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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岱说

泰山书院文化的新史证
——《王纳谏墓志》中的“至道书院”

泰山书院曾繁盛一时，但传世
文献相对稀缺，致一些重要书院湮
灭无闻。近日发现明代《王纳谏墓
志》，补充了肥城历史上一处重要
书院史实。《墓志》称：

（纳谏） 移居近里崇果寺，以
便 定 省 。 弱 冠 补 邑 庠 ， 既 廪 有
声，结同社友人，讲致知格物，而
学问日进。邑侯马公经纶见而奇
曰：‘吾道有托矣！’聘泰山李还
朴，爲创至道书院以居。先生偕淄
川王立极受业其中，质疑助长，殆
无虚日，刻《讲余录》于肥，以公
之世。

墓志中提到的“至道书院”，不
见于历修《肥城县志》中，只有明
人《泰山纪事》及《马经纶墓志》中
提 及 此 名 。宋 焘《泰 山 纪 事·天
集》云：“会肥侯经纶马公，创至道
书院，远聘还朴 （李汝桂） 为宗
主，以先生 （王嘉宾） 从。互相
发明，涵育肥士。”朱国祯 《马侍
御 （经纶） 墓志铭》 云：“辟至道
书 院 ， 请 泰 安 李 先 生 汝 桂 主
之，择学行八生，敷教里社，彬
彬 有 武 城 弦 歌 风 。”（清康熙刻
本《前明河南道监察御史诚所公文
集》附录）

参《王纳谏墓志》之记述，可
以考见至道书院相关情况。

至道书院由肥城知县马经纶创
设 ， 聘 泰 山 名 儒 李 汝 桂 （号 还
朴） 及其弟子王嘉宾为主讲。墓志

记 王 纳 谏 先 入 书 院 ， 后 应 甲
午 （1594 年） 省试。则书院创办时
间应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 年）稍
前。《泰山纪事·天集》“还朴李先
生”条记云：“侍御马公经纶令肥城
时，率所讲学门下士二百人，从学
于先生。是时，先生年七十有八
矣，谈说性命，自朝至暮，端坐
俨然，神王色粹，曾无倦容。而
其教人先要澹得下，使心空而不
染，然后学问有所承受，道德性
命之理，阐发悉至。”所描绘即为
肥城讲道情景。汝桂有 《示肥城
诸友文》，题下有注：“知县马经
纶 请 先 生 为 诸 生 讲 解 ， 故 有 此
文。”（康熙《肥城县志》卷下《诗
文》） 盖 在 至 道 书 院 时 之 所 作
也。另“至道”之名，系借自隆
庆中山东提学邹善在济南明湖所
建书院旧名，李汝桂为邹善亲传
弟子，此院名实显示其宗风师承。

至道书院院址旧所不详，今
据 《王纳谏墓志》，其居崇果寺读
书，为马经纶所赏，乃聘李汝桂创
立书院，使受业其中。则书院奠
处，即在崇果寺一带。如此推测成
立，至道故址当在今肥城王庄镇海
子村。

王纳谏系李汝桂门人。纳谏为
肥城明代名宦，世居海子村，万历
二十八年 （1600年） 举人，四十四
年 （1616年） 进士。授直隶雄县知
县。天启初忤阉宦降调，再起临汾

知县，未赴而卒。著有 《史阁万
年》《三国策删存》 等。但其师承
不详，今据墓志知其受学于李汝
桂，同门则为淄川王立极 （名建
中，字立极，廪生，能文工诗。乾
隆 《淄 川 县 志》 卷 五 有 传 。 汝
桂《还朴心声》中多有与立极赠答
诗文）。民国学者王亨豫曾撰 《还
朴弟子考》，考出少崖门人有张至
发、王嘉宾、李朝聘、张邦彦等十
五人，中无纳谏之名，今据《王纳
谏墓志》可加补苴。

李 汝 桂 著 述 有 《教 言 讲 余
录》，但内容及成书、刊刻过程均
不详。今据 《王纳谏墓志》，知此
书为王纳谏所镌，印于肥城。内容
应为书院讲义文字。另墓志开篇所
言“李泰山语录”，或即此书。

总之，《王纳谏墓志》 的发
现，为研究王 （阳明） 学名儒李汝
桂生平及泰山书院发展史，均提供
了新史材，价值较大。

另：《王纳谏墓志》 今仅存半
篇，撰书姓名均已佚去。今考志文
有“余徼王先生世谱”，则撰志者
亦 王 姓 ； 又 言 “ 遗 嘱 唯 琅 琊 知
我 ”， 时 多 以 “ 琅 琊 ” 代 指 新
城 （今 桓 台） 名 族 王 氏 。 以 时
代、辈分、官职考之，撰志者似为
新 城 王 象 春 ， 日 后 可 作 进 一 步
探考。

《王纳谏墓志》 承友人李武刚
先生赐观，附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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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花果树下

立秋前后，无花果熟了。
在院子一角，有一棵自生的无

花果树，结了一树果实。有一天早
上，我发现果子不知被什么人摘
了 ， 枝 头 上 的 果 子 已 经 所 剩 无
几，成熟的也被鸟啄过。

但就在这几天，我在两本书里
却都发现了无花果的影子。

先是在《歌德谈话录》中。1824
年3月30日，歌德与爱克曼谈到不
同体裁的戏剧应在不同的舞台上
演 。 把 不 伦 不 类 的 东 西 混 在 一
起，会使听众无所适从。歌德如此
比喻：“听众中各有各的要求和愿
望，总是爱到经常得到满足的地方
去满足。今天在这棵树上摘得无花
果，明天再去摘，摘到的却是黑刺
莓，这就不免扫兴了。爱吃黑刺莓
的人会到荆棘丛中去找。”他希望
能有更多的分众剧场建起来，让听
众能各得其所，各取所需。

然后是尼采的 《查拉图斯特
拉如是说》。《在幸福之岛上》，他
写 道 ：“ 无 花 果 从 树 上 落 了 下
来，它们好甜美；当它们掉到地
上的时候，裂开了皮。对于它们
来说，我就是那阵使它们掉落的
北风。”查拉图斯特拉让人们对待
他的“教义”，就像吃无花果一
样，去“喝它们的汁液，吃它们
的果肉！”

我一直读不懂《查拉图斯特拉

如是说》，直到现在我也不能说已
经读懂。“我行走在人类中间，如
同行走在我预见的那种未来的碎片
中一样。这就是我全部的创作和追
求，把碎片、谜和可怕的偶然事件
都组合在一起。如果人类不能成为
诗 人 、 猜 谜 者 、 对 偶 然 的 解 脱
者 ， 那 我 是 如 何 也 忍 受 不 了 成
为 ‘ 人 ’ 的 ！” 我 困 在 他 “ 碎
片、谜和可怕的偶然事件”的组合
里，就像一个“猜谜者”，或者
是“拾荒者”？

我 还 是 能 不 时 感 受 到 些 什
么，有时也会感动。就如偶尔抬头
看一朵云，暼见从云缝中透射出一
束束光的瀑布，或者射出一道光亮
的闪电，从云端“噼里啪啦”洒落
一阵急雨下来。在品尝过无花果的
甜 美 之 后 ， 我 也 会 忍 不 住 感
叹：“我们的四周是多么的丰盈
啊！从这种丰盈望出去，眺望遥远
的大海，真美！”

喜欢查拉图斯特拉对大地的态
度。“人类以及人类的大地是永远
没有穷尽的未知世界。”在他眼
里，“现在最为可怕的是亵渎大
地，是将那无知的心看得比大地的
意义还高！”他恳求人们：“忠实大
地吧！不要相信那些向你们谈论超
越大地之希望的人！”

在人与大地之间，人要“把
迷失方向的美德领回到大地。是

的 ， 将 它 们 领 回 到 身 体 与 生
命：让它赋予大地其意义，一种
人的意义。”人，崇高者，“他应
该像公牛一样做事，他的幸福应
该散发出热爱大地的味道，而不
是蔑视大地的气味。”他希望看
到“他是一头白色的公牛，看它
是怎样铆足劲儿、叫喊着拉看犁
铧前行：它的叫喊声应该是赞美
大 地 的 一 切 ！” 而 大 地 ，“ 真
的 ， 大 地 应 成 为 一 个 痊 愈 之
地！大地四周已经被一种幸运之
气 味 ， 以 及 一 个 新 希 望 所 布
满！”所以，“我们应该爱大地。”

如果说侈谈对待大地的态度还
显宏观和抽象，我们不妨沿着他的
视线、脚步和思路，去看山上的一
棵树，去登一座山，去看一次日
出，去与万物交谈，去听一条蜥蜴
爬动时的响声，去等待露水在夜里
最安静的时候降临草地……

在山中，背靠一棵孤零零的
树，他说：“其实，人和树的情况
是 相 同 的 。 他 越 是 想 生 长 到 高
处、光明处，他的根就越是深深地
扎入土地里，越是向下生长，越是
长到黑暗的深处，甚至进入到恶里
面。”

与他一起登山，听他在不停地
说：“学会不满足于自我而看到其
他的东西，是很有必要的——这是
登山者必不可少的。”

王纳谏行书轴。
作者供图

蓝天下的枯树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