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UEDURENSHENG | 阅读人生

山城輝映文史荟萃
《名山古城一泰山 泰安文史拾零》出瓶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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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鹏 车 文 翔 李 梅

近日，继 《泰山国山议》之后，泰安档 

案文化丛书又一力作《名山古城一泰山 • 

泰安文史拾零》由五洲传播出版社正式出 

版。

泰山是驰名中外的天下名山，泰安是 

享誉华夏的文化名城；山城相映生辉，文 

化博大精深。泰山、泰安的历史文化资源 

不仅具有起源的古老性，遗存的多元性， 

而且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代、有形与无 

形兼而有之，融会贯通。一个个历史景点，

就成为一个个丰富多彩的文化载体。研宄 

泰山文化，发掘泰安历史，是泰安文化事 

业的一项重要工作，泰安档案文化丛书也 

理应承担了这一份责任。在与合作编纂文 

化丛书的专家中，周郢先生是成就较为突 

出的学者之一，在泰山研宄方面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就。近期，他与泰安市档案局 

合作新著《名山古城：泰山•泰安文史拾 

零》脱颖而出，再次把泰山文化和泰安历 

史研宄的最新感悟、最新考证、最新视角 

和最新动态呈现在读者面前。本书擷取 

泰山、泰安历史文化资源，合纵连横，经 

纬交织，建构了一部山城合一的微型地方 

志。

这本书根据研宄内容分为四个部分： 

追思千古登封遗迹、寻绎古老乡间民俗、 

慕访往昔贤哲芳踪和诠释历代丹青墨迹，

全方位地考察了泰山、泰安的文化地标 

和文明履痕，用文化哲学和文史互渗的视 

野，鸟瞰了文化背后的民间意义和历史惯 

性，记录下了山与城的互动、交响与共鸣。

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爱德•霍尔（E ’h a l l )所 

言：“空间也会说话。”该部书让泰山、泰 

安以自己的自然空间、历史累积和人文涵 

蕴发出自己的声音，呈现给人们的是历史 

的时间维度和自然的空间广度，是泰山的 

历史渊源、人文盛景和泰安的城市意蕴与 

历史沿革的整合和印证。

这部书具有以下显著特色：首先考证 

严谨，论述周详。在首篇《名山古城：泰 

安城的历史变迁》中，阐述了泰安与泰山 

深厚的渊源一 不仅其名源自泰山，其建 

置沿革也莫不与山关合。因此清人《泰山 

述记》上说：“泰安之为郡、为州、为县， 

实以泰山故也。”这真实地道出了两者的 

关系。对这座千年古城史，书中用三点进 

行了概括：因山而置、因山而址和因山而 

兴。认为历代帝王封禅活动带来的政治、 

军事、经济契机，给予了泰安城发展以源 

源不断的后劲和潜力；登山线路的不断 

完善和改良，赋予了泰安城发展不断的地 

点变化；近现代以来，随着津浦铁路的开 

通，泰安城交通区位优势凸显乃至发展重 

心西移。这一论述可谓论从史出，有理有 

据，在政治经济的动态中发现城市发展 

与泰山政治地位的微妙互动，可谓慧眼独 

具。在 《徽宗封禅与宋江起事》一文中， 

谈到宋徽宗在位期间曾有一次封禅泰山 

之议，最后却不了了之。根据史料得出了 

徽宗封禅未成行的真实原因，乃在于王靓 

所 言 “岁凶多盗”，即因年歉而爆发的武 

装起事，进一步考证出此时爆发于泰山周 

边的宋江起事，乃是宋徽宗封禅告停的主 

要缘因。《宣和遗事》中所写宋徽宗遣太 

尉赴东岳献金铃吊挂，极可能便是这一历 

史事件的曲折投影。法国历史学家雷蒙 • 

阿隆在《历史哲学》中说过：“历史展示出 

现在与过去的一种对话，在这种对话中， 

现在采取并保持着主动。”通过对历史的 

重新回顾和解读，在恢复历史记忆和历 

史场景的同时，挖掘出这种历史趋势的内

部动因。另外，此书中还展示了大量稀见 

文献，如上海图书馆藏《泰山之神金虹小 

志》、台北国图藏《泰山书院约言》、民国 

学者王献唐先生佚文《登岱笔谈》、《朱 

氏族谱 •朱其镜墓志铭》及泰山石刻《创 

建大王庙碑序志》、《扇子崖王无欲碑 

记》、《碧霞元君护世弘济妙经》、《炼神 

庵摩崖》等，无不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为重论泰山史提供了难得的新证。

其次是文史互证，新见纷呈。作为 

“群桃之冠”的肥城桃不仅盛名于嘉果 

之林，同时也飘香于文学世界。《文学作 

品中的肥城桃》一文，正是对这一特产 

的文学梳理。其文结合唐人杂记《酉阳 

杂俎》、清末小说《老残游记续编》、《市 

声》及清人钱泳《登楼杂记》、陈文述《水 

蜜桃谱序》、麟 庆 《鸿雪因缘图记》、民 

国苏竹影《竹影杂记》等作品，考证出此 

果苑奇珍的栽培时代、销售区域，同时也 

展示了桃事弊政与桃仙崇拜等内容，左右 

逢源，文史交融。诚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克 

罗齐所说：“历史主义就是要肯定生活与 

实在就是而且仅只是历史”。 作者力求 

把历史研宄，放置在整个人类文化生活之 

中。在 《泰山诗歌中的碧霞元君》一文中， 

对古往今来文人墨客诗歌中的碧霞元君 

进行了历时性梳理：碧霞元君又称泰山玉 

女、泰山娘娘、泰山老奶奶，在泰山神祇 

信仰中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九历代诗人 

在其诗作中或对其源起、演变，或对其民 

风、民俗的描写，从另一角度反映了这一 

信仰的状况，是研宄碧霞元君难得的重 

要史料。本书对这些诗歌的诠释与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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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了作者对碧霞元君的感悟理解和研 

宄心得，是文史互证的很好范例。碧霞元 

君的信仰发端于泰山，却影响深远，辐射 

到了整个华人文化圈，这是地方性知识 

向文化全局发散的极好个案。正如美国 

著名人类学家、《地方性知识》的作者吉 

尔兹所说：“在别的文化中间发现我们自 

己，作为一种人类生活中生活形式地方化 

的地方性例子，作为众多个案中的一个个 

案，作为众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来看待， 

这将会是一个十分难能可贵的成就。只有 

这样，宏阔的胸怀，不带自吹自擂的假冒 

的宽容的那种客观化的胸襟才会出现;如 

果阐释人类学家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有其 

位置的话，他就应该不断申述这稍纵即 

逝的真理。”周郢的研宄，是对地方性知 

识的阐发和诠释，具有人类学意义。

其三是视野广阔，视角独到。作者研 

宄敏锐精密，质感丰盈；他对文化现象的

观察，敏锐而冷静。其研宄成果不断地突 

破地域限制而走向世界，这些成果又不 

断地返回文化源地泰山和泰安，在出走 

与回归的诠释和辩证中，揭示了这些论说 

深层的文化底蕴，也由此挺立起了一种锲 

而不舍的研宄信念。该书文章短小精悍， 

趣味盎然，语藏机锋，下笔考宄；纸上的 

纵横捭阖，呼应的往往是文献独具慧眼 

的解析和厘定。学识隐于考证，才识见诸 

笔端；角度新异，总能直入所论对象的内 

部，这极大地丰富了当代地方史志和区域 

文化写作的类型。

最后是图文并茂，相映生辉。文史 

研宄总是与历史遗迹和人文史料紧密相 

连，本书精选馆藏照片，寻觅碑刻拓片， 

拍摄实景现场，汇聚成了本书的图片资 

料。这些资料与文字考证相映成趣，印 

证和丰富了文字研宄，形成图文并茂的阅 

读效果。散见于该书的图片，既有古籍原

图、经年画报, 又有书影照片、名家绘画， 

还有帝王画像、金石题刻，每一幅都是精 

心选择的，具有较高审美价值和史料价 

值，与文章论述相互印证。读者可以透过 

这些多彩图文，感受到历史的变迁与沧 

桑。

《名山古城：泰山 •泰安文史拾零》 

一书，是泰安档案文化丛书中又一闪光 

点，也是研宄泰山、泰安文史知识的自然 

汇聚，视角独到的泰山研宄，为泰山研宄 

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作者简介张 鹏 泰 山 学 院 副 教  

授，上海大学文学博士。

车文翔泰安市档案局，山东省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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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梅泰安市档案局编研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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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深处隐约传来 

穿越百年的号音 

悲怆沉重

那是股州湾畔苦难的纤夫 

流滿着码头工人血和泪的土地 

烙印着世界大战的伤痕

在新中国的隆隆炮声中 

码头工人迎来了新生 

自力更生建码头 

热火朝天千事业 

涌现出第一代女司机引航员 

培育了中国金牌工人的楷模许振超 

世界纪录在这里续写传奇 

于是便有了这新港的崛起 

便有了人们解不开的谜底 

从一个百年老港到三个现代化新港

从当年的无名小港到世界 

第七大港

岁月传唱 大地回响 

穿越百年的风雨沧桑 

股州湾畔的海水浩荡 

历史在这里守望 

是谁 改写了昔日荒沙滩 

的苍凉？

是谁谱写着码头工人的 

奋发和倔强

强者的追寻 

从不迷恋沿途的风光

新港区集装箱作业现场

-

建设中的青岛大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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