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结故里商余山位居鲁山西南，

距县城约 15 公里。因为元结之故，我

曾多次来此，寻觅这位名贯古今的唐

代大诗人的活动踪迹。

2022 年的十月金秋，我再次来到

商余山，参加“‘元结故居遗址碑’揭碑

仪式”。当时正值野菊花盛开季节，遍

山的野菊花金灿灿的，似在笑眯眯地

欢迎我们的到来。1000多年前的元结

尤爱菊，想当年，他到舂陵（今湖南境）

做官，发现那里是不种菊的，于是不惜

千里迢迢从家乡携去菊种，植于前庭

墙下，并作《菊圃记》，赞菊方华可赏，

在药是良药，为蔬是佳蔬，告诫贤人与

君子要自植其身，慎择所处。他言道，

菊“纵须地趋走”，难不成他带往舂陵

种的，就是商余山故居前的野菊？

我们下车后，涉过淝溪吊桥，登上

起伏的商余山，下至药王庙西侧一湾，

此即立碑处。碑前是一片平畴沃野。

对照元结《述 居》察 看 地 形 ，可 以 肯

定 ，诗 人 当 年 就 是 在 此 耕 读 生 活

的 。 目 视 元 结 曾 经 耕 灌 过 的 田 地 ，

今 都 种 成 了 参 天 之 杨 ，直 似 元 结 之

忠直性格。溪水不见，溪沟尚存；那

口 泉 井 ，有 心 人 用 砖 简 单 砌 护 了 起

来。山野寂寂，我们一行人的到来，

打 破 了 这 里 平 日 的 宁 静 。 笨 眼 巡

观 ，这 里 依 山 傍 水 ，田 土 肥 沃 ，的 确

适 于 修 身 。 佩 服 结 父 元 延 祖 ，千 年

前居然以“鲁县商余山多灵药，遂家

焉 ”，择 此 佳 处 定 居 ，培 养 出 一 位 香

溢百代的诗家。

参与揭碑仪式的多地学者，亦有

村民，都怀着对元结的景仰而来。秋

阳朗照下，蒙碑的红绸布被缓缓拉掉，

“元结故居遗址碑”呈于眼前。面对精

雕细刻的巨碑，人们合掌躬身，礼敬元

君，感叹 1200多年后诗人英魂回归。

这块碑的刻立，酝酿了多年，今由县

炎黄文化研究会、县文联偕商余村共同

勒石。忆及前几年，在药王庙的左前方，

县书法家协会亦曾竖过一块“元结故里

碑”，碑仅几个大字，未有题记，陌生人看

了，难知根源。今立之碑，正刻“元结故

居遗址碑记”，述碑刻缘由，记诸公奔走

鼓呼之功；背刻元结于此所作《述居》一

文，让人遥想元结在这里耕读之情景。

人杰地灵商余山

《述居》仅 300 来字，叙商余地形，

言山东有谷，谷有泉田，泉可浸畦。泉

合淝溪，溪流出谷，合汇于滍。元结在

此，占山泉，辟榛莽，依山腹，望丰年，

习静保闲，耕艺山田，兼备药石，与兄

弟承欢于膝下，与朋友和乐于琴酒，不

为物累，怡然自得。

商余山又名笔架山、长寿山，山虽

不高，却绵延逶迤。山上多原始次生

林，植被良好，杂花遍地，野生药材比

比。有人统计，这里产植物类药126种、

动物类药 21种、矿物类药 7种。“商余灵

药”，古鲁著名八景之一。昔年，自商余

至滍阳，绵延 20 余公里的薛店街专营

中药材，有药不经商余不灵之神谓。

元结在商余，潜心两汉古籍，以致

诗文超迈六朝。漫步在故居碑前后，

元君耕种习读之景仿佛在眼前。他的

一生，怀有宁静闲适的心态，亲民旷达

的情怀，皆得于家乡山水的滋养。我

想，他人生的理想与追求，最初定然不

是做官，而是为文，是做学问。他的诗

文，有田园牧歌式的闲适。其《贼退示

官吏》“昔岁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

源在庭户，洞壑当门前”描述的就是青

少年时，他在商余山悠然自得、边耕作

边读书的场景。

当然，元结的诗，诸如《贫妇词》

《去乡悲》《舂陵行》等，更多的还是反

映民生疾苦。仔细品读，我们可以感

受到，他笔锋犀利，情感激奋，词意幽

远，格调高古。难怪欧阳修赞他“笔力

雄健，意气超拔”，杜甫誉其“道州忧黎

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

华星。”清末古文家吴汝纶评论其“放

恣山水，实开子厚先声”“文字幽妙芳

洁，亦能自成境趣”。史学界说他开了

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先驱，称他是

上继王勃、陈子昂而起，中与杜甫并肩

努力，后为白居易的新乐府开路，在中

国文学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功绩。

这种定位，何其高也。

瀼河与瀼溪

站在商余山上，西眺南望，但见层

峦环绕，嵯峨叠嶂，山霭苍苍，云雾缈

缈，免不了思起千载，往事回溯。元

结，字次山，布衣历官，出仕后，不十

月，连升 9 级，至尚书郎。因其忠直方

正、文武兼备，被平顶山市和鲁山县评

为十大历史名人之一。他不单诗文绝

佳，更重要的是，他领兵征战，威震四

方，心怀报国，清德卓行，忧国忧民，刚

正不阿，敢言心声，诚信化人。我曾登

临《西鲁讲堂》，讲述《典出鲁山的成

语》，其中“断章摘句”“欺上罔下”均典

自元结。“断章摘句”是诗人李商隐称

赞元结文思敏捷，随意裁断章节，点缀

修饰，就做成了好文章；“欺上罔下”说

的是元结初任道州刺史，哀生民涂炭，

上书《奏免科率状》，言“西原蛮”陷城

后，道州百姓“十不存一，资产皆无，人

心嗷嗷，未有安者”。元结情真意切，

恳请皇上免除道州所负税庸，如果所

奏“不合时政，干乱纪度，事涉虚妄，忝

官尸禄，欺上罔下”，愿受刑典。似此

冒着被降职甚而被杀头的危险为民请

命，老百姓岂会忘记了他？

元结的踪迹，涉江西瑞昌、湖南道

州、广西容州等，千百年来，这些地方

的民众都在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纪念

他。元结绝不会想到，因家乡商余山

水之熏染，他的人生履痕，一路歌之咏

之，经过 1000多年的沉淀，竟都成了古

迹名胜，成了国家的文物。

因避安史之乱，元结最先的寓居

之处在瑞昌瀼溪。在那里，他作了《与

瀼溪邻里》《喻瀼溪乡旧游》等诗，诗中

记述了他与瀼溪人深厚的感情。上世

纪 80 年代，瀼溪人专在长江岸边建了

一座瀼滨亭，用以怀念他。商余山西

亦有瀼河，与淝溪一样，同为淮河支

流，下泄入滍。是古鲁的瀼河之名被

元结移到了瑞昌，还是瑞昌之瀼溪在

先，在元结回归故里时，把它引至老

家？我说不清楚，也难考据，但不可否

认的是，二者的同源牵系。

元结的浯溪之缘

更奇的是元结的浯溪之缘。元结

与浯溪，二者仿佛就是一个整体，拆开

谁，都会成为一种虚无。安史之乱后，

结以讨贼有功，摄监察御史，任道州刺

史，数过浯溪。前两次，因杂事缠拌，

对于湘江河畔这一处山石小景，他没

有过多的欣赏；第三次，他心情畅朗，

看着山脚下的一脉清溪，望着山上那

形态怪异的山石，情不自禁生出感叹：

“零陵郡北湘水东，浯溪形胜满湘中。

溪口石巅堪自逸，谁能相伴作渔翁。”

元结定然是把南方此一山水，与家乡

商余之景联系了起来，否则，他不会无

端地、入骨地爱上了这里。爱之深，爱

得不舍，心一横，他竟把家也安到溪边

来了：“爱其胜异，遂家溪畔，修耕钓以

自资。”他要将这条山溪“据为己有”，

他要把这奇绝的自然山水，刻进自己

的灵魂。之后，元结干脆把这条山溪

取名叫“浯溪”，把溪流右侧一个石台

命名为“峿台”。在《浯溪铭》中，元结

感慨道：“园林之美，豪富所私；山川之

胜，天下公之；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那意思，它虽是我的溪，我的台，我的

亭，实则是大家的，是共有的，是精神

家园。因元结命名之浯溪所在地祁阳

市，今有“三吾大地”之称谓。更加令

人惊叹的是，面对浯溪旁的悬崖陡壁，

元结请来能工巧匠，把好友颜鲁公饱蘸

笔墨书写的《大唐中兴颂》刻在了石壁之

上。因辞之古雅，书之瑰伟，历代文人骚

客慕名来此观瞻者比比，竟又留下 500

余方诗词赋文摩崖石刻，于今，这些石刻

都成了国家文物，浯溪碑林，成为江南最

大的摩崖碑林。浯溪，也晋升为国家4A

级景区。

当年的浯溪之景，比之老家商余，真

的好吗？我想也未必。但老家去去日

远，一条溪流，寄托着诗人对老家商余的

无限情丝，经了元结的梳理，再经了千年

的熔铸，便有了文化的厚重。

元结最后职所在广西，任的是容

州刺史，兼容管经略使、容州都督，相

当于军政一把手。治理容州，他并非

武力镇压，而是怀着悲悯，情系苍生，

赤手空拳，深入山区，会见瑶首，晓以

大义，劝勉抚慰，歃血为盟，以心换心，

从而“六旬而八州定”。当年在容州，

他为操练士卒建经略台，后人又在经

略台上建真武阁，今亦成了全国的重

点文物、旅游胜地。广西梧州有特产

“冰泉豆浆”，源自当年元结驻节此地，

游览梧东名泉，写下的一篇《冰泉铭》，

铭中语句脍炙人口：“火山无火，冰泉

无冰。惟彼清泉，甘寒可凝……”

相较之下，作为他的故里鲁山，包

括商余山，并没有更多有关元结的遗

迹可寻。他于公元 772年去世后，被运

回鲁山青条岭（今属石龙区）安葬。青

条岭应也是元结本人选择的永久安息

的地方吧。为什么没有运至商余山安

葬呢？那是他对鲁山的一种牵念。商

余山与青条岭，鲁境之一南一北，地势相

仿，其英灵在此，或可头枕青山，遍览鲁

山之胜，祈祐家乡康宁？所幸，他的墓表

铭也是由颜鲁公巨笔撰书，那碑，原是立

在青条岭元君冢上，其后数百年，因风吹

日晒，剥蚀严重，得有识之士，于明代移

至鲁山文庙内，盖碑亭护之。

和墨子一样，元结根植家乡。这样

一位广受爱戴的军事家、文学家，在他

的旅居之地，尚且有那么多的文化古

迹遗存，而在其出生之故地，却是山

川旧貌，几乎没有一丝可供凭吊怀念

的印痕。这实在有些遗憾。今在其

故 居 前 立 起 一 块 遗 址 碑 ，虽 不 足 挂

齿，却也说明鲁山人民没有忘记这样

一位贤哲。

元结自称漫叟、漫郎、浪士，其一生

漂移在外。但我知道，他心心念念记挂

着的，还是家乡商余这片热土。商余之

于元结，那是他的根之所系；元结之于商

余，那是他的情之所在。没有商余，就没

有元结；没有元结，商余也是一片虚无。

是商余，成就了一代文豪，是元结，使鲁

山名播更远。我们期望，不远的将来，元

结文化开发，能够在他的故里抑或故居

拓展出一片新的天地。

（图片由袁占才提供）

元结的商余故里情结
袁占才

与《儒林外史》《红楼梦》同出于 18

世纪的长篇小说《歧路灯》，《国朝中州诗

钞》的辑纂者宝丰杨淮称其为“醒世之

书”。“醒世”者，警示世人醒悟者也。

创作《歧路灯》的动因蠡测

李绿园的祖父李琳出身于河南洛

阳新安马行沟一卑微知识分子家庭，

因遭遇灾荒，流落到宝丰滍阳水牛屯，

靠教书谋生。到了李绿园父亲李甲，

方在曹镇宋寨治下些许产业落户。经

三代人的不懈努力，李绿园得以参加

河南乡试考中举人。

青年时代的李绿园因忙于追求功

名，对第一房夫人余氏所生长子李葂

失于管教，李葂上学不成出现性格缺

陷，与村上王某发生争执，洒石灰伤了

王某眼睛，王某告到官府，李葂被判充

军陕州，后转开封服刑，瘐死开封监

狱。这对李绿园触动很大，子孙是家

庭的未来和希望所在的观念深深地埋

入他的心底。

余氏病逝后，李绿园娶了第二房

夫人潘氏。潘氏为李绿园生下次子李

蘧，李绿园对李蘧的教育抓得非常紧，

李蘧得以顺利通过府试成为生员，通

过乡试考中举人，乾隆四十年（1775

年）通过会试殿试点为二甲进士，初任

吏部主事，递升文选司员外郎、郎中，

后出理江南七省漕务，获光耀李家三

代殊荣，祖父李甲、父亲李绿园皆诰赠

中宪大夫，就连瘐死狱中的长兄李葂

也获朝议大夫敕赠，雪了李葂失教给

李家带来的耻辱。

传统士人的人生追求是太上立

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的“三不朽”。

立德、立功需要天时机遇，不是每一个

人想求就能求到的，而立言则是每一

个士人都能做的。既有教子失败的教

训，又有教子成功经验的李绿园遂产

生了著一部书，为子孙立下训育之言，

为乡里士人立下理家治家齐家之言的

想法。于是就有了以“用心读书，亲近

正人”为思想砥柱的《歧路灯》的创作，

欲“藉科诨排场间，写出忠孝节烈，而

善者自卓千古，丑者难保一身，使人读

之为轩然笑，为潸然泪，即樵夫牧子，

厨妇爨婢，皆感动于不容已”的书。李

绿园在《<歧路灯>自序》中说：“子朱子

曰：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

惩创人之逸志。友人皆谓于纲常彝伦

间，煞有发明。”立言之意可谓得矣！

《歧路灯》的价值判断

《歧路灯》除了启发、诱导士家子

弟用心读书、亲近正人、排除干扰，走

人生正道这个主观价值外，作为一部

文学作品还有反映 18世纪中国省会城

市市井生活画面和暴露中下层官僚家

庭腐败状况这两个客观价值。

18 世纪的中国文坛上出现了 3 部

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歧

路灯》。这三部小说，《红楼梦》不言

故 事 发 生 的 朝 代 ，《歧 路 灯》所 叙 人

事 假 托 明 朝 嘉 靖 年 间 ，《儒 林 外 史》

则 假 托 明 朝 初 年 至 万 历 四 十 四 年

（1616 年）间事。不管注明朝代或不

注 明 朝 代 ，事 实 上 反 映 的 都 是 作 者

所处的 18 世纪清王朝康乾年间的社

会现实。

时间条件明白了，那么说空间。

《红楼梦》情节展开的空间是京城皇亲

国戚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变

迁。《歧路灯》是以河南省省会开封为

舞台，描摹出一幅开封市井生活风俗

画。《儒林外史》中人物主要生活在江

南，虽也曾到过杭州、南京，但更多的

是在府县民间。上有京城，下有府县，

中有省会。京城是独一无二的，府县

则是江南最有代表性的。而清朝 18个

省 18 个省会，河南省省会开封是可以

作为集中代表的。这样就把 18世纪中

国全方位的空间涵盖了。

《红楼梦》叙写了皇亲国戚大家族

的兴衰荣辱及一帮公子小姐的聚散合

分，从而揭露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

王朝高层社会的种种黑暗和罪恶及其

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对腐朽的统治

阶级和行将崩溃的制度作了有力的批

判。《儒林外史》以辛辣的笔触对底层

儒士命运进行了揭露，形象地刻画了

科举制度对底层知识分子的摧残和文

化教育腐朽糜烂的现状，从而对当时

的吏治腐败、科举弊端、礼教虚伪等进

行了深刻的嘲讽。《歧路灯》则客观地

暴露了生活在河南省省会开封的中下

层破落官宦家庭浮浪子弟靠坑蒙拐骗

以维持吃喝嫖赌生活的斑斑劣迹及其

腐朽的精神世界。这样就上与《红楼

梦》相承，下与《儒林外史》相接，共同

构成了展示康乾盛世光鲜表面下上中

下三个层阶社会溃疡的严重性，使读

者预感到清朝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必然走向覆灭的命运。

《歧路灯》早期传播路径梳理

《歧路灯》像《红楼梦》《儒林外史》

一样，成书之后早期都是以抄本的形

式小范围传播，然后才有了印刷本，但

《歧路灯》的初印本较《红楼梦》《儒林

外史》要晚得多。

《红楼梦》最迟在曹雪芹病逝的乾

隆二十八年（1763 年）成书，它的初次

刻印本是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

萃文书屋活字本，由程伟元、高鹗整理

出版，以抄本形式传播仅 30 年。《儒林

外史》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初

刻于嘉庆八年（1803 年），以抄本形式

传播也不过 50年。这与其以抄本形式

传播地域的文化氛围有关。《红楼梦》

以抄本形式传播的地域主要在北京，

北京人文荟萃，一旦在文化人中传播

开，就有人想到整理印行。《儒林外史》

以抄本形式传播的地域主要在江南，

江南是文化繁盛之区，刻书业又发达，

只要有阅读市场，就会有人将之刻印

出版。

《歧路灯》成书于 乾 隆 四 十 二 年

（1777 年），为民间亲朋好友转抄，先

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李绿园在

新安教书时的学生过录本，该过录本

卷首附有过录人《题语》。后在洛阳

及 沙 河 两 岸 宝 丰 、鲁 山 、叶 县 、襄 城

县、郏县一带渐次转抄，可知者有洛

阳杨家抄本、汝州张官营（即今鲁山

张官营，清代直属汝州，民国初年至

二十三年属临汝县辖）张氏抄本、余

氏抄本；宝丰马街司家抄本等。

道光年间（1821—1850 年）原稿流

转至李绿园孙子李于潢的朋友宝丰杨

庄杨淮家，杨淮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

年）编辑成书的《国朝中州诗钞》为李

绿园立有小传，称：“又著有《歧路灯》

一书，历三十年，凡数十万言……书稿

流转归淮家。”

1919年蒋瑞藻编辑出版的《小说考

证》录《缺名笔记》语称：“吾乡前辈李

绿园先生，所撰《歧路灯》一百二十回，

虽纯从《红楼梦》脱胎，然描写人情，千

态毕露，亦绝世奇文也。惜其后代零

落，同时亲旧又无轻财好义之人为之

刊行，遂使有益世道之大文章，仅留三

五部抄本于穷乡僻壤间，此亦一大憾

事也。”此《缺名笔记》不留撰者姓名，

难知为何时人，但从行文之口气看，不

出清末道咸至民初五年间人。清代河

南在文化氛围上不仅与北京没有一

比，与江南比也是有点儿呆滞的，故

“无轻财好义之人为之刊行”。

《歧路灯》的初印本在其成书 140

多 年 后 的 1924 年 才 由 洛 阳 杨 懋 生 、

张 青 莲 、冠 谨 斋 、李 仙 园 、李 献 廷 诸

友 人 合 作 共 助 ，将 杨 懋 生 家 藏 抄 本

由 洛 阳 清 义 堂 石 印 发 行 ，进 入 学 者

视野。

我与《歧路灯》的缘分

1980年中州书画社出版发行了栾

星先生点注的《歧路灯》，当时我正在

开封师院历史系读书，知道此书是宝

丰曹镇宋寨人李绿园以开封为故事发

生地写的。当我发现书店里上架这套

书时，立即就买了一套，有滋有味地读

了一遍。后来还买到与之配套的《歧

路灯研究资料》，对《歧路灯》的作者李

绿园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的第二房

夫人潘氏是鲁山漫流潘烈的女儿。李

绿园曾在漫流他岳父家住过一段时

间，而我家与漫流仅一岭之隔，况且我

的八世祖潘勋是潘烈的叔伯弟弟，就

感觉更亲切了。因此，我把《歧路灯》

和《歧路灯研究资料》当成了最珍贵的

藏书。

1985 年，我调来平顶山，从《平顶

山文史资料》上读到一篇谈李绿园家

世的文章，署名“李春林”，知道李春林

是李绿园的七世孙，还健在，就抽空到

宋寨拜访李老先生。当时，李绿园的

书房“今有轩”东端一间屋顶虽露了

天，但中间和西间还完整，李老先生就

住在里边。当门靠西侧摆着一张桌

子，上边放着书和纸张。我和李老先

生攀谈了一阵，李老先生给我介绍了

李家后来的变迁、今天宋寨李家繁衍

状况及今有轩得以存世至今的情况。

后来，我从宝丰张显明老师处得到台

湾宜兰大学吴秀玉教授的研究专著

《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说吴秀玉

是宝丰老乡原滍阳寇兆人高双印的夫

人，中州书画社出版《歧路灯》以后，高

双印、吴秀玉夫妇利用探访故里的方

便作李绿园和《歧路灯》的调查，著成

此书。

2009 年，平顶山学院党委副书记

张清廉教授牵头成立伏牛山文化圈研

究中心，邀我作顾问。我和他一起策

划召开“海峡两岸《歧路灯》学术研讨

会”以推动平顶山重要文化资源李绿

园与《歧路灯》的研究。经过上下活

动，取得省市领导的支持，广泛联络大

陆各学术机构和高校的《歧路灯》研究

力量及台湾的吴秀玉教授，于 2010 年

8 月 25—27 日召开了“首届《歧路灯》

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我做了题为

《浅论李绿园的佛缘》的大会发言，梳

理了李绿园生平与佛教的关系及《歧

路 灯》中 的 佛 教 元 素 ，并 作《学 术 综

述》。此后又开了两届。2012 年 8 月

30—31 日，“第二届《歧路灯》海峡两

岸学术研讨会”召开，我就所提交论文

《论徐玉诺对<歧路灯>的研究》作大

会发言，将现代河南文学俊秀徐玉诺

与古代文学家李绿园联系起来，并参

与主持了学术讨论。第三届《歧路灯》

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于 2014 年 8 月

23—24 日召开，我宣读了题为《李绿

园的精神家园——李绿园诗文所及

滍汝胜迹、文物、民俗之历史记忆考

释》的论文，并主持了学术讨论。这

三届《歧路灯》研讨会上承 20 世纪 80

年 代 河 南 省 社 科 院 所 召 开 的 三 届

《歧 路 灯》研 讨 会 ，并 有 所拓展和深

化，将《歧路灯》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

段。

《歧路灯》是一部警世小说，它警

示社会，警示家族，警示世人。

——李绿园与醒世之书《歧路灯》
潘民中

用心读书 亲近正人

李绿园故居里的主要建筑今有轩 王宝郑 摄

元结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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