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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牛人”王保保为啥保不了他的“国”
时时空空走走廊廊

关山远

“团结就是力量”，众所周知。那么，不团结，意
味着什么？

由此想到元末明初王保保的故事。“王保保”，
乍一看，这是一个颇具喜感的名字，但读了他的故
事，喜不起来，只看到一个留在历史中的沉重背
影。

一

王保保，绝对是那种“哥走了，江湖上留下传
说”的牛人。

记录明初轶事的《青溪暇笔》，有这么一段文
字，信息量很大：“元灭，其臣拥兵不降者，惟扩廓
帖木儿，即王保保也。太祖尝获其家属，厚恩以招
徕之，终不至。一日，大会诸将，问曰：‘今我朝孰为
好男子？’或对曰：‘常遇春领兵不过十万，所向克
捷，此好男子也。’上曰：‘未若王保保，斯所谓好男
子也。’圣训盖欲倡勇敢，使诸将思自愤耳。其后民
间凡遇有微劳自矜者，则诮之曰：‘尝西边拿得王
保保来邪’，至今遂成谚语。”

这段文字讲的是明朝初年，朱元璋与开国将
领们评点天下英雄，众将认为常遇春最牛，但朱元
璋认为，常遇春不如王保保牛。这段评价，也见于

《明史·扩廓帖木儿传》。王保保得皇帝如此高度评
价，因此民间添了一句谚语：你牛什么牛？有本事，
到西边把王保保捉来啊！有些类似当今的网络名
言：你那么能，你咋不上天呢！

朱元璋是何等厉害人物！崛起于乱世草莽间，
赢得群雄逐鹿之战，大败陈友谅，活捉张士诚，歼
灭方国珍，而后挥师北上，攻占北京，将元廷赶回
草原，收复已丢失四百年的燕云十六州，创造了中
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北伐胜利。常遇春，也是英雄
盖世，勇猛敢战，为大明开国立下不世功勋，中国
历史上少有的集高超武艺与军事才能于一身的牛
人。但朱元璋仍然认为：王保保比常遇春更牛，好
男子、真汉子也！

史载，王保保身材魁梧，有英雄气概。在元军
兵败如山倒的背景下延续了蒙古将领的传奇———
明朝开国将领，常遇春排第二，排第一的是徐达，
但徐达生平唯一惨败，就是拜王保保所赐：

1372年，朱元璋亲自策划对北元残余力量的
清扫，徐达率 15 万大军分三路北进，寻歼北元最
后的主力。王保保以小败诱明军深入，明军轻敌冒
进，骑兵与步兵脱离，落入了王保保精心设计的陷
阱。最终在和林(今蒙古国境内前杭爱省西北角)
东南爆发的岭北决战中，王保保以埋伏好的重装
骑兵重创明军骑兵，好在徐达经验丰富，及时集中
一部分步兵，建成坚固的营垒收容溃卒，才避免进
一步的溃败。《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此役明军总共
“死者万余人”。

元末明初，猛将勇将悍将如云，无论是徐达、常
遇春还是王保保，他们均有一个共同特点：在战争
中成长，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跟徐达、常遇春出身贫
苦不同的是，王保保的舅舅是察罕帖木儿，因战功
做到了元朝的副宰相，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女主
角赵敏(敏敏特穆尔)的父亲“汝阳王”原型即是察罕
帖木儿，他没有儿子，将王保保收为养子。

察罕帖木儿也是个传奇人物，他是色目人，文
武双全，1351年红巾军起义后，元军屡战屡败，察
罕帖木儿遂在地方招募义兵(有些类似太平天国
起义后的曾国藩)，他的军事才能十分突出，短短
十年间，他率军纵横万里，击败了数以百万计的红
巾军，陕西到山东一线以北的整个中国北部地区，
重回元朝手中，被视为元朝力挽狂澜的救世英雄，
连朱元璋都很忌惮他。1362年，察罕帖木儿在山
东益都被叛将田丰、王士诚刺杀后，朱元璋闻讯仰
天长啸：“天下无人矣！”

王保保继承了养父的兵马，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为养父报仇，《明史·扩廓帖木儿传》写道：
“(王保保)帅兵围益都，穴地而入，克之。执丰、士
诚，剖其心以祭察罕，缚陈猱头等二十余人献阙
下。”他跟着养父学会了战争，此后当元朝分崩离
析时，他以一己之力充当守护神，苦苦支撑到了生
命最后时刻，让朱元璋大感头疼，又无可奈何。

二

《倚天屠龙记》中，王保保只露过几回小脸，但
在真实的历史上，他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从他的履历来看，王保保的人生分为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陷入内战的凶悍军阀，第二阶段是
捍卫北元的唯一脊梁。他的传奇，他的悲剧，他留
给后人的感叹，都源于此。

在王保保继承了他养父庞大而骁勇的军队
后，他的最主要敌人，不是红巾军，而是元军自己
人。

第一个敌人是孛罗帖木儿，蒙古贵族，元末一
代权臣，骄横跋扈。察罕帖木儿在世时，孛罗帖木
儿就跟他过不去，颇多摩擦。察罕帖木儿死后，恩
怨转移到王保保身上。当时王保保驻兵于汴京、洛
阳一线，可谓承担了朝廷安危。但孛罗帖木儿不管
这些，他只管给自己抢地盘，多次兴兵争夺晋冀一
带地方。元顺帝多次诏谕和解，但有兵就是爷，谁
也不听皇帝的，两家互相征伐，仇怨日深。

王保保与孛罗帖木儿还深度介入了皇帝与皇
太子的矛盾之中，王保保是太子一派，而孛罗帖木
儿则一度带兵打入京城，自为宰相，皇太子只能逃
到太原，接受王保保的保护。孛罗帖木儿也是作
死，居然狂妄到找皇帝要妃子。皇帝找机会处死了
孛罗帖木儿，王保保送太子回京，官拜左丞相，达
到人生高光时刻。不过王保保自感不适合在京为
官，两个月后请求继续带兵打仗。此时中原还算太
平，但江淮烽烟四起，皇帝封王保保为河南王，代
替皇太子总领天下兵马，镇压起义军。但王保保还
没来得及跟起义军作战呢，又遇到了第二个来自
内部的敌人。

此人叫李思齐，当年与察罕帖木儿共同起兵，
如今战友的养子反而成了总司令，这口气怎能咽
得下？这小子说啥，俺决不服从！李思齐带了个头，
其他人均不听从王保保的号令。王保保也是个火
爆脾气，不打起义军了，开始打不听话的元军。

这场混战，混乱程度远超过王保保与孛罗帖
木儿的内战。他们把中原和华北变成巨大的战场，
而无能的朝廷，根据战况进展，不断收买这家抛弃
另外一家。王保保一度处于劣势，皇帝因此免除了
他的爵位与食邑，命令诸军一起讨伐他。但王保保
打仗就是厉害，一次夜袭，大败对手，又开始掌握
主动权。朝廷听说后，赶紧把王保保的对手罢的罢
免的免，王保保也趁机上疏，申述自己对朝廷一片
忠诚之心。元顺帝赶紧下诏，洗雪以前所宣布的王
保保所有罪过。

但一切都晚了。朱元璋已经占领河南和山东
了。

元顺帝仍然让王保保当河南王，命令各军出
击，收复中原，但有的人溃败，有的人按兵不动，王
保保哪能抵挡势如破竹的明军？回师太原，不敢南
下。明军神速，迫近北京，顺帝弃城北逃，元朝灭
亡。王保保在太原，救援不及。当明军进攻太原时，
王保保率军退往西北甘肃一带。他在那里迎来了
人生两个阶段的分水岭。

现在很难还原王保保的心路历程了，他懊悔
自己卷入了内战吗？但不卷入，他还能活下来么？
对他来说，无法选择。《剑桥中国明代史》一书评价
王保保说：

“朝廷不能约束那些本来是它的主要仆人，使
他们遵守纪律和服从命令。从 14 世纪 60 年代之
初起直到 1375 年他死于爱猷识里达腊的外蒙古
的宫廷中为止，扩廓帖木儿是力量最强大的、作战
最成功的、也是最后最忠于这个日薄西山的王朝
的军事领袖。可是，他自己的个人利益迫使他要花
很大精力去对付内部和外部的阴谋与敌人。他的
生涯充分证明了作为地区性的领袖在元王朝的最
后 20 年为维护元王朝的江山的斗争中处境是何
等的复杂艰难。”

可以想象，王保保离开中原时，怎不连声惨
笑？

三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

巾千万。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
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这是
广泛流传于元末的一首小令《醉太平》，作者已不
可考。这首小令，很精辟地点出了元末的各种乱
象。

今天看来，元朝末年的国家治理能力是极其
低下的，外面民变四起，内部争斗不息，不可遏止
地走向覆亡。想想也是很感慨：一个“舆图之广，历
古所无”的世界性大帝国，曾经无敌于天下，却不
足百年，就被风吹雨打去——— 如果依据忽必烈在
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标志着元朝的开始，到元
顺帝 1368年逃离大都，只有 97年。

元朝为何而亡？事实上，从元顺帝跑回草原开
始，人们就开始在反思元朝从迅速崛起到旋即败
亡的历史教训，朱元璋认为君权旁落、国无权威导
致了极度混乱，“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求，
罪以情免”(见《讨张士诚檄》)；明初学者叶子奇写
有一本《草木子》，总结元亡的教训，他认为是“腐
败”，贪官污吏，只管要钱，“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
何事也。”当代蒙元史研究专家韩儒林主编的《元
朝史》一书，将元代后期的社会矛盾归结为“阶级
矛盾的尖锐化”和“元朝的民族压迫”两个章节，描
述了元朝在政治、经济、社会及民族等各个方面的
严重问题，非常全面。

如果透过王保保的故事，从“团结”二字切入，
可以看出：元朝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政治生态，都
忽略了“团结”二字。《哈佛中国史》说得很精辟：
“要使大元王朝这座政治大厦长期屹立不倒，其一
要依靠汉族官员的坚定支持——— 但蒙古人从来未
能全心全意地信任他们；其二要保证权力建立和
交替的规则的稳定性——— 但这一点也从来未能做
到。”一般来说，一个朝代开国之初，颇能凝聚人
心、众志成城，呈蓬勃向上之势，但元朝自从忽必
烈之后，就陷入了混乱。从一道简单的数学题可以
看出混乱状况：元朝 97年历史，不算追尊，正儿八
经共 9 位皇帝，开国皇帝忽必烈在位 23年，末代
皇帝元顺帝在位 35年，然后其余 39年，由 7 位皇
帝分享，平均每人在位 5 年半，充满了不断的阴
谋、政变和篡弑。元顺帝在位时间长，但并不意味
着风平浪静，恰恰相反，他在位这 35年，元朝派系
斗争完全失控、元朝走向崩溃。

元朝的派系斗争，跟其他朝代有共性，也有其
独特性：那就是建立政权后，仍然尊崇草原生存法
则。《剑桥中国明代史》写道：

“派系斗争是政治上的通病，整个元王朝也有
此特点；它早在 14 世纪就是元政府的破坏性因
素。在忽必烈汗的长期统治之后，代表他的孙子和
这些孙子的后人们的利益互相冲突的朝臣小集团
经常互相残杀，争夺皇位。某些学者在不断的派系
斗争的重大问题中看到了两种对抗的政策。其中
一种是以蒙古为基础的政策(和派系)，它以亚洲
内陆草原的蒙古利益为依归，而以察合台汗国的
传统为代表。这一政策的根子可以直接上溯到忽
必烈汗的对手们，特别是可以上溯到窝阔台系的
海都：他在他的整个统治时期都是和忽必烈汗作
战的。另一个派系被认为是以中国为基础的皇帝
对通常称之为‘儒家化’方式治理国家的关心，这就
是想用官僚治理的方式来达到它在中央集权下实
行经济统治的目的。这就在蒙古的政治领导阶层
中、在治理中国的方法和目的问题上引起了根本
的不可调和的分裂。”

王保保的故事也说明：元朝宫廷的斗争，往往
延续了几代人，杀伤力之大，可想而知。在王保保
之前，残酷的派系斗争导致了宰相脱脱(他曾主持

《宋史》编撰)之死，成为元朝国运的转折点。脱脱
堪称一代贤相，但从祖辈开始埋下的派系斗争，最
终在一个关键时刻把他也把元朝推向了绝境：当
时他率百万大军，正在围攻高邮张士诚的起义军，
眼看城破在即，但他的政敌忽悠元顺帝，把脱脱给
逮捕流放了，高邮城下百万元军乱作一团，四散而
去，一些人直接加入了红巾军。高邮战役元军不战
自溃，成了元末农民战争的转折点，从此，各路农
民起义军转被动为主动，重新掀起规模更大的武
装起义高潮。

《元史·顺帝纪》记载，脱脱死后 10年，风雨飘
摇中，监察御史们上书说：“奸邪构害大臣，以致临

敌易将，我国家兵机不振从此始，钱粮之耗从此
始，盗贼纵横从此始，生民之涂炭从此始。设使脱
脱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乱哉！”
但一切都晚了。在一定时间内，时间很宽容，

过了这段时间，时间就变得残忍起来。

四

朱元璋对王保保的高度评价，不仅仅因为他
能打仗。《明史·扩廓帖木儿传》中写道，朱元璋与
手下将领讨论谁是“真汉子”这个话题时，“太祖笑
曰：‘遇春虽人杰，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保保，
其人奇男子也。’”他欣赏的，还有王保保的风骨。

明朝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王保保的招降，至少
在打江山的时候，朱元璋擅长团结一切能够团结
的人。他的招降很成功，尤其是元顺帝逃到漠北
后，已经习惯了中原城市舒适生活的蒙古贵族，在
苦寒之地哪待得下去？只要朱元璋开出的条件还
行，他们纷纷选择了归降。比如元末一直控制辽东
的元将纳哈出，就率 20 多万部众投降明朝，被朱
元璋封为海西侯，赐铁券丹书。

但王保保一直不降，朱元璋给王保保写了七
封招降书信，态度诚恳，各种许诺，王保保均不为
所动，朱元璋派的招降代表，一律扣下。招降与战
争是同时进行的，王保保有一次输得极惨，给明军
追到黄河边，他往河里扔一截大木头，与妻子抱着
渡过黄河，逃出生天。但不管怎么惨，他始终不降，
而且，他是个打不死的小强，惨败之后，总能东山
再起，又带出一支骁勇的军队。朱元璋很头疼。
朱元璋想来想去，派出了重量级的说客，魏赛

因不花，这是王保保当年的部下，特别勇猛，《新元
史·魏赛因不花传》中写道：“至正间，红巾贼起，募
义勇御之，以众属察罕帖木儿。尝单骑杀贼百余
人。”他在洪武元年降明。有趣的是，魏赛因不花的
小名，也叫“保保”。这个投降的保保，当说客时，被
坚决不投降的保保给毒死了。

接下来的重量级说客是李思齐，王保保养父
的战友，王保保多年的对手，他在洪武二年降明，
也奉旨来劝降了。对于李思齐，王保保倒很客气，
好吃好喝招待，末了派兵送他回去。到了边境，突
然王保保的骑兵告诉李思齐：“我家主帅有令，请
您留下一物做个纪念。”李思齐答道：“我这次没带
礼物啊。”骑士说：“您留下一只手臂吧。”李思齐知
道，躲不过去，就砍掉自己的一只手臂交给骑士。
回来不久，伤重而亡。

可以想象，朱元璋何等郁闷，却又无可奈何。
从 1368年元朝灭亡到 1375年去世，7年时

间，王保保就那么孤独而又顽强地守护着北元。此
时北元的政治生态有所好转，在和林，元顺帝死
了，继位的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即元昭宗，汲取了
元朝灭亡的教训，摒弃前嫌，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力量，重用王保保为相，“延揽四方忠义之士，
以为恢复之计”，有效缓和了北元的内部矛盾。他
还改号“宣光”，以示中兴元朝、重新入主中原的决
心。

但只有一个王保保了，又能撑多久？
在 1372年岭北一役中击败徐达后，王保保让

明军在短时期内不敢再深入草原作战，北元争取
了喘息时间。1375 年，王保保病逝。13 年后的
1388年，明将蓝玉率 15 万大军北进，到捕鱼儿海
(今贝尔湖)包围了北元主力，此时已经没有一个
可以保卫这个政权的王保保了。蓝玉大胜，俘获无
数，元昭宗之子脱古思帖木儿逃脱后，被部将所
杀，北元至此被彻底摧毁，黄金家族——— 忽必烈家
族的大元政权，自此丧失了在蒙古人中至高无上
的中央汗国的地位，蒙古内部，又一次陷入连绵不
断的内讧之中。

五

历史很吊诡，明朝末年，党争不断，派系林立。
国难当头，大厦将倾，皇帝和官员们仍沉浸于“斗
鸡式政治”中死掐。

死掐有啥意义呢？还是杜牧的《阿房宫赋》写
得经典：“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
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沪上“山东会馆”往事

刘东阳

翻一本《山东通志》，
诵读里面的圣贤与人物篇
章，令人景仰崇拜者太多，
令人扼腕叹息者太多，令
人急欲附和大义者多，令
人痛快淋漓者多……

大家耳熟能详的人
物，如刘统勋和刘墉，是廉
明清官的典范。还有一位
清官李毓昌，少有人提及。

他是山东即墨人，23 岁成
为新科进士，被特选为查
赈大员，到山阳县监督赈
灾银的使用。他手持查赈
特权，人到了山阳县，却不
知自己已经落入死地。

李毓昌到了山阳，眼
见遍地灾民流离失所，一
打听，朝廷拨给山阳县赈
灾银 9 万两，而灾民只是
喝了三天的稀饭。经过几
天暗访，李毓昌已经断定赈灾银的使用中
有大问题。等到见了山阳的知县王申汉，李
毓昌直接让王申汉交出赈灾银账本和当地
的户口簿，封存证据。王申汉明白自己已经
掩藏不了贪渎的事实，打算收买李毓昌，却
遭到了李毓昌的拒绝。

怪异的事情出现了，一个早上，李毓昌
竟然被三个随从发现自缢于室内，并迅速
被定案为自杀，运回老家安葬。李毓昌的家
人并不相信这个事实，他们经过当众验尸，
发现李毓昌死于中毒，开始进京告状。几番
周折，当朝的嘉庆帝接到了案子，下令彻
查。查明真相后，竟是山阳知县王申汉买通
了李毓昌的三个随从，用砒霜毒杀李毓昌
然后伪造自缢的假象。此案震动了嘉庆帝，
也成为清朝一个大案，时任两江总督铁保
因为渎职被发配边疆，淮安知府王谷被处
绞刑，王申汉被直接斩首，下手谋害李毓昌
的随从李祥被押到了李毓昌的坟前用心肝
祭奠忠魂。

李毓昌一介书生，证明对于廉明的追
求是可以用生命来交换的。放下《山东通
志》，拿起各地小小薄薄的县志，里面也是
满满的厚重的廉明篇章。

日照，民国前是一个滨海的渔盐小县，
这里也流传了很多的清官故事。比较出名
的一个是“秦国龙审山西巨富亢百万儿
子”。山西巨富亢百万独子私杀婢女，皇帝
派秦国龙“按利而断”，可是秦国龙却违背
了皇帝的旨意，拒绝了亢家三船生金的贿
赂，“按律而断”，斩杀了亢家的独子，最后
罢官回家。

一个偶然的巧合，笔者在《日照县志》和
《秦氏家谱》中寻到了秦国龙的部分履历，后
来在写作长篇小说《大清御史秦国龙》时，我
查找郧西县县志资料，又赶赴秦国龙就任布
政使的福建当地采访。《郧西县志》载：“秦国
龙，字卧子，山东日照进士。康熙四十四年令
郧西。断狱明决，析伏如神。五十三年，天河
水涨，堤堰皆圯，国龙督工重修……后官福
建布政使。”

秦国龙到任郧西后，还是官场小白一
个，竟然不知道“冰炭敬”是何事物。“赤日
炎炎似火烧，京里老爷锦扇摇。欲得晴空展
双翅，纳来寒玉配君腰。”这首诗说的就是
夏天的“冰敬”，地方官员“名正言顺”地给
上级送礼的“夏季动作”。“瑞雪逍遥下九
重，行衙吏部挂彩灯。频扣朱门献暖炉，玉
做火塘融炭红。”则是冬天的“炭敬”，是下
级送给上级的“暖心呵护”。“冰炭敬”不是
字面上的送冰块和木炭，都是实打实的银
票或者银两。从八两到三百两，根据地方的
情况有所差异。

秦国龙主政郧西时，自己根本没有余
钱媚上。此时县里的老油条们就“要原来如
此这般”地来给新县令送经验了，说“冰炭
敬”从来出的都是小金库的银两，从来没有
个人掏腰包的行为。秦国龙追问之下，终于
明白了“耗羡”小金库的财源，就是地方赋
税的各种加征，用来抵消所谓的银粮损耗，
然后转给小金库私自享用。县里的老油条
们没有想到，他们来自明清的“传承”，竟然
让秦国龙看到整个官场参与其中的集体贪
腐“进行时”。于是，秦国龙在呈给康熙帝的
奏折中，坚决地提出了“耗羡归公”。秦国龙
作为表率，既不上送“冰炭敬”，也坚决不动
用“耗羡”分毫。此刻的秦国龙，无愧于他的
自号“冰谷”，严格的操守跟寒冰一样，要封
冻所有的肮脏。

革除弊端，尤其是整个官场的弊端，并
非易事。秦国龙终于在雍正二年看到了“耗
羡归公”的落实和“养廉银”的推行，这算是
大清财政反贪腐的最大事件。康熙末年，秦
国龙还上书了另一件大事，“摊丁入亩”。这
是清朝重大的赋税改革，催进了大量的耕
地开发和减轻了农民负担。

2014 年以来，围绕“清官秦国龙”的文
艺作品，在日照渐成气候，有了“日照有个
秦国龙，清廉为官传美名”的说法。日照市
纪委监委宣传部、日照市东港区纪检委出
品的新编历史题材吕剧《清官秦国龙》，广
受好评，助推地方廉政戏曲再打磨、再提
升。

合上省志和县志，突然想到，凡夫百姓
们，喜看清官传奇和口碑相传清官逸事，并
非是要借光清官，而是因为他们才是燃亮
清官的光源。是他们的关注，是他们的口
碑，是他们的爱戴，清官才有了安落的地
方。这世上没有能够隐藏到底的黑暗，也没
有揭不穿的谎言。泰山仰止，圣贤光明，人
物烛照，其实，都在群众雪亮的眼睛里。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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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

寻寻访访

宋伟光

小时候常听父亲讲，他从小生活在上海，进出于
一个叫做“山东会馆”的地方。父亲很是怀念他的少
年时光，每每说起，脸上总是流露出些许淡愉之色。

余喜寻故觅旧，屡起探寻之念，但难得机缘。今
年夏，逢巧去上海档案馆会见一位人士，问及此事，
方知，今卢湾区教育学院处，也就是自忠路 455 号，
应是其旧址。经查阅档案，果真如此。

有幸的是经多方查找，搜集到了一张“山东会
馆”大门的老照片。此照片是由原山东会馆“武训学
校”校长李士钊拍摄的。它使我不禁触忆起父亲曾经
的描述。

阅得相关史料，其轮廓渐晰。说起来“山东会馆”还
颇有些人文掌故。这处会馆的前身，是客居上海的山东
客商购买的五十余亩墓地，是备乡胞客亡异乡之用。咸
丰战乱，疏于经管，遂被当地民户所侵。文史记载，光绪
二十九年（1903年）由时任知县的山东历城人汪懋琨
收回产权，且募银万余，请驻沪商约大臣吕钟宇主持，
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营建了这所会馆。
据有关报道，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兴起房地

产热。会馆东南两侧之地出租，丰裕里和巴黎新村遂
于此处建成。又在西门路，就是今天的自忠路，建两
层楼房，一层由霍元甲的精武馆分租，二楼设“齐鲁
公学”。所幸的是，这些建筑至今尚存大致。

山东会馆 1953年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
接管。建筑主体至今已荡然无存。而就在这古香乡温的
处所，却发生过和上海乃至中国近代史相关的事情。

11991199年年五四运动，时山东省议会秘书长王乐平，
议员尤开统专程至沪，于会馆内召开会议。5 月 4 日，

以山东旅沪同乡会名义致电政府，认为：青岛及附
属各项路权，俱属我国领土主权，德国失败，当然物
归故主。并强烈表示“不惟日本无占据之权，即五国
亦岂有共管之理。”又，5 日晚，山东会馆与世界和
平共进会，留日学生救国团等二十八个社团，议抵
制日货之事，可谓抵拒日货运动之先声。之后数日
数月内，此等活动声势渐大，此起彼伏。

在之后的岁月里。山东会馆曾是营救抗日将
士的中转之地，在上世纪 4400年代初还曾作作为抗日
联盟的秘密处所。

人事俱亡，烟云尽逝。钩沉起于兴致，历史当
为重述。如今，这所会馆早已无人知晓，惟一可以
凭吊的是这张仅有的影像，，使我与山东会馆终得
“相见”。

这是一张会馆大门之照，可以看到“山东会
馆”的大门是一处中西合璧的建筑。正如父亲所
言，很是气派。这种牌坊式的门楼建筑样式，始于
上世纪之初，，是民国时代一批颇有文化修养的建
筑家，孜孜求索而出的建筑样式。

这张老照片，清晰地向我展示着，门楼上的带
有欧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的门楣中，书写着四个
大字“山东会馆”。白底黑字，布局稳健；楷书堂正，
气度宽博，甚显齐鲁厚朴之风。据考，此为前清末
代状元，山东大学创始人之一王寿彭之墨。其书法
学养深厚，如会其人。照片中还有一丝信息，在提
醒着我。这就是大门之两侧，分别挂着“齐鲁小学”

“齐鲁中学”两块牌子。在侧门的右方挂着“上海武
训学校”。系董必武所题。齐鲁小学诞生于 1925
年，武训学校成立于 1946年，是李士钊受陶行知
所托而建的。

上世纪初，我的祖父从日本回国，便定居在上
海。听父亲说爷爷宋子畛在会馆做师爷。师爷是一
种旧称，实际上爷爷做的是类似秘书长的职务。山
东商人在上海从事的行业很多，有皮货、织丝、草
编、南北货，但最主要的是报关行。据有关史料载，
会馆历任董事长王瑞芝、王绍坡、赵聘三、崔景三
均为报关行巨商，他们皆属山东胶东地区人。按时
间推测，祖父任职的时间应在赵聘三做董事长之
时。当时，祖父、祖母和父亲一家住在法租界的萨
坡赛路，就是现在的淡水路。父亲在此度过了他美
好的少年时光，他曾对我说，在上海他读的是教会
学校，所学科目大多用外文教学。父亲说的教会学
校，很可能是萨坡赛小学，就是今天的卢湾区第一
中心小学。

往事残片，如浮云飞雪。今日晚昏，于灯下凝
睹旧物，似能见到父亲穿着小长衫、背着小书包从
照片的大门里蹦蹦跳跳地走来窜去的身影，然而，
这也不过是我所希冀的幻影而已。

“疑向西台犹恸哭，思当南宋合酸辛。我来凭
吊荒山曲，朱鸟魂归若有神。”一阵夜雨忽过，夹带
着一些夏夜里的凉意，这凉意颇有余味。犹如往尘
拂面，魂移幽荫。

钩钩沉沉

▲上海的“山东会馆”。(“武训学校”校长
李士钊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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