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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大明湖畔的山东省图书馆国学馆，静静矗立着一座曾作为日军在济受降地的
奎虚书藏，它是由曾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的王献唐设计建造。抗日战争中，为使馆藏古籍
文物免遭战火，他护送着31箱文物南迁至四川，后又完好无损地运回济南。王献唐先生的
孙子王福林老人为我们讲述了他记忆中的祖父。

将山东省图书馆

建成北方第二大馆

祖父王献唐1896年出生于日
照，11岁时到青岛求学，中学毕业后
到青岛德华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专
业，同时研修了德文。后来，他来到
济南的《山东日报》和《商务日报》就
职编辑。1922年，日本将青岛交还中
国，他也参与了其中的工作，当时就
算是从政了。但他对政治不感兴趣，
从1923年左右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
治学上。

祖父28岁时，写了一部《公孙龙
子悬解》，是他的第一部专著，让他
在传统文化界一举成名。1929年他
被推荐担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当
时的图书馆算是个小馆，没有出众
之处，且又逢战乱，工作举步维艰。
在他刚刚开始丰富藏书、扩充馆舍
时，1930年爆发了中原大战，图书馆
的工作又受到了影响。

祖父在图书馆期间，主要做了
这几件工作，首先是将其建成了北
方仅次于北京图书馆的第二大馆，
其次是在省内进行文物抢救，搜集
了许多古籍收录到图书馆。其中最
著名的保护项目是聊城的海源阁，
这是中国四大藏书楼之一。

山东省图书馆基本被祖父重新
建设了一遍，其中奎虚书藏是最有
名的，因为他曾学过建筑，所以一手
设计建造了出来。现在的奎虚书藏
形状类似“山”字，也是祖父设计的

“书山学海”和“山东”寓意。奎虚书
藏凝结着祖父为山东省图书馆所耗
费的一生心血。

那时的山东省图书馆担当着文
化厅的角色，统管着山东全省的学
术研究、考古等各项内容，文物收藏
量在山东省也是赫赫有名的。山东
省博物馆是济南解放后才从图书馆
里分出来的，1929年到1937年，在不
断的军阀混战中，祖父仍将图书馆
打理得非常出色。

31箱馆藏古籍文物

历时十年又回到济南

1937年抗战爆发后，北方很快
沦陷，到了八月济南也变得危机重
重，祖父开始考虑如何保护图书馆
免遭战火之害。最早他的想法是把
这些文物送到曲阜孔府保存，因为
日本人还是比较尊重那里的，为此
他特意去了曲阜，结识了孔子第七
十七代孙、衍圣公孔德成先生。当时
孔德成还不到20岁，祖父已40多岁，
两人一见如故。

但随着形势越来越危急，到
1937年底南京都已陷落，国民政府
迁到重庆，祖父也决定去往重庆。
他装了31箱东西，到处托人联系车
马。当时祖父和另外两个人一起护
送这批文物，一个是古籍部的主任
屈万里，另一个是图书馆的义工李

义贵，从河南到武汉，因为沿路空
袭，困难重重，经费所剩无几。幸好
武汉大学还在上课，祖父就受聘去
做教授，薪水用作文物的日常保
养、维护。

后来他们又继续南下，沿长江
到了四川，屈万里先生曾写过一部

《载书播迁记》，对这个过程记叙得
非常详细。他们找了个山洞把东西
藏在里面，去了宜宾李庄的历史语
言研究所就职。在四川期间，祖父
无奈之下担任了许多职务，如国民
政府国史馆的副总干事，这都是为
了筹集经费保护南迁文物。

这段时间也是祖父创作的高峰
期，他在这里完成了好几部代表
作，如《国史金石志稿》、《中国古代
货币通考》等。1945年抗战胜利后，
年底他开始筹划运回文物，但这个
过程持续的时间很长，直到1947年
才基本都运回济南。值得称奇的
是，文物在南方十年，一件都没有
丢过，原原本本地回到了故里。

载书南迁是1937年之后的事
情，很多人只在感叹这件事，却没
有想到这些文物是怎么来的，其实
也是祖父为图书馆一点点积攒下
来的，他进馆时不过寥寥万余册
书，当他载书南迁时已经达到 2 0
余万册。祖父回到济南后仍然担任
馆长，当时他被视为文化界的领袖
人物。

我生活在青岛，但从我开始上学
起，每个寒暑假期都是在济南的祖父
家里度过的，一直到他老人家去世。
一开始我去的是他在经十路14号的
住所，1948年济南解放后他搬到了那
里，那个院子都是平房，不是很正规
的四合院，1948年之后又搬进去了其
他三家人。

在我的记忆中，祖父的那间房隔
成了两间，中间不是一堵墙，而是由12

个大书箱叠起隔开，上面都刻着一些
字。现在大部分的字我都记不得了，但
有个“风”字我仍然忘不了。还记得在我
3岁时，祖父把我叫到跟前，周围还有些
谈书论道的学者，他指着大书箱上的

“风”字考我，那时所有箱子上的字我
都认得了。

后来，祖父搬到了上新街17号，
那时作为山东省博物馆使用。当时祖
父也是有两间房，祖母一间他一间，
屋子里也用书箱隔开，外间办公里面
休息。但作为一个重点保护单位，进
出人士都得登记，所以来往的人就少
了。

每当我在博物馆看到一件文物，
祖父总会耐心地讲给我听，这让我学
到不少知识，也奠定了我一生对这方
面的兴趣。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山
东考古发现了很多珍贵文物，像汉画
像、秦砖汉瓦等等都散落在了民间，
如不保护很可能被日本人抢走。但这
也需要大量的资金，于是他向政府打
报告申请。当时的政府对文化保护并
不重视，他经常得自己掏钱。

祖父也收藏了不少藏品，都是自己
购买的，有次为了买一幅画了99朵牡丹
的长卷，谈判了很久才买下来，他为此
两个月没抽烟没喝酒。他毕生收藏的珍
贵文物都捐给了国家。祖父去世那年，
我们遵其遗愿，分三次捐了5万册书、
6000件文物。这个数量非常惊人，而且目
前经我祖父鉴定为真品的文物没有一
件是赝品。

2010年，在祖父逝世50周年时，我
们成立了王献唐研究会，成员汇集了
来自各大高校的专家学者，主要工作
是整理和研究祖父的著作。之所以建
这样一个组织，是因为祖父涉猎的学
科非常广泛，历史考古、文献学、版本
目录、音韵、佛学都门门精通。这些学
科如今已属“冷门”，但如果真的就此
埋没了，是对历史和学术的不负责
任，也辜负了祖父一生的呕心沥血。

毕生所藏

全部捐给国家

躲躲避避战战火火，，护护送送3311箱箱文文物物南南迁迁
省图、省博众多馆藏古籍就是这样被王献唐保存下来的

王献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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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湖畔的奎虚书藏是王献唐先生设计建造的。 本报记者 于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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