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无用等画虎，名誉过耳如飞蝇。荣华万事不入眼，忧患百虑来填膺。”皇祐五年（1053
年），29岁的永康人徐无党参加礼部试，获得省元，在随后的殿试中，被宋仁宗赐进士出身，知河南渑
池县。作为他的老师，欧阳修一方面为得意门生感到骄傲，另一方面又勉励他淡泊名利，以心忧天下
为重，写下了送给徐无党的《送徐生之渑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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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和元年（1054 年），徐无党出任

河南渑池县令后，大展身手，体察民情，

足迹遍布渑池。

一日，徐无党从随从小吏口中得知

“以人迹之不可到”的小龙门，即跋山涉

水前往探访。而后，写下了千古名篇

《小龙门记》，并镌刻于石。

2021 年 3 月，《永康文献丛书》编

委会开始整理筹划《永康文献丛书》，

《徐无党集》也第一时间进入了编委

会的选题视野，并于 4 月 24 日，正式

委托中国美院的钱伟强教授作为整

理人。

由于种种原因，徐无党的大部分著

作已经佚失，传世的主要著作则是与欧

阳修合作的《五代史记注》和一些散见

的如《小龙门记》等若干文章，整理收集

难度，可见一斑。

为了能进一步充实完善《徐无党

集》的内容，作为编委会成员，我一边配

合钱伟强教授收集徐无党的相关文章

和谱碟资料，一边与编委会的另外几个

老师寻访徐无党的出生地——永康五

岗塘，希望能通过最传统的采访方式，

获得更多的实物信息，但最终因为时间

久远、历史淹没，都是失落而归，只能搁

置一旁。

因为钱伟强教授书稿交付，上海古

籍出版社催促尽快收集提供《徐无党

集》插页的图片，除了《五代史记注》的

书影、徐无党墓照片以外，编委会又开

始着急，希望能放入徐无党相关的实物

照片。而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了徐无

党亲笔书写的《小龙门记》石碣上。因

为徐无党在记中末尾写道：“自书其所

为文，而命僧惠仙者镌于石而藏于西岩

之洞穴间。”

然而，我寻遍各种资料，零零星星

只查到“石碣现存石门沟内朝阳寺”，但

又有信息显示，新中国成立后，该寺已

毁，石碑下落不明。

我不甘心就此放弃，于是致电河南

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归属）文广旅体局，

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操一口浓重的河南

口音。她听不懂我的普通话，我也听

不懂她的河南音。反复交流很久后，

她明白了我的意思，辗转帮我拿到了

渑池县文物管理部门一位马姓老师的

电话。当我开口说起徐无党时，马老

师说，好像知道这件事，但记不清楚

了，要帮我查一查，然后挂了电话，加

了微信以后，让我等消息。

第二天下午，马老师先是发来了一

段文字：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段

村乡宋沟村王海奇家。小龙门“石碣”

为宋代石碣，长 0.61 米，宽 0.52 米，厚

0.16米，碣较为完整，只缺右上角，佚失

数十字，但“至和元年”和“徐无党记”的

时间和人名俱在。该石碣原藏于西崖

之洞穴间。1947 年，被当地群众运回

宋沟朝阳寺内。20 世纪 90 年代，被村

民王海青拉回自家院内至今。1978 年

发现后，公布为县级文保单位。

徐无党（宋），永康人，曾为渑池县

令，他是欧阳修的门生，曾为修注《五代

史》。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徐游石

门后写《小龙门记》：“自书其所为文，而

命僧惠仙携于石，藏于西崖之洞穴间，

且以记余之偶来⋯⋯”云云。全文共

487 个字，详见《县志》艺文卷。文中记

载有：“⋯⋯其土沃壤，宜桑枣，有野人

十余家，悉引渠激流为硙，问其人之姓

氏与其年之几许，皆不能道也。又问

其今何时，云亦不能知也⋯⋯该碣书

法清秀、潇洒，为研究宋代书法艺术提

供了实物价值。”然后，马老师又发来

了一张照片，即为徐无党《小龙门记》

的残碣。因为发的照片不是原图，图

片非常不清，几乎一个字都看不见，像

是一块磨刀石一般。我立刻追问：“有

原图吗？”回答是：“没有了，这是第三次

全国文物普查时在段村乡一个村民家

里发现的。”

我又是惊喜，又是发愁，惊喜的是

石碣虽残，但还在。发愁的是发来的

照片根本不能使用，而石碣位于河南

省三门峡市渑池县段村乡宋沟村王海

奇家，相距千里，又无联系方式，不知

何从下手。

我又尝试网上搜索看看“渑池”“段

村乡”“徐无党”，还真的找到了一位名

叫王一博的人写的文章，提到了徐无党

的《小龙门记》石碣，文中也是依旧说

“石碣现存石门沟内朝阳寺”，进一步搜

索发现王一博竟然是渑池段村乡副乡

长。何不联系到他，让他帮忙到那位村

民家中上门拍一张照片呢？

徐无党《小龙门记》碑回归故土
随风随雨残败不堪 寻找过程几经曲折

□徐立斌

王健儿诗词
作品

□王健儿

登方山
秋光落眼前，无问路辛艰。

一线青天漏，四围危壁攀。

林端浮笑语，云外寄欢颜。

步步斑斓色，沾襟不忍删。

无题
风梳轻暖晃新筠，烟雨杏花妆未匀。

几度询春将至否？殷勤消息靥边人。

方山采风
杨柳殷殷枝抱黄，半飘半洒半流光。

一帘随意东风至，狂写春兴又几行。

兴游江滩公园
晴光碧翠绣苔痕，柳影依依亭伴人。

醉倒何堪随意去，灵犀一点一江春。

回乡偶书
亭榭柔风摇树影，溪桥水润染秋痕。

落花犹作人前舞，半欲留芳半饰门。

沈园二首
一

痴情携雨忍留墙，一曲钗头唱断肠。

朝暮天涯悲绕指，诗书岂可慰炎凉？

二
壁上词残照影深，缠绵离泪总沾襟。

当年一曲钗头凤，多少情人念到今。

金城川采风
春风有约赴金川，别样光阴别样天。

华釜栖霞多妩媚，黄花饮涧更娇怜。

溪山半卷堪描画，草木遥分始竞妍。

莫道神仙归去晚，惊嗟一路挂云巅。

再访石头村
光阴垒石寄幽思，竹隐人家意独驰。

溪孕气清宜润肺，烟蒙雨瘦喜知时。

遐龄野老坐谈乐，总角顽童欢逐迟。

故地重游谁唤我，漫红肥绿又催诗。

贺《陈亮年谱长编》
首发并致陈、成两师

白云居里满堂春，共为师尊贺瑞辰。

已觉此书堪入史，可嘉文苑又添珍。

呕心不羡声名赫，俯首相寻字句辛。

求索茫茫路修远，何妨长作德高人。

随吟
浮生难得是清淳，雅雅同欣远俗尘。

谈笑花间多自在，弦歌云外任天真。

春风八咏分氤早，晓月双溪泛滟新。

可惜芳时留不住，离愁漫上美人身。

定风波 盘龙谷
曲水流觞有题

点点黄金上菊枝，秋光最美举觞

时。石径松风敲日午，怜顾。醉看倩影

满花蹊。

执笔素笺轻不语。暗许，相逢何故

恁如痴。难付风情诗韵下，也罢。盈盈

曲水入心知。

浣溪沙 灵溪
一树莺声啼破天，春波荡漾到心

田。邻家姑嫂浣流年。

剪水频频添绮梦，飞花脉脉唤芳

颜。诗心何处不缠绵？

我依旧在网上找到了渑池县段村乡

的便民服务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位小姑

娘。听说要找副乡长王一博的电话，对

方比较警惕。在我进一步说明来意后，

她才勉强把王一博的电话给了我。

过了五分钟，我拨通了王一博的电

话：“王副乡长，我是浙江永康的。北宋

年间，有个永康人叫徐无党，在您那边

当过知县，并写下了《小龙门记》，刻成

了石碑。我在网上看到您有关注过。”

“是的，可惜石碑找不到了。”王一

博说。

“我通过你们县里打听到这块石碑

可能在你们段村乡宋沟村一户居民家，

想麻烦您帮忙看看是否方便去拍张

照。我们这边要出《徐无党集》。”

“你加我的微信，把相关信息发给

我，我去问问看。”

挂完电话，加了微信，我把马老师

发我的那段信息，发给了王一博。没过

一会，他发来微信：“刚联系了，在群众

家里，我下午去一趟。”

喜出望外。好像是高考结束等查

分前的那段等待与煎熬。

“您发个邮箱号，我一会发给你。”

下午 4 时左右，王一博发来微信，并发

了一张《小龙门记》石碣局部的照片。

“其土沃壤，宜桑枣⋯⋯人之姓氏与其

年几⋯⋯”

过了一会，王一博打包了 26 张石

碣照片，发我信箱。“小龙门”“至和元

年”“东阳徐無黨”等字样逐渐映入了我

的眼前。

通碑已残损，局部也已经漫漶不清，

受雨水浸湿的原因，更是难辨。但这就

是969年前，三十而立的徐无党亲笔所

书，字体恭敬、清秀，笔锋回转有力。

忽然感觉到了那个“其貌也固，其心

也聪。才兼文武，学贯鸿蒙。事亲合孝，

事君合忠。生之今世，蕴古之风”的徐无

党在向我娓娓道来小龙门的别致风光。

这一刻，是可触、可见、可听、可达的。

通过王一博的朋友圈了解到，石

碣所在的四龙庙村，满山的柿子，红遍

了山野，一场朦胧的冬雨打在了村里

的石板路上，民风淳朴，过着桃花源般

的生活。

沧海桑田，世事变迁，石碣已经像

个迟暮的老人，随风随雨残败不堪，但

石定有灵，终于等到了故土的亲人将它

“接回”。

也是在至和元年（1054 年），徐无

党从京都开封返回家乡永康，欧阳修

写了一篇《送徐无党南归序》相赠，文

中谈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的

关系，强调“立德”应摆在第一位。他

以孔子学生颜回为例：“若颜回者，在

陋巷曲肱肌卧而已，其群居则默然终

日如愚人。然当时群弟子皆推尊之，

以为不敢望而及。而后世更百千岁，

亦未有能及之者。”可见“立德”之不

朽。徐无党和他的文章一样也将会百

世流芳。

石定有灵 石碣等到故土亲人将它“接回”

多方查找 得知石碣在千里外的一户村民家

徐无党亲笔书写的《小龙门记》石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