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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先生蒲松龄的“穷酸”

见东家时仔细揣摩心思，生怕得罪；向东家请假去
看看朋友，还要思忖半天；东家没按时给教书钱，自己
却顾着体面不敢要，还要跟东家赔笑；吃的是斋饭，盖
的是破被；教的课少了，东家嫌先生懒，教的课多了，学
生与先生结仇；夏天苍蝇纷扰只能用蒲扇驱赶，冬天寒
冷难耐学生皆散只剩老师自己。虽然教书先生苦，但是
不教书也没别的可干。蒲松龄将自己艰苦困顿的教书
生活，以自嘲的方式编成小曲，最后发出感叹：谁说万
般下品，这高些不过五斗腰折。

几百年后，这部收录在《聊斋文集》中的小曲《学究自
嘲》，出现在《济南历代著述考》“蒲松龄”的词条下，与蒲
松龄其他71种著作排列在一起。每种著作标明了卷数、不
同版本以及收藏于何处，有些著作在条目旁还附上了原
书的图录。翻阅这些庞杂的著作，原来蒲松龄不仅有享
誉后世的《聊斋志异》，还有《日用俗字》、《帝京景物选略》
等教授学生用书，《问天词》、《慈悲曲》等鼓词小曲等，在
人物的小传下，按照经史子集的顺序排列着。

以同样的体例，《济南历代著述考》收录了济南
2900余人的著作7000余种，从先秦的扁鹊，到清末的郭
连科，按人物时代先后顺序排列，总数占山东省的四分
之一还要多。

“这跟济南疆域的范围不无关系。”《济南历代著述
考》主撰者徐泳说，“既然是《济南历代著述考》，那么

‘济南’的概念就有必要确定清楚。”济南之名，起于汉
初，最初称为“济南国”，到明代以至清朝雍正前期，济
南府属四州二十六县，几乎占全省三分之一，德州、泰
安、武定和滨州等地都隶属于济南府。

“所以，《济南历代著述考》不仅囊括今天区划属于济
南者，比如历城马国瀚、济阳张尔岐等，在其他时代隶属
于济南府的，也一并收录。”于是，淄川（今属淄博）蒲松
龄、新城（今山东桓台县）王士禛等文坛重量级“大腕”及
其著作，也出现在这部110多万字的书中。这意味着，从广
义上来说，提起济南的名人，不再只有李清照和辛弃疾。

“诗文集在济南的各种著作类型中是最多的，占一
半以上，这与济南是省会城市有很大关系，各地士子文
人过来赶考，聚在一起时难免唱酬一番。”而作为济南
特有的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等山水名胜，自然会频
繁被文人们拿来唱咏。

嘉庆七年，李元春到济南拜访好友陈茂才，两人共
游千佛山，在山上遥望马鞍山和华山，二人唱和吟诗，
诗作收录至《二南文集》。这段佳话被记录于《二南文
集》的小序中，并载于百年之后的《济南历代著述考》。

翻看附于其后的书名索引，《明湖韵事》、《华不注山
房诗》等作品，都成为文人雅士寄情于济南山水的铭记。

鸥盟诗社里的惺惺相惜

很多文人故事也被《济南历代著述考》记录其中。
书中，历城范坰《新齐音》一条中记载：范坰十分擅

长诗古文辞，曾与周二南、谢问山、何岱麓等，在大明湖
上结鸥盟诗社，常以七十二名泉为题作诗文。

一个以诗文结社的美谈由此引出。徐泳在编排人
物及其著作时，特意将同年、同科人士排在一起，通过
他们的作品目录，就可发掘出他们交游的关系。

翻阅《济南历代著述考》，与范坰著录相邻的历城
诸生李醉琴，其《醉琴诗》有范坰之序，称李醉琴诗“流
利稳成，出尘拔俗”；与李醉琴相邻著录的历城诸生陈
葑，其《淡简斋诗草》中收录了寄给李醉琴的诗；历城恩
贡周乐的《二南文集》序中，则详述了周乐帮助陈葑料
理他父亲的丧事；收录于马国翰文集中的《花朝日偕周
二南（即周乐）、王秋桥、谢问山、朱退旃、李秋屏、彭蕉
山泛舟明湖即事四首》，表明了马国翰与他们的交游，
而诗中所提及的正是鸥社的活动。由此，一个鸥社的集
会活动和成员之间的交游，就初步显现出来。

他们除了在作品上互相品评，在创作上也互相鼓
励。周乐认为自己擅长作诗，作文只是闲暇娱乐，并且数
量不多，所以不愿意将自己的文章刻版流传，认为多传
不如专传。而其好友李元春则不这么认为，他与周乐游
趵突泉时，特意打个一个比喻：“比如趵突泉三个泉眼，涌
出的水不过一尺有余，却成为济南第一奇观，散而成为
大明湖，带给观赏者喜悦。你的文章不都是没用的，有很
多针砭时弊之义，应当流传。”那时的激励，似乎是这些科
考失意的士子们最大的安慰。于是，道光二十二年，《二南
文集》二卷刻行于世，社中成员相互翻阅品评。如今，这本
差点流失的著作，正静静躺在山东省图书馆古籍部中。

张居正著作被误抄成张尔岐之作

这些散见于《济南历代著述考》中的材料还有很
多，集合起来，给想要进一步研究鸥社的人提供了珍贵
的线索，一些历史也被还原。

济阳张尔岐专注于研究易学，却有一本关于尚书研
究的《书经直解》被收录在各个书目中。同时，明代首辅张
居正亦著有《书经直解》，这引起了徐泳的怀疑。他找来张

本报记者 张榕博

2015年3月9日，新中国伦理事业
的奠基人罗国杰先生逝世，享年8 8

岁。在伦理服从于阶级的时代，他以
“个人利益应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
益”的马克思主义伦理主张闻名于
世。步入晚年后，他承认，早期的理论
是错误的。

罗国杰是一位影响了几代中国
人思想品德观念的人。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当破旧立新的思潮席卷中国
时，我国的伦理学学者们正在为告别
几千年中国传统道德后的伦理真空
发愁。

如何重建社会规范？罗国杰在当
时整理、编辑并推广了马克思主义伦

理学，填补了当时的伦理空白。他的
研究成为日后大、中、小学思想品德
课的主要内容。比如“集体主义”就是
由罗国杰整理提出的，他提出“集体
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二者发生矛盾
时，个人利益应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利
益”等时代规范，他甚至还解释了什
么是“共产主义道德”。对待传统伦
理，罗国杰曾不止一次称：封建糟粕
应当评判地继承，为我所用。

不过，到了晚年，罗国杰却愈发
关注起传统文化在中国日常伦理中
的作用。他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作品逐渐减少，转为《中国传统道
德》、《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等思考
传统文化伦理价值的著作。他曾提出

“以德治国”的理论，从1999年到2000年

间，罗国杰为江泽民单独上课的课程
名就叫《儒家思想与政治治理》。

晚年的罗国杰被学生称作“现世
的儒者”。他曾说，儒家讲求“吾日三
省吾身”，他则坚持做到“四省”：“我
最喜欢的格言是陶行知先生的每日
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
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
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
的道德有没有进步？”

罗国杰承认，建国后对传统伦理
道德的态度是错误的。“回顾新中国成
立以来的40多年内，我们在对待中华民
族传统伦理道德的问题上，从具体实
践来说，既受‘左’的思想影响，又受

‘右’的思想干扰，没有很好地采取辩
证分析的态度，否定过多，继承很少。”

罗国杰：

早期独尊“集体”

晚年回归儒家

《济南历代著述考》揭秘未被发掘的济南文化圈

济南文人
原来如此灿烂

居正著最早版本的影印本，与标注为张尔岐
著的原书进行比对，发现竟然一模一样。

“标注为张尔岐的《书经直解》是抄本，
说明抄书人据传闻书写，没有仔细调查。”徐
泳说，“张居正当时是皇上的老师，这本书应
该是他教授时所编的课本。”

在搜集条目时，有一个作者注为“章邑
汇庵”的《尔雅宗经汇说》，“这显然不是作者
的真实姓名。”同时，徐泳发现其他书目中有
章丘举人杨开运的《尔雅宗经》，比对发现，
两者为同一本书，而杨开运，字会葊，与汇庵
同音。“应该是同人不同字引起的著录讹
误。”很多著录为“亡佚”的书，徐泳也在资料
的搜集中找到了存书。

“目录的编辑是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的过程。”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
长杜泽逊说。

收录的作品八成未被挖掘

通过这去伪存真的一个个条目，我们感
受到的是济南人的精神和品质。

淄川进士孙光辉为官时，被其他官员诬
陷入狱。李开先一直为他辩护，历经十年，终
于还孙光辉清白，归家不久，便重病身亡。

临邑女邢慈静随夫马拯赴黔中上任，然
而马拯却客死异乡，邢慈静带着孩子，扶着
丈夫灵柩回乡，经历疾病、穷困和路途险远，
未曾放弃。

田告为专心埋于深草中作文，读到错谬
之语柳文洙不禁击桌而怒，《济南历代著述
考》中的这些人物小传、作品提要，仿佛是一
幅幅性情的卷帙。看似一个个冷冰冰的条
目，背后却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

最值得称道的则是前人保护乡邦文献
的努力。乾隆年间德州学者宋弼与卢见曾合
辑《国朝山左诗钞》后，又辑《山左明诗钞》。
当时益都学者李文藻也参与了搜集工作。宋

弼把《山左明诗钞》稿本交给卢见曾，希望卢
氏刊刻行世。乾隆三十三年秋，卢见曾获罪，
被抄家，数十万卷藏书都堆在德州官府内。
时宋弼官至甘肃按察使，入觐途中死在洛
阳。李文藻深恐此书就此湮没，第二年正月
赶到德州，托人购买此书，花了三天时间，才
从书堆中清理出该书的稿本三十五卷。可是
未找到诗人小传。数日后，宋弼的灵柩从洛
阳迎到德州。李文藻吊唁后，打开宋弼的行
李箱，小传一册正在其中。这年秋，李文藻得
授广东恩平知县，就携带这部稿子南下广
东。次年夏到任，入冬即着手校刻，使这部收
录四百三十一人诗作的山东文献得以问世。

在搜集条目中，偶然碰到在古人文集中
提及但在其他目录中没有著录的作品，徐泳
也把它们收录进来。在撰写人物小传时，从
各个目录或县志、墓志铭和文集中，搜寻零
星的资料，加以考证收集。

“想要知道济南有什么文献，哪些是十
分珍贵的，《济南历代著述考》提供了这样一
份基本的资源。”杜泽逊说，通过这本书，图
书馆可以知道采购怎样的书籍，知道哪些书
籍应该被保护起来，学者可以知道哪些书没
有被整理过，然后去做这项工作。“在传统文
化越来越被重视的情况下，作为基础的目录
工作，越来越需要。”徐泳说。

“《济南历代著述考》收录的书80%没有
被挖掘研究过。”徐泳说。《济南历代著述考》
收录的《榆西精舍集明湖楹联》，辑录着民国
文人沈绍盈游览大明湖时随手抄录的楹联，
其中绝大多数楹联为历代方志所未著录和
提及。现在人们知道的只有“海右此亭古，济
南名士多”，却不知亦有“当歌仍对清荷渚，
作思回记白雪楼”。

“如果史料还没有被大量挖掘出来，怎
么能写出可信的济南历史呢？现在是书目发
展的顶峰，将来也会有人考证出《济南历代
著述考》的讹误。“徐泳说，“但济南的历史，
会在这种无休止的研究中愈见丰富。”

大明湖上曾风光一时的鸥盟诗社，牢骚满腹的家教老师蒲松龄，因后人误抄而被
“盗版”的明朝首辅张居正，早已失传的大明湖楹联“当歌仍对清荷渚，作思回记白雪
楼”……这些，终于在近日出版的《济南历代著述考》中重见天日。

由山东省图书馆研究员徐泳编纂的《济南历代著述考》一书，著录了济南地区历朝
历代的文人著作。这些为进一步丰富和改写济南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素材。

本报记者 陈玮

徐泳在家阅读由自己编撰的《济南历代著述考》一书。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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