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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成研究收藏《老残游记》中心” 
 

“今天我是开了眼界了，没想到在济南能看到这么多各种版本的《老残

游记》，而且还有很多是我只听说过没见过的，看来济南对于《老残游记》

的研究确实很有成就。”这是刘鹗的曾孙、上海杨浦区教师进修学院教授刘

德隆先生今天在山东意匠建筑设计公司董事长、市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刘

奎办公室参观后发出的感慨。 

  刘德隆作为刘鹗的曾孙，对《老残游记》进行过系统、深入的收藏与研

究，此次来济南大学参加中国近代小说国际研讨会，今天特地抽时间到刘

奎处看其收藏的《老残游记》版本。 

 

“今天我真是开了眼界” 

  刘奎收藏的各类《老残游记》版本已经近200种，今天主要展示了

民国时期出版的40余种。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40余种《老残游记》“民国”

版本，刘德隆几乎对每一本都非常仔细地进行了欣赏，并挑出六七种版本

对刘奎说：“今天我真是开了眼界，这几种我是只听说过没有见过，更没有

收藏，像《英译老残游记》、《英汉对照老残游记》等，都是非常少见的版

本，在《老残游记》版本中比较有名，很多研究文章提到过，对于该书的翻

译、装帧等方面都值得认真研究。我这是第一次见到。还有盲文版，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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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听说过都没听说过，太珍贵了。” 

在众多《老残游记》版本中，还有多种线装本，如中华书局“民国二年”

初版的石印本、新小说社“民国四年”初版的《绘图老残游记》、上海中原书

局印行，“民国丙寅年(1926年)”春初版《大字足本绘图老残游记》等，散发

出浓厚的历史韵味。刘德隆说，现在就是目前看到这些“民国”平装本已经

都非常少见了，市场价格非常高，而这几种线装本就更是罕见了，市场上

几乎难以看到，价格更是平装本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而且，这些线装本基

本都是“民国”早期出版的，所以其文献价值、文学价值、版本价值和市场

价值都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新发现”《绘图老残新游记》 

刘奎向刘德隆推荐了一册线装本，刘德隆看了非常兴奋地表示，没想

到能在这里见到这本书，这本书不仔细看，还以为就是《老残游记》，其实

名字是《绘图老残新游记》，这是假托《老残游记》之名的续书，并不是刘

鹗创作的，作者是一个叫杨尘因的人。“刘鹗的四子刘大绅还找过这个杨尘

因，大约就是问他为何假冒刘鹗之名，好像也就是问了问，并没有什么处

罚措施。这本书民国时期在天津的报纸上连载过，但我不知道还有单行本

出版过，这是非常罕见的版本。虽然其中的内容和‘老残’并没有什么关系，

但作为比较重要、有名的《老残游记》续书，在《老残游记》版本中还是占

有较高地位的，这本书值得好好研究和收藏。”刘德隆对于“新发现”的《绘

图老残新游记》感到非常兴奋。 

 

“老残茶馆”值得济南关注并实施 

刘奎向刘德隆介绍了自己关于在济南建设“老残茶馆”，以及如何把“老

残”打造成为济南文化名片的构想。他认为，济南的泉水是全世界独有的资

源，《老残游记》里的‘家家泉水、户户垂杨’8个字虽然简短，却是世界

唯一的，将泉水、城市、市井、人家的共生状态充分地表述出来，而泉水

和老百姓在一个城市里有机交融产生的市井文化与人文景观，也是世界唯

一的。所以如果能把这个资源利用好，打造好，济南就将是世界的济南。

“老残茶馆”按照规划设想，它将是一个以“泉水”为主题，将《老残游记》文

化、济南泉水文化、诚信文化、茶文化、民俗文化融为一体，集古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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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雕、窗饰、木刻、家具、服饰和茶艺为一身的文化休闲空间。 

刘德隆听了这个构想后，非常赞同，他说，这个构想很大胆，思考得

比较深，是一个值得济南关注并进行实际实施的计划。 

刘奎表示，“老残”是第一个“义务”的济南城市“代言人”。“《老残游记》

本身和其中所记载的老济南是济南的重要文化资源，应该把‘老残’作为济南

的文化符号。我认为，‘一本书、一个人、一个城市’把济南的自然景观和人

文底蕴都包含在内了，《老残游记》和刘鹗对济南是有创造性贡献的，我们

要在建设‘老残茶馆’中对此有重点表现。我感觉，如果这个项目可以落地，

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建设的问题，还可以带动济南文化产业的发展。” 

听了这些介绍，刘德隆很激动地说，他作为刘鹗的后人虽然也收藏了

很多《老残游记》版本，也做过一些研究，但今天感觉从严薇青先生开始，

济南已经成为研究、收藏《老残游记》的中心。这看起来是一本书的事，但

实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承，是为济南增添文化内涵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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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时报》2011年10月18日星期二 

 

 

惊叹济南藏友200种《老残游记》版本收藏，刘鹗曾孙刘德隆―― 

济南应充分利用“老残”文化 
 

时报讯(记者钱欢青)作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刘鹗的《老残游记》早

已家喻户晓，《老残游记》中对济南“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描写也早已为

人熟知。昨天上午，刘鹗曾孙刘德隆趁来济参加“2011年中国近代小说国际

研讨会”的空隙，应友人之邀，参观了济南藏友刘奎的约200种《老残游记》

版本。在惊叹之余，刘德隆也表示，《老残游记》深入人心，“老残”文化值

得济南深入发掘、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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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叹藏友200种《老残游记》版本收藏 

刘德隆是近代文学研究专家，长年致力于刘鹗及《老残游记》研究。作

为刘鹗的曾孙，刘德隆长年搜集、收藏《老残游记》各种版本，迄今已收藏

有200余种。 

济南藏友刘奎收藏的《老残游记》版本，也有约200种，昨天上午，刘

德隆特别参观了刘奎的收藏。看到济南有人收藏不同版本的《老残游记》，

刘德隆非常兴奋，“没想到济南还有人在做这件事！而且有些版本非常珍贵，

其中有的是我听说过但是没见过的，有的是我搜寻多年而不得的。” 

 

“老残”是个江湖郎中，刘鹗是医学专家 

刘德隆说，“《老残游记》中的‘老残’是一个江湖郎中，不少人就以为刘

鹗也是江湖郎中。其实情况不是这样。通过多年资料收集，我得出的结论

是刘鹗是当时有名的医学专家，理由有三条：第一，刘鹗曾经出过四本医

学专著，我已经收集到了其中三本；第二，刘鹗曾应邀赴湖北给晚清著名

的郑观应看病，我找到了刘鹗当年给郑观应的三封信，其中有郑观应得了

什么病、怎么治疗等信息；第三，我还找到了刘鹗当年开诊所的章程。这

些确切的资料证明了刘鹗绝不是老残。” 

 

“老残”是济南第一个义务形象代言人 

作为《老残游记》多种版本的收藏者，山东艺匠建筑设计公司董事长刘

奎有意打造老残茶馆，以充分利用《老残游记》的文化影响力，刘奎表示，

“可以说，老残是济南第一个义务形象代言人，国内和东南亚好多来济南的

游客，都是因为看了《老残游记》，想看看书中描写的风貌。因此，我想把

老残茶馆打造成一个集研究、经营于一体的机构。” 

刘德隆表示，老残茶馆这一创意既能让这些珍贵的资料有一个完美的

保存场馆，又能融入到人们的现代生活之中，很有意义。如果济南能深入

挖掘、利用老残文化，必将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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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与刘鹗世家 
鲁家用 

  

  国学大师周汝昌先生一生最钦慕中华文化史上的“四圣”：书圣王

右军，文圣刘勰，诗圣老杜和稗圣曹雪芹。在这“四圣”之外，令他最

为敬佩的就得推刘鹗（字铁云）了。 

  周汝昌在《红楼家世》及于中国文学馆所作的《红楼人物的内心

世界》的演讲等多处坦言：刘铁云是位大学者，是曹雪芹的真正知

音，他在《老残游记》的自序中首次破译了“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的

真意乃“千红一哭”“万艳同悲”；《老残游记》是受《红楼梦》的影响

最深刻的，但不是照猫画虎。 

  民国二十七（1938）年刘鹗第四子刘大绅先生（字季英），入住北

京原雍正帝之兄弟敦郡王府，此前原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和著名学

者顾随先生皆短居于此。时人称此府为东府，即红楼梦里的宁国府，

而其西边的恭王府人称西府，即荣国府。刘大绅闻有如此传奇掌故，

不禁感慨交加，情不能已，特感赋七律四首，题作《空传》。其中第

三首与红楼梦之关系极为绵密。诗曰： 

  荒唐说梦写通侯， 

  贾雨村言石尚留。 

  夹道中分荣国第， 

  长堤北枕省亲楼。 

  海棠西府春明冠， 

  菱芡南湖岁有收。 

  独立柳阴看垂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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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人指点话从头。 

  周汝昌得知这四首七律，乃有“石破天惊之感，喜出望外之情”，

为其考证恭王府即红楼梦里大观园之原型提供了鼎力之助。后来周汝

昌从刘大绅之孙刘德隆先生的文章中得悉刘大绅即为《老残游记》作

者刘铁云之四公子，感慨地说：“这之后才知道，这里面原来牵连着

清代两大小说家——曹雪芹和刘铁云的一段香火因缘。”几十年后周

汝昌仍称这四首七律背得滚瓜烂熟，并仍希望寻求更多刘大绅的诗

文。今年清明节期间，已九十四高龄的周老追往思旧时，作了一首七

律，题为《辛卯清明佳节偶思刘大绅先生七律四首乘兴而作》，即： 

  四律重吟总爱刘， 

  道他感慨又风流。 

  尘间难得才通识， 

  大道常怀夏及周。 

  太谷遗音思绝学， 

  京华佳话叙红楼。 

  游人只说恭王府， 

  不解宁宫艮岳愁。 

  这首诗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对刘氏父子敬佩之情，“大道常怀夏及

周”即称誉刘鹗乃博学通才之学术大师，所谓“大道无名，大师无界”

是也。“太谷遗音思绝学” 则谓铁云公和季英公都是几近消亡的太谷

学派传人。末联感叹，现在的游客只知道恭王府是个很好的景点，却

不知道这里面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因缘了。 

  2009年，学界为纪念刘鹗先生逝世一百周年而于淮安市楚州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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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举办了研讨会。为准备此次研讨会，刘德隆先生曾入京专访了周汝

昌老先生，周老说：“我和铁云先生，好像冥冥之中前世有文化因缘

……我一见铁云先生的作品，不仅是敬仰、钦佩，就像是着了迷一

般。”去年刘德隆先生整理出版了《老残全集》，周老欣然为其题诗五

古一首，其中不仅有“丹徒刘铁云，天生异灵腑。老残游四方，为民

问疾苦。大道本无名，大师本无属。所究际天人，所通变今古”等肯

定之语，更有“至今历百年，卓识谁敢忤？”之句，敬仰之怀可窥一

斑。 

  周老与刘氏家族四代皆结下翰墨因缘，这在文坛大概也算是佳话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