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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南宋后期，王应麟、王应凤兄弟俱中词科而被传为佳话。而由于各种文献中对于王应凤生年

的记载不无含糊和矛盾之处，因此关于二人是否孪生之事历来存有争议。本文据相关文献对王氏兄弟孪

生事迹加以考辨，并进而探究诸书关于此事语焉不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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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科举中的词科，是朝廷为选拔起草诏

诰人材而设，其中的博学宏词科自首科绍兴五

年（１１３５）至末科开庆元年（１２５９）一百二十五年

间取人仅四 十 人①，“南 渡 以 来 所 得 之 士，多 至

卿相、翰苑者”②。而以父子兄弟俱中博学宏词

科而成为衣冠盛事的，有高宗朝的三洪兄弟（洪
适、洪遵、洪迈）、二莫兄弟（莫济、莫冲），宁宗朝

的陈氏父子兄弟（陈宗召及其二子陈贵谦、陈贵

谊），以 及 理 宗 朝 的 王 氏 兄 弟———庆 元 府 鄞 县

（今浙江宁波）的王应麟、王应凤。由于各种文

献中对于王应凤生年的记载不无含糊和矛盾之

处，因此王应麟、王应凤以孪生兄弟俱中词科这

一佳话并不为后人所周知。今据相关文献对王

氏兄弟孪生之事加以考辨，并进而探究诸书关

于此事语焉不详的原因。

王应麟生于宁宗嘉定十六年（１２２３）七月二

十九日，弟应凤同日生，这在各种文献中有着明

确的记载。王应麟的《浚仪遗民自志》谓：“先君

（王 ）擢第之岁，与弟太常博士应凤生同日，嘉

定癸未七月也。”其子王昌世所作《宋吏部尚书

王公圹记》称：“先公于嘉定十六年七月庚午，与

叔父太常博士讳应凤生同日。”③《延祐四明志》

卷五《王应凤传》称“与兄生同日”④，《宋史·王

应麟传》则称“应麟与弟应凤同日生”。根据这

些记载，一般可以理解为兄弟二人当为同年同

月同日生，然各处均未明言二人为同年同月同

日生的孪生兄弟。明人邵经邦在《弘简录》卷一

八一《道学传》中，则记述王 “同日双生二子曰

应麟、应凤”⑤，始 明 言 二 人 为 孪 生 兄 弟。王 应

凤为宝祐四年（１２５６）第一甲第九人，《宋宝祐四

年登科录》记 载：“王 应 凤，字 仲 仪，小 名 若 凤。

第二十三，慈侍下。年二十七，七月二十九日寅

时生。外氏陈。治 赋，一 举。兄 应 麟，从 事 郎。

娶罗氏。……”⑥据此推算，则王应凤的生年当

作绍定三年（１２３０），比王应麟小七岁，同生于七

月二十九日。由于不同材料记载上的含糊和矛

盾，王应麟、王应凤是否为孪生兄弟遂 成 疑 案，

后人莫衷一是。

—１３—

文史新探●

DOI:10.16093/j.cnki.ccc.2011.03.023



王应麟（１２２３—１２９６）是南宋末年最重要的

考据学者，理宗淳祐元年（１２４１）进士，宝祐四年

中博学宏 词 科，以 博 学 能 文 著 称，官 至 礼 部 尚

书，入元后闭门著述。撰有《玉海》、《困学纪闻》

等。与兄 长 相 比，王 应 凤 的 登 第 之 年 晚 了１５
年。淳祐十 一 年 始 以 荫 补 将 仕 郎①，宝 祐 四 年

以有官人身份（迪功郎）中进士，时应麟为覆考

检点试卷官②。开庆元年（１２５９）中词科。虽亦

有文名，然仕宦不显。《延祐四明志》小传记载：
“其学淹博精切，为文词操笔立就。佐 淮 南，笺

记填委，每入阁，口占命吏，即 上 马 去。丞 相 知

其能文词，召为太常博士，将以内制处之。甫入

国门，即死。所为词科文《汉郡县山川风俗记》，

最详洽得文体。”明《成化宁波郡志》卷八小传记

载稍详：“王应凤，字仲仪，鄞人。与兄应麟丽讲

矻矻，忘寝食，刿心 文 囿，根 柢 左 氏、班、马。淳

祐十一年 荫 补 将 仕 郎，明 年 登 文 天 祥 榜 进 士。

监通州琅（当作狼）山税。宝祐间廷对，披腹尽

言，上以甲科第九人赐第。或谓曰：此丽泽先生

名第也，盍以异科自见？仲仪 学 益 淹 贯。开 庆

元年博学宏词，历官至主管机宜文字，寻除军器

监丞。时应麟方掌制，以连茹之嫌不果入，改差

淮西制置司参议官。未几，文天祥荐其 学 宜 在

翰墨之选，除太常博士以终，寿四十六。所著有

《默斋稿》及《订正三辅黄图》诸书藏于家。”《嘉

靖宁波府志》卷三、《万姓统谱》卷四四及清《浙

江通志》卷 一 八 〇 中 的 小 传 大 致 沿 用 其 传 文。
《成化宁波郡志》的小传很可能依据了王氏家谱

材料，其中谓“明年（即淳祐十二年）登文天祥榜

进士”为明显舛误。

王应麟兄弟先后得中进士、词科，是与他们

的父亲王 的期望和指导密切相关的。王应麟

在《浚仪遗民自志》中即称“学以先君为师，伯仲

自为友，闭门读书，不妄交也”。《延祐四明志》

卷五《王 传》记载，王 “博学耿介……壮岁试

词学科，不中，辄弃去，自誓曰：它日必令二子业

有成”。宁宗嘉定十六年（１２２３）中进士，嘉熙三

年（１２３９）同乡兼同年余天锡为参知政事，“属教

其子弟，岁 终 致 束 脩 以 谢。坚 不 肯 受，拱 立 言

曰：二儿习词学，乡里无完书，愿从公求尺牍，往
借周益公、傅内翰、番阳三洪公暨往昔习词学者

凡二十余家所藏书。余欣然许之”。此外，王
还亲自指 导 二 子 作 文，“性 严 急，每 授 题，设 巍

坐，命先生与其弟应凤坐堂下，刻烛以俟，少缓，

辄叱怒。由是先生为文称敏捷”③。

清代学者钱大昕、陈僅和张 大 昌 先 后 修 撰

的三种王应麟年谱④中，由于采信材料不同，对

王应凤生卒年的系年并不一致。

钱谱内容较略，将王应凤生 年 系 于 绍 定 三

年（１２３０），所据当为《宋宝祐四年登科录》。应

凤寿四十六，故卒年系于德祐元年（１２７５）。

道光年间，四明陈僅依据嘉靖本《浚仪王氏

家乘》、《尚书公年谱》的材料，以及各种相关著

述，对于深宁先生事迹细加考辨。陈谱引《弘简

录》，并据王应麟《自志》和王昌世《圹记》，将应

麟、应凤定为同年同日生。于咸淳四年（１２６８）

下，出“九月，先生弟应凤卒于临安”，注云：“僅

按：《家乘》是岁九月二十二日公弟应凤卒于临

安府北关门，葬同嶴下安山，寿 四 十 六。按：陈

合撰公母 陈 太 硕 人 墓 志 铭 为 咸 淳 九 年，云：子

二，应凤官至朝奉郎、太常博 士，先 五 年 卒。据

此，则《家乘》所载为信。”

光绪年间，张大昌又在钱谱、陈谱的基础上

加以考订增详，于王应凤生卒年则取钱谱之说，

对陈谱加以辩驳。于生年，张谱以为诸 种 材 料

只称同日生，未云同生于某年月日者，当以《登

科录》为是。于王应凤卒年，则以为《家乘》不足

据，又谓文天祥“在四年适为似道劾罢，至九年

始为湖南提刑，彼时安有荐除？陈合墓志谓‘先

五年卒’者，太硕人卒也”。张谱回护钱谱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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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为牵强。

今人刘昌润在《钱大昕〈深宁先生年谱〉校

补》①中，根据 陈 谱 等 材 料 对 钱 谱 加 以 校 补，亦

涉及对王应凤生卒年的考辨。他认为兄弟二人

为同年同日所生，所举理由比较充分：王 借书

时称“二儿习词学”，则兄弟二人“年当相若，始

能共习词学，命题为文”；《家乘》及陈太硕人墓

志铭记载 相 符，王 应 凤 卒 于 咸 淳 四 年，寿 四 十

六；又据“文天祥自撰《纪年录》，咸淳四年正月

兼学士院权直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

在朝，始得荐举应凤”。然刘先生认为“诸书不

言先生与弟应凤孪生，盖异母同日所生，先生为

陈母所生也”，则显然有误。王应麟《浚仪遗民

自志》称“先妣陈硕人”，《圹记》载“妣陈氏，封太

硕人”，《宋宝祐四年登科录》记载王应凤“外氏

陈”，而 陈 合 所 撰 墓 志 铭 亦 明 谓 陈 太 硕 人“子

二”。则应麟、应凤当同出陈氏。

而从王应凤的仕履经历来 看，其 卒 年 亦 以

咸淳四年更为合理。理宗宝祐四年王应凤中进

士，五年为仪真郡文学掾②。开庆元年中词科。

景定初任架阁，临安广严院重建，为撰《重建寺

记》③；景 定 二 年（１２６１），作《续 佥 厅 壁 记》④。

据《成化志》小传，“历官至主管机宜文字，寻除

军器监丞”。而小传所称“应麟方掌制”的时间，

当在度宗咸淳初，元年（１２６５）三月王应麟以著

作佐郎兼权礼部郎官，闰五月兼翰林权直学士

院、崇政殿说书，七月除著作郎，次年正 月 除 守

军器少 监。故 王 应 凤 以 兄 嫌，改 差 淮 西 制 参。

刘克庄《怀王制参应凤》⑤一诗大致作于咸淳四

年⑥，有“未挥潞国告廷制，久作河阳入幕宾”之

句。《万历 通 州 志》⑦收 录 了 王 应 凤 的 两 篇 记

文，卷三《重建通州儒学记》为咸淳三年夏儒学

修成而作，卷五《重建通州贡院记》则是为咸淳

四年六月郡守冯弼新作成贡院之后以图请记而

作之文。后以荐召为太常博士，咸淳四 年 九 月

二十 二 日 卒。若 将 其 卒 年 系 于 德 祐 元 年

（１２７５），则咸淳八年（１２７２）九月其母陈太硕人

去世 之 后 王 应 凤 当 丁 母 忧，而 这 显 然 与《成 化

志》小传所叙改差淮西后未几得荐之事不符。

从以上各种材料来看，王应麟、王应凤当为

同出陈氏的孪生兄弟。而王应麟的弟子袁桷在

《挽王尚书（应麟）四首》之一中称“秋水双莲孕，

英英吐异芬”⑧，亦或是对秋七月王氏兄弟孪生

之事的隐约暗示。至于在王应凤生年上的记载

矛盾以及诸书不明言王氏兄弟孪生的原因，则

颇耐人寻味。

清人叶名灃在《桥西杂记》“履历减年岁”条

指出，王应凤生年记载上的差异实缘于其官年

与实年不符，谓“王文简公士正《池北偶谈》：士

大夫履历例减年岁，即同人宴会，亦无以真年告

人者。考宋时即有真年、官年之说，见《容 斋 随

笔》”，之后列举钱谱、陈谱关于应凤生年记载之

异，按曰：“《宝祐四年同年录》第一甲第九人王

应凤下注‘年二十七’，以年岁计之，应凤实少先

生八岁，当即钱氏所本，然不如墓志、圹 记 更 为

可信 也。录 中 不 书 真 年，亦 当 时 竞 用 官 年 之

证。”⑨王应凤的 实 年 与 官 年 不 符，《家 乘》等 材

料载其实年，《登科录》录其官年，因此在生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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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上出现歧异，二者相差七年。

宋代 官 员 官 年 与 实 年 不 符 现 象 比 较 常

见①，实年即实际年龄，官年指官方档案登记年

龄。南宋学者在笔记中对这一现象多有记载并

对其产生原因加以揭示。洪迈《容斋四笔》卷三

“实年官年”条谓：“士大夫叙官阀，有所谓实年、

官年两说，前此未尝见于官文书。大抵 布 衣 应

举，必减岁数，盖少壮者欲借此为求昏 地；不 幸

潦倒场屋，勉从特恩，则年未六十始许 入 仕，不

得不豫为之图。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
正在童孺，故率增抬庚甲有至数岁者。然 守 义

之士，犹曰儿曹甫策名委质，而父祖先导之以挟

诈欺君，不可也。”官员多有引实年乞休致之举，
“于是实年、官年之字，形于制书，播告 中 外，是

君臣上下 公 相 为 欺 也”②。岳 珂《愧 郯 録》卷 六

亦谓：“……故世俗多便文自营，年事稍 尊 者 率

损之以远 垂 车，襁 褓 奏 官 者 又 增 之 以 觊 速 仕。

士夫相承，遂 有 官 年、实 年 之 别。间 有 位 通 显

者，或陈情 于 奏 牍 间，亦 不 以 为 非。”③在 宋 代，

官年、实年不符作为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虽然

为朝廷明知而默许，但仍然被正直之士视作欺

伪之举而受到诟病。《三朝名臣言行录》记载北

宋郑侠事迹，“有应举不以实年者，（郑）侠戒之

曰：‘方谋 入 仕，已 有 欺 君 之 心，不 可。’”④王 应

凤的实年与官年相差七年，这大概正是各种文

献隐 晦 其 辞 不 便 明 言 王 氏 兄 弟 孪 生 的 真 正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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