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化头条

王献唐，博学多才，对于国学有颇多涉猎，
且多有精通，是著名的考古历史学家、金石文
字学家、版本目录学家，被称为一代国学大师。

“发前人所未发”
王献唐出身于小知识分子家庭，有较好的

家学渊源。他的父亲王廷霖，行医出身，“精岐
黄”，酷爱金石，曾师承清代著名金石家、小学
家许瀚，在小学、金石方面造诣颇深。王献唐天
资聪颖，又从小受父亲训诫，如屈万里在《王献
唐先生事略》中所讲，“日照为许印林(翰)、丁竹
君(以此)故里，流风所被，邑人多治小学。先生
既精于金石、音韵、训诂之学，复资以证古史，
故创获独多。”

王献唐十几岁时，便以工于书画闻名乡
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又致力于古文研究。据
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李勇慧考证，王献唐11岁
入青岛礼贤书院求学，19岁考入青岛德华特别
高等专门学堂，拥有了良好的国学功底和丰富
的西学知识。29岁时，王献唐开始撰写《公孙龙
子悬解》三卷，十分受学界推重。中年以后，他
写成《临淄封泥文字》论述封泥制度，见识独
特，“发前人所未发”。然而，他一生的心血，在

《中国货币通考》、《炎黄氏族文化考》、《国史金
石志稿》等著作中体现最为明显，但因为卷帙
浩繁，又适逢乱世，却没来得及最终定稿或刊
登，遂成遗憾之事。

久为学界关注的《国史金石志稿》是王献
唐的巅峰之作。《国史金石志稿》从1940年开始
编撰，于1945年完成“金文部”。这是中华民国政
府编写国史时，王献唐编写的关于金石志的内
容。此书几乎包含了20世纪上半叶出土的所有
金石器物。从乐器、酒器、水器、食器及其他杂
器，直到铜镜、古玺、梵像等；记录的器物的时
代，从商直至魏晋南北朝，跨越时限之长，也是
同类著作中的翘楚。

王献唐一生治学严谨，著述甚丰。虽他生
前所著最后定稿者不多。中国现代著名学者叶
圣陶、顾颉刚、夏鼐、唐兰、张政烺等都曾撰文，
称王献唐先生是山东近300年来罕见之学者。青
岛大学、山东省图书馆曾在1995年、2004年、2009
年三次举办“王献唐学术研讨会”，与会的中外
学者一致认定，王献唐是中国国学大师。

“欲为吾鲁存兹一脉文献”
在抗战期间，山东省立图书馆的重要文物

和善本书，被精心运往抗日大后方四川，王献
唐出资尽力，甚至不惜生命。他毕生都秉承着

“为中华民族续命”的使命，为齐鲁文化的传承
留下了重要血脉。

沿循着李勇慧对于王献唐的年谱研究，我
们可以感受到王献唐为保护齐鲁文化所做的
努力和付出。

1929年王献唐担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
后，同年11月，他赴聊城调查杨氏海源阁藏书被
掠情况，抢救被掠夺的图书。1931年5月，王献唐
到天津、北平，访问杨敬夫、傅斯年、傅增湘、袁
同礼等人，再次为海源阁藏书一事奔波。之后，
他从朋友那里得知，日本商人从青岛偷运潍县
高氏砖瓦出关，他竭力阻止，使这一批文物免
于流失，并且举办展览，编印《砖瓦图书为什么
要开会展览》，明确说明“献给中华民族的爱国
同胞”。1932年10月，由王献唐和傅斯年等人参
与成立的山东古迹研究会在滕县安上村曹王
墓进行考古发掘；1934年3月，该会又在山东东
南沿海一带调查，发现诸城、日照等处龙山文
化遗址。

1937年秋，平津失守，日军逼近黄河北岸，
韩复榘不战而退。王献唐认为“本馆为吾东文
献所荟萃，脱有不测，吾辈将何以对齐鲁父
老？”誓言“欲为吾鲁存兹一脉文献”。于是，他
选取馆藏文物图籍精品，与典藏部主任屈万里
和义工李义贵三人一起决意护送这批文献南

迁。
1937年12月27日，王献唐与屈万里、李义

贵携文物5箱，搭乘重伤医院专车，离开曲阜
南下。这一天济南陷落。此后，过铜山，经
汴郑，出武胜关，八日行程三遇空袭，抵达
汉口后，行将装船入川时，运费无着，幸遇
山东大学在汉口奉命迁校四川万县，校长林
济清聘王献唐为中文系教授，预付800银元酬
金，才解燃眉之急。逆江而上一路艰辛：在
宜昌，三人险些丧生于敌机狂轰乱炸之中；
在离开宜昌时，到码头发现无工人装船，才
发现是旧历新年。为寻一安全之处，王献唐
访丁惟汾，请其托王子壮向教育部次长张道
藩说项，同意将馆中物品移乐山。直至1938年
12月29日，在黄炎培等人帮助下，始将珍贵文
物安全地存于乐山大佛寺天后宫中。前后时
逾一载，地迁近七千里。

据李勇慧研究，王献唐曾坚决请求当局
将海源阁等的藏书收为公有，若不收，尤其
是流出境外，会是中华民族的损失，他甚至
拜托身在美国的朋友调查在美国收藏的中国
古籍。

从1929年到1948年，王献唐担任山东省立
图书馆馆长近20年，为图书馆事业做出了杰出
贡献。在初掌山东馆时，他分析总结了图书
馆的发展阶段和经验教训，把图书馆学作为
该馆和山东地区的办馆理念，运用现代图书
馆管理治馆，这也是山东省图书馆百年历史
的巅峰。

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王献唐不再
担任馆长。在家养病的他协助政府，将原来
存放在曲阜后移送南京的文物自南京运回。
1950年12月，保存在四川的古物精品和书籍运
回济南，交给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保

存。同时，他与李义贵一同在山东古代文物
管理委员会(后改为“山东省文物管理处”)任
职，直至去世。

谈笑有鸿儒
自从担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后，王献唐

与国内外的学者展开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从青
岛出版社出版的《王献唐师友书札》可以看出
他的交游之广泛，该书所收录的书札近八百
通，与王献唐通信的有蔡元培、傅斯年、董作
宾、陈梦家、谢国桢、福开森、高田忠周、桥川时
雄等国内外著名学者近300人。

他与傅斯年持续近20年的交往让人称道。
他与傅斯年等人于1930年成立山东古迹研究
会、组织发掘山东龙山文化遗址、抢救海源阁
藏书、整理刊印山左乡贤遗著、争取中英庚款
资助等，有较为频繁的书信往来，为挖掘、保护
和整理乡邦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并由此
结下了深厚友谊。在王献唐护书南下的时候，
为解决生活费和图书文物的运资，他曾接受山
大校长林济清邀请担任中文系教授，但不久山
东大学停办，便又陷入困境。就在这时，傅斯年
再次伸出援助之手，积极帮助申请中英庚款的
资助。在王献唐眼中，傅斯年“为人热肠，又无
阔人习气”，可与之“为学问，为交友”。

在王献唐护书南下的过程中，孔子第77代
嫡长孙、袭封第32代“衍圣公”、大成至圣先师奉
祀官孔德成先生鼎力协助其保护齐鲁文脉，功
不可没。王献唐与孔德成一见如故，亦师亦友。
在王献唐去世后，孔德成为他写成墓表，赞誉
王献唐，“往也者，人能论其短长；来也者，焉能
前知其炎凉。下学上达，既无愧乎乡邦；固穷守
约，又何让于古之贤良。已乎献唐!”

彪子，是山东省东部沿海及东北大部分地
区的方言，用来形容一个人很傻。但在熟人之
间却也有让人折服之意，属于中性偏褒义色
彩。王献唐，对待书籍和学术就有一股令人折
服的“彪子”劲头。

王献唐天性沉默，不愿与人交往，不愿与
人说话，平常走路都是遛着墙根走。家人让他
出来放风筝，以便吸气纳气，他也不愿出来。但
是，王献唐非常聪明，读书时心无旁骛，过目成
诵，博闻强记。小时家中藏书很多，家人还为他
请了私塾，他的国学功底自然形成。王献唐就
读的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为20世纪初德国在
中国建的两所学堂之一，使他广泛涉猎数理化
以及德国哲学，对世界知识有着很强的接受能
力，老先生临终前都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

王献唐一贯视读书、聚书为人生的最大乐
趣。他在1930年的一首诗序中写道：“幼喜聚书，
壮而弥笃。频年四方，随在搜集。裒其所藏，约
五万册。”他自称“嗜书如命”，每每得到善本，
就“欣然忘食，喜不成寐，爱不忍释”。晚年常用
旧报纸从“打鼓担”那里换书，且自得其乐。王
献唐为搜集图书，付出了巨大的财力，“薪俸所
入几尽耗于是”，有时甚至“典衣购书”，他只要
见到与山左先贤或齐鲁遗迹相关的文献文物
资料，必“倾囊得之”而后快。

在王献唐的心目中，读书做学问才是正
道，更不愿为世俗琐事所扰。在家中居住时，他
与妻儿分开，免受打扰。当他吃饭的时候，需要
家人送饭。有一次，家人给他送饺子吃，还有一
盘醋。他吃完饭后，家人发现，饺子吃完了，醋
还没有动，桌子上却到处都是饺子的水印。原
来老先生一边吃饺子一边看书，看书入迷了，
随便夹起饺子一蘸，却没有蘸到醋，而是蘸到
了桌子上，使得桌子上全是饺子印。家人问他：

“饺子好吃么？”老先生答道：“好吃。”家人又问
道：“醋好吃么？”老先生也回答：“醋也好吃。”
家人哭笑不得。

开元二十四年，李白36岁时，妻子许氏病
故。他便带上女儿平阳和儿子伯禽，迁往任城(今
济宁)，投靠一位在任城当县令的远房叔父。半年
后，他到徂徕山探路，结识了孔巢父。开元二十
八年秋，李白再至徂徕，与孔巢父等人开始隐
居。据《旧唐书·文苑传》，李白“与鲁中诸生孔巢
父、韩准、裴政、陶沔、张叔明隐于徂徕山，酣歌
纵饮，时号竹溪六逸”。竹溪在徂徕山前乳山之
下(属岱岳区良庄镇高胡庄)，今尚留有李白“独
秀峰”题刻。李白与孔巢父等“六逸”隐居徂徕山
竹溪，互相唱和，留下不少诗篇。如《送韩准裴政
孔巢父还山》—诗中有“峻节凌远松，同衾卧盘
石，斧冰漱寒泉，三子同二展”等句，形象地记录
了李白等人在竹溪生活的情趣。

李白隐居徂徕山的真实原因并不是得道升
仙，而是有政治追求。把徂徕山作为终南山来隐
居了。

李白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说：“申
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
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
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
难矣。”要实现这个理想，一般科举取士是办不
到的，这就决定了他必须走以隐逸访道求官的

终南捷径，以布衣之身直抵卿相。
唐时知识分子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入仕做

官。除去科贡一途，隐居是唐人入仕一个重要门
径，是行之偶见奇效的“登龙术”。李白基于各种
原因不能参加科举，只能走隐逸求仙一途，斯所
谓“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也。李白
一生数次隐居，莫不有其政治上之考量。如开元
十九年前后的终南之隐，便别具寓意。

不独太白心态如此，与其同作“竹溪之饮”
的其他“饮逸”，也多是汲汲求进的功名之士。如
李白《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诗云：“时时或乘
兴，往往云无心。出山揖牧伯，长啸轻衣簪。”可
见所谓“竹溪六逸”几无一真隐，均是醉翁之意
不在酒亦不在山，而在于廊庙之间的仕进中人。

李白之所以选择徂徕山，多受唐朝封禅泰
山的影响。唐代，封禅之仪曾两度举行。一次是
在唐高宗朝，乾封元年高宗与武后封泰山，禅社
首山。一次是在唐玄宗朝，开元十三年玄宗封泰
山，禅社首山，礼成后“封泰山神为天齐王，礼秩
加三公一等”。两次大典使东岳泰山一时成为举
国注目之区。

特别是王希夷徂徕山隐居的经历给了李白
更大的启发。李白入隐徂徕之前不久，此山的一

名隐士，便借封禅大典而成功“登龙”，简逢帝
知。此公姓王名希夷，《大唐新语》卷十《隐逸》记
其事云：“王希夷，徐州人。居兖州徂徕山，刺史
卢齐卿就谒，因访以政事。希夷曰：‘孔子云：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终身行之矣。’玄宗东
封，敕州县礼致，时已年九十六。玄宗令张说访
其道异，说甚重之。以年老不任职事，乃下诏曰：

‘徐州处士王希夷，绝圣去智，抱一居贞，久谢嚣
尘，独往林壑。属封峦展礼，侧席旌贤，贲然来
思，应兹嘉召。虽纡绮季之迹，已过伏生之年。宜
命秩以尊儒，俾全高于上齿。可中散大夫，守国
子博士。特听还山。’仍令州县岁时赠束帛羊酒，
并赐帛一百匹。 ”

这位王希夷可谓是“金高南山买君顾”的一
大成功者。虽然他因年近期颐，未能身践台辅，
一展宏图，但声动九卿，晤对三公，甚至被至尊
亲召，“扶入宫中”，“访以道义”，这些都是李白
梦寐以求的场景。王希夷通过徂徕山这条“终南
捷径”而荣邀帝眷，给苦心求仕的李白、孔巢父
等人以极大的启发与鼓舞。很可能在这种心态
下，李孔等“依样画葫芦”，在希夷栖迟旧地，结
成“竹溪之饮”的独特“组合”，试图借“酣歌纵
饮”来吸引官府、遥达帝知，期盼一日“天书访江

海，云卧起咸京”、“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
若此，竹溪之饮正可视之为太白的磻溪之钓，徂
徕之谷也大似长安的终南之径。

于是，他们心怀期待，在此等待玄宗再次封
禅泰山。据美国学者艾龙考证，开元时期唐玄宗
学习汉武帝有二次封禅泰山之议，凭借李白灵
通的消息，他的第一反映应该是隐居于泰山附
近便于“邂逅”，而他的第一选择就是徂徕山，因
为皇帝封禅泰山的基地，也就是封禅的行在就
是乾封县城，就在徂徕山脚下不足2公里处。乾
封县原名博，立城于春秋时期，一直是泰山周围
的经济、政治中心，高宗封禅改名为乾封县。玄
宗封禅泰山必住乾封，李白隐居徂徕山离乾封
很近，就像终南山之于长安、嵩山之于洛阳。

李白晚年于《为宋中丞自荐表》中称：“天宝
初，五府交辟，不求闻达，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
师。”看来，徂徕之隐对太白声闻五府，远达天
听，是起到一定作用的。有研究者认为，李白应
诏入京，当然主要是因为他诗誉文才名动京师。
其次，这与他在山东徂徕与孔巢父、韩准、裴政
等“竹溪六逸”隐居也有关系。

徂徕山与皇帝举行封禅的地点均近在咫
尺，于眷邀君顾上，诚可谓是“近水楼台”，
远比其他名山更具优势。中唐以后，虽因封禅
之典的停止而致地位有所下降，但于此求仕的
人士仍不绝于途，甚至还有高僧侧身其中。如
高僧怀晖贞元间卓锡于徂徕山，四方禅子多来
请问，后宪宗诏其入章敬寺。可见徂徕山的影
响力依然存在。

王献唐：为吾鲁存兹一脉文献
□ 刘江波 郭立伟

■ 齐鲁文脉

■ 文化头条

李白隐居徂徕山
□ 刘传录

智慧的灵光贯穿了整部水浒。提到智慧，您
可能就会想到军师智多星吴用、神机军师朱武
等。不管是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招揽人才的时候，
还是与敌人斗争周旋的阶段，都表现出非凡的智
慧。他们对策略和计谋的运用游刃有余。

梁山招揽人才时，吴用使出浑身解数，诱人
上山。他读书万卷，神通广大，他懂得兵以计为
本，多算胜少算，他时刻注意利用他的智慧，处
处思量周全。他重金利诱狱卒，救出卢俊义；武
力劫持萧让和金大坚；引蛇出洞赚金枪手徐宁；
为逼朱仝上山而嫁祸于人等，都集中展现了吴用
的大智慧。智取生辰纲、智取大名府、智取文安
县、密筹打盖郡等，也显示了他军事上的谋略。

《水浒传》中浪里白条张顺斗黑旋风李逵，
就采取了扬长避短、攻其不备的策略。张顺在浔
阳江边，被铁塔般粗壮的李逵抡起铁锤大小的拳
头暴打一顿，但他水性极好，挣脱后在江上驾一
条小船靠近岸边大骂，诱得李逵转身。又用竹篙
戳点李逵大腿，诱得李逵怒而上船。然后船到江
心，他双脚一蹬，船底朝天，两人双双落水。张
顺在江里把李逵提起来又按到水里，反复几十
次，把李逵淹得只翻白眼，喘作一团。

武松醉打蒋门神也是这样，他在交手前，连
喝几十碗酒，假装酒醉，先砸其店，戏耍其妾，
挑逗激惹蒋门神。交手时又先把两个拳头去蒋门
神脸上虚晃几招，忽然转身便走，引得蒋门神勃
然大怒而快步追赶，于是他就用“玉环步，鸳鸯
腿”招数，回身左右两脚把金刚般的大汉蒋门神
踢倒在地。披枷戴锁的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面
对咄咄逼人的洪教头挑战时，先说不敢，交手仅
几个回合，又跳出圈外认输。开枷后正式比武，
还是先往后退，诱得洪教头自恃高强，轻敌冒
进，连续攻打，等他步伐零乱后，林冲只一棒便
把洪教头打翻在地，佯输而后发制人。张顺、武
松、林冲在面对强敌时，他们没有使用蛮力，没
有只靠自己的骁勇善战取胜，他们知道适时利用
自己的聪明才智，靠智慧赢得胜利。

再有，宋江智取无为军、戴宗智取公孙胜，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燕青智扑擎天柱、宋江智取
润州城、宋江智取宁海军、宋公明智取清溪涧等
等，计谋的运用贯穿整部水浒，贯穿梁山发展、
消亡的整个过程。梁山英雄所经数百阵，大都是
以威武之师与敌抗衡，如果不能取胜，就转生妙
计，抓住对方的弱点，攻其不备，出奇制胜。攻
打祝家庄、曾头市等都是如此，在里应外合中让
敌人猝不及防。捉关胜，征辽，剿方腊等，都使
用了诱敌诈降的策略。他们用智慧战胜了千军万
马，他们用智慧赢得了一方晴空。

明代刘基说过：“力之用一，而智之用
百。”是的，智慧就是这样一种神奇的力量，它
能使弱小变得强大，而如果只用蛮力，再强大也
终会灭亡。渔夫和魔鬼的故事家喻户晓，面对张
牙舞爪的魔鬼，渔夫没有惊慌，他运用自己的智
慧战胜了魔鬼，让它重新回到瓶子里面。不管做
什么事情，仅凭力气是不够的，必须开动大脑这
台机器，利用你的智慧和才华。有了出路才能有
财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说：“我们身边并不缺
少财富，而是缺少发现财富的眼光。”是的，靠
智慧和才智将会获取更多更大的财富。

智慧的灵光
□ 张 伟

■ 尺书闲话

阳山斗羊，历史极其久远，特别是在三国两
晋南北朝时期更为盛行，不少王公贵族及旧时期
的大财主、知识分子都很喜欢斗羊。

阳山系今山东省金乡县羊山镇。相传，兴平
三年，即公元196年3月，曹操由曹国大野泽，即
今山东省巨野县，来鲁国山阳郡屯兵，宿营扎住
在阳山的羊头部位。一天，他和二儿子曹彰在阳
山东寨门里看到，一牧羊人正在放养两只绵羊。
这两只绵羊碰着头跳动，真好玩 !喜欢放羊、遛
狗、玩猫的曹彰当即拿出一枚魏五铢买下来这两
只绵羊。魏文帝曹丕曾“罢五铢钱，使百姓谷帛
为市”，后明帝曹叡嗣位后复行五铢钱。新钱形
仿汉制五铢，遂称“魏五铢”。

曹彰每天喂养完之后，便训着这两只绵羊作
各式各样的动作玩，乐趣多多，十分开心。其
中，曹彰最喜欢的就是两只绵羊碰撞着头角跳
动，他把这种玩羊法称之为“斗羊”。

后来逐渐的，这种玩法传到民间。一些当地
好玩的平民百姓也不妨喂上两只绵羊斗着玩，就
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广传四方，这种以动
物为主的民间艺术活动倍受人们喜爱，被人们称
之为“阳山斗羊”至今。阳山斗羊的基本规律
是，不在一个级别的不斗，一旦斗起来绝对不逃
跑，哪怕到最后一息也要战斗不止。这种斗羊多
数采取轮赛轮战的方式，最后确定冠、亚军得
主。

时值今天，阳山斗羊更为流行，特别是每年
的元宵节、清明节、国庆节和重大物资贸易交流
活动，周围二、三百里路远的斗羊爱好者便自发
地来到羊山，各自牵来自己喂养的斗羊，让斗羊
跳跳、蹦蹦，尽兴发挥，斗上几个回合，比一比
斗羊的才艺，主人们交流交流感情，使这种民间
艺术活动更加发扬光大，更加文明、厚道。

■ 海岱一方

阳山斗羊

□ 李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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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书如命的山东“彪子”

□ 责任编辑 于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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