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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洲

※野文杂记

曹墩和王坟山的传说
■赵 晨

在余新镇金星村的曹墩，流
传着很多传说。

相传，曹墩东侧是海盐塘，
海盐塘的东侧有两条小河，南面
一条叫马泾桥港，自西向东伸展
至新篁；北面一条叫河泾桥港，
自西向东伸展至平湖塘。西侧
村庄前面也有两条小河，南面一
条叫横泾港，自东向西伸展至王
店；北面一条叫小石桥港，自东
向西伸展至锄头港。村庄的北
面还有一条小河叫石泾桥港，也
是自东向西伸展至锄头港。

三条小河中间有两大片农
田，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五路来
水，都缓缓地汇集到马泾漾，形
成了一块风水宝地。

小石桥港弯曲盘旋，绕着整

个村子，形如一条飞龙。小河的
北面就是曹墩。很早以前，一排
排古老的房子拔地而起，门前屋
后都是树木和竹园，直径 2米粗
的大树就有 20来棵。好似人间
仙境、世外桃源，美丽极了。

这块风水宝地不知什么时
候被天上的真龙知道了。

有一天晚上，它们偷偷来到
这里，隐藏在小石桥港里，龙头
藏在小石桥港洪家漾中间的小
岛下，龙身龙尾藏在河里，一条
自西向东向北，再向西伸至后头
浜，另一条自东向北，再向东伸
至西浜。这两条龙住在这里，更
是给这里的村民带来了瑞气、财
气、运气和福气，使这里风调雨
顺，庄稼长得特别茂盛，连年获
得丰收。

可是不知什么原因，有一年

这里闹旱灾，灾情严重。老百姓
为了抗旱，引水灌溉农田，村里
的族长组织村民，开挖延伸至后
头浜。但在开挖过程中出现了
一个奇怪的现象，村民白天把浜
开通，晚上泥土滑坡到浜里，白
天开通，晚上滑坡，一连好几天
都是这样。村民都非常惊奇，这
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家议论纷
纷，可谁也找不出原因。

一天，大家开浜时，有一位
头戴草帽、身穿长袍的长者，走
到村开浜的地方，两眼盯着这个
地方，眉头紧锁，沉思片刻，然后
对村民说：“你们开这个浜是不是
白天开通，晚上滑坡？”村民觉得
奇怪：“你怎么知道的？”

这位长者只说要开通这个
浜，其实很容易，就是晚上收工
时把铁锹插在地里不拔起，晚上

就不会再滑坡了。于是村民就按
照他说的话做了。第二天早晨一
看，没有滑坡，可后头浜的浜里却
是一浜血水。原来，居住在小石
桥港里一条龙被砍死了，另一条
龙也在那天晚上飞走了。

就这样，后头浜果然开通
了，但是这块风水宝地被破坏
了。

在曹墩中部有个王坟山，在
小石桥港北侧约 100米，是一个
面积 3000余平方米的高地，形
似房子的屋面，两边低中间高，
坡度较陡。据说，这块地下面埋
葬着一位王爷，所以把这块高地
叫王坟山。王坟山靠南面的地
上，原有一个石牌楼，高耸雄伟，
好像城门，牌楼上面雕刻着许多
文字和图案。王坟山整块高地
没人耕种，春天是一片茂密的草

地。这块高地还有许多美丽的
传说。

相传，很久以前，这村子里的
老百姓如果要办大事，需要借东
西，只要在上一天傍晚，点上蜡
烛，面朝王坟山祈愿，说明天要借
哪些东西，如桌子、凳子等。第二
天早晨你需要的东西会全部整齐
地放在那里，但用好后，要把这些
东西放回原地，再在盘子里放上
蹄髈、团子、糖果等谢礼，说：“我
把东西还给你了，谢谢！”

还有人传说，很久以前，如
果遇上阴沉沉的天气，在傍晚或
晚上，在王坟山，你可以看到：有
人穿着旗袍，忙着梳头打扮；有
人烧菜做饭，炊烟袅袅；有人悠
闲自得地喝茶聊天。老爷们打
着麻将，主妇们在洗被子、衣裤，
孩子们快乐地做游戏。

■沈 怡

1912年12月8日，一个江南
初冬的星期日，嘉兴气象甫新。

这天，一身蓝袍黑褂的褚辅
成神采奕奕。他与计仰先、方於
笥、沈一均及各界社会名流，在
嘉兴火车站接到从上海过来的
孙中山，一起前往东门外春波桥
堍兰溪会馆，为孙中山举行欢迎
大会。

在会馆高大的戏台上，站着
褚辅成与孙中山两人。褚辅成
致欢迎词，然后邀请孙中山为台
下人群演讲。欢迎大会过后，褚
辅成陪孙中山前往南湖游览，并
在湖心岛上留下了流传至今的

“公宴孙中山先生摄影于烟雨
楼”合影照片。

褚辅成与孙中山相识于七
年前的日本东京，32岁的褚辅成
加入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自
此，褚辅成追随孙中山走上推翻
清朝的革命道路。

这一对革命战友的友谊也
并非一直平和融洽。在护法运
动期间，褚辅成赞成联省自治，
在总统选举的程序上与孙中山
存在理念分歧。

1925年 3月，孙中山去世，
褚辅成悲痛之余，百感交集，提
笔为这位革命先行者写下挽联：

国而忘家，公而忘私，革命
亘四十年，愧附末光才廿载；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遗型传亿万
世，管教主义奉三民。

言简意赅描述了这位在辛
亥前后志同道合的同志，为革命
理想奔走一生、天下为公的形
象。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已长
眠不醒。褚辅成回忆往昔矢志
革命、推翻前清建立共和的历
程，一位位故交旧友历历在目、

浮现眼前。
作为同盟会浙江支部长的

褚辅成，是浙江光复前的革命策
划者和主要联络人。

1907年，鉴湖女侠秋瑾两次
住进嘉兴南湖学堂，她与褚辅
成、敖嘉熊等在放鹤洲夜商反清
起义细节，无声流淌的鸳鸯湖
水，为志士掩藏着惊天秘密。

南湖学堂由褚辅成创办，公
开目的是引进新式教育、启发民
智，同时暗中掩护革命活动。不
少辛亥志士常以南湖学堂为联
络处和碰头点，“深筹密策，首义
始事”。

褚辅成在日本留学期间，就
邀请好友、光复会会员田毓斧，
协助管理南湖学堂的建设和校
务工作。这位与褚家同住南门
西米棚下的邻居，在 1906年时，
曾与褚辅成一起带领南湖学堂
学生上街宣传抵制美货。1913
年，褚辅成被袁世凯关入监狱，
之后三年里，田毓斧帮忙照顾褚
家老小，还把女儿许配给褚辅成

长子褚凤章，革命战友成为儿女
亲家。

在创办南湖学堂之前的
1903年，褚辅成与田毓斧、敖嘉
熊等，首先在嘉兴创办了革命组
织“竞争体育会”，以便“吸收社
会各阶层的青年，主要以能接受
新思想者为合格者”，积极宣传
革命思想。散尽家财为革命的
辛亥志士敖嘉熊，也因此与褚辅
成成为同志。

武昌起义爆发后，褚辅成与
陈其美、朱瑞、王金发等积极策
动光复杭州，同时与龚宝铨、方
於笥、计仰先等一起，着手光复
嘉兴。

1933年，褚辅成联合同乡陆
初觉等发起捐款，在嘉兴天星湖
公园建了七烈士纪念塔，让后人
得以记住敖嘉熊、徐小波、龚宝
铨、陈仲权、唐纪勋、王嘉祎、姚
麟，以及为革命献出生命的仁人
志士。

辛亥前后，褚辅成一直在杭
州、嘉兴来回奔波活动，当年陈

独秀也正在杭州，褚辅成就是在
那个时候与陈独秀相识的。对
启蒙运动和新文化新思想的共
鸣，使两人成为知音好友。

1921 年 10 月，褚辅成与邵
力子前往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
的住处看望老友，谁知被当天抓
捕陈独秀后蹲守的巡捕拘捕。
当时，陈独秀报了假名，还未被
确认身份。结果褚辅成与邵力
子一见陈独秀脱口而出“仲甫，
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弄到
这儿来了”，一句话让巡捕房知
道抓到的就是陈独秀。

脱口而出的无心之失，令陈
独秀的被捕情形复杂化，这让褚
辅成十分抱歉。被释放后，他为
营救陈独秀四处奔走，并亲自到
巡捕房保释陈独秀，用实际行动
向好友表示歉意。

同样是在 1921 年，心怀政
治理想的褚辅成，与章太炎等一
起，为“浙江自治方案”的拟定殚
精竭虑。第二年 7月，褚辅成又
与章太炎等在上海发起成立“联
省自治促进会”。

褚辅成终其一生担任院长
的上海法学院，其前身上海法科
大学，最初也是由他和章太炎等
人共同发起创办的。

1927年，沈钧儒在褚辅成担
任董事长的上海法科大学担任
教务长。

沈钧儒的政治与革命生
涯，与褚辅成有多年重合。在
长期的政治组织和革命工作
中，同为嘉兴人的褚辅成与沈
钧儒，是互相支持、彼此信任的
亲密战友。“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时，他俩同时被蒋介石逮捕
拘押，但是两位斗士并未被恐
怖威胁吓倒。

1946年6月23日，褚辅成与
沈钧儒在抗战胜利后，再次回到

家乡嘉兴。他俩携手同游南湖，
褚辅成在湖心岛挥毫写下“分烟
话雨”，浑厚遒劲的四字牌匾至
今高悬于烟雨楼。

在抗战时期，一位名叫赵舒
的缙云人，与褚辅成在携手保家
卫国中结下深厚友谊。

褚辅成应邀到他举办的第
四战区教职员学生训练班中演
讲，鼓舞抗日士气。赵舒为此写
下《与褚辅成等在唐市议论抗日
感赋》，“杀敌男儿事，威加海内
雄……河山重收拾，高唱满江
红。”

抗战即将胜利之时，不及高
唱满江红，褚辅成“拼一把老
命”。1945年 7月 1日，72岁高
龄的褚辅成与黄炎培、左舜生、
章伯钧、傅斯年、冷遹等人，由重
庆飞往延安，在五天的斡旋与参
观中，受到中共领导人高规格接
待。7月 5日，褚辅成一行带着
《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
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回到重
庆，以期力阻国共冲突。

褚辅成的一生是以身许国
的一生。

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也
曾受褚辅成庇护，在因“虹口爆
炸案”而被日军通缉的逃亡生涯
中，由褚辅成安排先后在嘉兴和
海盐避难。褚辅成因此义举，在
1996年被韩国政府授予“大韩民
国建国勋章”。

湖州人、辛亥同志、同盟会
会员俞寰澄评价褚辅成“反北洋
军阀、反贿选，慧老是无役不
与”。邵力子为他写下挽联：

报国誓始终，每饭不忘真民
主。立身重名节，盖棺还是老书
生。

这正是褚辅成革命一生的
写照。先生遗嘱也是他“以身许
国，不事生计”的最好自白。

梅湾老书生褚辅成的交游
※朋友圈

■杨文臣

夏森，南宋画家，其父便是
那个与马远齐名、人称“夏半
边”的夏珪。虽亦进入画史，但
评价不高，《图绘宝鉴》的介绍
是：“钱塘人，珪子，亦工山水，
其笔法用墨不逮其父远甚。”夏
森传世作品极少，目前所知的
只有这幅《烟江帆影图》，绢本
水墨，纵 24.4 厘米，横 27.1 厘
米，现收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
术博物馆。

因为传世作品太少，我们无
法判断“不逮其父远甚”的评判
是否公正。从这幅《烟江帆影
图》和明代王穀祥仿夏森的系列
画作来看，夏森的笔法似乎比其
父更加草略，而墨气较淡，画面
明丽一些。王穀祥称其“墨色意
象所谓苍润不下乃父”，或许是
出于偏爱的溢美之词；如若不
然，就是他的摹本更重笔法而在
用墨上未下足功夫。

不过，墨气浓淡，并不是裁
判画品高下的标准；而“逸笔草
草”，则向来为文人画所看重。
这幅《烟江帆影图》，笔法简到不
能再简，设色也非常清淡，但形

神兼备、意境深远，堪称极品，与
其父相比毫不逊色。

占据画面大半空间的是烟
云和群山。烟云浓淡与空间远
近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极其精
妙。从左至右，山体与观者的
距离趋近，烟云也逐渐变淡。
左侧的远山，完全被烟云遮住，
一片浩渺；中间的山被遮住山
腰，只隐约露出几个峰顶和一
线山脚；右侧的整座山体完全
显露出来，但还有一抹浓烟锁
住山脚坡地的树丛。与显现在
右侧的山体相对称，画面左下
角驶来一叶舟楫，鼓起的船帆、
翻腾的细浪和弥荡的烟云，赋
予画面以流动感。

“计白当墨、计少当多”在这
幅画中被运用到极致。画者在
林木上着墨不多，除了右侧坡地
上那片树丛，只在其中几座山峰
上稀疏地点缀几棵松柏，但这些
山并不因此显得秃干，相反，在
我们的感觉里，它们植被蓊郁，
一片葱茏，只是距离和烟云让我
们看不分明。船上的四个人物，
尺寸极小，已没有进行细描的空
间。但就在看似随意的几笔涂
抹中，人物的姿态神韵却呼之欲

出：两个船工分别在船头和船尾
劳作，船中坐着的两个船客，一
位宽袍端坐，俨然博学高行之
士，另一位仿佛是陪伴他的友
人，正把主客的目光引向某处景
观，手臂伸展的尺度表明他兴致
很高。

如果仔细观察船帆，我们还
会发现，江风是由左向右吹，和
船行的方向一致，而那片在画面
中颇为显眼的树丛，却是向左微
倾，山势亦然如此。这样，向右
流动的风、帆与向左伸展的树、
山，就构建了一种微妙的、完美
的平衡。当然，你也可以追问那
些树何以成迎风伫立而非随风
偃伏之势，也可以赋予那些山以
某种象征意味。

苏东坡在《赤壁赋》中长叹：
“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
穷。”“航行”自古以来就是最有
诗意的字眼之一，是最受诗人们
青睐的人生之隐喻。如果可以
选择，我们当然愿意航行在烟雨
江南，航行在夏森的诗意山水
中。

参考资料：《王穀祥仿〈夏森
画册〉》、王伯敏《中国绘画史》文
化艺术出版社

夏森《烟江帆影图》
※名画记

南宋夏森《烟江帆影图》
现藏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何志荣

嘉兴城里柳新黄，苏小坟头浅草香。
妾若化为坟上土，不容搓弹打鸳鸯。
这首由嘉兴府学生员陈懋仁于明万历甲午

（1594）与同窗好友项于蕃一起在苏小小墓前春
游时写下的竹枝词，不仅在文学上具有一定的艺
术价值，在情感上也引起了读者的共鸣，被省督
学欣赏，破格拔贡为国子生，使他很快踏上仕途。

陈懋仁（1564—1634），字无功，号藕居士，祖
父是新丰镇人，其父亲官嘉兴教谕，遂迁居嘉兴
城里，他跟在父亲身边，弱冠时就进入府学。被
选拔到国子监后，他学习努力，人品也好，两年后
便当上掾吏，又一年升为福建泉州经历。临行
前，他给慈母留下了一首小诗：

还家双短鬓，趋府一微官。
自兹南去路，正有好山看。
从嘉兴到泉州，路途遥远，去当一名“微官”，

他欣然接受，准备一展才华。
经历一职，仅为正八品小官，但管辖范围颇

广，责任不轻，涵盖地方教育、司法及治安管理等
多个方面。他一到任，就认真履行职责，协助泉
州行政长官处理事务，分管重点是社会治安。有
一天晚上，府衙里发生失窃案。陈懋仁赶往现
场，未发现可疑痕迹，便传唤当夜值勤的两个士
兵，只见他俩绑着护伤绷带，一个在手腕上，另一
个在胸口，皆贴有膏药。一经询问，答复说：“昨
晚巡夜时，见几个飞檐走壁的黑影闪入衙门，我
俩追踪进院，遭到盗贼殴打，被打昏在地，醒来时
那盗贼已不知去向。”陈懋仁命士兵解开绑带，揭
下膏药一看，皮肤一片乌黑。陈懋仁退堂后在屋
里踱来踱去反复思考，忽觉那黑伤有些奇怪，为
何伤处未见破裂或肿胀，难道这伤有假？他凭对
药草的研究，知道有种叫“千里急”的药草，覆在
伤口皮肤会变乌黑，于是便命人到野外采集一些
千里急，让这两个士兵敷到手臂上。不一会，两
人的手臂同时出现乌黑的颜色。在铁证面前，两
个士兵只得交代监守自盗的罪行，受到应有处
罚。陈懋仁智破盗窃案得到了知州的赏识。

在陈懋仁所著《泉南杂记》中还有一则事例，
讲的是泉州府库，贮存着很多废铁，都是收来的
废兵器。以前处理废铁是同知分管的，后由他经
管时，发现好多兵器还有用，是军人们为了骗取
兵器报销的折钱才这么干的。《泉南杂记》中原文
是：

泉州库贮败铁甚夥，皆先后所收不堪军器
也。余尝监收，目击可用，乃兵丁饰虚，利在掊
饷，不论堪否，故毁解还。

于是他提出“解验查盘”之法。由于骗取兵
器报销折钱，可以获取暴利，多年来同知与士兵
上下勾结，所以陈懋仁的建议不予采纳。文章在
最后叹息道：

余本为节军费以纾民力，计无便此。乃当事
者泛视不行，终作朽物，惜哉！

陈懋仁对诸如此类的腐败行为曾作过多次
争斗，结果被排挤出局。

明万历丙午（1606）春，陈懋仁罢官归乡，途
经衢州。当时在衢州当差的同窗项于蕃也被官
场排挤了出来，两人相见，共诉衷肠。由于万历
帝不理朝政，地方官吏腐败成风，使一些清官廉
吏无法容身。陈懋仁后作《过仙霞关怀项于蕃》，

“蹑霞忆春末，蹬道綦芒鞋……归来酌溪上，共赋
行路哀。”吐露同病相怜又惺惺相惜的心声。

陈懋仁回家后，杜门不出，专心著述。《四库
提要》载：

懋仁字无功，嘉兴人。官泉州府经历。《浙江
通志》称其不以簿书废铅椠，著作主要有《泉南杂
记》《年号续编》《析酲漫录》《庶物异名疏》。记泉
南事多故牒所未备，所载山川、古迹、禽鱼、花木以
及郡县事实，颇为详具。

《槜李诗系》说他：
好读书，老而不倦……诗文有《石经堂集》

《尘栖稿》。其诗耽为缕划，意致纤巧，佳者颇似
皮（日休）陆（龟蒙）。

诗系收录了他四首诗作，其中《题东坡三过
文长老处》曰：

昔弹指处草虽荒，尚有三过旧草堂。
一去禅心留夜月，千年诗碣在斜阳。
孤园日静吟桑扈，野径花深立麝香。
乡曲故应论不尽，履綦犹剩石苔苍。
此诗在同类题材中属最负盛名。陈懋仁为

官吏清廉正直，诗文清丽脱俗，在浙江档案库中，
被列入浙江历史名人。

泉州经历陈懋仁
※南湖人物

陈懋仁《庶物异名疏》

19121912年年，，嘉兴各界欢迎孙中山先生嘉兴各界欢迎孙中山先生，，二排左三为褚辅成二排左三为褚辅成、、左五左五
为孙中山为孙中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