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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瓯江特刊

不遗余力收藏档案文献

收集乡土档案文献的人本就不多，大多是“50 后”“60
后”，连“70后”“80后”都很少。孟浩这样的“90后”，不仅热
衷，还自己冒出来主动捐赠，同行笑他：“有点傻。”

在同龄中，他也是“另类”。微信朋友圈，很少有关流行
的娱乐话题，转发的大多是传统文化类文章，常发布跟丽水
相关的乡土文献资料。在他经营的孟美昌号古玩铺里，几
个大柜上、橱窗里，除了旧书就是旧照片、旧资料，有时这些
东西堆得很高，把他整个儿埋在里头。

孟浩走上乡土档案文献的收藏之路，“是必然也是偶
然”。

受奶奶的启蒙和熏陶，孟浩从小对传统器物兴趣浓
厚。童年时，他特别喜欢在家翻箱倒柜找银元、摸铜钱，深
信“前人的东西可以教育后人”。初中时，当同学们热衷游
戏、收藏卡牌，他已经用攒下来的零花钱，买回不少古钱
币。上大学后，他把课余时间都留给了古物收藏。周末时，
早上不到 5点，他便起床赶往当地的古玩市场“淘宝”。

2009年，孟浩无意间得到一本《松阳乡土史》。“里面记
录了松阳的岁时风俗、村落建筑，还对民间传统文化、地方
风物进行系统梳理。”他越看越有味道，活态的文化遗产、朴
实的百姓情感，深深触动了他。从那以后，孟浩开始关注、
研究浙西南乡土历史，特别留意与松阳相关的。

孟浩开始有意识地收藏乡土文献档案，是在 2015 年。
也是在这一年，他将古玩和各类文献档案一同搬至松阳老
街，并将店铺取名“孟美昌”。

为了收集更多本土档案文献，他阅方志、翻家谱，同时
按图索骥，从金华、杭州、江西等地买回数万件丽水本土的
古籍资料、契约文书和民俗藏品，既有高焕然、叶维藩、叶
如舟、赵舒等本土历史名人的书画信札，也有《松庐诗存》

《中国帝王历史论略全编》等由本土文人编著的古籍善
本。此外，他还买回了民国 7年、17年编撰的《浙江省立第
十一中学同学录》，“这两本书，记录了处州中学从清代莲
城书院开始的变迁，其中还有历届毕业生的简历，极为珍
贵。”在孟浩心里，它们不是一本书，也不是几页纸，而是本

土文化的根脉。
就这样，许多有生产生活印记、文化时代符号、收藏展

览价值的档案，在孟浩手中得以回归本土，妥善保存。

给它们找个“好归宿”

正当孟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攒下满箱满柜的档案文
献时，他却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捐赠部分藏品。

事情要从 2024年春天说起。
去年 3月底的一天，几位“陌生人”来到孟美昌号。登门

的不是别人，正是松阳县档案馆馆长黄金花和专家馆员。
“孟浩是一名优秀的民间收藏爱好者，他对松阳的历史掌故
如数家珍，这么年轻就对传统文化有较为深刻的认知和深
厚的学养，非常难能可贵。”让黄金花最为震撼的是，自己见
到了许多极为稀缺的档案史料，其中一些已年久失修亟待
保护。临走时，她提出，档案馆可以代为修复。孟浩欣然交
付三份残破得无法展开的清朝年间松阳童试科举试卷。

半个月后，孟浩收到了修复后的科举试卷。当收藏多
年的珍贵档案在眼前徐徐展开时，一个念头从他脑海中闪
过：“终于找到了一个更合适保护、收藏它们的地方。”他当
即决定，将这三份在省内其他档案馆都很少见的科举试卷
捐赠给松阳县档案馆。

而后来发生的事，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
孟浩的这个举动，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速在网络上

引发热议。“内容长达 3米，涵盖四书五经”“卷面字体是科举
考试标准的馆阁体”“卷后附有五言律诗”……经松阳融媒体
中心、人民网等200多家新闻媒体报道后，这三份科举试卷吸
引了超过1.5亿的浏览量，一度占据微博热搜榜第二名。

之后，孟浩的捐赠一发不可收拾。民国时期水利、水灾
的民间捐款收据、船舶流动证、航运票据等陆续进入松阳县
档案馆。去年 6月 5日，孟浩多了一个新身份：松阳县首批
档案征集联络员。

凭着满腔的乡土情怀，孟浩以自己的方式“拂去尘埃，
摆渡历史”。

2024年 8月 1日 14时许，孟浩手捧一只旧木箱，走进松
阳县档案馆。这一次，他捐赠的是《清至民国松阳叶逢章家
族档案》。这批档案文献形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至民
国二十九年（1940）间，时间跨度达 156年，可分为科举习文
系列、参政经商系列、家族事务系列文献，共 456件。

从当天 14时到 22时，黄金花和馆员们一起细心接收、逐
一清点、登记。一旁的孟浩，目光始终落在这些资料文献上：

“前后花了七八年时间收集，却是第一次这么系统地去审阅它
们。”孟浩感慨地说，“一个家族跨百年的历史变迁，在字里行
间留痕、传承，从视觉上看，竟会如此亲切和典型！”

这批档案记载了松阳作为江南叶氏发祥地的历史和文
化，有着极高的收藏价值、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其中诸多
档案类型更是属全国或全省首次发现，如科举乡试引条，为
全国首见；科举童试试卷，为全省首见，“生成年份最早的文
书距今 240年，最晚的也有 84年”。

2024年 12月 17日，《清至民国松阳叶逢章家族档案》入
选第五批“浙江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并纳入“古典中国的县
域标本”松阳民间档案编研展示项目，获得 2025年度浙江省
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专项资金支持。

消息传来时，孟浩又一次肯定自己的捐赠是明智之举，
“终于为它们找到了‘好归宿’。”

拼出“松阳乡土文化版图”

质朴雅致的孟美昌号，装着越来越多的乡土文献资
料。与这些散发着古旧气息的泛黄纸张相比，孟浩“90后”
的模样似乎有些格格不入。而他抿嘴思考的神态、一丝不
苟的动作，又与沉稳恬静的气氛契合得很。

一边收藏古玩，一边扎进故纸堆，孟浩走上了“以藏养
藏”之路。有时资金周转不开，他就卖掉一部分古玩，“换来
的钱继续收集文献资料”。同行调侃他“不务正业”，总买回
一堆没什么经济价值的“废纸”。

孟浩对此不以为然。“并没有多远大的目的，只是觉得，
有钱赚的事很多，有意义的事却很少。”他有一套自己的理
论，诸如“收藏是取之于民，归之于民”，以及“让更多人了解
并喜爱传统文化、乡土文化，比赚钱更有意义”之类。

“松阳的乡土文献档案，我都会想办法带回来、留下来，
更加不会卖。”他曾多次对身边人这样说，其中包括黄金
花。“专业、细致、谦逊，有情怀，”，是黄金花对这位年轻人的
赞许。在她看来，收藏是一种私人行为。可贵的是，这个小
伙子的心里从来不会只想着私利，对传承乡土文化的那份
自觉自愿始终镂刻在他的骨子里。

“除了历史价值，档案文献更大的魅力在于能拉近人与
人的情感。”孟浩用收藏印证了这一点。松阳乡土文化爱好
者叶战修，是叶逢章家族后辈，孟浩收藏的叶逢章家族档案
多处印证了其父亲生前编修的《枫坪村志》《枫坪叶氏宗
谱》，其中甚至有他爷爷叶逢传亲笔写的一篇序文，这令叶
战修甚是动容：“那一刻，爷爷的文风、生活轨迹，全在字里
行间流淌。”这样的消息不胫而走，常有当地百姓跑到孟美
昌号“寻根问祖”，期待在这里遇见与先辈有关的物件，哪怕
是残章断简也足以兴奋许久。

“那个叫‘历史’的东西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宏大叙事，而
是一系列细节和碎片的集合。”孟浩用演讲般的口吻说道，

“那些细节和碎片可以补充我们对历史的认识。”一份乡土
档案文献，可能是某个人一生的记录，或是一个家族跨越不
同时代的兴衰史，甚至是一个朝代到另一个朝代的更迭痕
迹。通过文献资料“显影”，那些详实的事迹和生活轨迹会
告诉后人，“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哪些热气腾腾的故事”，
从中看出旧时松阳人的品质和道德规范，重温传统的文明
与归属感。

这些年里，孟浩花费上百万元，收藏了数万份乡土文
献。

眼下的孟浩，像极了一名“拼图者”，正用一份份档案文
献拼出“松阳乡土文化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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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浩的举动很让人意外。

过去几个月里，他陆续向松阳县档案馆捐赠了2506件纸质或电子档案史料，其中特别珍贵的《清至民国松阳叶逢章家族档案》，共

有456件。这批档案世系完整、年份久远、类型多样、数量可观，是松阳作为“古典中国的县域标本”最客观真实的佐证，填补了松阳古

村落清代民国档案的缺失。2024年12月17日，《清至民国松阳叶逢章家族档案》入选第五批“浙江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这些乡土文献，是孟浩花了10年时间攒下的。多年来坚持“只买不卖”的他，这一次却毫不犹豫捐了出来。“收藏，是为了守护乡土

文化根脉，捐赠则能更好地保留历史记忆。”埋首故纸堆的孟浩，在一张张地契、一本本史书和一张张旧照片中，默默承续乡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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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乡土资料

孟浩（右）和黄金花

松阳本土古籍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