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1 2018年1月19日
January 19，2018 文学

从一个家族的传书故事说开去
央视2017年12月5日《生财有道》节

目《吴江同里》，重点介绍联合国世界
文化遗产之一、千年古镇、世界同里的
退思园的民间艺术文化传统。无独有偶，
在文革中流失的退思园老宅亨复堂世藏国
宝、古籍《玉篇》唐写本残卷，相继在国
际汉字书法展和海外博物馆露出水面，劫
后余生。作为退思园任氏后人，笔者感恩
以往，展望未来，新年伊始，欣喜之余，
感到有责任引笔铺纸，将亲历见闻，立此
存照。

华夏文脉不断流
近日报载，习近平在故宫接待美国

总统特朗普，在参观完故宫前三殿后，
他向贵宾介绍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当
特朗普说起埃及的古文明历史比中国更长
时，习近平回答说，“文化没有断过流、
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我们这些人也
延续着黑头发、黄皮肤，我们叫龙的传
人。”诚哉斯言！

世界史上，各大古文明都有文字作
为文化的载体，如埃及的圣书体、中国的
甲骨文、印度的梵文、玛雅的象形文字、
以及古希腊时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等，
但这些文字中，只有中国甲骨文演化而来
的汉字，是唯一至今仍旧使用、没有断过
流的。

为什么说没有断过流的、有文字记
载的三千年中国历史文化那么重要？因
为它凝结着世人景仰的、威震华夏的大智
慧，其文化底蕴将永远融合在每一个中国
人生生不息的血脉之中，它是映射中国古
老文明气质的象征。龙的传人，对待传统
文化遗产，素来持严谨的态度，即取其精
华，弃其糟粕，批判吸收，与时俱进。

梦里寻她千百度
汉字是音形意三者完美的结合体。

据联合国统计，全世界现有16亿人使用汉
字，占世界总人口的25%。汉字字体的演
变，大体而言，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
从商周甲骨文、金文变为小篆，二是从小
篆变为隶书，三是从隶书变为楷书。

先从楷书说起，南朝梁陈间苏州人
顾野王编纂的《玉篇》，是我国语言文
字学史上，继《说文解字》、《字林》
之后，第一部以楷书为主体的字典。原著
在宋代已经失传，笔者的高祖任艾生，在
清末通过驻日大使黎庶昌，从日本以重金
购回唐抄原本，有保存至今的亲笔书信往
还为证。该书在文革“破四旧”中不幸流
失。

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在一个国际
书法展上，看到唐抄《玉篇》第九卷残本
展出。笔者一眼就认出，眼前就是自己幼
时在亨复堂读书时，曾经仔细查阅过自己
名字的那本手稿。连此残本第九卷言部开
头缺几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在“谅”
字下，注“助也”。

《玉篇》这个注释给我留下了终身
难忘的印象。因为其他字书注“谅”字，
大多环绕“友直、友谅、友多闻”讲，
《说文解字》注“谅”，信也。惟独《玉
篇》突出其“助人为乐”的涵义。当我看
到文革中流失的那本宝书重现眼前时，不
禁心里一怔，恰如“梦里寻她千百度，蓦
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我不由得感到一个很大的重量落到
自己肩上。显然，要找出她劫后余生的来
龙去脉，并非易事。感恩微信时代，一位
伊利诺伊州的陈全教授，看到笔者在《亚
美导报》上刊载的回忆故乡同里的文字，
致信编辑部，为我联系到他幼时的玩伴、
民国最后一任同里镇长任传颐的令郎、目
前旅居澳洲的任家鼎先生。

古镇同里始建于宋代，已有一千余
年历史。任氏望族，人丁兴旺，到任兰
生任艾生一代，规定从下一代开始，以
传、家、孝、友等等十六字排辈。同里任
氏后人任传颐，在抗战时期，曾是飞渡喜
马拉亚山驼岭的、远征军抗日英雄，名噪
一时，曾在家乡同里带头续修任氏宗谱和
族谱。

经过海内外辗转联系，终于找到了
定居东京的、笔者最年轻的叔叔任孝丹。
孝丹叔是微雕书法家，通过日本书道学
会，终于弄清楚《玉篇》九卷，从中国
流失到香港古董市场后，为早稻田大学收
购，目前在京都国立博物馆展出云。

龙文化源远流长
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物质财富之

丰富，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在精神财富
方面，传统的谱谍文化也逐渐有所恢复。
全国各地的任氏家谱网也不例外，今非昔
比。回想十年前，当《同里镇志》出版
时，同里的任氏后代，只知道初中语文课
本里，有一篇钱正英写的、脍炙人口的范
文《一个共产党员的遗嘱》，写的是一二
九运动参加者任以沛，但是除了他的四个
在京长大的友字辈儿子外，竟然没有一个
同辈知道，任以沛就是从同里亨复堂北幢
走出来的、考入清华大学读书的任孝逵叔
叔。

《同里镇志》的故事很多，这里只

浅说一件关于任氏世代传书渊源的故事。
任氏家族通常把历史上第一个任氏大名人
任不齐，作为其得姓始祖。任不齐为孔子
七十二贤弟子之一，墓在今山东省济宁任
城。孔子给他取名不齐，有万紫千红、和
而不同的深意在。根据《史记》记载，任
不齐的后人、沛县任敖，为刘邦挚友、西
汉开国元勋。

汉文帝时，经过休养生息，想找一
个通晓已经濒临失传的《尚书》的人，
老臣任敖称道秦始皇时的博士、济南伏
生，在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曾冒着生命危
险，把自己珍爱的《尚书》藏在墙壁的夹
层里，才使这部儒家重要典籍，得以保全
下来。

文帝采纳任敖的意见，令当时的大
改革家、太常掌故晁错，亲自到济南伏
生家中学习《尚书》。伏生已九十多岁高
龄，遂由伏生女儿羲娥，用汉代通行文字
隶书，将晦涩难懂的先秦文字记录成为今
文《尚书》，标志着隶书记事历史的一大
进步。书法家任艾生所书对联中，有“书
体迁流通汉隶”的名句。

根据《任氏宗谱》记载，先人任昉 
(460-508) 是任敖的后人。任昉在南朝梁
时曾任江苏宜兴太守，与沈约、王僧儒同
为南朝三大藏书家。汉末以降，到六朝时
期，因事物日繁、言语日增等原因，造成
了文字增加和分化，社会用字混乱，文字
变异，编撰字书一事，变得尤为重要。

顾野王(518-581)当时是太学博士，
学问过人，因而受到梁武帝的器重，著成
《玉篇》30卷，主要借助于以上藏书家包

括任昉的丰富宝藏。元末明初时，江南宜
兴一支任昉后人，为躲避战乱，才迁居吴
江，占籍同里。

如前所述，顾氏的原本《玉篇》在
宋代就已亡佚，国内现存《大广益会玉
篇》为唐代上元元年由孙强等后人重修
的，已不是顾野王编著的原本。而任艾生
收藏的顾野王版本的《玉篇》，在文革破
四旧运动中消失后，经历半个世纪，于前
两年现身日本。据称，在日本流传的唐代
《玉篇》的抄本现存数卷，已被指定为国
宝级重要文物。目前中日两国，正在通过
有关途径进行交涉中。

谱牒文化代代传
现在的年轻人，对于文革破四旧这

场旷世浩劫，已经知之甚少。从1966年开
始，全国范围内，陕西炎帝陵、山西舜帝
陵、浙江大禹庙惨遭铲平，造字圣人仓颉
的陵墓被毁，孔子墓被挖，一切传统文化
遗迹和典籍均在横扫之列。江浙一带人文
荟萃，民间一切世藏古籍，均被送到造纸
厂打成纸浆回炉。《玉篇》的劫后余生，
真乃不幸中之大幸。

这里需要缕述《玉篇》在同里的遭
遇。长话短说，同里任氏祖宅亨复堂至
今犹在。任兰生在清末建新宅“退思园”
后，旧居亨复堂归其胞弟、笔者的高祖任
艾生所有。任艾生继承先祖的收藏渊源。
在亨福堂南幢西厢楼书房内，有一个内外
层双套香樟木壁橱，珍藏古籍善本，包括
上述的唐写《玉篇》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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