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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懿荣纪念馆藏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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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杰

河南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前言部分，专
门为山东福山人王懿荣建了一个“家”，先生的
铜塑雕像坐在条形长桌旁，两侧挂着他的一副
对联：岳海十行豁山半幅，麻沙千本太华双碑。
条桌上放着两包中药，一包已经打开，另一包
原封不动。限于个人学浅才疏，无法完全理解
这副对联的含义，只能一知半解。上联的岳海
当喻九岳与四海，在此泛指皇恩浩荡，十行则
为皇上的圣旨诏书之类，豁山为皇宫窗户纸。
下联麻沙说的是宋代福建建阳麻沙镇书坊所
刻书之版本，当时名闻天下，太华为西岳华山
的别称。各位不妨把这些关键词语连接起来，
以自己对王懿荣先生的了解和思想去体味这
副对联的全部内容，笔者不再赘言。我要说的
是条形桌上那两包中草药，为什么一包是打开
的，而另一包完好如初。不得不说设计者用心
良苦，以两包看似平常的中草药，准确地诠释
了王懿荣先生对中国文化尤其发现甲骨文的
伟大贡献。

距今一百二十一年的1899年，是一个昏暗
不堪的年代，立国250多年的清朝，带着遍体鳞
伤的外患内忧，挣扎着进入风烛残年的生命晚
期，来日无多。是年，只有55岁的王懿荣似乎也
被风雨飘摇的帝国命运所牵连，身体一直处在
病病恹恹的疾苦之中，不得安宁。他为光绪六
年(1880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十几年后擢升
伺读并入值南书房，曾三任翰林院庶常馆教
习，三做国子监祭酒，“诸生得其指授，皆相勉
为实学”，时人尊称“太学师”。王懿荣敬仰自己
的老乡戚继光，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在济南为戚
继光重印了著作集《止止堂集》，并亲自作序，
称“童年时既爱而读之”。甲午战争爆发后，王
懿荣投笔从戎，在征得光绪皇帝的恩准后，迅
即赶到济南与山东巡抚商讨海上防务，又在自
己的家乡福山、蓬莱一带组建抗日团练，并初
具规模。正当王懿荣准备率团练赴疆抗敌时，
传来清政府签下《马关条约》的消息，王懿荣壮
志未酬，悲愤交加，写下七绝《偶感》：“岂有雄
心辄请缨，念家山破自魂惊。归来整旅虾夷散，
午夜犹闻匣剑鸣”。他变卖家产，缴还朝廷赏
银，遣散抗日将士，回到京城，终日郁郁寡欢，
食寝不思，体弱多病，与药为伴。

初夏的一天，家人又为他抓回两服中草
药，王懿荣打开包装查看药品，手指轻捻，忽然
发现一片很小的龙骨上面似乎刻着一个从未
见过的字符，看结构很像一种字体，其他几片
龙骨上也刻着相似的文字。王懿荣自小聪颖，
幼承家学，6岁进入本村私塾，15岁随父进京，
遍读史书，青年时代“笃好旧椠本书、古彝器、
碑版图画之属“。潜心钻研金石之学，与同时代
的大收藏家、金石学家陈介祺、潘祖荫、吴大瀓
交往甚多，共切共磋，颇有心得。著作《汉石存
目》《古泉选》《南北朝存石目》《福山金石志》
等，得以立足金史学界而成翘楚。凭着对古物
的敏感与知识的积淀，王懿荣认定这是古物，
刻在龙骨之上不甚清晰的文字很有可能就是
失传已久的商代文字。

龙骨来自何方，药店里还有没有这样的龙
骨了，多日一直情绪低落，受疾病折磨的王懿
荣一下子被几片龙骨所激发，疾病痊愈，情绪
高涨，他不顾家人的劝阻亲自来到位于菜市口
的北京达仁堂药店询问。得知龙骨来自河南某
地，药贩子们为了垄断得利，故意隐瞒了真实
的出土位置。正巧来自山东潍县的古器物商人
范寿轩(亦称范维清)，拿着几片龙骨到王懿荣
家中请他鉴定。这几片龙骨比药店的更加完

整，字迹更加清楚易
辨识，王懿荣更坚定
了自己初见龙骨时
的鉴定是准确的。原
来在河南彰德府安
阳县小商屯村(今安
阳市小屯村)附近，农

民在耕作时发现零星的卜骨、龟甲之类出土的
玩意儿，当地村民不识得上面的文字，因而将
其误做肥料撒到田里，或当柴火烧掉。传说小
尚屯村一个叫李成的剃头夫得了疥疮无钱抓
药，就把在田里捡到的龙骨砸碎研磨成面，涂
在疥疮上，竟奇迹般痊愈。消息传到一些药贩
子那里，他们从农民手里收购带到北京、天津
卖给药店。听罢范寿轩的介绍，王懿荣判断在
小商屯村还有大量龙骨在农民的手里，或埋在
地下，他当即与范寿轩订立收购合同，只要有
文字的龙骨有多少收多少。拿着王懿荣给的订
金，范寿轩飞也似赶到小商屯村，把村民们手
上现有的龙骨全部收购，带到北京悉数卖给了
王懿荣，共三次总数在一千多片。王懿荣如获
至宝，一边让范寿轩继续到安阳小尚屯村搜寻
收购龙骨，一边着手对龙骨上的文字进行研
究。他首先确认所谓龙骨其实是龟甲骨，也有
少量其他动物骨头掺杂其中，刻在甲骨上的文
字确凿无疑就是商代占卜所用的记事文字，王
懿荣将其认定为甲骨文。

一包中草药打开了一个失传久矣的旷世
之谜，证实了中国早期国家商王朝的存在，一
片片埋葬于地下三千载的龟甲骨，把中华民族
悠久的文明以及文字与文化追溯上推了一千
年，相传有序，使之与后世汉字一脉相承。从此
拉开了持续百余年对殷墟调查、挖掘、研究的
序幕，现代考古学落地中国，郭沫若诗言“一片
甲骨惊天下“，着实如此。

那包没有打开的中草药，竟成为王懿荣永
远的遗憾，也是国人难以消去的精神伤痛。
1900年刚刚进入新世纪的华夏大地，未能迎来
一丝希望的曙光，却再次被西方列强践踏蚕
食。这一年的农历七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
只顾保命的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西逃。
时任京城团练大臣带着清兵奋勇抵抗联军的
王懿荣，在掩护慈禧出城之后，终因实力相差
悬殊败下阵来，大清国首都完全落入侵略者的
魔掌，烧杀抢掠，肆意破坏。王懿荣心痛如绞，
抗志不辱，率夫人谢氏及长媳张氏投井殉节，
为国捐躯。时为农历七月二十二，王懿荣56岁。
王懿荣留下楷书绝命词一纸：“主忧臣辱，主辱
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十日之后，三
人的遗体被打捞出井，已是面目全非。
王懿荣是带着满腔民族悲愤走的，亦带走了对
甲骨文的深深眷恋，他发现收集甲骨文，却未
及着手研究，既是他个人的憾事，也是甲骨研
究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王懿荣逝后，他所收
集的一千多块甲骨被刘鹗所得，就是《老残游
记》的作者。王刘二人是多年同道挚友，刘鹗接
手王懿荣身后甲骨，既是他个人所好，也是为
了完成老友未竟的事业。1903年，刘鹗将其整
理的1058片甲骨编辑成书《铁云藏龟》刻印出
版，这是世界上最早著录研究甲骨文的书籍。
刘鹗在书的序言中说：“福山王文敏公懿荣见
之狂喜，以厚值留之”，写出了当初王懿荣见到
甲骨时的真情实感。据说王懿荣收受甲骨文的
价钱是每个字二两银子，他无力负担如此巨大
的开支，忍痛卖掉家藏古物，可见他对甲骨文
价值看得多重。

后世有人臆测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过程
并不可信，有点像小说家的演绎，药店怎么会
把整片的甲骨售出，不是研磨成粉就是捣碎，
哪来的甲骨文供王懿荣辨认？且药贩子为了易
出手，故意把龙骨上的文字磨去。甚者说是王
懿荣故意隐瞒了甲骨的来源地，以至于最初很
多人把河南汤阴误做甲骨出土地。这些所谓的
质疑与推断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但对于发现
甲骨文不到一年就投井殉节的王懿荣而言，实
在过于无情。那时义和团进京，社会失去秩序，
此后八国联军攻占京城，身为京城团练大臣的
王懿荣哪来时间去想这些身外之事。如此绝情
妄断，虚构过程，不是小说胜似小说，毁了时形
实景。

当年袁世凯为悼念王懿荣写下了文采与
情感俱佳的悼文：“五经无双，学者仰之若山

斗；三节如一，大义炳然为日
星“。2019年是王懿荣发现甲
骨文120周年，2020年是王懿
荣殉难120周年，一个多世纪
倏然而过，我们致敬王懿荣，
义不苟生，先生当之无愧。
1927年农历五月初三，史学
家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鱼藻
轩，另一史家陈寅恪为其撰
写碑文以记之，中有：“先生
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
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
一姓之兴亡。”似是略有一
二王懿荣的影子，而其对中
国文化的突出贡献，或更应和
陈寅恪“不在种族，而在文化”
的论断。斯乃“历万千祀，与天
壤而同久，共三光而同光(陈
寅恪语)”。

□于夫

公路像一条带子，在大山中绕来绕去，越野车终
于在一个山口停了下来。山风飕飕，秋草莽莽，齐长
城从脚下通过，向两边山顶崖谷蜿蜒而去。北面是一
条大而阔的山峪，俯视遥望，树木绿荫浓浓，红色瓦
房高低错落，鳞次栉比。这就是章丘东南部山区大庄
之一的石匣村了。

顺着“之”字形的公路进入大峪，走进石匣村。大
峪中流淌着一条河，自西而东，穿越村庄，在庄东留
下一滩青色鹅卵石，又由着性子，流向了另一条山
峪。水从哪里来？源头在何处？原来，在大峪两侧悬崖
峭壁裂隙间，谷底岩板石罅中流出许许多多的泉水。
听村里人说，丰水季节喷涌如注，訇然作响；淡水时
期，涓涓淙淙，永不枯竭。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泉水的
存在，才吸引来了石匣村最早的先民们，以启山林，
结庐拓荒，在此居住生活了下来。

河岸多是一边为自然石崖，一边为人工以石垒
筑，即是街，又是岸。河岸石壁上悬挂着几条水管，这
些水管一头与上游泉眼相通，一头与街上(或家庭)
竖立着的水龙头相通。水向低处流，这是不用任何动
力做吸引的真正的“自来水”。河底是山峪倾斜的石
板，或溜平，或龟凸，或凹潭，清澈可观石纹，无任何
杂物滞留。“泉自罅中出，水从石上走。云鸟落涧溪，
山峰入河流。”是石匣河质朴自然,美丽动人的写照。

有河就有桥。石匣村最有名的桥是升仙桥。升仙
桥位于村庄中部，跨河而建。清朝道光七年(公元
1827年)七月初九日所立“创修升仙桥序”石碑是这样
记载的：“章邑城东南九十里，庄名石匣。庄之西里余有
泉焉，汶水所自出也”。考《地理志》：“汶水出莱芜县，其
源非一，合流于泰安之安静镇，谓之大汶。”而石匣之南
五里即为莱芜界，恰值齐南鲁北，则此泉为汶源之一无
疑也。泉自西来，绕庄南东去。每当夏日水盛之时，洋洋
洒洒，南北往来，济渡维艰。“于是，有首事善人景珞等
发愿创立一桥，以利行人。但以为费不赀，故而迟迟有
待。去年秋，有堪舆先生自莱邑来者，指庄西尽处谓父
老曰：此地宜建一桥，以助风脉。于是众议遂决。适际岁
晚水涸，鸠工运石，昼夜兼营，不数月而桥成，命曰

‘升仙桥’。三空，南北一丈，东西七尺，势有金汤之
固，人无病涉之疑，诚盛举也。爰勒贞珉，永志不朽。
壬子科举人前任武城县教喻现任武定府教授般阳毕
岱熏撰，邑庠生景凤(奉)皆书丹。”

碑文开始，未说建桥，先言石匣泉水“为汶源之
一无疑也”。大汶河是一条古老的文化河，其上游有
牟汶河、柴汶河、石汶河、泮汶河、瀛汶河五大支流。
五河在泰山南麓大汶口镇“五汶汇流”，共同创造了
光辉灿烂的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从中可以
看出，撰文者和石匣村早期居民们对汶河所产生的
敬仰崇拜之感，也由衷地表现出了对石匣泉水是汶
河之源的自豪感。至于文中的“安静镇”是不是现在
的大汶口镇？又为什么取名为升仙桥？般阳(今淄川)
举人毕岱为何来此撰写碑文？笔者没有再作详细的
考证。鉴于至今石匣村民多景姓，“邑庠生景奉皆”应
当是本村人。

在章丘境内东南部山区有道著名的山脉——— 天
仓岭。在地理环境上，这道山岭也是章丘东南部山区
的一道分水岭——— 岭北之水经无数沟壑最后汇于章
丘境内的东巴漏河。岭南之水则依地势山峪汇流成
溪，成为瀛汶河的源流，出齐长城黄石关下大峡谷经
莱芜境域入大汶河。瀛汶河在章丘境内全长十二公
里，河道平均宽十二米，曲折盘绕，是典型的山峪河
流。其源多泉，石匣泉水便是其中之一。

石匣泉水不但养育了世世代代的石匣村人，也
成了浇灌滋润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大汶口文化中的“大
海之一滴”。在石匣村口牌坊处，竖立着一块硕大的标
牌，上书“章丘区瀛汶河区级河长公示牌”。公示牌明确
规定了“河长”的管理职责和目标，在制度上规定了对
瀛汶河的保护。这也是民间的环保意识——— 在街头巷
尾，从村民质朴爽朗的言语中，传递给笔者的信息是：
瀛汶河的自然流畅、清洁亮丽和文化延续，早已成为
了当地人的自觉信念，保护瀛汶河也早已成为了一
种村风民俗和文明道德的文化传承。

是的，石匣大峪中的汶河之源流，不仅仅是石匣
村的“母亲河”，其素波流影中所折射出的却是中华
民族古老文化的光泽。有幸成为大汶河的发源地之
一，是天地赋予石匣人的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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