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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齐鲁 A13青未了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马光仁

村志和乡志、镇志、县志一样，都有着地方志的基本功
能：存史、资治、育人。村志使我们“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作为一个村，应该有一本完整的历史记载，记录村庄的迁
徙、村人各姓氏家族的繁衍，时代变革，村子的变化，村中
的名人轶事，留给每位子孙后代一份珍贵史料。每个村庄
都是一部历史，都有着自己的独特文化和品格，每一个村
庄的变迁，都印证着历史发展的轨迹。在这个农村快速变
化的时代，编修村志，全方位记录乡村状况以及乡村变化，
已成为挽救村落文明的一大方式。

村志可帮助人们了解一个村的地貌、风土人情和人
文历史、乡情民俗、名流商贾、桑麻农事，可以从中把握
很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济南市长清区归德街道唐李村
两委会聘请当地文化贤人唐利老师写出了《唐李村志》，
品读之后让我更深刻地认识、了解了唐李村，也让唐李
村的父老乡亲、子孙们铭记家乡，唐李村永远是他们的
根和源。

对于唐李村，我非常熟悉，唐李村历史悠久，百姓勤
劳，民风淳朴。我曾多次到村里采访，村里有著名的全国
优秀乡医唐友泉，还有古文物陈列园。据长清县志记载，
战争年代，唐李村有20多人参加革命，烈士多达14名，位
居长清县各村之首，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国难
当头、民族危亡时，唐李村民奋起反抗，前赴后继，表现
出高尚的民族气节和英勇无畏的铁胆衷肠。

《唐李村志》记载了唐李村的历史渊源，在村委大院
立的一块“乾隆二年”即1737年的“李家庄牌甲永和碑”，
距今已284年，正面镌刻着当时村里百姓的《村规民约》，
这大概是长清区最早的《村规民约》雏形了。

据史载，唐李村是明朝洪武年间李姓和唐姓人氏共
同建村，名叫李家庄，清乾隆年间李氏转衰，更名唐李
庄。《村规民约》石碑为青石质，长方体，高1 . 5米、宽0 . 7
米、厚0 . 2米。正面是“李家庄牌甲永和碑”的记载。碑文
前面的大致意思是古有桃园三结义，我乡众家要归于
好，自盟之后，“凡有公事、公务具赴伊家相助，救火、救
院，须要临门相拯，倘有垂长，竟短失相劝，免周感息。具
状鸣官务，须理合息讼。如口是心非，当落下言而无信，
被面唾……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相邻，
百姓亲睦，此之谓也……”落款是“乾隆二年岁次 丁巳
十一月十二日”。

唐李村有着良好的民风，是书香之村，一块“民国二拾
二年九月”，即1933年立的“捐资兴学碑记”就记载了村民
捐资办学校的经过。碑文中写道：“学校教育关乎国家之富
强，人民之福利，故古今中外，他务未逞，无不急急以教育
为前提。如余存小学始建于民国三年，历年就学儿童繁繁，
但校舍甚狭，基金无几，有名无实，形同虚设，大有废止之
状，幸于民国十八年由中将军唐庆珊捐洋一千元，县总队
长郭芳华捐洋伍拾元，唐永仁先生等捐洋叁拾元7角，从
此，村中儿童得收优良教育……乃饮水思源，以学校之完
成，均归功于陆军中将唐庆珊等，深恐日月久远将书意淹
没，又恐后人不能如法保管，公议树立贞珉，借表捐助兴学
之善举，更便后人世世守以保管之精神，或更发扬光大，值
此固余斫馨香而祝之者也。”从碑文可以看出，唐李村有着
重视后代教育的传统。

《唐李村志》全面记载村子的历史演变，全面盘点了
唐李村地理、历史、经济、风俗、文化、教育、物产、人物等
方面的状况，追溯村子的历史渊源，也总结了唐李村发
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较详细地记录现当代村子
的发展变化情况。可以说，《唐李村志》是十分珍贵的历
史遗产，有着特殊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具
有其他书籍不可替代的功能。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因此，每个村都应该有自己的
“村志”，既方便百姓查阅，又能追寻乡愁记忆。

□钟倩

路大荒先生的一生，与蒲松龄研究密不
可分，很多人并不知道，他在文物保护、古籍
善本抢救整理和考古发现方面，同样拥有卓
越贡献。比如，齐长城遗址的确立、四门塔的
抢救性修葺、长清孝堂山石室保护等。两者
相同之处在于，他的人格鉴照和气节风骨，
永驻人间。

著名画家张鹤云曾将路大荒考察四门
塔的情景画入国画，并赋诗一首，“昆嵛山前
归暮鸦，胜迹犹存四门塔。蔓草荒烟凭吊者，
唯有一二考古家。”这让人不禁想到路大荒
主持维修四门塔的一些往事。

1950年，正处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
待兴，物资极度匮乏，路大荒被任命为山东
省图书馆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省图书
馆副馆长、山东省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委
员。给文物“体检”，困难并不比想象的少。可
以说，做文物保护工作，没点“不入虎穴，焉
得虎子”的决心和精神，真的难以胜任。常书
鸿先生的书房里曾挂着一幅毛笔字，“人生
是战斗的连接，每当一个困难被克服，另一
个困难便会出现。人生就是困难的反复，但
我更不会后退，我的青春不会再来，但不论
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一定要战斗到最后———
八十八叟常书鸿。”这何尝不是那一代老文
物工作者的共同心声呢。

路大荒先生也是这样，不讲条件，不惧
困难，与工人们同吃同住，风餐露宿，在荒郊
野外开始施工，不顾蚊虫叮咬，迎战恶劣天
气。在四门塔旁边生火，打铁施工，围着塔身
外墙增加三条铁箍；塔内用石柱顶住将要掉
落的三角石梁，为以后全面修复四门塔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与此同时，他对塔旁的古松
基台，以及四门塔周边的龙虎塔，也做了维
修保护。

2019年11月，山东省图书馆举行王献唐
先生铜像揭幕仪式，同时“暇园清芬——— 鲁
图先贤文献珍品展”小型文物展览会举行，
其中就有山东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
关于柳埠四门塔抢修情况报告的复写底稿，
以及路大荒先生关于抢修四门塔情况的手
稿。这两份珍贵稿件，不约而同都出自废
纸——— 前者为日本侵华期间留下的办公用
纸，后者是济南道院内部公告文章背面，足
以使我们想象到当年抢救性保护时的生活
条件是多么艰苦，更别提工作人员的基本待
遇了，抑或说，他们一心工作，甘愿吃苦，为
国家做贡献。

文物保护工作，需要一代又一代接力完
成，路大荒先生的重要贡献不可磨灭，在今
天依然熠熠发光。就像他的那枚印章“历劫
不灭”，一语双关，不仅指四门塔在济南人的
共同保护下走向永恒，同时也代表一种生生
不息的民族精神：无论遇到什么磨难，都毫
不动摇，愈挫愈勇。

或许，有人会问，路大荒先生是怎样与
文物结缘的呢？

这要从他年轻时说起。路大荒，原名路
鸿藻，字笠生，号大荒，淄川县菜园村人。当
年，他在淄川教书，闲暇之余拜当地著名书
画家毕柳村为师，学习绘画、文物鉴定、书画
鉴赏等。淄川周围属于齐国故地，地下文物
丰富，农民田间劳动时也经常捡到封泥、陶
片、瓦当、铜器等，这些实物有利于他进行文
物鉴赏。他不耻下问，从古董商人那里学到

古玩与古书的鉴定方法。中共一大代表邓恩
铭的二叔黄泽沛，时任淄川县长，他对路大
荒非常赏识，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人的行为
如黄河奔泻千里，决之东则东流，决之西则
西流，若有约制则可流归大海，对前途事业
好自为之。”这番话如同定心丸，坚定了路大
荒研究蒲松龄的信心，也为他今后做学问奠
定基础。如他在《聊斋文稿》手稿跋文中所
写，“余以为辑先哲遗文，为后生之责，即不
畏困难，下决心担起此项任务。”

学问，即人格；做学问，先做人。路大荒
历尽坎坷，饱尝苦痛，却不移其志，不改初
心。1938年，敌伪开出优厚条件，对其封官加
爵，他严词拒绝，同时为转移文物字画和古
籍善本费尽心思。后来，他一路逃到济南，在
大明湖畔的小院里深居简出，坚持不任日伪
职务，不与日伪来往。他在《闲居杂感》中写
道：“菜不打油诗打油，日日看人荡轻舟。斧
无余粟书满屋，破瓦残笺当金收。”据他的儿
子回忆，1940年去济南与他生活了一段时
间，他整日忙于鉴古董、画扇面、拾古书，屋
里满地都是小佛，他因而取斋名“六朝十佛
阁”。除此之外，早上去赶小市，要么是山水
沟大集，要么赴趵突泉旧书摊，赚些零碎银
子，勉强维持生计。因为生活实在捉襟见肘，
儿子不得不重回乡下。贫寒中见气节，宁死
不当汉奸，饥寒不畏强权，路大荒一度拒绝
日伪山东省伪省长唐仰社的交往请求，不与
其同流合污，亦是维护生命的尊严。如他在
画一个墨梅扇面时所题写道：“人比黄花瘦，
李清照之句也，吾比黑花黑，又谁之句也？”
在一幅红梅上，他又写道：“丹心一片无他
意，不画别花画国花。”言外之意，流转出他
的忠贞不二。

风雨飘摇的年代，很多时候自身难保，
但总有一些人挺身而出，甚至在风口浪尖上
孑孓独行。路大荒的文物情结，并非一蹴而
就，源自他的家国情怀。当年，在表弟高梦周
的资助下，他携好友罗锦章到北平一游，参
观故宫的时候，他在琉璃厂旧书摊流连忘
返。当看到国家的文物落入敌人手中，他有
感而发，“名园风物动哀思，霜雪满天掩松
枝。巍巍宫阙入银幕，苍苍松柏岁寒时。”与
其说这是他的悲愤之情，毋宁视作民族气节
的高高矗立。

无论是蒲学研究，还是文物保护，路大
荒的严谨求实和清贫守介都是极其宝贵的
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在蒲氏研究中，路大
荒与胡适建立密切交往关系，胡适默默不忘
路大荒的慷慨帮助。1931年，他在《辩伪举
例——— 蒲松龄生年考》中推翻鲁迅先生关于
蒲松龄生于1630年（卒于1715年，享年86岁）
的论断，认定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
（1640年），享年76岁。后来，他在《〈醒世姻缘
传〉考证》附录二《跋张元的柳泉蒲先生墓
表》中回忆道，“去年淄川的路大荒先生在蒲
松龄的墓上寻得此碑，拓了一份寄给我，我
拿来细校各种传本，知道路先生的拓本每行
底下缺四个字，大概是埋在泥土中了。所以
我请他把泥土挖开，再拓一份。路先生接到
我的信，正当十二月寒冷的天气，他冒大风
去挖土拓碑，‘水可结冰，蜡墨都不能用；往
返四次，才勉强拓成。’他的热心使我们今日
得读此碑的全文，得知蒲松龄的事实，得解
决许多校勘和考据的疑难，这是我最感激
的。”“最感激的”四个字，足以可见胡适对路
大荒的由衷敬意。

文博专家、著名画家石谷风与路大荒是
忘年交，他曾经专程从北平到济南拜访路大
荒，并向他学习金石考古与书画鉴定知识。
他还通过路大荒结识了很多书画家，刘大同
（号芝叟）、王讷（字墨仙）、关际颐（字友声）、
黑元吉（字伯龙）、弥菊田等，每逢周日，他们
经常相约去大明湖心的小岛历下亭中聚会，
柳荷飘香，品茗读艺，乐而忘归。两人后来曾
患难与共，拳拳真情，堪比金子般珍贵。

马瑞芳教授在《蒲松龄与历下》中写道，
“如果说，历下和淄川、宝应共同造就了‘世
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应该不算牵强附
会吧？”同样的，如果说，淄博与济南，共同造
就了“中国蒲学研究第一人”路大荒，也应名
副其实。临终前，路大荒给家人交代道，“我
经二代兴亡事，认识到世乱知忠贞，疾风知
劲草……对我的片纸只字都要好好保存，尤
其是年谱，是我心血凝成的，你们更不能丢，
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遇有时机争取出版，
还有重订的必要。”

驻足在四门塔前，轻风不语，苍柏拍着
巴掌“哗哗”作响，转身之间，我才意识到，先
生的片纸只字，闪着历史的光芒，蕴藉城市
的精神，正从不朽走向另一个不朽。

写村史 记民俗 留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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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记忆】

主讲人:张宏瑞，高级工程师。原山东
省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业务院长，长期从
事区域旅游规划和产业研究，先后主持过

《京杭大运河旅游总体规划》(第二主持人)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建设保护规
划》等国家级项目，《山东省红色旅游总体规划》《山东省
低空旅游规划》等多项省级旅游规划，主持编制了包括

《泉城济南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规划》《泰安市全域
旅游总体规划》等在内的20余项地市级规划。兼任山东
省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委员会专家，山东省工程咨询院重
大项目评审专家、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项目评审专家。

时间：2021年10月30日(星期六)上午9点30分。
地点：济南市二环东路2912号山东省图书馆一楼西

北角报告厅。
注意事项：请各位读者入场时接受体温检测，主动

向工作人员出示健康码，并请在听课时全程佩戴口罩，
谢谢配合。

【大众讲坛预告】

齐长城旅游资源与开发简论

四门塔

投稿邮箱：qlwbrwql@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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