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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青未了

夹壁墙里的宝藏

□ 徐静

13年前，在济南章丘的
埠村西鹅庄村曾发生过一件
轰动一时的事件：在村中一
户人家老屋的夹壁墙里，发
现了清朝名人马国翰的大量
木刻雕版，而发现刻版的房
屋却是马国翰的亲家、另一
位章丘名人——— 清政治家、
学者、藏书家李廷启的故居。
这真让人感叹，章丘埠村这
样一个狭小之地，却如此人
杰地灵，大概是与埠村地处
齐鲁文化的交汇处，既得鲁
文化传统的深厚滋养，又深
得齐文化传统的浓郁包孕有
关吧。而读过《百年翰墨香
书亡版犹存》这篇文章，其中
一个细节令人玩味：李廷启、
马国翰相继辞世，这批书版
的继承权成了问题，马国翰
的继子想继承，马国翰夫人
却对女儿格外偏爱，暗地里
将这批书版运往了李家，并
盖起了三间带夹壁的房子，
将书版收藏了起来。女儿、女
婿继承父业，将二老遗稿整
理重刻，才使藏版得以保存
下来。看来，好东西也要传承
给懂它的人，才会长远。

我们人文齐鲁的《画说
济南》之老街巷系列到今天
会暂告一段落，画作者张国
华先生特意选定了东流水街
作为收尾，他告诉我，尽管还
有很多济南的街巷没有收
录，但老街巷的收尾还是用
了这条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
消逝的老街，因为这个富有
哲理的街名，恰好印证了古
来万事东流水，有不可复返
的 意 思 在 里 面 。作 者 的 初
衷，是希望借助这些画作还
原老济南那种小桥流水人
家的生活面貌，唤起更多人
对济南风土人情的一种认
知。

这也是人文齐鲁一贯秉
承的思路，今后，我们将挖掘
更多发生在齐鲁大地上的传
统文化、近现代文化和红色
文化，希望通过社会各方的
支持做得更好更丰富，守护
好读者的这片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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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 马永涛

两位辑佚大家

这批藏版的主人既然是马
国翰，为什么会藏在李廷启故居
的夹壁墙里？

马国翰(1794—1857)，字词
溪，号竹吾，历任陕西石泉等县
知县，陇州知州。年轻时开始辑
佚，倾毕生精力完成了《玉函山
房辑佚书》，西鹅庄大部分藏版
是马国翰毕生辑佚的心血。

李廷启(1789—1849)，40岁之
后出仕，为官足迹遍及广州、雷
州、湖北、直隶等大半个中国，官
至顺天府尹，60岁时卒于任上，
留下了“十年树木人何在，千里
之官客未归”的人生遗憾，有《纫
香草堂文集》等书稿传世，他的
作品也是西鹅庄藏版的重要组
成部分。

马国翰、李廷启是清代两位
著名的辑佚大家、藏书家，他们
不但是儿女亲家，更是志同道合
的挚友，同样的教书生涯、官场
经历和藏书辑佚爱好，将两个家
族和这批藏版紧密联系在了一
起。据《续修历城县志》载：“国翰
家贫好学，自为秀才时，每见异
书，手自抄录。及官县令，廉俸所
入，悉以购书，所积至五万七千
余卷。”《章丘乡土志》载：“廷启
著有《纫香草堂文集》二卷、《诗
集》十卷，《诗余》一卷，《四书文》
四卷、《试体诗律赋》各二卷、《夏
小正诗》一卷行世。”搜集、辑佚、
雕版耗费了马国翰、李廷启毕生
的心血。

李廷启去世8年后，马国翰
也撒手人寰，其继子想继承家
产，其中当然包括这批书版，马
国翰夫人却对女儿格外偏爱，暗
地里将这批书版运往了李家，盖
起了三间带夹壁的房子，将书版
收藏起来。因此真正将这批雕版
保存下来的，是李廷启的儿子李
宝赤和儿媳(马国翰之女)，他们
继承父业，将二老遗稿整理重

刻。后来，山东巡抚丁宝桢曾命
人将这批藏版取出，找工匠补刻
了书版残缺者，但其复刊版本因
数量较少，且多作为礼品送与达
官贵人，现多散佚了，这就更加
显现了这批雕版的文献价值。

一座传奇老宅

西鹅庄李廷启故居是一座
保存完整的清代民居，已有160

多年的历史。前院的大门、客厅、
东西厢房、后院的三层青砖小楼
都无言诉说着历经的沧
桑变化。直到今天，我们
进入这座小院，依然会
为 它 框 架 式 的 客 厅 结
构、高超的卯榫木质大
门、坚固的廊柱所折服。
藏版的夹壁墙就在后院
的老屋里，似乎这建筑的存在就
是为了保护这批旷世书版能够
重见天日。

1999年秋，阴雨连绵，藏版
老屋渗水，为防雕版损坏，李廷
启五世孙李应顺将雕版取出，于
2000年5月全部捐献给国家。这
批藏版共5 9 6 6张，每版2 8厘米

长、18厘米宽、2厘米厚，涉及经
史子集等书籍5 5 8部，约4 2 0万
字。

百年翰墨香，书亡版犹存。
鹅庄藏版的重见天日，不仅是辑
佚史上的一项空前成就，而且解
决了学者们到处翻查古籍的繁
杂，为他们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
极大方便。这批雕版中有近十种
书目在现存的中国各地藏书中
没有印书，如《尚书逸篇》、《尚书
古文训》、《中国丛书编录》、《山
东文献书目》等。同时，一次性发
现这么多名家著作原版，这在全

国也是不多见的，这批雕
版对研究清代山东的印
刷技术、印刷史也有着极
其重要的意义，填补了我
国文化史上的许多空白。

历经清朝、民国、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文

革”、城镇化拆迁等诸多变迁，这
一老建筑能够如此完好地保存
下来，本身也成了一个传奇。直
至今天，这座老宅子依然有许多
未解之谜，比如移动基站就在附
近，但手机在院子里就是没信
号；前院东厢房的室内面积明显
小于外围测量的面积，墙壁的厚

度超出了正常范围很多，这面墙
是不是夹壁墙，里面是否还有文
物？目前还不得而知。

六次访书佳话

1936年前后，著名学者王献
唐与好友邢蓝田曾六次赴鹅庄
村访书。邢蓝田在他的《鹅庄访
书记》里叙述他往访鹅庄的原
因，李廷启“与道州何绍基子贞
昆仲交莫逆，故所藏何氏墨迹独
夥。又与历城马国翰竹吾为儿女
姻亲。竹吾卒后，所有玉函佚
尽……慕其收藏之富，而惜其散
佚也，于是先后六访其遗书焉”。

当时，王献唐和邢蓝田在鹅
庄收购了部分书籍和书法作品，
其中尤为珍贵的是从李家访得
马国翰手札九十页，购得马国翰
考证古钱币的书版610块，又在
集市上买得114块，共计724块。
该版是把古钱币镶嵌在雕版上，
旁边有旁证文字，十分难得。

当然，王、邢二人到鹅庄访
书，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
给马国翰正名。因当时有人认为
马国翰的辑佚书是盗刻清代另
一辑佚大家章宗源的，围绕这桩
公案，学术界展开了讨论，众说
纷纭，莫衷一是。著名学者王重
民详考史实，撰《清代两个大辑
佚书家评传》,刊于1932年《辅仁
学志》3卷1期 ,两大家即章宗源、
马国翰 ,认为章、马二人各成体
系，源流清晰，都在辑佚方面做
出了突出贡献。王献唐也留心乡
邦文献,在其《篙庵闲话跋》中为
马国翰正名。邢蓝田在王献唐的
指导下，根据鹅庄访书所见、所
闻、所得，撰《鹅庄访书记》发表
于《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1936

年1卷2期，同时影印马国翰手
札，成为替马国翰正名的有力证
据。而2000年藏版的重见天日，
更是提供了马国翰作为辑佚大
家的实物证据。至此，马国翰《辑
佚书》学术冤案才得以彻底昭
雪。

百年翰墨香 书亡版犹存
——— 西鹅庄清代藏版发现始末

马国翰是清代著名的辑佚大家，所著《玉函山房辑佚书》填补了我国

文化史上的许多空白，但由于战乱等原因，该书大多散佚难寻，令很多学

者引以为憾。2000年，章丘市埠村街道西鹅庄村的李应顺将藏在李廷启

故居夹壁墙里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等5966张书版捐献给国家，百年翰墨

犹香，字字前辈心血，写就了一段书版传奇。

李廷启故居。（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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