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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我爱到古旧书店或旧书市
场买一些旧书，慢慢地积累就多了。
同时，在积累古旧书籍的过程中，也
积累了许多与书有关的故事。比如，
陆侃如冯沅君夫妇的藏书以及他们
的藏书故事，我就将其写成文章见
诸报端，后又成就《陆侃如和冯沅
君》一书。陆、冯是中国古文学史专
家、作家、著名教育家、一级教授，一
生藏书甚丰。但是，因为他们的后半
生正处在疯狂的“文革”时期，天下
大乱，山东大学也在济南、曲阜之间
折腾来折腾去，年事已高又无子女
的两位一级教授的三万多册藏书，
就成了累赘，他们不得不考虑给自
己的爱书找个理想的归宿。不幸的
是，当时的陆侃如先生是“摘帽右
派”，冯沅君先生是“反动学术权
威”，他们的爱书也因此受到牵连，
没人敢要。不得已，一部分藏书被迫
流落他处，当然，也有一小部分书籍
被陆侃如先生在临终前留给了他的
学生和亲朋好友。

作为学生和助手，牟世金先生
得到了陆侃如先生的一批赠书，而
且，一直珍藏。

生前，

他的“书灾”和无名书斋

牟世金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心
雕龙学研究大家，1956 年考入山东
大学中文系，四年后毕业留校任教，
成为陆侃如先生的助手。曾任山大
中文系主任、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秘
书长，与陆侃如先生合著《文心雕龙
译注》，并有《雕龙集》、《雕龙后集》、
《文心雕龙研究》等著作，学术成绩
蜚声海内外。

牟世金先生不仅在学术上承启
恩师，而且同样是一个藏书家。在一
篇题为《四十年的愿望》的文章中，
牟世金先生这样描述他的藏书梦：
“195 6 年入山东大学之后，对书斋
所抱的希望自然日益迫切，但得到
的却是长期的‘书灾’。特别是近 10
年来，除自己不断大量购置外，岳父
赵省之先生、老师陆侃如先生前后
各赠一批，日本汉学家目加田诚先
生一次便寄赠三箱。这样，我的宿舍
从拥塞的过道、门前门后、床上床下
都是书，真是以书为患了。当时的条
件确实困难，一张床就占去近三分
之二的房子，还要兼作书斋、宿舍、
会客室、辅导进修教师和研究生之
用。不过，条件的困难是不可能使中

国的知识分子屈服的。仅就 1980 年
至 1985 年的 6 年来说，我在这间多
用的斗室里，完成了《文学艺术民族
特色试探》、《文心雕龙译注》、《雕龙
集》、《台湾文心雕龙研究鸟瞰》4 种
新著，修改增订《刘勰论创作》1 种，
还参加几种集体项目，发表 50 多篇
论文。去其重收论文，至少在 120 万
字以上。”
“198 5 年秋，我外出开会回家

时，一个整整 20 平方米的真正书斋
出现在我的新居。 40 年来的愿望
终于实现了！这个书斋得以建成，
不能不感谢老伴赵碧清。不仅是我
不在家时她就给布置好这间适意的
书斋，也不仅整整两壁齐天花板高
的书架主要是她操办的，最根本的
一条是她一直支持我购买图书。碧
清常说我‘爱书如命’，可谓知音。在
解放前的白色恐怖之下，不但李何
林的《思潮论》是禁书，毛泽东的著
作也珍藏在家，岂止是爱书如
命……”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牟世金先
生 60 岁，文章的最末他这样说：“老
舍 40 岁的时候曾说：‘再活 40 年，
也许能有点出息。’我今年 60 岁，则
是再活 60 年，也许能不负于我的无
名书斋。”

可惜，天不假年，踌躇满志的牟
世金先生没有再活 60 年，而是短短
的一年。1989 年，61 岁的牟世金先
生因病辞世，告别了他的无名书斋，
告别了他永远也看不完的那些
书……

身后，

他的藏书珍贵却面临窘境

牟世金去世后，他的书斋一直
被家人完好地保留着，如他生前一
样，一直到 2007 年。辗转几个人，牟
世金夫人赵碧清女士找到了我。赵
碧清的父亲是赵省之先生。赵先生
是我国著名的中国文学史专家、山
东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青岛市政
协委员，出版著作《阳明学说述评》、
《司马迁赋作的评价》、《略评史记选
读》等。赵碧清女士看到我写的关于
陆侃如和冯沅君两位先生藏书的文
章，很有感触。她说她现在也面临着
如当年两位先生一样的窘境，牟世
金先生的藏书虽然不及陆、冯两位
先生那么多，但也很有价值，尤其是
赵省之、陆侃如两位先生留下的部
分书籍，相当珍贵，很有收藏和实用

价值。
有专家在看了赵碧清女士整理

的《牟世金藏书目录》之后，认为这
是一批有特色、有价值的藏书，至少
有三个特色：其一，关于《文心雕龙》
研究方面的资料，1989 年以前的研
究专著相当齐全，其中中国香港及
日本学者的著作，是作者赠送的，为
国内少见。著名学者王元化等人的
签名本，极具收藏价值。而牟世金先
生本人的著作也很多，其学术性、研
究价值至今仍然处在学术前沿。还
有其他论文资料，多数来自国外著
名图书馆，都是牟世金先生托人花
钱复印过来的，国内藏者甚少。其
二，关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方
面的资料，齐全、权威、稀少、价高。
如台湾编译馆出版的《两汉——— 清
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 1-8 卷) 体
现了台湾有关研究者对古代文论资
料的取舍。而当时这套书的价格就
是 1000 多元，可见牟世金先生藏书
之慷慨。其三，就是赵省之、陆侃如、
冯沅君先生留给牟世金先生的部分
藏书，价值不必多言，已经成为藏书
界的上乘之品。

20 年后，

他留下的精神财富觅归宿

作为个人藏书，最终的去向无
非是传承、捐献，最可怕、可悲的结
局是散落而去……

很多图书馆和一些书商就盯上
了牟世金先生的藏书，纷纷前来试
探购书的可能。但是，赵碧清女士和
牟世金先生的子女，不想看着这些
珍贵的藏书被书商弄得七零八落，
被无用者作为藏品束之高阁。也不
想让它们流落他乡，毕竟，牟世金先
生的根已经深深地扎在了齐鲁大
地。他们知道山东大学留下这些书
有很多困难，但是，山东省的其他图
书馆如果留下也是一样等于把牟世
金先生的根留下了。赵碧清女士说，
孩子们也都希望牟世金先生的藏书
留在离他们近一些的地方，也好经
常过去看看，寄托对亲爱的父亲的
思念之情。

我理解赵碧清女士和牟世金先
生后人的心情，便与我熟悉的山东省
图书馆副馆长李勇慧联系。勇慧副馆
长对此非常感兴趣，在征得馆长赵炳
武的同意下，我们一起来到了牟世金
先生的旧居。据说，这是山大当年最
大、最好的教授、专家楼，我们熟知的

王仲荦先生也曾住在这座楼上。打开
牟世金先生的书房，赵碧清女士说，
一切照旧，牟世金先生离开时就是这
样，她和孩子们一直保持原样，也是
对牟世金先生的一种纪念。但是，赵
碧清女士说，牟世金先生去世 20 年
了，我们认为对他最好的纪念就是他
留下的书能发挥作用，让后人继续牟
世金先生的事业。

经过友好协商，山东省图书馆
将牟世金先生的藏书全部收下，并
设立牟世金先生藏书专室。为了表
达对牟世金先生家人的感谢之情，
山东省图书馆则给予相应的经济补
偿。

我，如释重负，没有辜负牟世金
先生家人的托付，作为牵线者，做了
自己该做的事。也感谢山东图书馆
的各位领导，是他们用远见和对后
人造福的态度，成就此事。当然，
这也是对逝世已 20 周年的牟世金
先生最好的纪念。

魂去归来兮
——— 牟世金先生和他的藏书 文/许志杰

牟世金，四川
忠县 ( 今 属重庆 )
人。1960 年毕业于
山东大学中文系。
曾任山东大学中文
系主任，中国古代
文论学会第二届常
务理事，中国文心
雕龙学会第一届常
务理事、秘书长。代
表作有《文心雕龙
译注》(与陆侃如合
著)、《雕龙集》、《雕
龙后集》、《文心雕
龙研究》、《中国古
代文论家评传》(主
编)等。1989 年，牟
世金先生在山东济
南逝世，享年 6 1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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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世金先生的书法作品。

赵碧清女士说，牟世金先生去世 20 年
了，我们认为对他最好的纪念就是他留下
的书能发挥作用，让后人继续牟世金先生
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