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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

“三寸金莲”，老实说，在编读《张笑寒和
枣庄天足运动》一文之前，我从未仔细想过
这个问题，这四个字竟然饱含了旧时代女性
那么多的心酸和痛苦！当我看到为裹“三寸
金莲”动辄就会断了几根脚趾头的“本相”之
后，一种恐惧感顿时萦绕心头，女子缠足，何
其残忍的一件事啊！

缠足风俗，是历经千百年的社会风气演
变所造成的。据考证，五代时期，南唐后主李
煜为了寻欢作乐，特别设计了一套舞蹈服
装，让舞者用白绸裹脚，向上弯曲成新月状，
在金莲上舞蹈。而这种舞装，在当时居然成
了时尚，以后还向上流社会流传；到宋代，下
层社会妇女也开始缠足了。缠成小脚必须忍
受痛苦，历时多年，对于妇女的生活造成很
大的影响。因为脚变形，妇女不能蹲着，只能
跪着做事；不可以跑，不然会摔倒。我无法想
象，那时代的女子日日夜夜该忍受怎样的蚀
骨之痛。想想，同为女性，生活在今天的我们
是多么幸运又幸福！

说来惭愧，原来残害女性身心的“缠足
运动”是中国男人发起的，而废除缠足的天
足运动则由外国人约翰·麦克高望组织发
动。幸好，这一运动在推广至各县各乡等社
会底层时，有了张笑寒这样的普通中国女性
接过“接力棒”。事缘则起自她看到的不只是
自己女儿要忍受苦痛的一双小脚，而是一群
身心遭摧残的千百万枣庄女性的悲剧。

编辑“人文齐鲁”的稿件，发现在某一个
时代，总会有些人物成为一个“交集”，就比
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山东的考古史，我曾编
辑过的《吴金鼎：龙山文化的发现者》、《开明
人士辛铸九的传奇人生》等文章中，不约而
同都会出现一个人物，而这个人物也正是今
天B1版的主角——— 国学大师王献唐。不论是
龙山文化遗址的挖掘与历史研究，还是对

“海源阁”文物辗转千里的保护，都离不开王
献唐老先生。难怪诸多学者皆对他不吝赞
誉：“山东少年治学者惟汝一人。”(黄侃
1931年评王献唐)“遥瞻奎虚书藏，敬佩山左
文化五体投地，《封泥》固一代名作，先生实
一代传人。”(上海《晶报》主编张丹翁1936年
致王献唐函)近代山东兵祸匪患不断，公私藏
书曾经多遭劫难，王献唐以保护乡邦文献为
职志，为使文献珍宝免罹兵灾，他或奔走抢
救，或以死相守，或载书避难，历尽艰辛，最
终使重要图书文物得以保存流传，斯功甚
伟，不愧是山东文脉的守望人。

无论是接力者，还是守望人，我们都应
该对他们说声谢谢。

枣刊前絮语

守望与接力

王献唐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图书馆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精通文字、音韵、金石、目录、
版本，又通典籍，兼长诗文、书画和印章。著作等身，字逾千万。有专家曾如此评价：王献唐是“山
东图书馆历史上最有学问、成就最大的一任馆长，同时也是山东博物馆的创始人，可以说他是
现当代图书事业史上的第一人，其人格魅力和巨大成就，影响了现当代图书文献、金石考古、书
画艺术等各个领域”。

山东图书馆史上最有学问、成就最大的馆长———

国学大师王献唐

愤而不问政事
王献唐(1896—1960)，日照市东

港区大韩家村人。父王廷霖，当地
著名中医，酷爱金石。王献唐幼承
家教，五岁练习作画，10岁即能背
诵《唐诗三百首》。十一岁入青岛礼
贤书院求学，后几经辗转于1916年
毕业。当年，在济南《山东日报》任
编辑。

1922年12月，青岛从日本人手
中收回，王献唐作为接收青岛代表
之一，任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帮办秘
书。同年9月，任青岛财政局税务股
股长。后因“奸人觊位，设计中伤”
而离职。

1927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
京，丁惟汾介绍他到南京中央执行
委员会宣传部通讯社(简称中央通
讯社)当编辑。一次，报纸披露了国
民党内部的一些新闻，当局怀疑他
为泄密者。为此，他不辞而别。在这
以前，他都是用王琯的名字，此后
改名王献唐，发誓再不干涉政治。
1929年8月，应山东省教育厅时任
厅长何思源之邀，王献唐到济南任
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直至济南解
放。

潜心研究学问
到图书馆工作，正合王献唐心

愿。他在诗中写道：“劫来济上心私
喜，柱下守书师老耳。商盘周鼎尽
网罗，断碣残碑满眼是。”从此，他
立志在图书馆终其一生，那时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故宫
博物院都曾礼聘，他都谢绝了。

当时的山东省立图书馆经过
“五三”惨案，院内弹痕累累，坑坑
洼洼。王献唐到任后，将院子进行
修整，将破坏的房屋修缮一新。接
着，订立馆内章程，经过近半年的
紧张修葺、整治，1930年1月1日，山
东省立图书馆以崭新的面貌呈现
在读者面前。以前，入馆收费，男女
不同日阅览。如今可以结伴前来，
阅读天数也较从前增加，并全部免
费，因而深受读者欢迎，阅读人数
较前增加百倍之多。

为丰富馆藏，他到处搜集文物
典籍，同国内外学者和有关部门展
开了广泛、活跃的学术交流，曾与
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人参与城
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的挖掘与整理。
1931年4月，赴掖县查办焚烧大藏
经一事，收得掖县海南寺大藏经残
卷2275册。1931年6月份，没收日本
人收购的潍县高鸿裁旧藏秦汉砖
瓦共计527件。从1929年至1937年

“七七事变”前，为图书馆搜集到唐
人写卷、宋元旧椠、明清精刻及名
家抄校稿本746种35400册，使馆藏
量增至218000余册、金石书画文物
17000余件。

“七七事变”前后，他兼任齐鲁
大学教授，主讲文字学和版本目录
学。其间，他坐拥书城，精力充沛，与
国内著名学者傅斯年、李济、董作
宾、黄炎培、刘半农、顾颉刚等进行
广泛的学术交流。他废寝忘食，日夜
工作，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被人们
称为“连生命都不顾的书呆子”。

自1929年-1948年，王献唐任山
东图书馆馆长20年，这是他生命中
最华彩的乐章，尤其从出任馆长到
抗战前的九年时间为鼎盛时期。
1931年3月，他创办《山东省立图书
馆季刊》，是山东省最早的图书馆
学刊物，有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
及图书馆经营方法等，反映了当时
齐鲁文化研究较高的学术水平。他
还整理出版了山东先贤遗稿，汇编
成丛书《山左先哲遗书》20种，还为
图书馆搜集了大量的出土文物，如
青铜、古陶、玺印、封泥、货币、汉画
石刻等，并分门别类地著书、考证。
1934年，又收得滕县出土的三邾彜
器，为世人瞩目，1937年据此写出

《炎黄氏族文化考》。到这时，山东
省立图书馆已是闻名遐迩，成为北
方最著名的图书馆，也是当时全国
收藏文物典籍最丰富的图书馆之
一。

舍命保护文物古籍
山东聊城“海源阁”因其富藏

宋元刻本和名人手抄本，被列为清
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由于兵祸不
断，藏书逐渐被变卖散失。尤其自
土匪王金发占领聊城后，“海源阁”
珍藏更遭空前劫难。王献唐对此心
急如焚，大声疾呼。1929年11月，亲
赴“海源阁”，将匪徒劫后的藏书进
行了检点整理。归来后，写成《聊城
海源阁藏书之过去、现在》、《海源
阁藏书之损失及善后处理》，对土
匪的罪行与当局熟视无睹的态度
进行了强烈谴责，并千方百计将散
失到社会上的“海源阁”藏书购回，
计2500余种3 . 2万余册。

1937年，日军逼近济南，王献
唐唯恐馆藏图书、善本与文物精品
落于敌手或毁于兵灾，便请示当
局，将其南迁。山东省政府主席韩
复榘在他的呈文上批了两个大字

“不理”。其他政府官员逃散，经费
无着，他只得求亲告友，还把自己
的收藏卖掉，拼凑运费。将家眷送
回老家日照，然后将图书文物精品

装成31箱，与图书馆编藏部主任屈
万里和工人李义贵，于1937年10月，
先将书转移到曲阜，托奉祀官府保
管，10月12日晚，又将其精选5箱，
向四川转移。

运往四川的图书文物有古籍
善本438种2659册，书画150余轴；金
石包括陶器、玉器、铜器、甲骨等
734件。他们三人一路上晓行夜宿，
历经艰辛，行程7000余里，终于在
1938年12月24日将图书文物运至四
川，存于乐山大佛寺天后宫。抗战
八年，王献唐在岩洞佛寺自任馆
长，用自己为山东大学与武汉大学
当兼职教授的微薄收入维持保护
图书文物的费用开支。

其间，虽生活困苦，但他志守
弥坚，书斋署曰“那罗延室”(“那罗
延”梵语“坚牢”之意)。在这里，时
有敌机轰炸，每遇敌机空袭，大家
都避入防空洞，唯独他始终守着这
些书籍文物。朋友们劝他暂时躲
避，他总是笑着说：“这些东西，就
是我的生命，一个人不能失去了生
命！”他发誓说：“这是山东文献的
精华，若有不测，何以面对齐鲁父
老，只有同归于尽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毅然辞去
了一切职务，1947年10月，返回济
南，继续担任省立图书馆馆长，兼
任国史馆纂修。1950年12月25日亲
自将原山东省立图书馆的书籍文
物完整无损地运回济南。

王献唐不顾时局动荡，长途跋
涉，颠沛流离，在既无政府支持，又
无经费援助的情况下，毅然护送如
此珍贵的文物并亲自护守九载，其
功绩无法估量！因而，有学者对其
盛赞曰：“虽百世之下，必将与日月
同光，山河并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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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金

家里翻修房子时，父亲手推“黑老
鸹”的一张照片从一本书里掉了出来。
看到照片的一刹那，父亲显得非常兴
奋，因为那辆“黑老鸹”让父亲在当年可
算是“炫富”了一把。

父亲1973年参加工作，是人人羡慕
的公社乡村电影放映员，天天晚上走乡
串村，有时候晚上12点多了还要从30多
里远的地方往家赶。那个时候一般人有
辆大金鹿自行车就不错了。由于晚上家
远，路上也不安全，父亲就梦想着什么
时候自己能骑上一辆轻骑。

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公社党委刘副
书记准备调往县里任职，要卖掉公社里
唯一的一辆轻骑1 5型轻便摩托车———

“黑老鸹”。父亲用试探的口气问书记多
少钱卖，书记说最低50元。在那个时候，
50元可是父亲不吃不喝一年半的工资，
何况保养车的费用也负担不起。看着父
亲渴求的眼神，刘副书记答应30元把车

卖给了父亲，当时父亲是从心里感激刘
副书记。那天，当父亲亲手推起属于自
己的这辆“黑老鸹”时，他立即找公社的
人给照了一张相。看照片中的父亲多神
气呀，心里那个高兴劲不亚于今天的人
们买辆奔驰呢！

父亲把“黑老鸹”骑回家的时候，还
被爷爷猛批了一顿：说父亲不会过，自
己工作这么多年不也只有一辆自行车
吗？不过，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父亲白
天下地干活还要照顾弟弟，晚上就去村
里放电影，多亏了“黑老鸹”，让父亲在
黑夜里节省了很多往家赶路的时间，有
声音和灯的照明也不再害怕夜路。父亲
骑到哪个村，都会引来好奇的孩子们，
以至于成了孩子们看电影之前的花絮。

如今，“黑老鸹”已彻底消失在人们
的视野中，但它给父亲的美好回忆是一
生中的宝贵财富。一张照片让我回忆起
过去的岁月，体会到社会发展之快，今
昔对比，当下的日子真是有了天翻地覆
的变化。

王献唐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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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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