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立群生于
1945 年，山东新
泰人。现任河南
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古典文献学
博士生导师、中国

《史记》研究会顾
问、中国《文选》学
会副会长。独立
承担国家社科基
金项目——“《文
选》版本、注释综
合研究”以及全国
高校古委会项目
——“历代学文献
辑考与研究”。出
版有《中国古代山
水游记研究》、《现
代〈文选〉学史》、

《〈文选〉成书研
究》等学术专著，
为《百家讲坛》录
制过《汉代风云人
物》《王立群读史
记》《大风歌》等，
正在录制《宋史·
赵匡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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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小城一座小城··一所大一所大学学··一位夫子一位夫子
——中原之子系列人物之王立群

本报记者 张永 李颖 文 杨光 图

“一座小城，一所大学。小城叫开封，大学叫河南大学。开封不
大，却曾经是七朝古都……扎根在这座幽静古朴的小城里的河南大
学，开启了新式高等教育……来到河大，是我生命中最美的邂逅……”
这是他在2011年新生报考志愿时所写的博客——《一座小城，一所大
学》，他，是这小城中大学里的一位夫子，他说，每个人想未来的权利，
但未必每个人都会为梦想找到合适的停泊地，我们要学会选择。他，
就是王立群。

“早上 7 点钟起床，8 点开始工作，中
午12点到2点，做饭吃饭休息，2点到6点
工作，晚上9点以后去散散步。为什么在
9 点以后？因为这个时候基本碰不到熟
人。”

世事就是这样爱开玩笑：本来最不喜
欢出头露面的老夫子，如今，抛头露面的
偏偏是他。

“在南京签售时，我看到读者的年龄
跨度是 8 岁到 86 岁，既有孩子，还有孩子
的爹妈、孩子的爷爷奶奶，人常说老师
不能‘误人子弟’，如果我备课不认真，
讲座有差错，那我误导的可能不仅是子
弟，连子弟他爹、子弟他爷都可能被误导
了，所以我现在一门心思想的就是有时间
把讲稿写好，把课备好，一个月恨不得它
有60天。”

正是大量的案头工作、严谨的治学态
度，使得王立群对所涉猎的每一事件，都
有着透彻的研究，尽量贴近史实，旁征博
引，决不自己想当然地“戏说”，他因此被
大家亲切誉为“最学术”主讲人。但严谨
并不意味着呆板，讲到匈奴单于给吕后言
辞粗鲁的“求爱信”，打趣说吕禄、吕产因
缺少手机而联系不畅，逗得观众乐不可
支。王立群，完成了把学术的严肃、严谨
与观众期待的轻松解读巧妙的协调起来，
犹如一把慢火，温和，持久，让你慢慢上
瘾。

成名了，读了一辈子书的夫子被人从
象牙塔推到了镁光灯下：“百度贴吧”“王
立群吧”里、门户网站的微博里，有成百上
千万的粉丝；他在全国的大部分城市里到
处被人认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河南大学
视察，惦记的是他；《美人心计》《步步惊
心》《甄嬛传》电视剧火了荧屏，大家都想
找他问问历史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

火起来的王立群依然不疾不徐，他
说，历史有四张面孔，弄清楚了就不会再
纠结了。第一个，真实的历史，它一去不
复返；第二个，记录的历史，是通过史学家
记录的，比如司马迁的《史记》写的时候就
体现了自己的选择和好恶；第三个，传播
的历史，文艺作品占了大部分，电视剧、小
说，加入了很多想象；最后一张面孔叫接
受的历史，观众看电视剧、读书、听评书在
脑子里形成了的形象，这个形象和真实的
历史可能完全不一样。主讲人要做的就
是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对当时历史环境
的了解，尽可能地讲出主讲人心中认为的
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东西。

讲坛不好上，有人想上，却上不去；有
人上了，成了流星，讲一个系列就销声匿
迹。王立群是唯一一个在《百家讲坛》讲
了7年的主讲人，他，还将继续讲下去。

说起于丹、易中天的淡出，王立群说：
“他们早就收山了”，自己一直站在讲坛
上，皆因“河南不能缺席”。“现在主讲人中
70%是北京的，20%是上海的，剩下的 10%
来自全国各地，河南有一个人在那儿讲，
每次节目总是会打出‘河南大学’的字样
来，是对河南的宣传，如果轻易撤回来，就
没有了河南的声音。”

“周秦汉唐的都城在西安，元明清的
都城在北京，开封作为北宋都城，在历史
上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位置，挑出北宋历
史上 5 位重要帝王来讲，一年一个，一个
40 集，5 个 200 集，我今年 67 岁了，要把 5
个帝王讲完，我还得继续工作4年。”

“2007 年我曾去美国讲课，非常受海
外华侨的欢迎。”王立群说，今年 4 月，联
合国邀请我去讲课，校方非常希望我去；
前不久，国务院侨办通知我今年8月份到
美国去讲课，我一一谢绝。

为何放弃？“人的一生，各种羡慕嫉妒
恨有的是，别人怎么看我，我管不了，我能
管的就是尽量减少各种活动，保养好自己
的身体，做人生中最值得做的事情。”在心
脏装了6个支架、每晚要靠安眠药入睡的
王立群看来，眼下最值得做的事情，就是
把北宋史上重要的帝王讲完。

“认认真真读了一辈子的书，就是要
传播知识、传播文化，没让我下课，我就要
讲好。”

未来4年，在开封生活了59年的王立
群还要把 1000多年前发生在这座小城里
的故事向大家娓娓道来。

“有的人，一转身，就是一辈子；有些
事，一恍惚，就定格为回忆……不管是面
朝大海，春暖花开，与所爱的人砍柴看
花；还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至水穷
处，坐看云起时，人生总得需要一个目
标，有了目标，就需要不停地往前走，朝
着目标不停地走。”这是王立群为河南大
学 2009届本科毕业生所作的演讲。这座
小城，这所大学，这位夫子，一直践行着，
行走在路上。

懂得珍惜的人都是有故事的
人。从1965年高中毕业到2005年踏
入百家讲坛，这条路，王立群整整走
了41年。

“祖籍山东，出生安徽，童年南
京，移居开封。”这是王立群对自己
人生轨迹的概括。曾经，他是一个
被入另册的孩子。8 岁移居开封，
1958 年小学毕业，学习成绩全部 5
分，学校决定保送王立群到当地最
有名的中学读书。但是命运偏偏喜
欢跟他开玩笑，因为家庭成分，王立
群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开封市新新
中学，这是一家民办中学。

“新新中学”名字挺新，校舍极
旧，是小巷里两处民宅。

既然是民办，国家当然不支付
一分钱经费，13 岁的王立群接受了
人生第一次挫折教育，他这个城市
孩子，一入学就变成了“农民工”，

“我们这群十二三岁的孩子，一周三
天，步行十几里，自备干粮，到开封
南郊搬砖、提泥，当起了搞建筑的农
民工。”

谈及这段经历，王立群眉宇间
没有怨尤，竟能风趣地跟我们说起
当时无师自通总结出来的两项搬砖
技巧：“一种方法是放在胸前，砖块
横竖交叉放置，一直摞到下巴颏，然
后用下巴的力量牢牢抵住。”王立群
还边说边示范：“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用背部来背，十指交叉相扣，把砖块
层叠放在背上，头微微向后仰，用后
颈的力量来控制砖块。”

“背的砖块都用水浸湿过，提的
水泥都兑过石灰，搬过砖、提过泥的

手只消一天就脱了皮，第二天缠上
胶布继续干。”就这样，初中两年的
半工半读，干了各种各样的活，建筑
工地的搬砖提泥、钢铁厂砸矿石、化
肥厂挖土方、酱油厂造酱油，所有学
校能够联系到的活，所有可以由学
生们挣钱的活，都要去干。王立群
和他的小伙伴们明白：不管活儿多
重，多艰苦，必须咬牙坚持，因为，无
论如何都不能失学。

1965 年王立群参加高考，考得
不错，但再一次由于家庭成分的原
因，他没能实现自己去读清华大学
土木工程系的梦想，而是做了一名
小学代课教师。在这7年的时光中，
他教过语文、数学、书法、物理、美术
和音乐。此后，他又在开封市的一
所中学里一待就是7年。

经典常常不是读懂的，而是在
现实中感悟的。

王立群曾写下过这样的独白：
当我作为一名高考落榜的民办老
师，在图书馆里读到这句‘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
谓大丈夫’时，我的感动，我的决心
因此而起。懂得自强不息，不是《孟
子》教给我的，是生活告诉我的。但
是，它让我的忍耐和艰辛有了一个
倾听者，让我所有的辛酸和委屈找
到了宣泄的出口，也鼓舞了我面对
人生逆境的勇气。

1977 年恢复高考时，王立群已
经 32 岁。按当时的规定，超过 30 岁
的考生必须是 1966、1967、1968三届
的高中生。王立群是1965年毕业的
高中生，不符合报考条件，错失了高

考机会。
1978 年恢复招收研究生，王立

群当即下了考研的决心，就近报考
河南大学（当时称开封师范学院）中
国古代文学专业。高中生直接考研
究生困难很多，最头疼的是外语，王
立群向单位同事借了一套《俄语》教
材，啃了大半年，竟然过关了。

就这样，1979 年由高中生直升
研究生，考上河南大学研究生，和后
来进入《百家讲坛》一样，都是王立
群人生中的重要拐点。

之后留校任教的王立群几十年
如一日，原本枯坐书斋，读书、写书、
教书，曾有同事这样描述他：“平时
在系里谁都不是很热络。和他共事
20 年了，想不起来和他有过什么故
事。”眼看要以此终老，忽如一夜春
风来，王立群的命运因为《百家讲
坛》而改变。

2005 年，《百家讲坛》正在河南
大学海选，王立群刚从北京出差回
来，一大早赶回学校非常疲劳，他请
求第一个讲，早讲完好回家睡觉。
当天，他讲的是《鸿门宴》，平时给学
生上课不知讲过多少遍了，所以张
口就来，10分钟时间，凭着对项羽的
独到解读，他胜出了。

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而王立
群成名时以至耳顺之年。这几十年
来，命运总是跟他开玩笑，他呢，不
跟时代斗，不跟他人斗，而是跟自己
斗，历练自己适应社会、适应环境、
逆境中生存的能力，既然什么好事
也轮不到自己头上，那就凡事做得
让人无懈可击。

从记者邀约王立群接受
《中原之子》大型系列人物访
谈到如愿以偿，前前后后将
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其间生
出不少枝节，谈及此，王立群
直言不讳：我不愿接受采访，
能拖则拖，拖到能不采访最
好。

看着记者掩饰不住的惊
愕表情，王立群忙解释道：实
在是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

“2009 年因为重度冠心
病，第一次手术我差点就死
在手术台上，3月份心脏做了
2个支架，4月份又做了 4个，
现在我带着 6 个支架。”抱病
的王立群手头上正赶交的功
课是40集央视《百家讲坛》系
列——“宋太祖赵匡胤”，拿
他的话说，“我一个月有20多
天是在给央视打工”。王立
群给记者算着这笔细账。

“我研究的是中文，到
《百家讲坛》我讲的是历史，
即使是历史专业的老师，研
究秦汉的不搞北宋史，研究
北宋史的不搞秦汉史。前 6
年我讲秦汉，从去年开始讲
北宋，种种的大跨度带来的
问题是备课量急遽增大。”

“首先，我要把原始文献
看完，再把学术界的研究资
料以及有关赵匡胤的学术论
文一网打尽，一篇篇研读，这
个工作量超乎常人想象。”王
立群给记者看他所下载的全
部有关赵匡胤的学术文章，
仅一篇名为《高平之战与赵
匡胤的崛起》的文章就近一
万字，而这样的文章有数百
篇。

王立群常常说自己的这
套方法是“笨人用笨办法”。
大量浏览阅读，这是“四步

走”中的第一步：“第一步
——看。要在对每个帝王的
文献史料下很大工夫进行详
尽的阅读，并大量掌握了史
学界研究的情况，对学术界
所有研究观点了然于胸，在
此基础上，我形成自己的看
法后才能动笔。”

“完成之后，第二步——
写。写我自己的讲稿，每一
篇讲稿 9000 字左右，赵匡胤
系列 40 集，意味着我要写将
近40万字。”

“第三步是缩。到讲坛
上我不能带着这近万字的讲
稿，因为我看不见，平时我要
戴花镜，250 度，可我上讲坛
的第一个系列没戴花镜，再
戴，人家不让你戴了，所以，
得把每一集缩写成提纲，用
一号字，我就带着这一号字
的提纲上讲台。就是这看、
写、缩，每个月就要耗费去我
20多天。”

“最后一步是讲。每个
月录制 4 集，每一集我讲 40
分钟。讲座对面有钟表，开
始录制的时候归零，我一看
时间快到了，脑子里会出现
很多个删除键，节目需要 36
分钟，我把时间控制在 40 分
钟，留4分钟的剪辑量。”

“整个赵匡胤系列一共
40 集，全部完成前后要花费
我近一年的时间。”王立群直
言不讳。“我今年已经 67 岁
了，未来我还能讲几年，不好
说，眼下我的精力、我的时间
不允许我再去参加更多的社
会活动，接受更多的采访，所
有活动都没有讲坛影响最
大、意义最大、价值最大。”

赵匡胤系列将在今年开
封菊花花会期间播出。

开封市仁和小区，和百
年名校河南大学东门隔着一
条马路，小区里，斑驳树影中
静谧矗立的数栋单元楼，与
院落中的草木相依，其间不
时传来几声蝉鸣，这个河南
大学教师小区里的某套单元
房，就是王立群的家。

酷暑伏天，居家的王立
群仍身着略显正式而隆重的
浅色衬衣、灰色合体西裤，举
手投足间从容、儒雅，身上那
股老派学者的气度显露无
余。

出乎记者一行人的意
料：家中陈设简简单单，平时
王立群和夫人居住的这个不
足120平方米的单元房里，看
起来和普通家庭别无二致。
客厅里，电视机、空调等普通
家用电器看起来“服役”的日
子都颇有些年头了，唯独摆
放在沙发上的一台苹果电
脑，看起来是这间屋子里最

“潮”的电器。
“平时就在这儿备课。”

王立群指了指身后的长沙发
说，这儿就是自己日常工作
的地方，沙发前摆放的一张
实木茶台成了屋内唯一一件

“奢侈品”，但茶冷台凉，还有
些灰尘，主人显然很久没有
用过它了，上面随意堆放着
数种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

物。
坐在沙发上，王立群将

电脑放置在自己的腿上演示
道：“从 1992 年我开始用电
脑，这个技术对我来说不是
问题，因此，大量的备课都得
我 自 己 来 做 ，不 能 假 手 于
人。”

王立群说话和他在《百
家讲坛》上风格差不多，字斟
句酌，有条不紊，看似慢条斯
理，实则思维缜密、语速极
快，说过的话很少再重复，稍
不留神就跟不上他的节奏，
采访中，细心的他多次提醒
记者放置好录音笔。

“给你们沏杯茶吧。”聊
了一会儿，看起来并不善与
人应酬的王立群边起身边
说，儿子在郑州工作，夫人这
段时间不在家，“我自己买
菜、自己做饭、自己写讲稿、
自己发微博。”说完这一串的

“自己”后，他自己也笑起来
了。

无丝竹之悦耳，有案牍
之劳形，记者眼前的王立群，
让人实难和讲坛上那个神采
飞扬讲述历史风云突变、帝
王将相纵横捭阖的大学者联
系起来。这一刻，没有了讲
台的阻隔，不在荧屏的两端，
他，本真而家常。

寻常生活尽显夫子本色

“看写缩讲”挥洒百家讲坛

王立群 简介

胸怀使命
再续精彩华章

享受和小孙女在一起的天伦之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