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代诗人梅尧臣曾留下诗作《和孙
端叟蚕首十五首其十三纺车》：“蚕月必
纺绩，丝车方挑掷。灯下络纬鸣，林端河
汉白。纤缕自有绪，虚轮运无迹。腕手
已为劳，谁经用刀尺。”诗歌写出古人在
蚕月灯下纺纱的情景。

纺车的构造很简单，主要部件有车
盘、绳轮、车轴、纱锭和摇车手柄等。纺纱
人纺纱时，右手摇动纺车的绳轮子，带动
车轴、纱锭；左手举送棉条，纺车轮子转
动，棉纱随之上旋，左手拉棉条至极限时
回转，将棉纱绕到纱锭上，算是完成一个
流程，接着进入下一流程。这一人操作的
纺车，是卧式，还有一种手摇纺车是立式
的，需要由两个人配合操作。因卧式纺车
由一个人操作，比较灵便，故流传甚广。

手摇式纺车大家在吴伯萧的《记一
辆纺车》中见过，它让我们见识了什么是
苦难岁月里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什
么是艰苦斗争，其乐无穷。

我对纺车的记忆缘自外婆。外婆家
的纺车是一部手摇式纺车（另有脚踏式）。

外婆纺纱的样子跟延安时代纺纱的
样子一个样一只手摇动纺车，一只手拉
着棉条，纺车转几圈，左手里的纱拉到一
定长度后缠绕到纱锭（穗）上，穗子满了
再换上新的。这是一个漫长而耐心的劳
动，当然对我来说又是一件极好玩的事
情。外婆纺纱的形象应该是最标准的，
她坐在纺车前，面容安详，气定神凝，嗡
嗡嗡，纺车响一阵停一下，响的时候是在
纺，不响的时候是往纱穗上上纱。外婆
是裹了脚的，那一双脚的确是三寸金莲，
纺纱时，外婆坐在纺车前，右腿弯着，左
腿伸直至纺车前，所以，那只小脚翘着，
让人看得真切——三寸。

纺纱真的很好玩，有好几次，我趁外
婆不在，一个人悄悄去摇纺车，想作一次
纺纱体验，外婆可能早已预料到我会去

“纺纱”的，总是预先将纺车转轮上的轮
绳卸了，所以我只能摇一摇空纺车过过
瘾，当然纺不出纱来。

我在外婆家，看到过一次织布。外
婆积存了一些纱以后，便请织布匠回来
织布。织布机工作时会发出很响的声
音，哐当、哐当，织布匠在机子上不停地
劳作，土布在织布机上一点点延长。土
布宽度只有两尺左右，一匹布的长短可
以自行确定。纱一般是先染好后再上
织，大多数布匹为青蓝色，也有条纹或格
子的，那种条纹的布织时必须经常调换
颜色，比较麻烦。在我家衣箱里，一直保
存着几匹青布，那便是母亲从外婆家带
来的陪嫁，直到母亲去世，还一直完好地
保存着。

我母亲也是纺纱的。母亲的纺车是
我的祖父自制的，我家的纺车很粗笨，也
很粗糙。母亲纺线时的神情很庄重，那
种姿势里面含有一种虔敬。母亲面对的
是棉花和纺车，并没有面对神灵或祖先，
因此，这种庄重是对生活本身的尊重，是
对整个劳作过程的尊敬。我的母亲不是
大家闺秀，并没有诗书礼乐的家学，但生
活中的母亲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有着与
生俱来的自然而然的礼仪，这可能与传
承了数千年的民间礼俗有关，也可能与
有节奏、有经纬的纺纱劳动有关。这种
劳动能遏制人的贪心，而让人变得知守

常，懂规矩，有敬畏。如这纺纱行为，有
行有止，有动有静；如那棉花，由棉而纱，
由纱而布，由布而衣，一生的路，都守着
绵软的心意。

纺纱的母亲是很辛苦的，因为白天
要到队里劳动挣工分，只能利用早晚工
余的时间纺。母亲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
床，纺上一两个小时再下地。傍晚收工，
吃过晚饭后便又急急地回到纺车旁，在
昏暗的煤油灯下嗡嗡嗡地纺一阵。有时
母亲也让我们给她当下手，在纺纱前，需
要精心挑选棉花，次一些的棉花不好纺，
要挑出去，棉花中的杂物必须拣干净。
然后，放在光滑的桌面上，由母亲细心地
搓成粗细均匀的棉花条，干燥的时候棉
条上还要洒些水，弄湿了才好纺，一切弄
妥后，母亲还要先在手上试一下，就是用
左手食指、拇指捏着棉条的一端，如轻易
就能搓成纱，便将之小心地挂到纱锭子
上，然后右手摇动纺车，在嘤嘤嗡嗡之
间，开始了她的纺纱。这时候，我会看到
有一丝儿白纱慢慢地从棉条中抽出，渐
渐地，在锭子上绕出一匝又一匝的纱，绕
成肥桃模样的线穗子来……

母亲纺纱时专注的眼神，是无法用语
言来形容的。她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左手
上的棉花条被纺车一点点抽成白色的细
纱，她目送着棉花不断地离开自己，离开自
己，无限期地向前走去，走去……

夏天的时候，在知了的鸣叫声中，母
亲有时会把纺车搬到大门外的树荫底
下，这时候，西场上的奶奶会走过来帮母
亲搓一会棉条，一边搓一边跟母亲叽叽
咕咕说些体己的话。天冷了，纺车被搬
到房间里，那时我的妹妹还小，母亲要一
边纺纱一边照看床上的妹妹。我坐在桌
前做作业，作业做完了，就坐看母亲纺
纱，一会儿看母亲右手的摇动，一会儿又
看她的左手上的棉条，一会儿再看看母
亲手上棉条与纺车锭之间不绝如缕的棉
纱，在嘤嘤嗡嗡的纺车声中，不由自主地
犯困，打盹，及至于靠在桌子上睡着。

母亲纺纱的生活，就这么地简单而
幸福。

纺车，承载着一代代人生存的希望，
传递着亲情和伟大的母爱。

纺车，摇走了远古时代，摇来了现代
文明！

听到过一首叫《纺车摇呀摇》的歌：
摇呀摇，
摇纺车，
摇在故乡摇在远方，
摇来了慈母手中线，
摇来了孩子襁褓里的嬉戏，
摇来了多少辛劳智慧，
摇来了军郎防寒避暑身上衣，
古老的纺车呀，
摇出了人间深情厚谊。

摇呀摇，
摇纺车，
摇在黄昏摇在黎明，
摇来了日月的交替，
摇来了民族服装的美奂美轮，
摇来了多少人生欢乐，
摇来了太平盛世的繁花似锦，
古老的纺车呀，
摇出了世界的五彩缤纷。

张謇娶双甸吴道愔为如夫人

清同治七年（1868），张謇 16
岁 考 取 秀 才 。 光 绪 二 十 年
（1894），张謇 42 岁时，正逢慈禧
太后 60大寿，朝廷决定组织恩科
考试。张謇和小他 11 岁的如皋
才子沙元炳一同赴京赶考。赴
京之前，张謇到林梓镇举人陈君
谋（陈其嘉）家等候好友白蒲才
子顾延卿话别，陈君谋请当地通
儒沈绍元陪张謇。那沈绍元见
张謇不是等闲之辈，便邀请张謇
与陈君谋到他家小坐，领他们游
培园赏牡丹，并命吴道愔小姐相
陪。吴小姐兴致所至，乃弹《牡
丹亭》一曲助兴，深得张謇赞
赏。恐顾延卿久等，张謇便告辞
沈老回到陈府。刚进屋，陈君谋
蓦地朝张謇打了一躬，笑道：“恭
喜！恭喜！”张謇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刚才的一幕，正是陈、顾精
心策划的“相亲”。张謇深受感
动，对吴小姐十分满意，表示有
待禀报家父。随后，张謇赴京城
赶考，初试中了第 60 名贡士，复
试中了第 10 名，殿试一举夺魁，
高中状元。按照清朝惯例，新科
状元张謇被钦授为翰林院修
撰。不久，张謇接到父亲病危电
报请假回家，可当他赶回家中，
老父亲已经去世。一晃服丧期
满，眼看朝廷倾颓，社会动荡，他
决心弃官回乡，在家乡创办教
育，实业救国。一天，陈君谋到
来，说是奉了沈绍元之命，请择
日成婚。张謇便择了吉日光绪
二十二年（1896）十二月二十三
日，与吴道愔举行婚礼。婚礼声
势浩大，沈家所陪嫁妆 148台，装
了 18 条木船，加之新郎新娘花
船、执事人等所乘船共 22 条，长
达 1华里，由 4条小火轮牵引，浩
浩荡荡向张家进发。参加婚礼
的还有日本、朝鲜等外国客人。

吴道愔（1873—1943）生于双
甸镇北吴家庄一大户人家，父亲
吴益魁，膝下两男两女，由于子
女多，家境日益窘迫，二姑娘吴
道愔十岁时被送到离家西南 10

多公里的林梓镇首富沈绍元家
（亦说外婆家）。沈家是明朝金
陵首富沈万三弟弟沈万四后裔
(二十一世侄孙)。沈家把吴道愔
看成亲生女儿，爱若掌上明珠。
吴道愔聪明伶俐，知书达理，长
得美艳动人。

吴道愔和张謇婚后 1 年多，
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正月十
八日，在海门常乐镇生下了公子
怡儿，后取名叫张孝若。张謇老
来得子，传家有后，喜不自禁，当
即写下一首诗：“平生万事居人
后，开岁初春举一雄。大父命名
行卷上，家人趁喜踏歌中。亦求
有福堪经乱，不定能奇望作公。
及汝成丁我周甲，摩挲双鬓照青
铜。”

吴道愔不负张謇重托，夫妇
尽心尽力抚养唯一晚子，对儿子
的学习、处世、做人，以及饮食起
居、穿戴换洗都有严格要求。张
孝若在校学习成绩优秀，才华出
众。民国 4 年 11 月，张孝若与陈
石云(1895—1947，安徽石埭人)婚
礼在濠南别业举行。礼仪非常隆
重，后生有 2子（张柔武、张绪武）4
女。民国 6 年，张孝若赴美国留
学，张孝若在《忆母亲》这样写道：
自从徐太夫人去世以后，家事我
母一人担承，异常烦苦。那几年
我父的事业一天多一天，门第也
一天大一天，事也越发的繁，人就
越发的难做。我母极识大体，安
不忘危，我父两次在南京、北京做
官，她还是住在乡间，从来不说要
跟随出去。我十岁就离家上学。
十六岁到青岛。十八岁到南洋。
二十岁到美国。人家都劝我母
说：“眼巴巴养了一个独子，为什
么让他外去？”我母回答说：“小孩
子望他成人，就得让他离了家去
历练历练，父母那能包住他一辈
子。”所以临到我每次动身的时
候，我母面上，总是欢喜的样子，
告诫我，叮嘱我，读书要用心，起
居饮食要当心，交友要谨慎。等
我一走以后，她一个人又去落眼
泪了。曾经在观音面前许愿绣
像，保佑我远行平安。等我回国，
像也绣成；我父就替我母在这绣
像上，题了几行字：“民国六年六
月，儿子怡祖将往美洲留学，为祷
于狼山大士前，祈佑海行安稳，旅
居无恙，因绣此像，家事纷扰阅一
岁始成，而儿子平安归矣。张孝
若先后担任过淮海实业银行总
理、考查欧美日实业专使、驻智利
第一位全权公使、扬子江水道讨
论委员会会长。张謇对吴道愔教
子有方，深深感激。

吴道愔对娘家人重情重义。
自从与张家攀亲后，她不忘自己
的出生地吴家庄。父母早年去
世，家境贫寒，二弟婚后不久也去
世。大弟吴珍儒，相貌不出众，腿

又瘸，人们称他为“吴网儿瘸
子”。吴道愔便出钱委托堂兄吴
藻新帮大弟在吴家庄北边的大镇
港买 2.67 公顷地和四合厢瓦房。
事后，吴道愔还亲自到老家给其
父母做斋事，以寄托哀思。大侄
儿吴功仪婚后早年病逝，吴道愔
就将侄媳妇潘志咸带到张家跟南
通名中医喜仰之当学徒，出师后
当上了张謇家的家医，并把大侄
女吴端荣带到张謇家当幼儿老

师。民国 14 年，弟弟吴珍儒去
世，张謇曾亲笔题送孝幕，几年后
可惜因不识字的妻子刘氏拆下补
了蚊帐。民国 18年，吴道愔又将
13 岁的二侄儿吴功伟、6 岁的三
侄儿吴功俊带到张謇家
扶养成人。吴功伟年轻
时在颐生酒厂做工，后
在南通有斐馆管理账
务。经吴道愔介绍，潘
志咸（1949 年后曾被选
为县人大代表、县政协
委员）嫁给了小她九岁
的吴功伟。吴功俊后来
在大达轮船公司工作。
吴道愔还把当地知名漆
匠胡时友带到张家做工
12年，胡时友曾回忆说，
在张謇家做油漆工，工
艺十分讲究，为张孝若
漆生漆红木桌椅就达 20
多遍。

抗日战争爆发，吴道
愔曾把家人一起带到老
家及尤家避难。

由 于 张 家 家 大 业
大，吴道愔和张謇还从
南通育婴堂抱养两个孩
子，其中一人取名张孝
则。为了使养子张孝则
与张謇家亲上加亲，经吴道愔介
绍，将她的嫡亲侄女儿吴端华嫁
给了张孝则，后生有二子叫张惠
武、张炎武。新中国成立后张炎
武在南通任教，退休后仍在南通
博物苑工作。张炎武和夫人姚
剑生有一女叫张霅，张霅丈夫叫
王湛，曾任江苏省副省长、国家
教育部副部长。

吴道愔一生吃苦耐劳，管理
家务，有条有理。她有一手好手
艺，绣的花栩栩如生，曾作为贡品
敬献朝廷。还喜欢美术和盆景。
吴道愔去世后葬于南通三元桥，
当时坟墓上还插有孔雀羽毛。张
謇生前对她的赞誉是：“我儿之
母，是女界中一个知处家、有耐性
的善妇。”

张謇给双甸举人刘复基赠条幅

张謇与双甸举人刘复基具有
深厚的交情。刘复基（1852—
1926）字心梅，双甸丛家坝西坝
人，曾祖父刘淇，太学生，工诗，著
有《贻谋轩》集。祖父刘廷莹，赠
文林郎。父亲刘遵，例封文林郎，

属于如皋城东薛家庵刘姓一族，
以种田为生。为求得岳父丛氏关
照及择良教学，才南迁至岳父家
——双甸丛家坝西坝。

刘复基兄弟 3 人，他排行老
大，从小聪明好学。中秀才后，他
在本乡及丰利西北缪家庄设馆教
书。他在地方上，威信很高，乡里
纠葛，只要刘举人出面协调，没有
不成的。乡亲们推举他担任乡
董。一度提名知县未去赴任。他

致力于地方公益事业，曾组织一
班人将双甸石桥进行改建，港口
作涵洞，以溢水，取名为“利民涵
洞”。丛家坝西坝上，有一座木板
桥，叫“瀹波桥”，桥上有木栏杆。

他曾积极组织人员维修保护。桥
面有 3块直径 1米的园形木板，上
面还雕刻着刘举人所写的“瀹波
桥”3个大字。

张謇比刘复基小 1 岁，自从
张謇以如皋籍考中秀才后，他们
就诗酒来往，亲密无间，并多次一
同考试。光绪十一年（1885）张謇
和刘复基同年同科中举，后来一
同多次赴京城考试。刘复基虽然
未能考中，但二人交往频繁，相处
融洽。

在张謇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
下，刘复基致力于乡村教育事
业。光绪帝变法维新，废科举，兴
学堂，刘复基积极与有识之士任
雨楼、姚昂轩、丛育才等人于清光
绪三十二年（1906）在双甸创办第
一所初等、高等国民小学，成为通
如启海知名小学之一。

（未完待续）

吴道愔

张謇与双甸的渊源
□ 丁德全

纺 车
□ 孙同林

4 文 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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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状元张謇

2017年3月作者与张绪武（右）在南通张謇研讨会上合影

刘复基简介

刘复基使用的椅子

（上）

（上紧接第一版）通过志愿服务活动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普法宣传，发挥
退役军人模范作用，巩固提升退役军
人听党话、跟党走、加油干的思想自
觉，充分引导退役军人积极参与基层
政权建设、脱贫攻坚、抢险应急等急
难险重工作，加强优秀退役军人典型
选树，在全县退役军人中树立榜样，
引导退役军人见贤思齐。

为加强爱国主义、国防教育基地
建设和管理，我县加快实施革命烈士
陵园升级改造工程、栟茶慰烈园、河
口耙齿陵烈士陵园等革命烈士纪念
设施建设，并对散葬烈士墓进行了保
护和修缮，促进烈士纪念设施红色教
育功能全面提升。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还以争创第
六个省双拥模范城为契机，深入挖
掘老区红色资源，通过连续实施双
拥主题展馆、双拥主题公园、双拥示
范街等双拥工程，宣传双拥工作和
典型，努力在全社会唤起新一轮双
拥热情。同时组织退役军人“红色
先锋”志愿服务队，开展双拥知识

“六进”活动，为困难退役军人、重点
优抚对象及现役退役军人家属提供
卫生清洁、农活互助、健康查体等一
系列周到细致的志愿服务，并在重
要节假日举办丰富多彩的双拥主题
活动；为入伍新兵举行隆重的新兵
欢送仪式，为其家庭集中悬挂光荣
牌，落实现役军人立功送喜报奖励

办法；广泛开展三类慰问，做到重大
节日走访慰问常态化、临时性走访
慰问规范化、分层级走访慰问制度
化，及时把党和政府的温暖传递给
军人及其家庭。

精准服务，全心全意做实事
去年 8月份，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开展“拥军优属优惠月”活动，全县
244家商贸企业参加了这项活动，点
燃了全社会的拥军热情，在全社会
掀起尊崇军人、关爱老兵的浓厚氛
围，为推进新时代双拥工作发挥了
独特的作用。县城三元世纪城双拥
示范街区有 90家商贸企业参加，其
中 40家全年常态化开展。“凡持有现
役军人证、退伍证、通通优拥军卡的

群众，在本店消费的，都可享受七折
的优惠活动。”记者在县城三元世纪
城一家面店门口看到了县双拥工作
领导小组颁发的“双拥示范单位”
牌，一直都很崇拜军人的店主陈亮
告诉记者，了解这一活动后，他第一
时间参加，并全年开展优惠活动，为
此他感到很开心。

近年来，我县各级党委、政府一
改双拥工作“粗放式”做法，出台精
准化拥军政策文件，通过双拥部门
搞清楚部队需求、搞懂官兵期盼，政
府部门与社会各界发挥自身优势，
与各个部队精准对接，深入解决部
队备战打赢所需及现役军人家庭所
难，把劲儿用在点子上、把钱花在刀

刃上，办了许多部队官兵“急难愁
盼”的拥军实事。

县供电公司退役军人共产党员
服务队发挥自身优势，每年为驻如部
队开展常态化电力巡检；县税务局拿
出 10多万元专项资金，为驻如部队
改善生活环境；县中医院每年免费为
400多名官兵体检……近五年来，全
县帮助驻军单位解决训练场地建设
和重大营房改造等项目3个，为10多
名军嫂安排了满意的工作，为 26名
遇到特殊困难的驻如部队官兵实施
了救助。许多部队官兵及家属感叹：
如东拥军送来的都是“雪中炭”和“及
时雨”。

同时，我县创立了“6+N”社会化

拥军模式，19家拥军社会组织围绕
“医疗服务、教育服务、生活服务、就
业服务、金融服务和法律服务”6个方
面，以登门问需、军地共建、精准服务
为抓手，为现役军人及烈军属、退役
军人提供全方位、精准化、跟进式服
务保障。如东江海义工联合会每年
走进驻如部队进行文艺汇演达十余
场次；县退役军人企业家联盟自成立
以来多次走访慰问生活困难退役军
人和现役军人家属；县摄影家协会组
织志愿者配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开
展为期两个月的为抗日老兵“留影留
手印”活动；马塘两栖学堂先后多次
为伤残军人提供免费技能培训、协助
就业等。

扶海双拥谱新篇 军民共创模范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