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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民俗和民间文学研究的开拓者谷凤
田，今济宁市任城区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活跃
的诗人、剧作家。不过，如果要给今天的济宁人
介绍他，可能需要加上一句话，才能引起人们的
注意：他曾是乔羽最为尊重的老师之一。

1902年，壬寅年正月十三，谷凤田出生在
济宁（今济宁市任城区）城内。谷家是城内世代
名族，但他的祖父做惯了公子哥，不善于打理家
计，家道开始中落。他的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曾
在军营里当秘书，但民国伊始就赋闲在家，两个
兄弟也无担当，家业更趋零落。

谷凤田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寅时，按传统
的八字说，应该是“贵人天相”，可是正月十三日
被视为当月的忌日，亲戚朋友对日渐败落的谷
家心生鄙薄，借这个忌日的由头，都说这孩子不
吉利，“此儿长大，必非祥物！不为饿殍，必为乱
贼”，由此疏远谷家。

谷家对这个长子长孙非常宠爱。只是家境
零夷，生活困苦，亲友们又唯恐避之不及，谷凤
田的童年颇为困厄。虽然天资聪明，五六岁时
跟着父亲熟读四书，家里却没钱送他上学。直
到12岁，他的姑母不忍心看着侄子就此荒废，
希望他能上进，回击亲友们的诅咒之言，送他上
了高等小学，并承担起上学的花费。

读完高等小学，谷凤田顺利考上省立七
中。他品学兼优，深得校长孔令燦的喜爱。他
对文学的喜好也初现峥嵘，1921年与同学一起
创办了《乐群旬刊》。

1923年，在省立七中毕业时，谷凤田已经
21岁。按照父母的想法，他已经可以在高等小
学谋个教职，每月有二十几块的收入，再娶上妻
室，也算小有安康。但他的姑母坚持上进，到此
止步枉费了全家人这么多年吃的苦，不如咬咬
牙，再进一步。在姑母的支持下，谷凤田求得孔
校长帮助，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英文专修科。

这段悲苦经历，后来被他写在了《给母亲的
片断》和《姑母的泪痕》中。

在省立一师的三年中，谷凤田的思想、眼
界、学识和文学素养都得到极大的提高，飞速成
长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暂露头角的诗人、作家，以
及学生运动的积极响应和倡导者。

当时的省立一师，是山东革命运动的中
心。王乐山和王尽美建立的山东平民学会，在
省立一师内有广泛的影响。以此为依托，组织
青年学生和教师，开办平民学校、平民夜校、平
民读书处，创办各类刊物，普及文化知识，宣传
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进入省立一师不久，谷凤田就加入平民学
会，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平民教育运动。1924
年1月，列宁逝世后，他立即在《学生杂志》第5
期，发表了《哀列宁歌》，叹息“彼高山何巍巍兮，
为了你的崩堕而震惊；彼大江何荡荡兮，为了你
的陨落而呜咽奔鸣！”。

这年暑假前夕，谷凤田在《学生杂志》发表
《山东学生之暑期作业》，高呼青年学生在暑假
期间要走入民间，走到工人和农民中间去，进行

“农工调查”，开展“农工讲演”。推动平民教育，
启发工农觉醒，帮助工农组建工会农会，维护自
身权利。

1925年11月，谷凤田又发表了《一年来山
东学生界之鸟瞰》，详细介绍了山东学生界开展
平民运动、文化宣传、组织自治团体的情况，并
欢呼“山东的学生醒来了！这便是山东学生将
来之新生！新世纪的明光！”。在这篇文章里他
还提到，济宁中西中学姜敬舆、郭少卿等人组织
了一个合作社，创办了《合作旬刊》。

谷凤田的文学创作，也进入一个爆发期。
无论艺术还是在思想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1923年8月30日，他写信给茅盾，请教、讨论文
学创作中的有关问题，展现了自己的思考。不
久之后，他就在《学生杂志》发表了诗歌《挣扎》，
呼喊“我是一个热情的少年，而且能努力作战！”

“恶魔你来捆我只我一个，后面的急先锋仍旧亿
万多”。

谷凤田在《国语周刊》《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等报刊发表了《血波中的呻吟》《车夫叹》《被摒
弃者》等诗歌和小说，控诉军阀混战给百姓带来
的苦难，抨击旧制度对热血进步青年的敌视和
压制，也在胡也频主编的《民众文艺周刊》发表
《民众的友和敌》《站在民众面前》《忘了民众吗》
等文章，为文艺走入民众、贴近民众鼓与呼。他
还在文学评论《评蒋光赤的<新梦>》中，为革命
文学疾呼：“现在我们已有革命的文学家，我们
更产生了革命的诗歌，革命的朋友们，我们努
力”。

1926年1月，正值意气风发之际，谷凤田遭
遇了一场突然的猛烈打击。他在省立一师《一
师周刊》上发表诗歌《伤痕》，模仿了旧约中雅歌
的写法。诗歌中有描写女性的一段，因描写大
胆而热烈，惹起卫道官绅们的流言蜚语。敌视
一师校长王祝晨的教育厅官僚借机攻讦，并查
封了已出版九十余期的《一师周刊》。3月，王祝
晨被迫离职，其中也受到了《伤痕》事件的影响。

从文学创作来看，谷凤田敏感多思，情致细
腻，性格内向，又偏于柔弱和怯懦。所以，当《伤
痕》事件的后果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和想象时，
可能给了他内心极大的冲击。

也是在这一年，谷凤田从一师毕业。离开
了一师火热的环境，作别了心气相投的朋友，承
受着《伤痕》事件带来的慌乱和冰冷，内心的勇
气和冲动渐渐散去，开始寻找另外的去处。此
后，再也没见他发表与新文化运动、学生运动相
关的文字，关于民间文学、民俗学的文章和以男
女情感为主题的剧本、小说，倒是一篇篇地发出
来。

“五四”前后，民俗学在北京大学发端，并成
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大约从进入省立一师
的1923年起，谷凤田就对收集、整理、研究民歌
和民间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和他参加平
民教育运动有关。因为要教育平民，首先要认
识平民、了解平民、接近平民，与平民有良好的
沟通。

民间文学，歌谣、传说、故事，以及民间的风
俗习惯，既蕴藏着平民百姓的价值观、愿望、理
想、藉求，也是他们日常认识、理解社会的方式
和语言，“可以帮助着我们考察各时代的民风、
民性、民习”。理解熟悉了民间文学，也就掌握
了接近和沟通底层民众的钥匙。

1925年8月，谷凤田给顾颉刚寄送了一份
在家乡流传的孟姜女故事的资料，并在信中谈
了自己对整理民间文学的思考与见解，提及这
年暑假整理了山东歌谣，正准备出版。10月，他
给主持《国语周刊》的钱玄同去信，介绍自己整
理山东歌谣的情况，“计山东歌谣共有四百余
首，这四百余首是从两千多首里面选出来的”，
且即将由省立一师帮着出版。

谷凤田信中所说的歌谣集，目前尚未发现
其它线索。考虑到当时的两个多月之后，即发
生了《伤痕》事件，或许受此影响，这本歌谣集未
能付梓吧？不过，《国语月刊》倒发表了其中的
两篇小调《赵美珑赶考》《美女思夫》。谷凤田这
时发表的《血波中的呻吟》《车夫叹》等诗歌，也
采用了民间歌谣的形式，文中吸纳了丰富的济
宁民间口语。

也是在1925年，谷凤田的心思和精力，还
倾注在山东学生的平民教育运动的火热浪潮
中。除在《民众文艺周刊》发表了几篇整理的民
间故事和民谣，如《李调元的故事》《十二月歌》，
在民俗学方面并无力作见诸报刊。但他与顾颉
刚、钱玄同等人的信件往来，让当时的民俗学界
注意到了这位学识扎实、收罗广泛、态度勤恳、
富有激情的青年学者。

谷凤田对社会革命的激情被《伤痕》事件击
碎之后，他的学术兴趣自然就集中到了与社会

现实相对隔离的民俗和民间文学研究，以及文
学创作中来。

1926年7月，从一师毕业之后不久，在济南
某小报谋生的谷凤田，就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
学门月刊》发表《吴歌与山东歌谣之转变》，这是
我国地域诗歌比较研究的开山之作。之后，又
在这本月刊发表《山东的歌谣》，在《北京大学研
究所国学门周刊》发表《山东的近世歌谣》和《崔
莺莺的故事》。

这年6月，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了谷凤田
的五幕剧剧本《兰溪女士》。这年冬天，他还创
作了三部戏剧《情书》《闺秀》《肺病第一期》。但
直到1928年11月，这三部剧本才正式由上海泰
东图书局结集出版。他还翻译了比利时剧作家
梅德林克的《爱的遗留》和《拜梨雅士与梅李三
德》，1927年由北京海音书局出版。

1927年6月，谷凤田在青州守善中学任教
期间，接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编辑
的邀稿，请他写一篇有关山东城隍的文章。此
前顾颉刚曾托他写相关稿件，因事未成，这时就
借被邀之机，完成了一篇将近两万字的《济宁城
隍出巡考》。这是迄今最早的关于山东城隍出
巡习俗的详细资料。

这年秋天，谷凤田辞去教职，往北方游历，
先到北平，出居庸关，到了塞北绥远。冬天的时
候，他被聘为奉军治下的《绥远日报》主编，还兼
任了两个学校的教学任务。不到半年，晋军攻
入绥远。国民党绥远省党部的人把持了《绥远
日报》，同时给了谷凤田一个去处：到党部下辖
的党务训练所任教员。

当时的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内部相互倾轧、
明争暗斗，书呆子气的谷凤田稀里糊涂，不知得
罪了谁，还没捱过1928年的冬天，就失去了饭
碗。他刚刚适应的安稳生活，再次被无情的政
治打得粉碎。

谷凤田连学校的课也懒得去上了，不顾学
生的挽留，辞去教职，漫无目的地一路向西游
荡，直到流落在一个小镇子的小旅馆里，举目无
亲，囊中羞涩，不得不当掉了自己珍爱的书籍，
又写信请朋友支助了一点钱，才支撑着回到了
山东。3年多以后，谷凤田将这段经历写成了自
传体小说《塞上孤鸿》。

回到山东，恰逢山东《民国日报》创刊不久，
他被聘为副刊的主编。在这里待了大概一年多
的时间，或许是因为内心对于教书育人的不舍，
他选择了又一次离开，回到学校，担任山东省立
第四师范学校的国文教师。不过，这段教职非
常短暂。

1932年，谷凤田就回到故乡，受聘于省立七
中。在这年教育指导员给省教育厅的《视察省
立第七中学报告》书中，特别提及“教员谷凤田，
授三年级国文，讲冰心所著《往事》一篇，解释清
楚，并能将作者用意全盘托出，尤为恰当”。

在情之所系的故乡做一份心之所钟，且收
入也过得去的工作，对累经变乱的谷凤田而言，
真是夫复何求。对教育学生，他倾注了最大的

“真诚”。
1936年，应《青年界》之邀，谷凤田写了一篇

《我的教育生活的感想》，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应
是他的心声：“惟当今日世道衰微的时代，我相
信但能以诚接物，教育未有不进展的。本人相
信这种道理为最真且挚，所以十年来的教育生
活，即全以‘真诚’待人，而人亦以‘真诚’待我。
因此凡我所教育过的学生，都和我感情很好。
我想这也是从事教育者的一种乐趣”。

1933年，教课授徒之余的谷凤田，完成了计
划已久的《儿童演说法》的写作，1934年8月由
上海儿童书局出版，这本薄薄的小书很快销售
一空。1935年4月，儿童书局又抓紧加印了一
部分。不过，他大部分的课余时间，还是用在了
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整理研究上。1937年，他在
《进德月刊》先后刊发长篇文论《中国叙事诗通
论》《中国歌谣史略》。

在省立七中任教的几年，是谷凤田一生中
最为平静、安稳的时光。从他1937年4月12日
的一篇日记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内心的那份充
实、惬意与温暖：早七点洗漱用餐，七点半去学
校，接到《进德月刊》的约稿信。八点给学生上
课，讲《诗经》与白居易诗，学生们听得恻然兴
感。十一点回家，午饭后读《申报》。有朋友来
访，与朋友到城墙上散步，回家后，见家中桃花
吹落满院，起惜花之情，仿古诗作《桃花篇》，最
后几句是“何由留花住？一开亿万年！花自常
美好，月自常婵娟。人寿虽有限，亦足慰心愿！”
晚上挑灯撰写《中国散文通论》，直至午夜过后，

方才就寝。
可是，在国家危亡，山河飘摇的时代，谷凤

田的生活跟中国亿万民众的生活一样，在日本
人的炮火中一摇晃就碎了。

或许是眷恋家乡吧，在日军占领济宁城时，
谷凤田留了下来，继续着教书匠的生活。他先
后担任过曲阜师范、省立济宁中学、中西学校的
国文和历史老师，竭尽自己的所能，呵护培育在
日军刺刀下求学的青年人。

半个世纪以后，词坛泰斗乔羽回忆起这位
只教了他半年课的老师，依旧神往不已：“他讲
课的方法很特别，从来不用教科书，都是他想讲
什么就讲什么，今天讲这个，明天讲那个，有时
闭着眼睛大背他认为最好的古诗词，背诵完之
后，他不胜唏嘘，仍沉浸在激动感慨之中。这情
绪感染了我，我觉得他讲的许多东西，都像是发
自他本人的胸臆。从他这里我领悟到中国文化
感人的魅力……他虽然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
但他渊博的学识，独特的授课方法，都对我日后
走上艺术创作的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1945年春的某天，学生们没有等来一向
准时到教室的谷老师，他悄无声息的离开了这
个世界。谷凤田身后无长物，学生们筹资购买
棺木，送别了才学渊博却穷困潦倒的可敬可亲
的师长。

乔羽在回忆谷凤田时，有一个疑问，“他是
五四文学史很有名的一个人，不知道什么原因
也流落到我们那里当语文教员，给我们讲国
文”。

如果谷凤田能回答，或许就是两个字：“回
家。”

谷凤田生于哪一年

谷凤田的出生时间，一说是1895年。
这个时间，应该是根据《济宁文史资料·第1

辑》刘瑞明、黄茂琳的回忆文章《日伪时期的济
宁中学》记载的“他于一九四五年春在济宁中学
任教时，贫困而死，时年五十岁”推断得来，但这
个时间颇有疑问。一则，“时年五十岁”是他人，
而非当事者的记忆。二则，谷凤田考上省立一
师（济南文专）的时间。

根据谷凤田在《儿童演说法》序言中所写，
是在民国十二年，即1923年秋，这也是他中学
毕业的年龄。如果按1895年出生来推算，这时
他已经28岁。依据当时的学制，小学7年，中学
6年，那他入学时也已经15岁。虽然未尝没有
可能，但还是让人倍生疑惑。

在谷凤田著作中，有两篇文章，《给母亲的
片断》《姑母的泪痕》，发表在《民国日报》觉悟副
刊上。这两篇文章被标记为小说，但就其内容
而言，不似小说。

《给母亲的片断》更像写给母亲的一封信，
其中回忆母亲对“珊儿”诉说生平和家世的片
断，以及对“珊儿”的期许，带给“珊儿”的压力。
末尾处有“我离乡一年了！你常倚门望我吗？
但你那竟将形影徒劳了！”这篇文章写于1924
年7月，是谷凤田离开济宁一年以后。

《姑母的泪痕》则写了一位姑母对贫苦娘家
和侄儿“珊儿”无限的同情和帮助，一力支持“珊
儿”考上了“济南文专”。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谷
凤田还写到：“这都是一件件终日在我心头哽咽
着的片断”“有人说我是好为家丑外扬”。

谷凤田还写过一篇散文《故乡琐记》，文中
母亲对他的称呼也是“珊儿”。这个“珊儿”有个
弟弟叫凤仪，正与《日伪时期的济宁中学》一文
中谷凤田的弟弟是一个名字。

根据以上内容推断，这两篇文章应该不是
小说，而是谷凤田写的自家事。文中的“珊儿”
即是谷凤田本人，不知为什么在发表时被标记
为了小说。

基于这两篇文章是记录谷凤田自家事的推
断，根据文中内容，谷凤田出生于“寅年寅月寅
日寅时”。因家贫由父亲在家中开蒙，未上初等
小学，12岁时直接上高等小学，后来又上了中
学。按照当时的9年学制，他中学毕业，考上济
南文专的年龄就是21岁，1923年。如果根据年
龄倒推，他出生那年正是1902年，恰与寅年相
对应。那年的阴历正月，正是寅月，正月十三
日，是寅日，与文中所写丝毫不差。

因此，谷凤田出生于1902年更为可信。

①《车夫叹》②《姑母的泪痕》③《山东学生
之暑期作业》④《吴歌与山东歌谣之转变》⑤《一
年来山东学生界之鸟瞰》 ■资料图片

乔羽最尊重的老师之一谷凤田
王明珠

家住二湖崖，二湖
滩上长着满满的草。村
头向西望，远处明晃晃
的水反着光，远处更远
了，看着让人心里平静
而充盈着美感，内心一
片绿色的愉悦。

黑格尔说：“美具
有引人向善的作用和
力量”。父亲说二湖滩
是草的家啊，喜欢在这
里扎根生长。有泥土
的地方长草，有水的地
方长草；水浅的地方长
草，水深些了也长草。
水再深些，顺着撑船的
湿漉漉的竹篙往下看，
也还长着草呢——长
着苲草。麦黄苲、红根
苲、湖篓苲……二湖崖
上的人都叫苲草。

那是鱼的世界，神
秘莫测，让人无限遐
想。鱼是美味，吃鱼是
美好的生活啊。不深
不浅的地方长着芦苇、
荷花、菰蒋草、菱角、葫
芦撇子……风吹草动，
起起伏伏，带着湖飞起
来似的。

这些水生或陆生
的二湖滩上长着的草，
有叫出名字的，有的叫
不出名字。整日与草
打交道的父亲，也只叫
出二三十种吧。父亲
说二湖滩上草的种类
有些乱，不易辨认。水
耗下去长草，水涨上来
了长草。这茬灭了，那
茬又长出来了，没有闲
着的时候，也不知道歇
一歇，停一停的。见过
的没见过的草，年年的
长出来，二湖滩神奇啊。有时候，混乱也是一
种秩序，站得住的生命都是乱中取胜的。

草那里来的呢？爷爷说，听老辈人讲，是
湖对岸黄河决口冲来的。诗仙李白说，黄河之
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人往高处走，水
往低处流。黄河寻找海时顺便拐了个弯，催生
了微山湖。微山湖是黄河的儿子啊。有了湖，
草便多了。

父亲说，是雨水从东山里顺河带来的。雨
后天晴站在村前小河的桥上，望见东面的山青
翠翠的。山上一定长着许多的树，很多的草
吧？每次大雨，村前的小河总晃晃荡荡的，满
漂着干草枯枝向湖里奔跑着，浑浊的水漫过了
草滩向湖里流去。

天晴水耗下去时，我随父亲在草滩上捡拾
一捆捆的树枝当柴烧。山里的树枝硬，烧出来
的饭比湖草烧出来的香。特别是闷米饭，二湖
滩上都闻得着。让我早早的割上一捆草，急急
的回家了。

使船的二叔说，那草是穿湖而过的京杭大
运河捎来的。每天湖上都有扯着白帆的大船
在湖上漂，有的向南，有的向北。向南的去了
杭州，向北的去了京城。来来往往的帆船让微
山湖忙碌着，成了岸上人看的风景。

母亲说的直接，奶奶说的简单。
母亲说，草是大雁衔来的。大雁随着秋

来，开春便飞走了，留下的叫声常在耳边，让人
盼望着再来。

不大出门的小脚奶奶，拉着我的手说，草
是大风刮来的。二湖崖站在微山湖的风口，冬
天风带着口哨走过，吹得奶奶抱着火罐不敢出
门。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奶奶说的我喜欢。
透过一双稚眼，我见过蒲公英、芦苇花在风里
奔跑；还有蒲草棒子被风撕开了口子，一揪揪
的散开在空中，几天风便把它吹得只剩下一个
光杆了。我问奶奶它们去那里了，奶奶说让风
吹跑了。去那里呢？谁知道啊，爱去那去那
吧！随遇而安，自得其乐，是最好得安排。

长大些，建在村后的农技中的李老师告诉
我，你的亲人他们说得没有不对的。但，奶奶
说的好，许多种子的传播确实是靠着风力，行
是关键，自然界中最强的竞争力就是行动。人
也一样，行动最快的孕育了生命。

李老师说，草来到了微山湖便扎根安家。
扎根的过程是痛苦而又漫长的，需要恒心，需
要韧性，需要忍耐，更需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的等待……每棵草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每个
传说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只要不屈服，奇迹
总会发生的。

坚持，意味着一切。四面八方“飞”来的
草，丰富了微山湖草的家族，壮阔了微山湖的
胸怀，让微山湖慷慨起来了。一年四季都为人
的眼睛准备了缤纷的景物，让人目不暇接，看
都看不过来，洋溢着活泼的生趣。想起了一句
歌词，谁不说俺家乡好啊！嘚吆！

草不挑剔，微山湖也不偷懒。草便在二湖
滩恣意生长，一棵挨着一棵，绿油油的，有草原
的气势。我的童年，一半是父亲用汗水浇灌的
收获养育的，湖草喂饱我另一半的童年吧。不
是割草，就是在割草的路上。

放羊、喂猪、养兔、放鸭子，长在草滩上像
个泥人，连呼吸都散发着淡淡的草味儿。现在
想来，这童年的味道，正是激情四溢的生活的
味道啊，生活有味道才令人回味啊！

对于湖草，我一直对它们怀着好奇和尊
敬，还有对它们地感恩。尝过草木，才知道自
己。湖草的魅力，只有真正地融入其中的时
候，才能感受到。弗罗斯特说：我们先属于土
地，然后土地才属于我们。

随处可见的湖草，代表着美丽自由的生
命。微山湖让你得到的东西，都是一些绊住
你，让你无法离开的东西。一方水土养一方水
草，一方水草养一方人，养一方人的心地。

湖草已植入我生命里了啊，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微山湖。草在，微山湖就在，就会永葆她
的天生丽质。

我
家
住
在
二
湖
崖

胡
勤
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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