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献唐曾任山东图书馆馆长，
这位齐鲁文化大师一年四季多穿
一件深蓝色大褂，只是在冬季加上
棉袍，生活简朴至极。所得薪水，半
输于书市，家中吃喝接不上时，便
将夫人的首饰典卖救急。且举一
例：1930年夏，晋军入济，王献唐在
隐隐炮声中卸任归家。路过布政司
街的敬古斋书肆时，见到黄丕烈手
校《穆天子传》和顾千里手校《说文
解字系传》，他再也不忍释手，遂将
解职所得一月修俸尽付书商。

王献唐个头约有1 . 9米，脚也
大，喜穿布鞋，因尺码大，市面上难
以买到，常需到鞋铺定做。到了后
来，便穿三儿媳安可荇做的鞋，又
大又肥，走起路来别提有多舒服。
济南解放后，王献唐任山东文物管
理委员会副主任，经常到省内各地
查看出土文物。据其孙子王福来在

《记忆里的祖父王献唐》一文中记
述：有一次，他到一个比较偏僻的
地方去看出土文物，头一天晚上到
了县城，准备第二天到现场调查。
在招待所睡觉时，将大褂挂在衣架
上，夜里，大褂前襟被老鼠咬去了
一大半，穿的鞋也被老鼠拖去了一
只。第二天，县里的接待人员赶紧
到市场上去给他买衣服和鞋子，可
是根本买不到合适的，只好买了一
双最大号码的鞋。王献唐一试，脚
后跟放不进去，只好一只脚穿着旧
鞋，另一只脚趿拉着新鞋，身穿那
件少了一半大襟的大褂，坐着牛车
到了目的地。在场的人都惊讶地注
视着，纳闷他是专家还是乞丐？每
当王献唐讲起这段事情的时候，总
是和家人一起哈哈大笑。

当时，读到这则学人轶事笔者
感觉很有意思，就想弄清楚事情是
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发生的。

近日，读曲阜文士周凤羽《鲁
人随笔》，不想在书中《我所尊敬的
人》一篇中找到了另一种说法。文
章记述道，大概是1951年夏，周凤羽

当时在曲阜县文化馆工
作。一个晴朗的上午，从大
门进来几位客人，其中之
一在四十五岁左右，瘦瘦
的，穿着一件极为平常的

玉白长衫，大襟上一个大大的洞，
露着膝盖，不难想见是抽烟没注意
被烧出来的。再看足下，左脚穿的
旧鞋非常合适，而右脚却是一只新
鞋，看起来很不合脚，因为脚踵还
比鞋长出一大块，走起路来两条腿
极不协调。从同事口中得知，这就
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
家、古代文物鉴赏家，他心慕已久
的王献唐先生。后来得知，王献唐
在兖州下火车后，没有汽车可乘，
只能坐牛拉的那种木轮轿车，土路
颠簸，光顾了说话，不知怎么竟把
鞋弄丢了一只。车子到了孔府，王
献唐入办公室小憩，便立即请人去
买鞋，跑遍全城，也买不到这样大
尺码的鞋子。王献唐不以为意，就
这样从从容容进入文物展室。

王献唐烟抽得很凶，据其家人
说他一天只用三根火柴，早晨醒来
用一根，午饭后用一根，晚饭后用
一根。也就是说，除了睡觉和吃饭，
他就一支接一支地吸个不停。抗战
时王献唐护送齐鲁文物入川，一次
乘滑竿上峨眉山，在过一山涧时，
竿夫不慎失手，滑竿跌落悬崖，幸
被一株藤萝缠住。王献唐让竿夫速
去找人来救，自己就躺在悬于万丈
深渊的竹椅上，点燃一支香烟，开
始吞云吐雾。这样一个嗜烟如命的

“瘾君子”，衣服烧个大洞自然不是
什么奇怪的事。比起老鼠咬坏挂在
衣架上的大褂的说法，似更可信一
些。

一件事情，两个版本，细节有
别，各有所本，但其轮廓大体是清
楚的。趣闻背后，读出的是大师超
凡脱俗的风度。

江凌本姓刘，原名刘松云，
因革命需要，先后用过耶夫、柳
也夫、江清风等名，但用时最
长，最为人熟知的当数刘江凌。
1909年12月，江凌出生在原济南
市长清县陡沟村（现市中区陡
沟街道办事处）一户富裕的书
香人家，后来迁到济南近郊的
南大槐树北街。江凌在济南小
学毕业后 ,因为父亲（曾在北洋
军中任职）的缘故，进入当时以
追求思想进步闻名的天津南开
中学读书。当时南开中学校长
张伯苓鼓励学生组织各种社
团。江凌不仅在学生会中非常
活跃，负责南开中学编辑部，还
加入了自治励学会，成为南开
诸生中比较有影响的人物。

1926年，经进步学者杨尔
璜介绍，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入团后江凌如鱼
得水，经常与积极分子在一起
讨论如何做学生工作，如何具
体地进行学校革命工作。他反
对禁闭思想，反对读死书，死读
书，与反动的学生走狗作斗争，
因此惹恼了当局。1928年，江凌
被南开中学开除。1929年，江凌
考入北京大学后，常与进步学
生吴砚农在一起研究马克思主
义理论和阅读进步书籍。1932

年1月9日，时任北平团市委宣
传部长的胡乔木与江凌彻夜长
谈，发展他入党。第二天由胡乔
木、林枫主持了江凌入党仪式。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江凌
的入党是无候补期的，即没有
经过预备期而转为正式党员，
这在当时需要严格审查的特殊
历史时期是非常罕见的，他以
自己的表现赢得了党组织的高
度信任。此后，江凌先后担任北
平学联、北平抗联主席，党内是
党团书记。

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
族危机空前严重。“华北之大，
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
了。”就在此时，传来冀察政务
委员会将于12月9日成立的消
息，北平学联党团决定在这一
天举行抗日救国请愿。

12月9日上午9点，北大学
生因军警干扰尚未集合，正好
东北大学同学冲入北大，先跑
进去的学运骨干黄敬与江凌两

人一起跑去敲响了北大的校
钟，指挥北大同学集合后冲出
校门。10时许，北平大中学生数
千人集中于新华门前举行了抗
日救国游行。此后的12月16日，
江凌又参与策划进行了一系列
示威游行。

两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得到了全国的广泛响应和声援,

迫使日伪华北独立的阴谋破
产。国民党当局极力拉拢学生
去南京“聆训”，企图分化学生。
12月下旬的一天深夜，北平学
联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
江凌发言说：我们不能对南京
政府抱有幻想，我们必须到农
村去宣传抗日救国，唤起民众。
他的演讲感动了许多人，话音
一落，会场上“哗”地一下高高
地扬起了数十条手臂，终于通
过了组织南下宣团的决议，国
民党的“聆训”阴谋随之破产。

1936年1月，“平津学生联合

会扩大宣传团”正式成立，有4

个团，共约500人，其中大多数
都是一二·九运动中的骨干分
子。宣传团内部组织十分严密，
下设宣传、组织、调查、交通四
个委员会，江凌负责最重要的
宣传工作，对南下途中的宣传
发挥了领导骨干作用。

继而，江凌又赴济南、徐
州、南京等地动员学生参加救
亡运动，其中还发生了这样一
段插曲。当时钱伟长和清华学
生组织了“清华自行车南下宣
传队”，骑自行车到南京去，抗
议蒋介石卖国投敌。1936年1月4

日在济南，钱伟长接受了北平
学联代表江凌转达给他的任
务——— 要在1月15日前赶到南
京，阻止蒋介石接见“伪代表”
的“聆训会”，揭露他镇压、破坏
学生抗日运动的阴谋。江凌的
上述活动大大推动了一二·九
运动的深入发展。

一二·九运动后期，平津学
联决定发起组织全国学生救国
联合会，随后派江凌前往上海
筹建全国学联，以推动全国学
生运动的开展。当时刘少奇领
导的北方局积极指导建立全国
各界抗日救国会，他的秘书林
枫专门为江凌开具了介绍信，
让江凌到上海去找时任中国左
翼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的胡乔
木接洽。

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江
凌在上海旧租界中一家比较体
面的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他
经常穿着整齐的西服，外加灰
色人字呢的西式大衣，携带着
一个黑色的公文包，打扮得像

洋行里的职员。密探特务们怎
么也料不到在他的公文包里，
经常放着他们日夜想查获的重
要文件。

1936年5月29日，“全国学生
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圆明园路
基督教青年会总部（借用那里
做会场）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
有各地学联代表28人。江凌当
时以北平地区代表的身份参
会，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学联
主席，负责领导全国学联的工
作。由于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
全国学联只能半公开活动，他
们随时会遭到反动当局的抓
捕，所以变换住址是常事，例如
亚尔培路、马思南路(均为旧名)

等，他们都曾住过。当时上海的
生活费用比较高，只好各自想
办法，除亲友帮助外，江凌经常
写文章赚稿费维持。为了省钱，
他们经常住亭子间，没有卫生
设备，小便靠自备尿盆，大便得
跑到公共租界去，每次还要花
几个铜板才准入内。通讯联络
只好借用沈钧儒的律师事务
所。

随着全国救亡运动日益发
展，在江苏省委王翰和胡乔木
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由黄敬、
胡乔木、吴砚农、江凌、张慧民
五人组成的小组，在筹建全国
学联的同时参与筹建全国救国
会。在各界“救国会”成立的基
础上，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
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
立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
近70人参加了会议，选举宋庆
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
40余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
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
造时等14人为常务委员，江凌
当选为全国救国会常务理事兼
秘书主任。

1936年10月19日，文化界泰
斗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全国
学联积极为鲁迅先生送殡做准
备。告别仪式在上海万国殡仪
馆举行，参加送殡的全国学联
代表有江凌、吴祖贻等人，他们
举着大幅挽幛随大队由万国殡
仪馆出发，直到虹口公园安葬。
庄严壮烈的送葬队伍，像一股
洪流，成为1936年下半年最大
的抗日救亡示威行动。

□马继业

江凌与一二·九运动
王献唐轶事一则

□魏敬群

【有此一说】

朱仝，济州郓城县人，初
出场时是这样描写的：“身长
八尺四五，有一部虎须髯，长
一尺五寸，面如重枣，目若朗
星，似关云长模样，满县人都
称他做美髯公……只因他仗
义疏财，结识江湖上好汉，学
得一身好武艺。”

他的身高约合今天的1米
8 4，标准的山东大汉，他学关
羽留起了虎须髯，有一个响当
当的外号，人称“美髯公”，这
是朱仝引以为豪的，也是他的
精神依托。朱仝由于外貌似关
羽，他就以为自己是关云长再
生，把自己打扮成关老爷，在
性格上也处处学习关羽，以关
羽提倡的“义”为生活准则，义
薄云天，特别讲义气。作为一
个正义的人，朱仝明知犯法，
也要站出来解救英雄好汉。先
是放走了晁盖，后来放走了宋
江，再后来冒死放走了雷横。

朱仝私放雷横就不仅仅
是义的因素，也有雷横孝心的
感召，雷横与白秀英发生争
吵，白秀英仗势欺人，雷横的
老母被白秀英殴打，雷横大怒

之下怒杀白秀英，被押进死
牢。朱仝负责押送杀人犯雷横
去济州，在城外却把杀人犯雷
横私自放掉，自己被流放沧
州，这可不仅仅是江湖义气的
范畴了，侠义的朱仝出现了，
朱仝的形象有了质的飞跃，与
鲁智深的朗朗侠义之举不分
上下。

梁山好汉108人中最不愿
意上梁山的不是秦明也不是
扈三娘，而是朱仝。不上梁山
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信仰。
放走晁盖、宋江和雷横是朱仝
义的表现，而不上梁山是朱仝
对国家的忠的体现，是大是大
非的问题。朱仝对梁山的两任
寨主都有大恩，上梁山是最受
欢迎的，朱仝没有因为义气而
放弃信仰，他放走晁盖、宋江
不是为了让他们做强盗，而是
保全以求招安，上梁山为土匪

是朱仝不能接受的。
放走雷横后，朱仝没有步

雷横后尘上梁山，而是接受审
判，到沧州去服刑，这是对国
家法律的尊重，也是对国家忠
心的一种表现形式。他的忠心
感动了沧州知府，知府把他留
在厅前听用，把自己的爱子让
朱仝看管，每天带着四岁的小
衙内上街闲耍。

七月十五盂兰盆大斋日，
雷横抱着小衙内看放河灯。吴
用、雷横到沧州，劝朱仝上梁
山，被朱仝拒绝，朱仝说：“先
生差矣！这话休提，恐被外人
听了不好。雷横兄弟，他自犯
了该死的罪，我因义气放了
他，出头不得，上山入伙，我亦
为他配在这里。天可怜见，一
年半载，挣扎还乡，复为良民。
我却如何肯做这等的事？你二
位便可请回，休在此间惹口面

不好。”他说得义正词严又情
真意切，只有一个愿望，复为
良民，对国家、大宋王朝拳拳
忠心溢于言表。朱仝的忠心不
是金钱和快活能打动的。

吴用、雷横劝说无效，使
李逵把小衙内劈成了两半，朱
仝被逼得实在没退路了，只好
上了梁山。但他几次想与黑旋
风拼命，看出他对滥杀无辜的
愤恨，也表现了他上梁山的无
奈。对比秦明，自己老婆被宋
江“借刀杀人”也没这么急过；
扈三娘一家都被李逵灭门了，
也好像没事一样。朱仝无奈上
梁山淹没不了他对国家的一
片忠心。

朱仝对国家的忠心朝廷是
知道的，征方腊胜利还朝后，宋
江落了个被毒死的下场，而朱仝
授保定府都统制，在宋辽对峙的
前沿，远离朝廷，一心一意训练
军队。后随刘世光破了金军，做
到太平军节度使，成为一方诸
侯，和呼延灼一起成为为国家抗
金再立新功的好汉，不幸的是呼
延灼战死疆场，朱仝善终算是对
他忠心的一种奖励吧。

□刘传录

“美髯公”朱仝：不愿上梁山的好汉

梁山好汉108人中山东人有39个，最能代表山东人性格
的不是宋江，也不是武松，更不是杀人魔王李逵，而是朱
仝。他身上不仅体现了山东人崇拜的“义”，还体现了儒家
文化的核心“忠”。

1935年12月9日的北平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再寒冷的天气也压抑不住人们心中的怒火，“停止内战，一致
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激荡在古都上空，一二·九运动正式爆发。济南人江凌作为鼓动者在游行队
伍中来回穿梭，多次参与组织和策划随后的一系列游行示威，并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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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英雄谱】

▲江凌学生时期照片

▲北平学生的游行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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