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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平遗香集》是清代牟平文史学者宫卜万花费30余
年心血辑成的乡邦文集。该文集收录了五代至清道光以
前牟平人所创作的诗词作品。文集除了已自成诗集的诗
作不收之外，其它历代遗存下来的牟平人所作的诗词作
品可谓应收尽收。整部书分为16卷，共收录作者118人，
诗歌1238首，附词26首。由于《牟平遗香集》所收录的均
是未见刊行的诗词作品，故以“遗香”名之。宫卜万著述
时，在诗作之前皆撰有作者小传。这样既达到了文史互
证的目的，又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料。因此，
《牟平遗香集》一方面具有以诗存史的史志价值，另一方
面又具有以史彰文的文学美感，其文史交融的风格至今
仍为地方文史研究者津津乐道。

清宣统年间的《山东通志·艺文志》采用了《牟平遗香
集》的较多条目，并称赞其“持择颇精，足备文献”。可见，
《牟平遗香集》在史料汇集方面确有独到之处。但《牟平
遗香集》说到底乃是一本诗词集，它是如何做到“持择颇
精，足备文献”的呢？仔细研读此书后会发现，它主要凭
借的是诗词作品之前的作者小传。有了真实的人物小
传，自然也就有了史料价值。宫卜万在为每位诗词作者
作传时，很好地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既不编造事迹，
也不夸大其词，能考证出多少就记叙多少。所以，我们在
品读《牟平遗香集》时，会发现有的诗词作者的小传会比
较长，如马钰、姜房等；有的则比较短，如蔡如龙、俞重光
等；有的则以“失考”记之，如侯永翰等。这体现了宫卜万
在取舍史料时精益求精的态度。

另外，通过进一步研读宫卜万所撰的作者小传，我们
会明显感到：小传虽小，但史料价值极高。比如，《牟平遗
香集·卷六》专门收录了清代牟平籍工部尚书李永绍的诗
作。在诗作前，宫卜万依例作了题为《李大司空永绍》的
小传。这篇小传详细介绍了李永绍在勤政爱民、除弊安
民、清正廉洁、善于识人、务实干事等方面的事迹。结合

这些事迹研读诗歌，可以对清代工部尚书李永绍产生全
方位、立体化的认识。

更难能可贵的是，宫卜万在为李永绍作传的时候有
意识地突出了细节。如，以“官邸萧然，每以两板箱为坐
具，处之坦如”的细节来说明李永绍之清正廉洁；又如，以
李永绍主持顺天乡试时，“及榜发，如张经南、阿立恒、邓
东长、徐征、齐潘、少储、中子诸人，皆海内名宿，一时翕
然，称人伦鉴”来证明李永绍善于识才。再如，面对雍正
皇帝“你在盛京诸事清理，为何并未参一官”的提问，小传
引用了李永绍“皇上原是教臣办事，不是教臣偾事，若清
刻妄沽直名，是偾事矣”的原话来映衬其实干为本、不慕
虚名的品质。通过这些细节化的事例，我们能够更加深
入地了解历史中真实的李永绍。

书中此类实例不胜枚举，可见作者宫卜万确有以诗
存史的著述取向。正如其在《牟平遗香集·前叙》中所言：

“诚使诸君之作不即没灭，前贤之心血，后学之步趣，志乘
之文献，山水之灵秀，以万稍稍而辑，稍稍而传，万纵少得
罪亦无所顾。”

除了具备以诗存史的史志价值外，《牟平遗香集》还
具有以史彰文的文学美感。由于《牟平遗香集》所录诗词
作品前均附作者小传，故能达到因史识文、文史互通的良
好效果。也源于此，《牟平遗香集》在文学格调上增添了
以史彰文的独特美感。比如，书中收录了牟平籍孝子卜
怀的一首《哭杖》诗：“我捧此杖常跪哭，百年风木须臾
耳。忆昔杖儿痛复惭，自底不类伊胡底。呜呼嘻，母兮母
兮今已矣。杖儿儿痛有已时，不杖儿悲悲不止。尚思儿
泣母亦泣，杖头认取泪斑紫。”初读此诗，我们会觉得这就
是一首借哭杖以思母的孝义类诗歌。对于诗中所表达出
的悲切之情，作为读者的我们也能够体会一二。但是如
果读了宫卜万在《哭杖》诗之前为卜怀撰写的题为《卜孝
子怀》的小传，我们对于诗歌的理解又会更上一层楼。

在小传中，宫卜万通过语言、事件等要素，将卜怀的
纯孝表现得淋漓尽致。小传中，卜怀殡葬母亲后，时时捧
着母亲遗留下的木杖，一边流泪一边说：“吾再求吾亲以
杖杖我，不可得也。”此外，卜怀在服丧期间，日日挖土筑
坟。忽有一天，所挖之处有清泉涌出，且泉水中出现了两
条长约七八寸的红色鲤鱼。远近的百姓皆认为这是因卜
怀孝心所感而生。小传中的这段书写让我们多层面地了
解到卜怀的孝行以及当时牟平百姓对卜怀孝行的认同。
这样，我们再读《哭杖》诗，对于诗歌的理解就又多了一份
情感上的认同和美感上的追寻。

小传中还录有两首称赞卜怀孝行的诗歌，一首是：何
物能称孝，如公始是儿。欲将心事写，删后更无诗。另一
首是：方今庐墓遍天下，籍籍安能辨伪真。泉涌双鱼霪雨
霁，始知公孝出群伦。三首诗合读，我们对于卜怀《哭杖》
诗的品读就不会局限于就诗论诗，而会在“知人论诗”上
产生更多的美学体验。

这只是《牟平遗香集》中“以史彰文”的一个例子，但
也足以说明《牟平遗香集》确有其独特的文学美感。

《牟平遗香集》书中有诗，书前有序。几篇序言皆有
感于其文史之功。张宗光所作之序言道：“寿卿（宫卜万
字寿卿，笔者注）此编，自可与昆嵛之秀、沧海之灵，共发
馨香于不巳，其遗不尽遗者，听之天地古今可也。”屠道彰
所作之序言道：“顾其意，则以一州之诗，存一州之人。一
州之人存，即一州之山川风土、与夫时事之变迁、景物之
推移，大而忠孝节义、小而人情习俗，凡有关于掌故者，无
不可得之、啸咏之。”徐卿所作之序言道：“功勋入丹青，名
迹万古香，大丈夫之为人若是乎！孤芳后山种，一瓣放翁
香，大丈夫之为诗又若是乎！人也，诗也，一而二，二而一
也。”这些序言让我们感受到了《牟平遗香集》在它诞生的
那个时代的香气扑鼻。这种香气在文史交融中不断升
腾，至今仍沁人心脾……

少小喜静不爱动，
读书成了我生活中最
重要的事情。闲暇时
光，我便会钻进书店，
买书藏书。买书买到
一定程度，多数是欲
望，其实有很多书根本
是来不及读的。结婚
时，家里最像样的物件
就是我的书橱，两排七
开门的实木书柜，整整
占满了两面墙壁。

存书多了，再大的
书柜也放不下。搬过
两次家，也清理了一些
过时的或者没有保存
价值的书。但每次清
理藏书，心里总是矛盾
和痛苦的，很多书舍不
得扔，有的书在手里翻
了半天，扔出去了，又
会再拾回来。如此反
复，书最终还是放进了
书柜。清理了一天，却
没有清理出几本。老
婆在一旁抱怨，那些没
有用的书总是留着，家
里就算全做成书柜也
放不下。

其实我也知道，很
多的书，我不会再读
的，它是一种纪念，或

者一种记忆吧。很多文友的赠书，称不上什么
经典，也没有太多的再读性，但实在是舍不得
扔掉。那是一种友谊的体现，所以还是给它留
下了一个位置。每次站在书柜前，看着这些
书，我就会想起一些人、一些事和一段美好的
回忆。

家里收藏了很多书，到底有多少本，我从
来没有细数过。书籍静静地躺在书架上，或厚
或薄，或古旧泛黄，或崭新光亮，每一本都承载
着无尽的知识、深邃的思想与丰富的情感，仿
佛是一个个穿越时空的信使，等待着与有心人
的灵魂相遇。

有多少书值得收藏？对我而言，家里的每
一本书都值得。能够买回来，能够放入书柜，
这本书就有它的“价值”。因为收藏的价值，从
来就不局限于书的数量，而在于那份与书结
缘、因书而生的心灵触动与生命共鸣。

我平时对书很是挑剔，逛书店，面对大批
的新书，能够买回来的，每次只有几本。这家
书店如果没有适合我的书，我便会多跑几家。
对于书，我从来不会空手而归，面对庞然浩瀚
的书海，总会遇到你中意的。

很多朋友不理解，问我收藏这么多书干什
么用，是不是可以增值卖钱？家里啥也没有，
却拥有这么多的书，好像与这个时代有些格格
不入，但不管朋友的看法如何，对于书的热爱
与依恋，我一直不曾改变。

我并不想做一个藏书家，只是因为爱书才
藏书。藏书对于我来说，不是为了投资，也不
是为了炫耀。这年头，书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显
摆的。每一本书对我而言，都是有感情的。不
管是名家的还是普通作者的，不管是经典的古
籍名著还是流行的小说热文，善待书籍，是一
个爱书之人的本能。

读书是享受，欣赏书柜也是一种享受。在
书柜前浏览，仿佛在读着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和
一段段往事。时光流逝，文字却依然是崭新
的，这是藏书最大的满足和快乐。

书籍，如同静谧夜空中最亮的星，以其独
有的光芒，引领着我们穿越知识的海洋，探寻
心灵的彼岸。值得收藏的书，不能简单地用数
量来衡量，因为每一本好书，都承载着作者的
思想精髓、时代的印记以及读者与之共鸣的情
感记忆。它们，是时间的低语，是智慧的累积，
更是灵魂的栖息地。

书柜倚墙而立，不显豪华，却流露着高
雅。其实每一本我们用心读过的书，每一本让
我们为之感动的书，每一本能够触动我们心底
的书，都是值得我们珍藏的。

清晨，我闲步登上了小城附近的一座小山包。 此
时，东方已露出了鱼肚白色，小城还在朦胧中酣睡。

冷风瑟瑟，山黄草瘦，万物各领使命，各安宿命，或辉
煌，或惨淡，皆顺乎自然而行走。

小山包的向阳坡和背阴坡都是一摞摞鞋带似的梯
田。背阴的一面是一片果树，树梢上挂着还没落尽的树
叶，在冷风的检阅下，发出有节奏的哨音般的响声。几个
被秋风吻红了脸的果子左右摇摆着，是在庆幸自己仍然
傲立枝头，还是感叹自己被遗落在郊外？我非彼，焉知彼
之愁与乐？

小山包的向阳坡，半坡以上的地里，依稀可见枯败的
花生蔓寂寞地散落在地角边，散落的叶子被风一吹，打着
旋儿飞起飞落；半坡以下的地里，秃了叶子的玉米秸子茕
茕孑立，悲悲凄凄惨惨，给人落寞的感觉。

一阵风从我眼前刮过，我有了一丝丝的凉意，赶紧裹
紧衣领，顺着阳坡缓缓地向山下走去。忽然，在一块花生
地的地堰边，一个白里透黄的东西映入了我的眼帘。我
走近一看，是一穗被遗落的胖胖的玉米。等我拾起来一
看，却发现它已残缺不全，像是被鸟儿啄食过，顶端的叶
子已经破碎了，露出了黄黄的粒子。粒子闪着亮亮的光，
像是流着晶莹的泪，祈求着人们的光顾；但仔细看却又觉
得那不是泪，而是倔强的目光，透露着它的坚强和韧性，
还有不屈不挠的精神。

我忽然想到，这么大大的、胖胖的一穗玉米，怎么会
被人们无情地扔掉呢？何况这里离玉米地很远，这不合
常理啊！难道它是被田鼠拖到这里，却因为太胖无法进
到田鼠洞里而被遗弃了？或者是被野兔衔到这里，啃食

后又扔掉了？我不得而知，却为之深深地悲哀！
曾几何时，它作为一粒种子，在阳光明媚的春天里，

被埋进了土里；在暗无天日的土壤下，吸吮着土壤的乳
汁；在阳光的沐浴下，顶着露珠，伸展着臂膀，热烈地拥
抱了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面对争抢地盘的稗草，它义
无反顾地将之踩在脚下，迎风拔节、吐穗、鼓粒；面对风
雨侵袭，它将根深深地扎进土壤，意气昂扬地发表着生
命的宣言，奔向那绚烂的收获季节，庄严宣告着生命的
价值。

多少个风轻云淡的日子，多少个月明星稀的夜晚，
多少次酷暑干旱的考验，多少次雨暴风狂的侵袭，多少
次害虫噬咬的痛苦……它，平和地听雨伴奏、听风歌唱，
看行云流水、观日出日落，吸天地之精华、聚日月之精
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不承想竟落到了今天被遗落的
悲惨结局！

这是一穗胖胖的优质玉米。可以想见，定然有许多
远不如它的玉米，走进了辉煌的行列，或在仓廪中享受着
主人的百般呵护；或在隆隆的机器声中舍身成粉，走进人
们的腹中，完成了生命的轮回。而我面前的这穗玉米，也
许它的使命还未完成，宿命中该有此一劫，也许，经历了
重重磨难后，它会有个更加辉煌的完美结局，严寒、暴风
雪，会把它的生命打磨得更加靓丽。

我慢慢地把它的外皮剥下，将玉米粒逐一剥离，均匀
地摊在手心里，然后扬起手，使出全身的力量，将它们抛
向空中，任它们四散落地，各自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土
壤，来年春天能拥有属于它们自己的天地，蓬勃出满坡的
葱茏，茁壮出生命的奇迹。

冬日的清晨，是一个
奇妙而梦幻的世界。

山峦铺上一层晶莹
的洁白。放眼望去，萧条
而不荒凉。黑褐色的山
枣树，红红的枣子落了一
地；粗壮遒劲的柿子树，
在枝头摇曳着最后的一
抹红色，稀疏的绿叶呼啦
啦地响着；柞树的树叶已
由绿变红、由浅变深。色
彩交错的山林，偶尔升起
的一抹炊烟，与红砖绿瓦
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充满
浓郁生活气息的山村风
景画，在日渐寒冷的冬
季，斑斓了冬日的清晨。

此时，天地不交，万
物隐匿，肃杀萧瑟掩袭而
来。田野里，白露为霜，
白茫茫一片。光秃秃的
玉米耷拉着头，愣愣地杵在那儿；苹果树仅剩下几
片枯黄的叶子在风中凌乱；昆虫噤声，悄悄地蛰
伏。菜园里绿意盎然，胖乎乎的大白菜，脆甜多汁
的萝卜，照亮了冬日的清晨。

我慢慢地行走在寒意凛然的凌晨，竖起衣领抵
挡寒意。一个瘦小的老人牵着一只黑不溜秋的土
狗，从我身边“嗒嗒”地经过。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
人，穿着李宁运动服，挥臂摆腿地快速跑过。十几
个女子，身着颜色各异的华服，随着悦耳的动感音
乐甩手扭腰，妩媚了平淡的清晨。

城郊的小河水哗哗地流淌，水面上升腾起袅袅
烟雾，如梦如幻。极目望去，隐约可见一支兰舟在
水面上游弋。有渔歌传来，嘹亮而清脆，穿破缥缥
缈缈的薄雾，直抵心间。山谷回响，空灵而邈远的
回音，在空中久久回荡，惹人遐思。我想看得真切，
却不能如意，只听见橹声“吱嘎吱嘎”，竟是渐渐远
去了，徒留水声潺潺，亲吻着岸边的草木，婉约了冬
日的清晨。

我走进山林，亲近自然。稀薄的雾气渐渐消
散。空气里有一股森冷的寒意，沁入肌肤，让人清
醒。草木上，凝结着晶莹的露水，不时拂面蹭身，在
身上留下一抹淡淡的水痕。小径幽深，曲折蜿蜒，
路畔茅草茂盛，这时的山林，远去了春花的芳香，消
逝了夏树的蓊郁，淡退了秋日的高爽，只剩下冷冽
的风、枯槁的草木、嶙峋的石头。可是，这才是自然
的本色啊！虽然素面朝天，但流露出真性情。去掉
一切的装饰和矫揉，裸露出真实和自然。呼吸着清
冷的空气，嗅闻着稍微腐朽的味道，凝视着纯粹的
原色，慢慢行去。山林静寂，仿佛可以听到心灵深
处的声音。枯枝败叶瑟缩着，风儿卷起落叶，奔向
远方。荒凉，冷厉，萧条，山林上空氤氲着阴冷而迷
人的气息，别致了冬日的清晨。

一轮红日跃出东方，金光万道洒遍山林，透过
纵横的枝丫，光影斑斑点点。那荒芜的原生态，因
着明媚的红日，竟然生动起来。迎着朝阳下山，步
伐轻盈起来。拨开横陈的枝条，越过繁密的荒草，
蹚过清澈的小河，我走向太阳升起的地方。

《《牟平遗香集牟平遗香集》》的文史香气的文史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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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玉毅坐看云起

坐上四季的最后一趟列车——冬天，看到的第一个
路标便是立冬。

立冬这个词是很有意思的。有人说，立是“建始”，冬
是“终了”，但我觉得冬天更像是一页薄薄的纸，在两股不
同的风、两种不同的空气的作用下飘飘荡荡，于秋与冬两
个季节之间来回徘徊，直至最终安稳下来，是为“立”。

与立春、立夏、立秋一样，在国人眼中，立冬是这个
季节的开始。《周髀算经》有云：“四立者，生长收藏之
始。”通常，一个季节的开始，往往也预示着另外一个季
节的结束。于是，秋风到此时便听不见声音了。风继续
吹着，不过已经换了一个称谓，唤作冬风，或者北风；秋
雨落到此处也不叫秋雨了，改作了冬雨，也许有一天还
会变成冬雪。

宋人仇远在立冬时节写过两首即事诗，其中一首是
这样写的：“细雨生寒未有霜，庭前木叶半青黄。小春此
去无多日，何处梅花一绽香。”虽然冬与秋只是一墙之隔、
一夜之隔，但气温似乎要差上许多。立冬风冷，连带着雨
水也生了寒意。也许此时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为时尚早，但诗人总是要较寻常人来得敏感。“小春此去
无多日”，这里的“小春”有可能是指传统意义上的春天，
也有可能是指南方的“十月小阳春”，但无论是哪一种，见
着此语，总觉得眼前有一股融融的暖意扑入怀中来。或
许，这股暖意也与这个季节的物候有关——天气虽然寒
冷，草木却非无情。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时原有规律。在早前科技、
交通还未发达的时候，反季食物并不常见，闻着冬天的气
息，人们便思量着屯粮了，以免大雪封门时，出不得村去，
只能干嚼馒头或者白米饭。动物们经过一秋的准备，该
冬眠的都已经冬眠了，偶尔有几只不愿冬眠的，或是懒洋

洋地，或是得意扬扬地，在这个降了温的世界里放肆地徜
徉，一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做派。鸟雀如此，
猫犬如此，游鱼亦如此。

与北方的干冷不同，南方的空气略有些潮湿，也正是
因为这个缘故，尽管南方的气温要比北方高，但那种湿冷
的感觉比干冷更不好受。一旦这种阴冷潮湿超过了一定
的限度，“冻疮”便随之而来。提到冻疮，不知该说是这个
季节的馈赠还是惩罚。寒冬时节，你骑着车在风中穿行，
一个不小心，耳朵上、手指上就会长出一个个硬块，像是
突然之间发了福，天气一热就痒得不行。更可恼的是这
种“痒”药石无效，只能等它自己慢慢退去。

有时，立冬也是一种盼头。民间有一句谚语：“好吃
不过饺子。”立冬之日，对于许多的北方人来说，饺子是不
可不吃的。“饺”是“交”的谐音，大年三十是旧年和新年之
交，立冬则处于秋天和冬天之交，故“交”子之时的饺子不
能不吃，由此也足见人们对于这个节气的重视。当来自
北方的风吹过黄河，吹过长江，吹到了南方，这个起源于
北方的习俗竟也渐渐地成了南方的一种传统，在江南甚
至江南以南的更多地方的人们心中扎下了根。于是，立
冬之日，家里、街角巷尾的馆子里，你都能吃到各色饺
子。当饺子从锅里捞出来被摆上餐桌时，冒着腾腾的热
气，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让人欲罢不能。当然，立冬时节，
为了补充元气和能量，人们也会适时适量地多吃一些羊
肉，管它入粥还是做成羊排，吃在嘴里甚是美味。

立冬风冷，天也黑得早。明明上一刻夕阳在山，天光
还是大亮的，不知不觉间就黑了下来。街上，路灯一盏盏
亮起，如熟睡中的人们陡然睁开了眼睛。沿路的高楼和
矮楼里，也都陆陆续续地有了光。当此时分，秋风吹尽，
中宵清寒，冬天已经来临了。

立冬风冷立冬风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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