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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向点亮时光隧道的人们致敬！
赵蘅接受守华为她第一本书写序的邀请后，很快就发现自己应诺之唐突。
这部由短则近五千字、长则近万字的十八篇文章组成，计十三余万字的书稿，不是一般意义的散文结
集，它囊括了历史遗案、文化墨迹、建筑艺术、人物传奇、人文景观等各个领域，上至数千年，下至
近百年。
为此，我对自己能否胜任有了疑虑。
不敢敷衍，动笔前先将书稿通读数遍，像一个虔诚用功的学生，带着强烈的求知欲去探究浩瀚的宝藏
。
这是一次绝好的学习过程，开阔了眼界，拓宽了知识，更为自己的学识肤浅和孤陋寡闻一次次汗颜。
本书以&ldquo;档案&rdquo;冠名，不如称之为一部抢救中华文化历史瑰宝的功劳簿。
倾其一生为之奋斗的人们，则是我们民族的功臣，而他们多半是默默无闻的！
这些多半鲜为人知的名字，且不细说是如何被自称&ldquo;笔者&rdquo;的作者费劲寻觅到的。
让读者们看到的是，她已经走到了他们或他们的后人面前。
她虔诚无比，向被询问者讨教，与他们促膝谈心。
于是，一个个久远了褪色了淹没了的尘封已久的古往旧事被挖掘出来，挽救出来，重新散发出本该夺
目的光彩。
细数每一个不同领域代代传承的脉络，一个个小家族所承接的却是浩大的世界。
作者就这样如数家珍般向读者娓娓道来。
锦屏文书，杉木林背后的百年契约，让我们看到了&ldquo;万木塞江，鱼歌唱酬&rdquo;的壮观，于是
认识了最早发现山林契约的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的杨有赓先生。
水书，&ldquo;天书&rdquo;一般神秘，而水书先生们，则默默无闻，再普通不过如邻家大叔。
个个身怀绝技，却能为了水书的安危忍受屈辱。
样式雷的&ldquo;图样&rdquo;和&ldquo;烫样&rdquo;，被作者称作皇家建筑的纸上博物馆。
那个祖籍江西的南方匠人雷发达，不会想到日后他们雷姓会成为中国举世无双的古建筑世家。
而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办人朱启钤先生等一批先哲们更是功不可没。
还有&ldquo;算房高&rdquo;，虽然只是清代内务府一批算房的一个支脉，细述承办过的皇家工程却
有100多个：祈年殿、颐和园、圆明园、正阳门&hellip;&hellip;足以让后人炫耀了。
作者真实记录了高家人捐献档案和高兰亭保存400余份档案的曲折故事。
10余万封潮汕侨批寄托了亲人浓浓的乡情，而那些堪称侨批业先行者的水客，传递飞鸿，在战乱
中&ldquo;靠的就是诚信&rdquo;，令人动容。
本书还披露了曲阜衍圣公府家藏文书档案遭劫，国家组织抢救、整理这批档案的经过。
在抢救过程中，凭的是&ldquo;片纸不丢、只字不损&rdquo;，把档案保护下来的满腔热情。
《那桐日记》讲述了清廷高官笔下的晚清社会，作者大量引用原文篇章，读者不仅能细细品味久违了
的文言文，且能感受到其叙述的细节周到，简约生动，作者同时还清晰地叙述了其历史价值和保存情
况的来龙去脉，读来十分过瘾。
关于《那桐日记》，作者阐述了自己对这一文体的独特见解。
她写道：&ldquo;日记为流水账，只是记事，少有议论，甚至有些琐碎。
但言简意赅，少则十几字，多则百余字。
可能正是因为&lsquo;琐碎&rsquo;，才让后人读起来有&lsquo;丰满&rsquo;的感觉，也因此让普通读者
从日记中读出了趣味，窥见一些历史现场和清朝达官显贵日常起居的诸多生活细节。
&rdquo;旷世孤本赵城金藏的飘零转徙，更像一部惊心动魄的传奇。
笃信佛教的金代女子崔法珍、舍身护宝的广胜寺范成法师、地委书记史健、历史学教师张文教、将拾
到的两册经卷无偿献给国家的洪洞县南山底村村民冯玉璋、冯玉玺兄弟&hellip;&hellip;经过这么多可爱
可敬的人的舍命保护，这部古经终于告别了颠沛流离的命运。
从商鸿逵代刘半农完成《赛金花本事》这件离奇往事中，读者可以看到多年的纷争已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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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视角已超越国界，将一位视中国为第二祖国的美国女子格蕾丝&middot;狄凡及其历经40个寒暑
春秋的一封封越洋家书带进读者的视线。
我们又怎能不为金满成拼死保存5册留法勤工俭学档案肃然起敬呢？
&ldquo;那场仅仅持续两年的留法勤工俭学高潮，让近2000名的中国热血青年远渡重洋，探寻真理之
路&rdquo;，这段历史被翔实记录下来。
建立在&ldquo;距离紫禁城只有一公里的豫王府的协和医院&rdquo;， 跨越近一个世纪的240万份病案的
风雨史呈现在眼前，让读者不禁感叹作者独具慧眼，不愧为档案系的高材生。
象征高君宇、石评梅爱情的墓碑，被有心的作者将迁移始末列为解密档案。
中国首次参加芝加哥的世博会，却正逢日寇入侵中华的危亡时刻，使那次赴会的真实情况更加一波三
折，更显悬念。
列入《中国档案遗产名录》的钱塘江大桥磨难重重，在战火中建造，又在战火中毁灭。
我们除了仰慕桥梁大师茅以升之外，是否还应该感谢他的秘书郑淑涓？
我们也不能忘记为传扬梅兰芳艺术，为国剧档案倾注了毕生心血的齐如山。
他专著达30余种，却因未完成留在大陆的有关史料而抱憾辞世。
上述粗略道来，竟与我向来看重文物保护的意识不谋而合。
读时，我与先民古人对话着，被感动，被震撼，时而揪心，时而振奋。
读罢全书，因天灾人祸、愚昧无知带来的对古籍的浩劫，一幕幕浮现眼前，心里不免沉重。
经历过种种，值得庆幸的是，如今尊重生命，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不虚假，不伪证，已逐渐变成正
直人们的共识。
感谢作者向我本人和读者提供了这样好的一本书。
眼前再次出现一位这样的女性：清瘦的瓜子脸，书卷气十足，背着行囊，颠簸在逶迤的山路上。
她日复一日、经年累月地与资料打交道，为获得第一手资料不辞辛苦，奔走大江南北。
这是一种崇高的民族责任感，我们完全有理由向她致敬！
本书最后以一篇&ldquo;用文化遗产锁住人类记忆&rdquo;作为结束。
在那条悠远而漫长的时间隧道里，若隐若现地闪烁着点点灯光，那是人类的记忆之灯。
我想说，守华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记者有千万，&ldquo;一个是站在事件最前沿的即时报道，一个却又要在烟消云散之后，抖落片纸只言
的灰尘，为日后留下痕迹&rdquo;，作者做的事是后者。
中国稀缺优秀的档案工作者和对历史刨根问底的人，况且守华具有大手笔叙述事件的才能。
从这一点说，她也是点亮时光隧道的人。
18篇远远不够，希望她笔耕不辍，继续源源不断地开采历史金矿！
相识6年，祝贺与友情，让我斗胆写下拙文，权当抛砖引玉，是为序。
2012年3月大雪初稿 2012年春分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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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位档案工作者多年来辛勤采访、搜检资料的结晶，展现出一段段隐藏在档案背后的鲜为人
知的传奇故事，内容涉及皇家建筑档案、古老文明遗踪、传世文学作品、城市历史记忆等，每个故事
都像一部纪录片，记录真实历史瞬间，带领你探索那些有趣的、不为人知的秘密事件，了解到这些档
案背后曲折复杂的故事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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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守华，国家档案局《中国档案》杂志编辑部主任，研究馆员。
多年来一直查阅档案、实地采访，完成数十篇作品，刊载于《百年潮》、《纵横》、《名人传记》等
全国各大著名文史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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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锦屏文书：昔日林区生活的原生态文献
大山深处的侗寨苗乡，为何竟有10万份数百年前的契约文书留存至今？

水书：水族历史文化的奇异密码
形态古拙、笔画怪异的符号，是信笔涂鸦还是深藏寓意？
谁又能解读这些充满玄机的密码？

样式雷图档：皇家建筑的纸上博物馆
从江西农村的寻常百姓，到承揽故宫、天坛、颐和园、避暑山庄、圆明园等经典皇家建筑的世袭家族
，这中间的路有多远？

算房高档案：晚清皇家建筑的明细账
谁是皇家建筑工程计工算料的“账房先生”？
这些昔日的明细账是否留存至今？

侨批：潮汕侨乡的独特遗存
没有电话、邮局，赴海外谋生的潮汕子弟怎样与家乡保持联系？
远隔重洋，那些血汗钱又是通过什么渠道，送到妻儿老小手里？

孔府档案：历经磨难的私家文献
孔府档案数量几何？
为什么堪称世界上持续年代最久、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私家档案？

《那桐日记》：清廷高官笔下的晚清社会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国势日衰，清廷高官还能过着养尊处优的居家生活吗？

《赵城金藏》：旷世孤本的前生后世
秘藏古刹的数千卷古藏经，经历了怎样的惊心动魄，最终落户国家图书馆？

《赛金花本事》：青楼女子的“学院派”传记
一个是北大教授，一个是青楼交际花，刘半农为何要为赛金花做传？

数十封越洋家书：异国女子在中国的传奇长卷
一位美国女子在中国度过40年岁月，她的故事为何会埋藏在数十封越洋家书里 ？

华法教育会档案：留法勤工俭学的往事记录
流落坊间的五册档案，与陈毅元帅有何关系？
又是怎样由坊间回归到国家博物馆？

“协和”病案：浓缩一个世纪的社会报告
孙中山、梁启超当年在哪里就医？
他们的病案至今还在吗？

解密档案：高君宇、石评梅墓碑迁移始末
位于北京陶然亭畔两座相依半个多世纪的墓冢，为何会牵动共和国总理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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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何迁出又迁回？

解密档案：1933年中国一波三折走进芝加哥世博会
国民政府决定越洋参加世博会，为何最后又由民间出资赴展？

茅以升：不复原桥不丈夫
他是桥梁专家，为何要亲手炸毁倾心建造刚刚竣工的大桥？
尘封档案里埋藏了怎样的故事？

齐如山：在国剧档案中著书立说
他为梅兰芳改戏、拍戏，为留下国粹呕心沥血，而那些费尽千辛万苦寻来的档案史料，今又身在何处
？

林洙：为了留住梁思成先生的学术
她是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在动荡年代没有能力保住先生的档案资料，但却要在晚年，为保住先生的
学术孜孜不倦。

用文化遗产锁住人类记忆
悠远而漫长的时间隧道里，究竟发生过什么，出现过什么？
是历史滴漏的遗骸，或岁月留存的文献锁住了记忆，构筑了人类恢弘的历史长卷。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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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6年夏末，我们乘坐的汽车在贵州省东南部逶迤的盘山路上不停地颠簸着。
似乎行驶了很久，窗外的景色都没有变化，满眼是厚厚的翠色，青的峰、绿的水，还有密匝匝的山林
，浑然融成了一个碧绿的世界。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一个有着&ldquo;似翠如玉&rdquo;般美丽地名的
县城，一个藏于大山深处的神秘地方。
这里有未经雕琢的自然风貌，有侗寨苗乡的淳朴民风，但仅仅这两点还远不能概括锦屏的精髓。
上网检索，与&ldquo;锦屏&rdquo;相连出现最多的字眼是&ldquo;契约文书&rdquo;。
这些藏在山民百姓家中、历经天灾人祸保存至今的数万份山林契约才是我们此行锁定的目标。
契约，证明出卖、抵押、租赁关系的文书。
这本该是贸易活动的产物，怎么会出现在数百年前的苍山绿水之间？
而被山水阻隔的偏陬僻壤，当年又为什么会有如此活跃的商业活动？
还有，历经天灾、人患，数万份的契约文书是如何留存下来的？
这一连串的疑问，让我们对这次远行充满了期待。
山水造化的林木贸易因为事前做过一些功课，所以我们对美丽的锦屏和山林契约多少有点了解。
曾有一副楹联这样形容锦屏：&ldquo;溪山如锦列屏藩&rdquo;，其实对这个地名，理解为&ldquo;青山
如屏，秀丽似锦&rdquo;更为简单直接。
令人心醉的名字在字面上就暗合了这个地区的自然风貌。
这里的确是一块宜林的土地，在盘山路上，我们目光所及除了绿色还是绿色，挺拔、茂密的杉木林随
处可见。
但锦屏的独特不单是指这些漫山遍野的杉木树，而是这里的杉木林大多是人工种植的，历史达500年之
久。
所以有专家说，与其称锦屏为&ldquo;杉木之乡&rdquo;，不如称其为&ldquo;营杉之乡&rdquo;更为准确
。
&ldquo;营杉&rdquo;，自然要有&ldquo;营&rdquo;的理由和环境。
山民们之所以要一辈传一辈地&ldquo;营杉&rdquo;不辍，难道仅仅为了环保？
这其中必然是有利可图的。
而在这样的偏远山区，&ldquo;营杉&rdquo;的市场会在哪里？
那些参天的杉木树是怎样运出大山、进入流通领域的？
按照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系副教授张应强的解释，锦屏的&ldquo;锦&rdquo;为一江春水，即穿越此地
的清水江，而&ldquo;屏&rdquo;则为两列雷公山的余脉。
大山深处竟然有西式风格的祠堂这样的地理位置真是造物主的厚爱。
有了两列青山，杉木就有了产地，而那一江连接长江的清水，则成了天然的运输航道。
如果要为数万份契约文书追根溯源，那么清水江是不是就该是它的源头所在。
锦屏是个山多人稀、交通不便的地方，至今仍是贵州省人口最少的县份之一，目前这里有21万人
在1600平方公里的岭头溪边生息。
天然而独特的地理环境，让这里的老百姓一直有&ldquo;开坎砌田，挖山栽杉&rdquo;的传统。
传说明朝以前这里虽然有成片茂盛的杉木林，但因为隐藏在大山深处，一直不被外人所知。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为了围剿婆洞地区的林宽起义军，派官军溯清水江的上游沅江进入
锦屏。
这些内地官军一到这里，立刻被&ldquo;丛林密茂，古木阴稠，虎豹踞为巢，日月穿不透&rdquo;
的&ldquo;深山箐野&rdquo;景象所震撼。
&ldquo;锦屏出杉木&rdquo;的消息也很快就传出了大山，传到华东、华北等地。
明正德九年（1514年），朝廷为了修建乾清宫和坤宁宫，专门派出要员到湖广川黔等省筹集木材。
他们在锦屏县内采集到了大量的上等&ldquo;皇木&rdquo;。
至今文斗寨的一处山坳仍叫&ldquo;皇木坳&rdquo;。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档案大揭秘>>

而在河口韶霭村发现的《皇木案》手抄本，则让世人看到明清两朝湖广、贵州征派&ldquo;皇
木&rdquo;的各种请示和报告及批文。
雍正七年(1729年)，卦治、王寨、茅坪等3个寨子正式设立了木市，专门管理清水江一带的木政，史
称&ldquo;内三江&rdquo;，与天柱等地的&ldquo;外三江&rdquo;演绎了长达数十年的&ldquo;当
江&rdquo;和&ldquo;争江&rdquo;斗争，以致最后惊动了京城皇帝。
由于朝廷在锦屏开设了木市，广征&ldquo;皇木&rdquo;兴修皇宫殿宇，&ldquo;民木&rdquo;商人也闻风
纷纷大量涌到这里。
从明到清，这里不仅成为朝廷征集&ldquo;皇木&rdquo;的定点优质林区，而且吸引了大江南北众多的
木材商前来淘金。
&ldquo;坎坎之声铿訇空谷，商贾络绎于道&rdquo;，就是对当年景象的生动描述。
汽车在山水之间穿行，临近锦屏时我们看到，宽宽的清水江被两侧青山簇拥着，但水流并不湍急。
眼前的景色让笔者突然对书中描绘的昔日林区贸易盛景有了感性认识。
当年山民们砍伐杉木，可以很方便地投进清水江，顺流而下，大批的杉木靠着天然的水路航道轻而易
举就能运出大山。
按照书中的描绘，那时的清水江上木排蔽江，万缆横系，数十丈宽的江面，过渡时竟然无需舟楫，踏
木即可过河，一派&ldquo;万木塞江，鱼歌唱酬&rdquo;的景象。
清水江上万木塞江的景象&ldquo;月亮阶，青石台，姚家窨子成排排。
一渡两江三上岸，金银如浪滚滚来。
&rdquo;关于锦屏木商首富姚百万的歌谣与传奇故事，至今仍在锦屏及剑河一带流传。
就这样，顺着清水江，大量木材源源不断地&ldquo;走&rdquo;出了大山，木材贸易空前繁荣。
有了销路，杉木的采伐活动便日益频繁起来，甚至出现了过度采伐现象。
明朝中期，面对日渐稀落的青山，锦屏的苗侗百姓开始探索用栽杉造林的办法来补救。
据在锦屏县文斗寨发现的《姜氏族谱》记载：&ldquo;族人只知开坝砌田，挖山栽杉，不肯迎师就读，
教子求名。
&rdquo;可见，当时这里的人们已经普遍开始掘垦种杉、林粮间作了。
到了清代中期，随着木材采运贸易的繁荣，挖山栽杉更为普及，不仅本地人热衷，而且湖南、江西、
江苏、福建等地的手工业者和破产农民也纷纷弃家而至，争相租地造林。
从明代中期到清乾隆时期，清水江流域的锦屏、天柱及剑河东部、黎平北部等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一
种较为成熟、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乃至世界林业史上堪称独特的林业生产关系。
而活跃的贸易活动，又连带出现了诸如山林土地的权属、对山林的经营管护等一系列问题。
解决这些林林总总的矛盾，最简便易行、规范有效的方法就是签订契约。
由此，产生了山林植造、佃山造林、山林管护、木材买卖、木材水运及人工拖运、纠纷调解等民间契
约。
曾经见证了&ldquo;林商&rdquo;文化繁盛的卦治村，在侗语中的含义就是&ldquo;订立契约的地
方&rdquo;。
百年契约进入学者视野锦屏的契约文书，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ldquo;林业契约文书&rdquo;。
如果说锦屏杉木的被发现，缘自明代官军对婆洞林宽起义军的围剿，那么，契约文书的现世，则要追
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
笔者曾采访过最早发现山林契约的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的杨有赓先生。
他告诉我们，1964年，自己被打成右派，没事干，于是就到乡下找老乡聊天。
在锦屏的苗寨山乡，他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很多农民都能从家里拎出成捆成扎的契约文书。
这些文书都是用汉字写就的，历经岁月磨蚀，纸张已经变黄发脆。
杨先生是研究历史的，马上意识到这些契约的价值，于是出钱购买。
那一次，他收集到200多份契约。
杨先生收集到的最早契约文书是康熙五十四年的。
但据他研究推测，明代中期，契约就已经在这里的大山深处出现了。
应该说，当地档案部门对这些契约文书的发现和抢救也是及时而迅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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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屏县档案局局长潘祥告诉我们，1960年4月，锦屏县档案馆刚建立时就开展了征集少数民族档案工作
，契约文书被圈定在征集范围之内。
档案馆人员在平鳌、文斗、瑶伯等生产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动员农户们主动捐献家藏的契约文书。
在随后的岁月里，档案部门又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征集工作：1981年锦屏县档案局成立后，从体制上
、组织上加强了对&ldquo;锦屏文书&rdquo;的征集、保护工作。
1984年，县档案局组织开展了全县第二次大规模征集契约和家谱、族谱等民间档案资料活动。
在瑶伯、文斗两寨征集到乾隆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的清代契约280份。
如河口乡文斗寨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姜凤宇与姜远福的&ldquo;立断卖杉木山场&rdquo;契约、乾
隆四十五年（1780年）姜兴周等人与龙文魁等人的&ldquo;立佃种山场&rdquo;契约等。
1998～1999年，县档案局（馆）又集中力量开展了大规模民间档案的征集活动。
这次收获颇丰，征集到2875份清代契约原件、34份复制件。
2000年10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系副教授张应强到锦屏进行社会调查。
这位贵州人尽管早早就离开家乡外出求学，但对家乡山水的眷恋却始终未改。
他除了在山水间寄托恋乡之情外，第一次见到的锦屏契约文书更让他震惊。
当农户们打开珍藏的木箱，拿出一卷卷用报纸捆扎整齐的契约文书时，张应强被吸引住了，深深地为
这些发黄的故纸着迷。
他要把契约档案的征集和研究引向更深、更广的领域。
在各方努力下，锦屏县政府专门召开专项会议，并于2001年下发&ldquo;县档案局与中山大学历史人类
学研究中心合作收集研究林业契约的批复&rdquo;。
中山大学提供6?3万元征集、研究款，县档案局还从省档案局争取到75万专项资金，征集力度越来越大
。
目前，县档案馆共保存契约原件13666份，复印件59份，山林账簿9本，民国时期相关资料36份。
2005年1月~9月，县档案局又征集到契约原件1576份，山林座谱3本，族谱3套12册以及三朝歌书和屋歌
各1本。
征集历程中还有一次大规模的活动不能被忽略。
提起这次征集活动，话题又要转向杨有赓先生。
杨先生20世纪60年代初征集到200多份契约文书后，对这批资料进行了细致研究。
从80年代起，他就不断有相关论文问世。
杨先生的论文引起日本学者的关注，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唐立、武内房司先生随后连续3次来到锦屏进
行考察，收集了600多份契约文书。
他们还在杨先生的帮助下，从当地苗族农户手中借了不少契约文书。
2001年3月，由唐立、杨有赓、武内房司主编的《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年）》第一卷
出版。
到2003年，汇编已经出版三卷。
这是第一次对锦屏契约文书进行的系统整理，也是这批尘封百年的资料第一次原汁原味地在世人面前
显露。
汇编引起世界一些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兴趣。
2002年3月，由英国牛津大学和我国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多名专家
、学者组成的联合考察团来到锦屏，在县档案局配合下，开始对契约档案进行系统、深入的综合研究
。
契约文书再现民间生活调查显示，锦屏契约文书总数不下10万余件，目前发现最早的契约是清康熙五
十四年（1715年）签订的，最晚的一份签订日期是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
令人惊讶的是，契约文书在锦屏民间保存密度非常大。
县档案局曾作过估算：以目前全县1600平方公里保存10万份契约文书计算，每平方公里平均就有60份
。
几乎每户农家都有珍藏，少则几十份，多则数百上千份。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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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ldquo;人的生命是由记忆组成的，就像没有表达力的智慧我们不能称之为智慧一样，没有记忆力的生
命，我们同样不能称之为生命。
&rdquo;&mdash;&mdash;电影大师路易斯&middot;布鲁艾尔《我最后的叹息》《档案大揭秘：文化的真
相》是一位档案工作者多年来辛勤采访、搜检资料的结晶，展现出一段段隐藏在档案背后的鲜为人知
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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