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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司马光与庞籍
□李鹏

郭云策新著，一部10卷本《东平百年历
史图志》终于问世了。郭云策这次给我的是
强烈的震撼，他以一己之力成就了这样一座
宏大的文化工程，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东平百年历史图志》记录了清朝灭亡、
民国肇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3个历史时
期、120年的东平社会发展历程，反映了“东
平综合性通志，图文并茂、互为表里的一个
概貌”。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我
国新编地方志中，《东平百年历史图志》实属
罕见之作。在这样一个历史坐标上认识《东
平百年历史图志》的价值、功用，其意义更为
凸显。《东平百年历史图志》序作者、著名文
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李永祜先生
指出“我国被称为正史自晋代而下直至清代
的二十五史，延及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照
相摄影异军突起，介入人物生活的方方面
面，进而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述社会历史，
成为最快捷、最感性、最直观的手段。在20
世纪40年代中期的中国，就出现了老报人
曹聚仁等编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通史》《中
国抗战通史》。此两书，特别是后者，一经问
世，即引起了国人的强烈反响。《中国抗战通
史》以文为主，以图为辅，所选照片系全国性
的内容，但属于单一性的战争专志”，《东平
百年历史图志》则是图文并重的“该县百年
综合性的通志”。在这里，李永祜教授对《中
国抗战画史》和《东平百年历史图志》前后相

距约80年的两部书作了比较，并将两书作
者相提并论，可见《东平百年历史图志》所具
有的重大史料价值和对《东平百年历史图
志》作者所作贡献的高度认可。

这部《东平百年历史图志》，属于史学、
档案学和新闻学门类，数千张图片，上百万
文字说明，选取一个地域的社会发展进程，
全方位、多维度地记叙历史。乡土的，也是
民族的，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一个地方能
产生一部真实可信而又趣味盎然的百年乡
土史册，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东平百年历史图志》不仅从宏观上记述
了东平百年历史，也从微观的角度留影社会
发展的脚步。宏观与微观互相映照，从而使
其具有了博大与深邃的内涵。成就这样一项
宏伟工程所依据的资料，需要广泛的收集、广
博的知识和缜密的思考，方能保证其视野的
宏阔和记述的准确。在作品架构和细微描述
方面，作者表现出了超凡的驾驭能力。走进
《东平百年历史图志》，就进入了东平多彩的
百年历史，其中有庙堂，有江湖，有岁月的回
声，有山河的壮丽，从卷首至卷尾，犹如疏密
得当、曲径通幽的连环画廊，令人眼界大开，
惊叹不已。内容涉及3个世纪，如此壮阔的
历史舞台，著者以锐利的笔锋，书写了众多人
物和世间万象。如果把《东平百年历史图志》
与他已经出版的一系列作品排列起来，就是
一个东平近现代编年史的立体性架构。窥一
斑而知全豹，作者几年前出版的《20世纪东
平人物》和这部《东平百年历史图志》，在某种
程度上，我们说两书是共和国历史的一个缩
影、一幅镜像，似乎也不为过。

为了这部作品，郭云策历经15年艰苦跋
涉，寻寻觅觅，探寻了本地区各领域、各行业、
各部门以至偏僻乡村的角角落落，不管旅途
长短、酷暑寒冬，风雨无阻，一直前行。一部
《东平百年历史图志》充分展示了他百折不挠
的生命、坚韧不拔的意志、顽强不屈的精神。
他常常一个人写作到深夜。深夜，四周一片
寂静，他双目凝视，是一双睁开在历史和现实
中的眼睛。恢弘而深切的追问，穿越时空，在
苍天下回响，在大地上飞扬。有时一天只吃
一顿饭，有时累得眩晕，他说，为了《东平百年
历史图志》，体重下降了20斤，眼镜从最初配
制的200度上升到500度。为抢救东平文
化，他满世界奔走，一切开支都是自费。他说
有一次到一座城市采访多人，为了节省点银
子，不坐出租车而搭乘价格便宜的人力三轮，

当时感冒初愈，竟引发重感，本想省下点钱，
却多花了几百元治病。我相信《东平百年历
史图志》中的每一幅照片背后，都有一番不同
寻常的经历，每一段文字里面，都藏着一段令
人感动的故事。

前贤曰：“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
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
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
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
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
（宋·苏轼《晁错论》），郭云策著述《东平百年
历史图志》，历尽艰辛而“至于成功”，可谓当
今时代大禹治水精神的一个范例。

郭云策是中国作协会员，他的多彩人
生，等身著作，岂仅“一道壮丽的文化风景”
所能概括，风景之后有更美的风景，他搅起
的是一阵阵文化风暴。环东平周边各县，世
人皆知“东平有个郭云策”，而慨叹本地没有
这样的人才。郭云策已然成为东平文化的
一张至为高尚的亮丽名片。

我和郭云策相识多年，近10年来我住
在县城，与他多了见面机会，有时相对而坐，
一杯茶水，海阔天空，放怀畅谈。静夜聊天，
或许就是他宝贵时间中难得轻松的时刻。
他集创作和治学之大成，其治学成果尤被世
人看重。他的全部著作中，我认为最珍贵者
当为《历代东平州志集校》《20世纪东平人
物》《东平百年历史图志》3部，这是可以世代
流传的作品。3部书，已成为国家版本馆、省
市图书馆、纪念馆和博物馆、著名高校、社科
院所等文博单位的馆藏、库藏，同时也是东
平文化传承至为宝贵的“家藏”。他对东平
历史文化所做出的“文本”性质的巨大贡献，
我以为无论多么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我和郭云策虽然相识经年，但对他还是
既熟悉又陌生。熟悉他常显憔悴、形销骨立
的面貌身影，熟悉他不好烟酒、不究吃穿的
随意生活，熟悉他不加掩饰的言谈举止；而
陌生他时时蕴藏或酝酿着的创作力和爆发
力，不理解他苦行僧般自讨苦吃、自找罪受
的生存方式。很多年来，他在常人无法克服
的困境中，不怕坎坷，不惧荆棘，一步一步，
脚踏实地，向诗和远方追求。我真弄不明
白，以他那样的羸弱之躯，哪来这么丰盛的
精力呢？他迈着没有止境的追求脚步，一个
目标的到达即是下一个目标的开始，甚至是
多个目标的交叉进行。已届古稀之龄，按人
生常规，该是含饴弄孙坐享人生清福的时候

了，而他却愈加繁忙，如孔夫子说颜回：“其
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云尔。”（《论语·学而》）

郭云策的文化成就与其奋发图强的个
人形象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文学创作和史
学研究同他的血肉之躯已浑然一体。据我
所知，有业内友人多次建议他写自传，他都
一笑了之。他认为自己是小人物，不值得写
自传。对他不了解的人常常有距离感，其
实，他的个人经历和情感并非深藏不露，细
心的读者可以从他诸多作品集中的自序或
后记中窥见其内心世界，那些自序或后记，
都是显露真性情的好作品，字里行间有作者
自觉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表露，也
蕴含一种舍我其谁的豪情。他认为，从晚清
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百二十年的东平，历经
了多次改天换地的重大社会变革，一直缺少
具有直观性、系统性的史籍出现，这是一种
遗憾。郭云策以自身厚重的历史知识素养
和卓具识见的文化自觉，勇敢地承担起了弥
补遗憾的重任。这种自觉性，是一种可贵
的、令人敬仰的精神，他为当代和后世留下
的岂仅是一座文化高山。著名泰山文化学
者周郢在给他发的微信中称道《东平百年历
史图志》“工程浩瀚，史料珍秘，名山伟业，功
垂东原”，应是极恰当的赞誉。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写有“发愤著
书”一词，他以自身遭际，联想到文王、孔子、
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非子，阐述了

“发愤著书”的基本内涵，即“此人皆意有所郁
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其核心
思想是通过著述来抒发“内心郁结”。司马迁
发愤著《史记》与屈原怀忧作《离骚》一脉相
承，他列举了孔子等一众事迹形成系统，成为
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构成了“发愤著书”的
历史人物群体，“发愤著书”由此成为一种为
人感动的、敬仰的、震撼的行为模式，也成为
一种具有深厚内涵和典范意义的文化方式。
作者无意把《东平百年历史图志》与《史记》相
类比，只想说明，郭云策也是“发愤著书”，他
人生中经历过很多的磨难，读者可以从他的
作品集自序和后记中解读他若隐若现的人生
经历，《东平百年历史图志》题记之二更是其

“发愤著书”的注脚：“任谣言的毒舌把我的肉
体啄破，任诽谤和误解将我的尊严撕裂，善
良、清白、高尚，永远是我们不倒的品格。我
宁愿承受一切恶意的损害，面对脚下泥土，倾
注全部心血，在产生了罗贯中、万里的这片伟

大土地上，我们怎能丢弃自己的历史、公正的
评说。”极简洁的语言，极沉痛的愤怒，极坚定
的浩然大志。《东平百年历史图志》之诞生，所
继承的正是这种传统“发愤著书”群象所具有
的历史和现实的本质意义。

东平古代优秀文化的传承，当今文化成
果的积累，我总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郭
云策的努力。他一生挚爱文化，特别是最近
20多年来，他一直做着东平的大文化事业。
他创造了许多东平文化的“第一”：他主笔写
出了第一部《东平县政协志》；他主持成立了
东平县文艺界各协会组织；他创办了经过官
方审批的多种刊物，如《东平湖》《东原文化》
杂志等；他主持筹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平
最大规模或称史无前例的“中国东平罗贯中
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国际学术研讨会”，其
后，罗贯中故里牌坊、罗贯中纪念馆、水浒古
镇等建筑景点的诞生，都与这次会议有直接
关系。他因工作而与国内许多著名高校、科
研院所、出版单位的资深教授、顶级专家、知
名学者结识，应邀参加全国各地有关专题学
术活动，引进各地学术成果，也将东平的文化
学术动态及成果宣传出去，让世人认识东平、
走进东平。他视野开阔、胸怀宽博，既具独立
之人格，又有独立之思想。

年届70的郭云策，显然已进入老年人
行列。人到老年，写作容易出现落伍于时代
的痕迹。而他的创作势头却没有衰减，笔力
也没有老化，其从作家到学者的转型，仍然
蓬勃着宝刀不老的旺盛精力，笔下文字依然
泉涌着青春时代的热烈、奔放和激情。他用
时光的金线编造着一个又一个文化奇迹，时
光的金线也将他塑造成一个有作为的人
物。生命坎坷多艰，作品厚重丰富，穿越其
文字的矩形方阵，他让人们感受到的依然是
一颗年轻的心灵和不老的魂魄。迄今为止，
他发表的作品、编辑的刊物、出版的著作，其
庞大的体量，在东平古今文化史上也是不多
见的，作为一个地方的当代作家，堪称奇观。

郭云策为抢救和传承东平文化付出了
巨大的努力，他头上却没有被世俗者视为荣
耀的高级光环，他在东平文化领域的辛勤付
出和不凡贡献，理应是劳动知识分子最为典
型的劳模，然而他不是哪级劳模，但毫无疑
问，他是当代东平屈指可数的杰出人物。一
片丰腴的土地和一个优秀的作家天然相
遇。东平哺育了他，他给予东平的是丰厚的
馈赠和回报。

东平百年历史的图像丰碑
——郭云策新著《东平百年历史图志》读后

□杨传珍

近日，学校组织学生开展研究性学
习，我所带小组的研究课题为“唐风宋韵，
锦绣文章——诗词中的东平”。学生们在
整理资料的时候发现了宋代名臣司马光
的一首诗：

奉和始平公忆东平
相印东临汶水阳，两看春叶与秋霜。
登山置酒延邹湛，上马回鞭问葛强。
溪竹低垂寒滴翠，露荷相倚净交香。
宵衣深念长城固，肯待从容傲醉乡。
看到这首诗后，大家产生了疑问。诗

题中的始平公是谁？司马光和始平公都
到过东平？他们与东平有什么样的故
事？带着这些疑问，学生们开始搜集资
料，并在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找到了一
些蛛丝马迹。

司马光其人

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
陕州夏县（今属山西省）人，家居涑水乡，
人称涑水先生，晚年自号迂叟，卒谥文正，
追封温国公，世称司马温公。仁宗宝元元
年（1038 年）进士，嘉祐六年（1061 年）迁
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宋神宗即位，诏为翰
林学士，以不善骈文坚辞不就，乃任御史
中丞。熙宁三年（1070 年），神宗任用王
安石开始变法，司马光因与其政见不合，
自请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十五年，绝口

不论政事，致力于编写《资治通鉴》。哲宗
元祐元年（1086 年），起任尚书左仆射兼
门下侍郎，主持“元祐更化”，尽废新法，当
政八月而卒。

我们熟知司马光，除了受到他所编著
《资治通鉴》的影响，还与“司马光砸缸”的
故事有关。

正史中的司马光出生于官宦世家，其
父司马池对其非常严格，同时，司马光本
人也立志苦学，幼年时期便表现出与年龄
不符的聪慧与才华。

1038 年，年仅 20 岁的司马光中进士
科，本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时刻，父母
却接连离世。司马光在《祭庞颖公文》中
述：“孤苦蠢愚，不能自立，长号四望，谁复
顾哀？惟公眷怜，过于平日。”这时期的司
马光逐渐与仕途疏远，加上连丧双亲的悲
痛，孤独无依。正是这时，庞籍不忘与司
马池的旧谊，关心和提携了司马光。司马
光将庞籍引为莫逆，并穷尽一生追随庞
籍，可谓事出有因。

庞籍其人

庞籍（988 年—1063 年），字醇之，单
州成武（今山东成武）人。历知黄州司理
参军、开封府兵曹参军、大理寺丞、知襄邑
县、群牧司判官、知秀州、殿中侍御史、福
建转运使、刑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陕西

体量安抚使、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工部侍
郎、枢密使、中书门下平章事，位极人臣，
是仁宗朝的名相。晚年受贬，先后知郓
州、并州、青州，以太子太保致仕，封颖
国公。

那么庞籍与陕西省始平县又有什么
关系呢？《温公集》卷七十六《太子太保庞
公墓志铭》曰：“其先出于周之毕公，因邑
命氏，近世自郓（今山东东平）徙居单之
成武。”庞氏近世为山东人，其先出自周
之毕公。司马光以祖先封地尊称庞籍，
遂以近古之“始平”称之。始平至宋代虽
已改名，宋人却往往称其旧名，这也是古
代文人的一种雅称。王勃在《滕王阁序》
中，将南昌称为“豫章故郡”，范仲淹在
《岳阳楼记》中，将岳阳称为巴陵，都是这
种用法。

庞籍封颖国公，谥庄敏，人们一般称
他为庞颖公或庞庄敏公，唯独司马光常称
他为始平公，这是出于对庞籍一种特殊的
感情。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与庞籍曾同
为群牧判官，其时两家居相近而过从甚
密。司马光从小就受到庞籍的赏识，后又
得其举荐提拔，特别是在丧父以后，庞籍
把他当作学生和儿子一样看待。因为这
个关系，司马光也把庞籍当作父亲一样看
待，故很少直呼庞籍的谥号，而常尊称他
为始平公。

庞籍、司马光与东平

郓州，故址在今东平县。隋开皇十年
（590年）置郓州，隋大业二年（606年）改郓
州为东平郡。唐武德五年（622年），置郓州
为总管府，统郓、濮、兖、戴、曹5州，共30
县。唐武德七年总管府改为都督府。唐贞
观元年（627年）撤府。唐乾元元年（758年）
复为郓州。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改郓州
为东平府。至此不复置郓州。

1053年 7月，已经身居相位的庞籍因
事罢相，被贬知郓州，第二年，已经和包
拯、欧阳修、王安石等名臣同居群牧判官
一职的司马光毅然放弃了朝中要职，到东
平追随庞籍，并欣然写下了《奉和始平公
忆东平二首》。

司马光到郓州后，先担任郓州典学
官，负责督导本地的文教，不久后，庞籍提
拔他当了郓州的判官。判官一职是知州
的副手，因此，庞籍在郓州的许多工作都
由司马光代劳。

到了至和三年（1055年），宋仁宗以庞
籍“习知夷狄情”，改任为河东路经略安抚
使，知并州，负责西北边防，对付西夏。司
马光又被庞籍带到并州做通判。

1055年，庞籍离开郓州，至此，《宋史》
中赫赫有名的庞籍、司马光与东平的情缘
画上了句号。

庞籍与东平庞氏

我们在翻阅资料时看到，庞籍虽然是
菏泽成武人，但他的祖辈却生活在郓州，
即今天的东平。庞籍与现今生活在东原
大地上的庞姓是否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呢？为了探究这个问题，我们找到了《东
原庞氏族谱》，可惜的是，由庞氏族谱中所
列先辈事迹，我们无法找到直接证据证明
东原庞氏是庞籍的直系亲属。这也许是
因为现有资料不够充分的原因，未来我们
会继续探寻东原大地上的闪耀明珠。

总结

虽然我们没有证实自己的猜想，但是在
翻阅资料的过程中重新认识了电视剧中赫
赫有名的大反派庞太师，这是一位允文允武
的英雄人物，不应该继续被演义小说和电视
剧黑化。司马光与庞籍既是晚辈和长辈的
关系，也是朋友关系，既有上下级的关系，又
有亲人般的密切关系，从中，我们也更清楚
地看到司马光身上闪耀的人性光辉。

近来，东平县大力发展文旅产业，大宋
不夜城声名远播，影响力越来越大。庞籍、
司马光与东平的交集，能否与文旅产业相结
合，开发出属于东平的“大宋密盒”呢？让我
们继续期待。

（作者系东平县佛山中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