今史志界也占着重要地位。

王万芳擅诗文，但作品大多在历史的岁月中散佚，存世甚少。经子、孙、曾三代后人百

余年保存承继、精心整理，近年由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再版了《南泉诗钞》一册（下称《南泉

诗钞·文史哲分册》）；又集得《南泉诗钞·荣宝斋分册》，并搜集整理出《南泉诗钞补遗》

等，合集一处。文稿文草遗存更少，遍搜仅得尤为珍贵，一并辑入《散简续韦·晚清编》。

又据地方志和史料载，王万芳工书法，有书名，与宜都杨守敬齐名，并称“湖北二杰”。

观其青壮年期书札、文稿上的各体书法可见一斑。现存《霭园图题识》许是能体现出他魏碑

体书法造诣的代表作之一。

王万芳的高祖王任；曾祖帝礼；曾祖母方氏。祖父思铎，字春侯；祖母郭氏。亲叔祖思

勤。

父亲王述文（1806.08.08—1865.02.04），字德甫，号缵臣。清道光十七年（1837）丁酉

科拔贡。候选复设教谕。以奉上谕办团练有功，蒙保举钦加六品衔，候选知县。敕授承德郎，

晋封奉直大夫。曾任南漳凤山书院山长，著有《肤言》一卷。并有存世遗作数篇。母亲何氏，

敕封孺人，晋封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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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叔王述斌，字均圃。候选训导，前署竹山县教谕。王万芳少时最得叔父、婶母之笃爱

抚字。

王万芳兄弟三人，行三。

长兄万龄（1827.12.28—1861？），字小椿，号鹤书。行一。京寓斋名“听自然斋”。道

光廿九年（1849）己酉科选拔第一名，朝考一等，钦点七品小京官，工部营缮司行走；咸丰

元年（1851）辛亥恩科中京兆式，官工部主事。诰授奉直大夫。

道光七年丁亥十一月十一日（1827.12.28）生，于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间病殁京邸。

享年 34岁左右。妻周氏，有女一。

仲兄万源（1844？—1899.12），字仲海。行二。为增生，光绪十一年版《襄阳府志》绘

图。工书法、好堪舆，生前在家主理家政。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底病卒于家。

王万芳发妻周氏（1848？—1867？），早卒，无子。继娶刘大姑（1851—1930.01.17），

有子三。长子谱名泰东，字慰慈；次子引孙，字景申；三子起孙，字同慈。有女二。长女适

湖北新洲卢氏，旋卒；次女（长于次子）适湖北襄阳郡城吴氏长子。

附：

散简续韦——襄阳御史王万芳三代青箱辑存

晚清编诗文辑存一览

缵臣公遗文二

季远公诗集诗稿辑存（《南泉诗钞》）

季远公文存并手迹及其他十一篇

鹤书公书法真迹

季远公书法真迹辑存十篇

左绍佐书法真迹一

家书

季远公致仲海家书十六通

季远公谕儿辈家书三十通

书札

季远公致第三人信辑存一

第三人信札辑存二十通（附复信草一（残））

第三人诗文辑存二十三首

附录：十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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