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2 2014年4月17日 星期四

编辑：徐静 美编：宫照阳青未了·人文齐鲁

在枣庄新城北侧，有一片连
绵起伏的群山，当地人叫袁寨
山，又称九顶铁塔山，山势南北
狭长，东西绵延，形似“井”状，故
名“井”字峪，峪中有一村庄，村
因峪而得名井字峪村。

《峄县志》载：“井字峪，县西
北50里，两崖峭壁对峙，其北岩
回抱如几，琳宫兰宇，层叠参
差……”志书中所说的琳宫兰宇
就是现在的三清观，东汉时建，
是鲁南著名的道教圣地。其中主
殿中的玉皇大帝是用整块石头
雕刻而成，成为三清观中无价之
宝。清末，井字峪内曾有一座儒
学书院——— 井字峪书院，不少文
人墨客曾就读于此，如附近南石
的田姓、西石沟的薛姓、齐村的
崔姓等名门望族的莘莘学子都
在此读书。

三清观内曾植有几十棵汉
代的血柏和唐代的国槐，成为井
字峪历史悠久的象征，也为三清
观这座千年庙宇增色很多，其中
最大的一株血柏三人合抱才能
围拢过来，据传是汉植，当地百
姓将它们视为保护神。现在三清
观的院落里有一块1935年(民国
二十四年 )立的石碑，碑刻的主
要内容是当年山东省教育厅的
一份批文，文末署名厅长何思
源。

查阅有关史料，笔者才知道
护树碑的来历：民国二十三年，
峄县政府为了发展教育，欲将井
字峪内三清观庙宇周围的县属
古树变卖，补充乡师基金。当地
村民认为这些吉祥树木不能砍
伐，对峄县政府的决定坚决反
对。县政府为了达到目的，给山
东省教育厅呈上报告，申明理
由，求得支持。不料省教育厅不
仅未予批准，反而明令制止伐
树，驳回了县政府的申请。村民
们仍不放心，由第二区民众代表
薛蔚亭等人，给山东省政府教育
厅呈上联名信，请求保护井字峪
内三清观庙宇周围的古树。时任
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厅长的何思
源以三四二号公文的形式给以
回复：“呈为井字峪庙树，素为县
属名胜，请出示保护，以防损伤。
由呈文悉查，该县请将井字峪庙
树列入乡师基金一案，业经本厅
指令第一三六九号驳回，不准变
卖矣。所请应勿庸议。仰即知
照。”

当地村民面对何思源厅长
的批复，感激不尽。他们感谢何
厅长此举仰合天心，俯从民意，
乃自发捐资，立下了这块护树
碑，在碑的正面，最上面刻有“万
石流芳”的真诚赞语，其下文详
述井字峪及三清观的历史和树
木保护情况，背面刻上了何思源
厅长的复文。文中对峄县第二区
民众代表薛蔚亭等人上书请求
保护井字峪庙的树木予以批准，
对峄县请求将井字峪庙的树木
列入乡师基金一案予以驳回，并

“应勿庸议”。民国三十五年是一
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当时韩复榘
任山东省省长，各项规章制度都
非常严厉，而作为主管教育的何
厅长明辨是非，不以官压民，公
正断决此案。这虽是小事一桩，
可见当年何思源主持下的教育
厅行政工作值得后人肯定和赞
誉。

三清观内的庙树之争时过
七十余年，遗憾的是当年的参天
大树现已消失，令人欣慰的是当
年为了保护这片千年古树的护
树碑被保存了下来，前几年又被
重新立起来，现在作为一种见证
历史的物证，时刻警示着我们保
护森林、爱护家园。

汇集南北各地藏书

聊城杨氏海源阁乃清季著
名私人藏书楼，当时与常熟瞿氏
铁琴铜剑楼齐名，素有“南瞿北
杨”之称。海源阁书之主要购藏
者为杨以增。杨以增（ 1 7 8 3 -
1856），道光二年（1822）进士。道
光十四年（1834）后在广西、湖北
任道员，开始购藏书籍。道光十
八年（1838）杨以增奔父丧归里，
因藏书渐多，乃于道光二十年

（1840）建藏书楼，题其名日“海
源阁”。

道光二十八年（1848），杨以
增升任江南河道总督，官署设于
清江浦（今江苏省淮安市），这里
是淮河与运河交汇之地，也是联
接南方与北方的漕运中心，同时
还是明清两代文人骚客汇聚之
区。杨氏在此任职8年，近水楼
台，收购江浙诸藏书家珍善本书
甚多。常熟毛氏汲古阁、虞山钱
氏绛云楼、昆山徐氏传是楼乃海
源阁藏珍秘本书之渊源。太平天
国时期，战火燃至江浙一带，各
家旧藏纷纷散出。杨以增据守清
江浦，地近江浙，故购获甚多。江
浙旧籍流入书贾之手者更多，他
们知道杨以增嗜藏书，乃持书单
登门洽谈。清江浦的河道总督衙
门到杨氏的老家东昌府不足千
里，凭借运河一帆可航，数日即
可到达，每年络绎不绝的北上运
粮船，更给杨以增提供了将获购
珍籍源源不断运回海源阁的方
便，故杨以增在江南河道总督任
上收购的江浙旧籍量多、质高，
成为海源阁藏书的主体。

几番劫掠书尽楼空

据说，杨以增曾有遗训，指
示将海源阁藏书分作两份，十分
之四藏于聊城祖宅阁中，十分之
六 藏 陶 南 别墅。咸 丰十一 年

（1861）捻军至肥城西境，居杨氏
别墅陶南山庄者一昼夜，其藏书
被焚十之四五。这次捻军所焚之
书，约占杨氏全部藏书的四分之
一左右，且孤本珍籍甚多，实在
是一次大损失。

海源阁书之最终损毁散出，
是上个世纪20年代末期的事情。
1927年，京津等地传出杨氏出售
海源阁藏书的清单，共开列子、
集类书籍26种，价格7万余元。张
元济与傅增湘在1927年11月、12

月的通信中，多次讨论此事。
1928年春，西北军马鸿逵部占聊
城，海源阁书稍有损失，次年冬，
杨敬夫匆匆回到聊城，将海源阁
书中之精品装十几大箱，雇汽车
运至禹城，而后转火车运至天
津，藏在他的英租界住所中。
1929年7月，土匪王金发攻陷聊
城，其司令部设在杨宅内。他的
书记官、参谋都是清末的秀才，
略识版本之优劣，乃将杨氏运存
天津后剩下的宋元珍籍、金石书
画，择其珍贵者掠去。这次土匪
劫毁之书，皆海源阁藏宋元珍善
本书，普通版本未曾波及，劫毁
数量不甚大，因为海源阁藏珍善
本书在此以前大部分已运至天
津保存了。

至1930年春，土匪又进聊
城，盘踞海源阁杨宅。此后又有
改编之军队入城，此去彼来，连
续不断，时间长达8个月之久。不
仅珍善本书荡然无存，而且普通
明清版书亦大量被劫掠损毁。据
说，土匪进城后经常拿杨氏藏书

出售，购者随意给钱，并不计较。
有时或撕开包物煮饭，或作枕头
使用。事后有记者前往采访，听
目击者说，匪徒退后，杨宅空无
一人，“院内室外，书籍满地，厕
所马厩，亦无地无之，院内书籍，
尽为大雨淋烂”。

1930年12月14日、15日，杨氏
将劫余之书籍，装置50余箱，用
马车运至济南，存放在经二纬一
路东兴里杨氏私人住宅中。杨氏
几代人所刻《海源阁丛书》的书
版和少量书籍，被运到聊城西南
田庄杨氏祖坟旁的“弘农丙舍”
存放。至此，海源阁书尽楼空，已
无只字片纸。

藏书散佚范围多在北方

自1927年至1930年底，海源
阁书两次遭劫，两次外运，此后
其散出之书流布于天津、济南、
北平等地10余年，或被书贾攫
去，或入公私藏书家手，星散于
各地。1931年下半年，杨敬夫又
将包括“四经四史”等镇库珍籍
在内的92种宋元版书，以8万元
价格抵押给天津盐业银行。抗日
战争胜利后，作价1500万元，收
归国有，交北平图书馆收藏。此
外，北图历年留意海源阁散出之

书，购获颇多，今共收藏有海源
阁书170部左右，共中30多部被
选录在《中国版刻图录》上，作为
古籍善本的精样。总之，杨氏运
津之书多被北图购去，其余零星
辗转出售。

杨氏运济南之书50余箱长
期封存于其私人住宅中。1942年
杨敬夫将这批图书运至北平准
备出售。山东图书馆馆长辛铸九
等人捷足先登，以300万元购妥，
于1943年运回济南。抗日战争胜
利后，全部归入山东图书馆。

被土匪劫去之书，散落华北
各地，辗转出售，有些为公私藏
书家收买，有些下落不明。土匪
劫海源阁之书，有一些随即在当
地出售，辗转归于济南书贾，山
东图书馆购得多种。当时北平书
贾闻讯，来济购买者络绎于道，
故流入北平书市者亦甚多。

海源阁虽然只存在了近百
年，但其在山东运河区域的文化
价值与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它通
过运河将南北各地珍籍汇藏于
聊城，一度改变了私人藏书以江
浙为中心的传统格局；同时杨氏
祖孙四代大量刻印家藏的各种
书籍，并整理刊刻藏书书目，极
大地促进了山东运河区域文化
的普及与发展。

□王云

海源阁藏书与运河的聚散离合
何思源与

三清观护树碑
□李海流

【齐鲁寻踪】

□曲海波
青岛世园会的历史情怀

明清山东运河区域藏书家多，海内知名的大家亦多，如康乾时德州卢见曾雅雨堂，藏书10万余卷；乾隆年间曲阜孔继涵
微波榭，藏书数十万卷，抄书刻书甚多；晚清临清徐坊归朴堂，“当其盛时，家富万签，骎骎与南瞿北扬齐驱并驾”。在诸多藏书
家中，聊城杨氏海源阁藏珍善本书多，来源广，历时久，影响也最大。海源阁藏书的聚与散，与京杭运河的关联也最为为紧密。

【口述城事】

海源阁劫后乱象(拍摄于1929年)

4月25日，备受世人关注的
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简称青岛
世园会）将正式开园纳客。2014

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以“让生活
走进自然”为主题，展示绚丽多
姿的园林景观、园艺科技和园艺
文化，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
永恒追求。

旁征博引，青岛市的园林建
设始于20世纪初，1904年，青岛
在今太平山周围建设起了中国
最早、规模最大的现代森林物种
试验场，林木园地约百万平方
米，果木园地约4万平方米。林业
专家引进世界各地的花草树木
170余种、约23万株，奠定了城市
绿化的科学基础。

早在20世纪20年代，康有为
先生就曾赞美青岛为“红瓦绿
树，碧海蓝天”。1912年，经过8年
育林的太平山和会前森林试验
场改为森林公园，并对外开放。
是年9月29日，到青岛访问的孙中
山先生有机会了解了这里的森
林绿化状况，并对城市和自然和
谐相处的规划设计思想表示了
赞同。据1914年史料记载统计，其
时青岛已有官有林39000亩，民有
林100000亩，海岸防风沙林1300

亩，水源涵养林30000余亩。

1923年5月，胶澳商埠农林
事务所在青岛地区制定推行造
林奖励办法，规定凡在胶澳商
埠区域以内，无论个人或团体
申请造林，属勘定的造林区域
内，均可享受造林奖励办法。奖
励办法有三种，一是无偿给予
树苗或种籽；二是派技术人员
为其计划造林或指导作业；三
是为其造林地配备森林警察或
请当地乡董地保担负保护职
责。这一造林奖励办法的实施，
有力地推动了当时青岛园林建
设。1929年5月22日，为纪念共和

制度的缔造者孙中山，国民政府
将太平山和会前山林命名为中
山公园，同时建立了清明节栽植
总理纪念林制度。

历史上，青岛市内的公园，
德日侵占时期设置6处。民国建
立以后，公园成为青岛市政建设
的重要内容之一，上世纪30年代
先后建设了海滨公园（今鲁迅公
园）、观象山公园、栈桥公园、太
平角公园、东镇公园、西镇公园、
四方公园等7处公园。1939年，青
岛市农林事务所绘制发行《青岛
市森林面积全图》，对青岛全市

（市区和郊区）森林进行了分类
标注图示。该图有附表两张，一
为青岛市森林面积统计表，内容
包括青岛官林、海泊桥官林、黄
草庵官林等19处官林的面积统
计及官林总计和民林约计；二为
东镇、崂山、夏庄、薛家岛、红岛、
海泊桥和李村7处苗圃的面积统
计；图例包括官有林、民有林、官
有水源涵养林、民有水源涵养
林、民有特别风景林等，可见青
岛市园林建设管理之规范。

20世纪30年代，几乎所有客
居青岛的学者和作家，都曾对这
里“好像是一片汪洋的绿海”的
茂密树木留下深刻印象。老舍先
生在铺着草坪并种植着玫瑰的
大学校园，每天早晨一抬头看见
的是山上的树，而梁实秋在窗口
看见的也是“山坡起伏绿树葱茏
之间，红绿掩映”。绿色，已成为
青岛这座魅力海滨城市的一个
重要代表元素。

至20世纪50年代，绿化城市
在青岛已经蔚然成风，上至老人
下至儿童，都为城市的园林绿化
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树成为了
青岛的表情，树也成为了青岛的
城市肌理；树是青岛生机勃发的
象征，树也是青岛的灵魂。

上世纪30年代青岛中山公园小西湖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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