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源阁藏书首次遭难是在咸丰
十一年。时太平天国军在江浙一带
将天一阁等洗劫一空，北方则有捻
军袭扰齐鲁大地。是年二月，捻军渡
运河北上，将杨氏肥城西华跗庄陶
南山馆所藏焚失近半，所焚多为宋
元旧椠，尤以经部为多，损失当有四
五万卷，宋元旧本近百种。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入
北京。当时海源阁主人杨保彝正服
官京师，居住于南顺城街，家居亦
被“撞破”。杨敬夫云：“公元一九
零零年庚子之役，那次战乱中丢失
了古代文物及宋元珍本书籍一百
多种。”

民国以来，政局动荡，以致海源
阁藏书迭遭损失，前后计三四次之
多，历数年之久，初为匪劫，继遭兵
燹。1929年7月10日，匪军之一河北
馆陶土匪王金发进入聊城，海源阁
帖片、册页、字画损失大半。1930年，
王冠军等土匪入聊城，肆意劫掠杨
氏藏书，损毁变卖，计损失经部十分
之七，史部十分之四，子部十分之
四，集部十分之三，宋元版完全损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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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源阁藏书

历次劫难

家族解码

丁延峰
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

一件物品，或许它并不精美；
一门技艺，或许已不再风光。但它
是一件“传家宝”，是祖辈父辈的
留念，是家风古训的流传，是古老
技艺的继承。节俭、谦恭、不贪图
富贵……良好的家风家训，是家
庭和睦、子女成长的法宝。即日
起，齐鲁晚报、齐鲁晚报网邀您晒
晒您家的“老物件”、“老手艺”，讲
讲传家宝的故事，聊聊您的优良
家风。

稿件字数不限，可长可短，需配
有图片。来稿请发邮箱至qlwbgw@
163 .com。

晒晒“传家宝”
聊聊“家风”

中国古代藏书大多是为
了保藏，让其后代永远传承下
去。而山东聊城杨氏藏书和这
些一般藏书家的一个重要区
别是：除了收藏、悉心保护这
些文化遗产外，其中一个最重
要的目的是“经世致用”，即如

何服务于社会、国家，这也是
杨氏藏书的最终价值取向。

“经世致用”，由明清之际
思想家顾炎武等人提出，认为
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
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
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
学。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
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
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
效。同时，它不尚思辨，而是很
实在，很实用地教人们如何做
人，如何行事，教管理者如何
治国。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
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
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
为己任”的情怀。

这种思想至少可以追溯
到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也
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传统儒学
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

清代中晚期，社会经济政

治形势日益恶化，“经世致用”
思想在一些忧国忧民的官员、
知识分子中日益凸显出来。而
杨氏也正是这一大背景下诞
生的学者、官员和藏书家。

海源阁第一世主人杨以
增，首先是一位学者，在治学
上，他提出“海源”思想，读书
既要博涉，更要精读十三经、
前四史这样的经典。从这些经
典里，不仅可以汲取知识，更
能获得做人立事的道理。

其 次 作 为 一 名 政 府 官
员——— 江南河道总督，他“熟
复兵河盐务诸书，以考其得失，
要务为经世之学”，不仅以身作
则，严以律己，勤政爱民，政声
清廉，且治理有方，口碑甚好。
在其宦海生涯中，他致力于实
政，无论是整顿河工、兴修水
利、救灾放赈，还是漕运财政改
革等，均有不俗政绩。

再次，身为一藏书家，其
收藏图书也紧紧与治学、经世
联系在一起。

杨氏的学术思想和治学
理念对于藏书起了决定性作
用。如对汉学原典的收藏，构
成杨氏藏书的最主要部分。对
宋学的推崇，亦使他尽藏理学
家的著作。他每到一地，必先
收藏当地方志，以了解当地风
俗世情。他收藏的职官类、河
渠类等书籍，均是经世必读书
目，都是治河的必读之卷。而
这些书籍一般藏书家不予收
藏。杨氏正是从这些藏书中汲
取了营养。这些都体现了一位
大藏书家的思想视野和胸怀，
不苟苟于私藏之蝇头小利，而
以收藏、治学、经世为国家大
用。

因而，杨氏在中国古代知
识分子中堪称典范。

杨杨氏氏藏藏书书重重在在服服务务于于社社会会、、国国家家

书书非非读读不不能能藏藏
——— 海源阁的没落密码

山东师范大学山东省齐鲁
文化研究院 齐鲁晚报
联合报道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张榕博

曾有人说，书的命运，往往
跟着人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国
家的命运而转变。

这句话让海源阁后人杨清
皋感触颇深。年过七旬的他说，

“假如书还在，整个家族也不会
散。”

杨清皋感叹说，如今看，即
使这些藏书价值连城也不会拿
出去卖，而是一直守护下去。但
遗憾的是，书籍的留存始终有
自己的命运逻辑。

自杨以增大量购藏古籍至
上世纪四十年代海源阁藏书基
本散佚，前后历时百余年。而在
这期间，杨氏家族中真正能算
作藏书家的仅有杨以增一人。

余秋雨曾总结过古代藏书
家诞生的苛刻条件。他说，历史
把藏书事业托付给了一些非常
特殊的人物，他们必得长期为
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
籍；他们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
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
的版本；他们必须有极高的文
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
迅捷的敏感；他们还必须有清
晰的管理头脑和超越时间的精
细谋划。只有这些苛刻的条件
全都集于一身，他才有可能成
为古代中国的藏书家。

海源阁是清末建立较晚的
藏书阁，与400多年历史的天一
阁仍有差距。而海源阁中20余
万册古书曾属于不同的主人，
其中就有江南知名藏书家黄丕
烈。

大致用了20年时间，杨以
增才让贵州、河南、甘陕、江浙
的珍籍古册藏身于聊城高阁当
中，让海源阁成为这些古书新
的庇护所。

“实际上，在杨以增任上的
最后几年，他人在江南，书却在
老家聊城，人和书已经分离
了。”海源阁图书馆馆长李付兴
说，杨以增藏书原本用于阅读
和经世致用，而后来完全在于
收藏，“这样的举动如果不是痴
迷，那也只能用一种莫名的使
命感来解释了。”

为了完好地保护搜集来的
书，杨氏制定了苛刻的家规，不
准外人甚至族人翻阅，只有书
主人的挚交才能有幸登阁。

“我家祖母从小就告诉我
家中藏书的事，家里人未成年，

是绝不允许去翻书的，只有到
了十六岁以后，觉得我们懂得
书籍的珍贵了，才让我们去看
善本。”杨清皋回忆说。

《老残游记》作者刘鹗曾冒
雪前往海源阁，竟不得见藏书，
直气得在旅店墙上题诗一首：

“沧苇遵王士礼居，艺芸精舍四
家书，一齐归入东昌府，深锁琅
媳饱瑟鱼！”像刘鹗这样被海源
阁拒之门外的文人学士不在少
数，历城解元徐金铭为得见海
源阁藏书求为杨氏童子师，即
给杨敬夫当老师，最终也没能
如愿。

在保存书上，杨氏也考虑
缜密，海源阁末代阁主杨敬夫
在《曝书》中说：“我家遵守旧规，
每二年或三年必晒书一次，全
家共同从事，并预先邀同亲友
数人帮忙，由清明节起，至立夏
止。”海源阁藏书尽属珍本，外
有木匣，内有锦函，晒书后，还
将藏书楼门窗打开，保证通风，
然后再将全部门窗关闭，同时
封条安藏。

如此煞费苦心，仍然难以
让藏书保全。清亡前夕，阁主杨
保彝预感大乱将至，辞掉了官
职，回家守书。直到1930年，土匪
王冠军进占聊城，海源阁藏书
未能免于劫毁。

一些藏书被士兵烧火做
饭，甚至吸鸦片烟时用来擦枪。
自知无法收拾残局，杨敬夫决
定将海源阁珍本出售，一时间
轰动了天津。

此时，天津书商王雨挺身
而出，找到梁启超等知名人士

和藏书家，才不至于古书流失。
抗战前夕，曾有传闻，杨敬夫想
将藏书善本卖与日本。鲁教育
厅登报郑重声明，“无论何国人
士，应以中华民族之公共文化
关系与本省图书馆以优先让渡
权。”

20余万册海源阁古书最终
流向何方，至今难以查证。除目
前国家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
馆藏有部分海源阁古书外，山
东省图书馆的三万两千册海源
阁图书应属最多。

历经劫难，除了因战乱散
失而得以示人外，作为知识传
播的工具，海源阁的藏书却没
有发挥应有的价值。

丁延峰觉得，历代藏书楼
大都把藏书作为私有财产，不
容外人染指，这是近乎残忍的
冷漠，并不利于古籍的保存。

如今，普通读者仍无法轻
易看到海源阁古书。与之类似，

在前些年一次古藏书楼研讨会
上，专家们发现，号称浙东第二
藏书楼的余姚五桂楼，长年闭
门谢客，留存的6000余册藏书亦
束之高阁，这与正在海外展出
的故宫博物院文物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

学界认为，藏书家名为聚
之，其实散之，名为存之，其实
亡之。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
授何朝辉说，新中国成立后，私
人藏书通过各种渠道大部分在
各级图书馆保存，珍贵善本仍
是不能随意借阅，用意是加强
保管，使其能够长远流传，但显
然还是偏于保守。

“现在，国家正在进行中华
再造善本的工程，目的就是解
决古书藏和用的矛盾。我想这
应该是让海源阁图书从藏书架
走向普通百姓的一次好机会
吧。”何朝辉说。

海源阁遗书去向

更多家风报道请登录齐鲁晚报
网(http：//www.qlwb.com.cn/)齐鲁
世家专题页面。

父亲的家教

让我们受用一生

我晒家风

父亲一生坎坷，又没有文化，他
没能留给我们多少家产，却留下了
让我们受用一生的家教。

父亲告诉我们：看一个人是不
是可交，就看他对自己的老人如何，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
顺，你就别指望他可以帮助你。

父亲十二岁丧父，逃过荒、要
过饭，十七岁在解放战争打得最
艰难的时候参了军，解放后在北
京任职于总政治部，后来决然退
伍回乡务农。亲朋好友都不理解
父亲为什么要回来，直到晚年他
才说出自己的想法：在父亲从军
的十年里，奶奶每到过年时都要
不吃不喝为他祈祷。

为了守在奶奶身边，父亲放弃
了转业到地方政府或企业的机会，
回家当了一辈子的农民。父亲的孝
顺不是嘴上说，而是一件件做出来
的：家里炒个菜要给奶奶第一勺，包
个水饺要给奶奶第一碗。奶奶八十
多岁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为了给
奶奶找药，父亲连夜跑了好几个村
子的卫生所，才将奶奶从死神手里
夺回来。

父亲一生虽受了不少苦，却受
到了人们的尊重和爱戴。他生病的
时候，远远近近的乡亲都来看他；去
世的时候，来吊唁的人更是数不胜
数。他留下的家教让我们做子女的
学会了做人，学会处世，学会成就一
番事业。

(东营 王树海)

为纪念海源阁，聊城在其旧址西侧建立海源阁图书馆，供市民借阅图书。

研究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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