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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如皋，历史源远流长，乡贤
诚信的文化与基因，赓续千年，传承至今。

如皋乡贤的诚信有长度：历史悠久。
翻阅《南通市志》《如皋县志》诸志中的名
人传记，第一位历史名人便是三国东吴的
大司马吕岱。吕岱不仅诚信待友，而且还
有忠诚事君的故事。孙权巡查粮库、监
狱，唯有吕岱如实答复“处法应问”，赢得
孙权赏识。所谓“处法应问”，正是强调法
律的诚信，无论谁违反法律，都应当追
责。这番言论与商鞅变法、立木为信的典
故，异曲同工。如皋建县始于东晋。如皋
的诚信史，早于建县史。

如皋乡贤的诚信有厚度：忠君爱国。
取信于君，取信于民，不是微小的诚信。
宋代教育家、理学家、如皋胡瑗对诚信有
着自己的见解。他于《〈周易〉口义》中
系列地阐述诚信理念。譬如注解“圣贤推
由中之信”，胡瑗告知天下士子，诚信发自
内心，不容私心邪念，才可赢得世人的信
任。胡瑗还批判文人：勤于著述，荒于实
践。他言出必行，终身实践，忙于教育。
胡瑗诚信的理论及实践，以及元明以降皋

人诸族修订众多家谱，提倡为人敦厚，逐
渐形成如皋诚信的理论源头及文化基因。
如皋建学宫始于南唐。如皋的诚信理论
史，早于建校史。时至明清两代，如皋又
有大量乡贤，忠诚于君，爱戴于民——许
直以死报国，冒辟疆散财赈灾，戴联奎拒
贿权臣，冒小山拾金不昧，续写如皋乡贤
守承诺、讲道义的佳话。

如皋乡贤的诚信还有融合度：引领时
代。相比封建时代诚信忠君的局限性，如
皋近代诚信理念，融合东西方的诚信文
化，实现华丽转身，更具现代性。这当归
功于如皋近代化的第一功臣——沙元炳先
生。他素以胡瑗为楷模，兴办教育，创办
中国最早的公立师范之一——如皋师范，
提出校训，共计四词，其中三个：“真实、
醇和、沉笃”，无不涉及诚实、信任。他还
继承家风，传承诚信。若说胡瑗是沙元炳
最为推崇的乡贤，那么沙元调就是沙元炳
最为推崇的先祖。这位沙元调教诲后人：
规规矩矩对待下人，老老实实对待乡人。
作为晚清进士，沙元炳思想未曾保守，他
还与外国人交游，接受西方先进的理念。

1921年，他致信韩国钧，直言企业家担
当。企业家精神的基本准则，便是契约精
神——守信。融合古今中外的诚信文化，
沙元炳先生兴办实业、医院，追求诚信，
造福乡梓。他创办如皋第一家电灯公司。
其间，部分外地股东因为南通籍经理贪
污，纷纷撤资。危急时刻，他因诚信赢得
新股东的认可，前后经过数年，筹集资
金，坚持还清外地股东的股金，又恢复生
产，确保古邑皋城的一片光明。令人感动
的还有，他创办如皋第一家公立医院，也
是如此。沙元炳先生在辞世前数月，仍为
医院募钱扩建忙碌。他贴出启事，以示诚
意，募捐资金，完成心愿。20世纪30年
代，在沙翁辞世数年后，如皋被评为中华
第一大县。其间上海的英文报纸，有专文
报道如皋商人，赞誉如皋人的enterprise
（企业、事业心），如皋商人的诚信、敬业
精神，由此扬名海外。

源自如皋乡贤诚信的长度、厚度、融
合度，才积淀出今天如皋诚信的温度。厚
积薄发，历久弥坚，新时代的如皋，才会
涌现出丛慧玉、陈伟诸多诚信楷模。

如皋乡贤戴联奎（1751—1822年），不仅
是一位高官，更是一位好官。进士毛式郇（曾
任礼部、吏部侍郎）写有《二十五世紫垣公
传》，录入《如皋戴氏宗谱》。据此，戴联奎，
世居如皋，后来寄籍大兴（北京南郊）。乾隆
甲午，公领京兆解首 （1774 年中顺天府解
元）。乙未成进士。戊戌授编修，改复原籍，
累迁至学士、詹事、阁部，擢升兵部侍郎，调
礼部，复调兵部。丙寅督学安徽。庚午典江西
试。癸酉奉命督学山东，未之任，丁周太夫人
（没有上任，因为生母周太夫人下世，需丁
忧）。忧起，复吏部，擢左都御史，晋礼部尚
书。戊寅调兵部尚书。

戴联奎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二十五世
紫垣公传》中有两则真事值得一记。一是戴联
奎曾经解释自己两袖清风的原因。他说：“一
个人习惯于华膴（丰衣美食、富足华贵的生
活），家人将跟随，变成一家人习惯于华膴，
渐渐改变人的初心去追从华膴。我不知道华膴
的快乐，也不知道淡薄的辛苦。家用节约，公
款开销也能自足，以至于不改变我的志向。”

二是权臣和珅邀请邵二云、戴联奎师徒二
人为其子（当朝驸马）讲课。邵氏称病推辞。
戴先生也坚决拒绝。和珅又用言辞和重礼诱
惑，戴联奎依然不从。毛式郇为此大赞戴联奎
是“平居浑浑，不见圭角，而临事断然”。户

部右侍郎徐士芬在《阁部公祭文》中也有记
载，皇帝曾经称赞戴联奎是“吕端大事，颇不
糊涂”。

清名远播，如皋戴氏备受清朝君臣的爱戴
与尊重。《如皋戴氏宗谱》有记，嘉庆皇帝先
后于丁丑、戊寅、己卯年三次御赐“福”字给
戴联奎。道光皇帝于 1848 年又再次御赐

“福”字给如皋戴家，“福”字由国子学生王可
文恭摹。道光三年榜眼进士王广荫（南通人，
曾任工部、兵部尚书）在《如皋戴氏宗谱》序
中评价道：“国朝大司马紫垣先生抒其经济文
章历史，三朝号称谨饰（谨慎）。” 乾隆五十
八年状元潘世恩也亲自为戴联奎撰文题字。

戴联奎时为重臣，辞世之后，道光皇帝于
道光二年二月下诏恩恤，对于戴联奎突然离世
深表轸惜，称赞戴氏“行纯良才，鞠躬尽瘁，
才能称职，恩宽其任内处分（戴联奎任兵部尚
书时曾丢失官印）”，并恩恤风光大葬。戴联
奎曾任“经筵讲官”，即皇帝的老师，戴联奎
曾任嘉庆和道光的老师。清朝每位皇帝的老师
一般只有三四位左右，譬如道光皇帝只有三位
老师，其中两位来自如皋，除去戴联奎，另外
一位是白蒲的沈岐。整个清朝能够出任两位皇
帝的老师只有三人，除去戴联奎，另两位是汤
若望（顺治与康熙）和翁同龢（同治和光绪），因
此戴联奎可称是“清朝中期第一帝师”。

闻名大江南北的书香门第——如皋冒氏，
贤人辈出，譬如文学家、书法家冒襄，国学家、诗
人冒广生，翻译家冒效鲁等等。今日冒氏，立下
家风：气节持久远，书香永留芳。冒氏优秀人才
的不断涌现，以及家风的形成，与其族人自古爱
读书，重节操，不无关系。近日，笔者翻阅相关史
料，见到数位廉官乡贤不贪财，善用财的历史故
事，愈加觉得冒氏家风，传承先人美德，可谓名
副其实。

冒芬，字伯兰，清末廉吏忠义。他本是岭南
的一位小吏，因为英勇作战，抗击英军，消灭盗
匪，才能成为高要、曲江、乳源诸县知县。冒芬异
常忠勇。千总张鹰部下溃败，他还率领仅有的百
余名手下，上阵救援。面对数倍的敌人，他奋力
杀敌，身负重伤，不日逝世。冒芬的英勇事迹，广
为流传。清政府为他修建烈祠，后世学者也为他
立传，录入《清史稿》。如皋有这样一句俗话：从
小一看，到老一半。冒芬为官，清廉英勇，小时已
见端倪。他自幼秉承家学，熟读经书，成为一名
谦谦“小君子”。一日，他从私塾放学回家，竟然
在路边捡到价值不菲的黄金。孔圣人说过：不义
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冒芬不失为小君子，不
贪不义之财，又“忧人之忧”，守在路旁。直到失
者寻来，物归原主，他才离去。于人诚实，于国忠
勇，冒芬的感人事迹，获得陆增祥、左宗棠、张树
声、陈宝箴的赞许题词，名垂青史。

还有一位明代廉官——冒政（1443—1520
年），更是遇金不贪。他从小喜好读书。每每离家
远走，总要携带书籍，以便阅览学习。他于成化
年间考中进士，由此步入宦海，进入户部。冒政
督查各地粮仓，屡屡查处贪官蛀虫，得以升为户
部广西清吏司郎中，外派江西各地督查粮食。明
朝中后期，朝纲败坏，形成“年例”——下属每年

要向上级馈赠金银。一位县令，不听劝告，坚信
冒政也会遵守“年例”，便将金银随身藏好，拜谒
冒政。他送上帖子，说明来意。冒政即刻严词拒
绝，要将县令法办。县令吓得磕头认罪，冒政才
暂免罪行，以观后效。经此一例，江西省内官员
都知道冒政不贪钱财。

《明史》《扬州府志》还记载冒政不贪的两则
真事。一则提及冒政“升山西布政使，以所余饷
银千两归于代者”——他离开辽阳，前往山西出
任布政使（相当于今日分管财政的副省长），检
查管库中银两，还剩余1000多两。按照明朝的
惯例，这批银两是冒政任上所得，应该归属冒政
个人，但他一两未取，只身赴任。接任者初来官
库，感动地说道：“冒政的行为，真是从未先例。
这样一来，我不用借钱来做官了！”冒政不贪钱，
更不送钱。另一则真事便是大太监刘瑾向他敲
诈勒索。冒政时任都察院右副御史(二品)，督察
各地官员，位高权重。作为一名检察官员，他怎
可向一个弄臣低头。刘瑾恼羞成怒，伺机报复，
将他抓入大牢。冒政的儿子——冒良救人心切，
便想给刘瑾送上金银。冒政在狱中知道后，写给
冒良四个字“切勿妄动”，宁死不屈。

冒政不肯行贿，不是小气，而是心系节操。
冒政的后人，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1611—
1693年）也是如此。明亡清兴，他归隐家乡，以
节操名世，《清史稿》有传。崇祯十四年、顺治九
年，苏北先后遭遇旱灾、疫情。冒襄不惜变卖家
产，购买食物和药品，用于救灾。他变卖爱妻嫁
妆，前后数月在如城四门设置粥场，救济灾民40
余万。晚年，他的生活，穷困潦倒，但冒襄从无悔
意。

“遇金无贪念，用金有节操”是冒氏家风的
写照，也是后世为官的至理。

在众多先哲、乡贤中，胡瑗对沙元炳的
影响最为明显。沙元炳不仅阅读、搜集胡瑗
的著作，还欣然有言：“幸生大贤（胡瑗）之
乡。”沙元炳的人生历程及如皋师范的兴起，
都深深打下胡瑗教育思想的烙印。具体如
下：

1.胡瑗在《〈周易〉口义》中强调“笃行”，
不仅要学习，还要实践。沙元炳正是读过胡
瑗《中庸义》后，感慨“士不务躬行而务著
书。”所谓“躬行”就是“亲力亲为”。据《如皋
高等师范学校校史》记载，办学之初，勘察校
址，几经变迁，沙元炳事必躬亲，排除种种不
利条件。尤其是南东岳庙不肯搬迁让地给学
校，沙元炳恳请知县出面，解决校址问题。

2.胡瑗提倡“公而忘私：不以一己之私
忘天下之公”“圣人之情不私于记”“以己之
心可以见天下之心”。沙元炳在商言“公”，认
为商人应当“祛其私而趋之公益”。1902年下
半年，沙元炳正在创办南通广生油厂、资助
大生纱厂，急需资金。即便如此，他还是抽出
一笔不小的资金，用于创办如皋公立简易师
范学堂。

3.胡瑗认为治理天下，“则须上下协心，
众贤同力”“广纳天下贤才以相辅”。沙元炳
深有体会，他在《如皋商务分会碑记》中有过
感慨：“力何以积？曰群。”众人拾柴火焰高，
沙元炳积极支持学校聘请名师。如皋师范早
期聘用的名师有泰兴人沈文瀚，湖北人王芳
荃（如皋师范校史类书籍及《沙元炳的教育
思想及启示》误记其名：王房全），如皋人许
树枌、黄家瑞等。

沈文瀚，字海秋，沙元炳的内兄及南菁
书院的校友，光绪壬辰科进士。王芳荃，中国
早期英语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笔者有专
文考证，他于1905年寓居如皋执教。离如
后，王先生后曾留学日美，回国创建清华外

文系，他的学生有闻一多、梁实秋，他的儿子
是学者王元化。许树枌是书画名家、诗人，与
齐白石、黄宾虹诸友交游。黄家瑞即黄七五
先生，同盟会会员，书法家。

4.胡瑗提出教育须要“明体达用”“分科
教学”，沙元炳可谓很有感悟。他明确规定如
皋公立简易师范学堂的教育宗旨：“贵全”，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确保培养出的人才实用。他还放眼看世
界，委派张藩等师生负笈东瀛取经，学习西
式分科教学法（实为“出口转内销”，源头皆
为胡瑗的“分科教学”模式），为学生设置修
身、经学、教育、历史、算学、博物、物理、化学
等课，可谓新学、旧学并存。

此外，就像如皋冒氏，如皋沙氏家学兴
盛。沙元炳祖上迁如后，出过多位廉洁官员，
管理教育、服务百姓。沙元炳曾为家谱写有
序言，必然受到先人影响，热衷于地方教育
事业。

1927年，沙元炳逝世后，沙元榘诸君接
过他的大旗，确保如皋师范、如皋中学、如师
附小3所学校持续发展。如皋近代化也渐入
佳境。1937年，如皋人口多达148万，成为中
华第一大县；1945年底，苏皖边区第一行政
区于如皋成立，下辖10余县。伴随着如皋走
向有史以来的繁荣高峰，沙元炳先生种下的
教育成果不再囿于如皋，而是惠及全国。那3
所沙元炳创办的名校，培养出众多教育达
人，为国家作出或大或小的贡献。民国中后
期，如皋籍的教育达人层出不穷，像吴俊升
（受到胡适先生赏识，出任北大教育系主
任）、杨同芳（曾任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系主
任）、张沛霖、姚铭恩、王国元等等。值得如皋
人骄傲的是，民国三大出版机构（商务、中
华、开明）编写的各类教材中都有如皋教育
达人的身影。

作为如皋师范的毕业生，吴俊升十分敬
仰沙元炳，发现并重印沙氏诗文集。他是研
究杜威教育学的权威专家，吴俊升在抗战时
期参与多家高校的创建工作，比如那所《围
城》中“三闾大学”的原型——蓝田国立师范
学院。他的著作有《德育原理》《教育哲学大
纲》等著作，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吴俊升还
携手如皋戴杰、王国元，与历史学家吕思勉
合作，为商务印书馆编写了中国最早的白话
文国文教科书之一——《新法国语教科书》。

杨同芳毕业于如皋中学。他是一名儿童
教育学家，曾在开明书店工作，著有《大众社
会问题讲话》《中训教育》《完成派心理研究》
《社会与教育》，与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
何鲁、孙寒冰、葛传槼等学界名流多有交游。
他精通英文，所译教育学论文刊于《上海文
化》《国文月刊》等期刊上，很有影响。

张沛霖是沙元炳鼎力助手张潘的儿子，
他毕业于扬州美汉中学，又与沙元炳之子沙
迎是校友。张君精通英文，受到林语堂先生
赏识，与老舍先生友善，长期任职开明书店
英文编辑，编译有《英文发音》《汉译开明英
文文法》《口头英文活用百表》等，均由开明
书店出版。他还编辑《英文月刊》《语文学习》
等名刊。

新中国成立后，沙元炳先生种下的成
果，仍不可小觑。如皋师范毕业的刘季平曾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代部长，魏建功先
生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时至今日，北京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都是如皋人。

沙元炳汲取古邑千年文化精髓，开启如
皋世纪教育辉煌。历史悠久的冒家水绘园、
戴联奎府邸、如师老建筑，历经沧桑，幸存世
间，正向世人叙述着沙元炳的教育往事以及
古今如皋教育：家学、乡学、教育学，学学互
通；颐园、校园、水绘园，园园相融。

学有所成，为国效力。陈端受到
张謇、沙元炳的影响，投身金融，创
办实业，发展家乡。他协助好友张孝
若，负责淮海实业银行的日常工作。
他兢兢业业，从不贪污。他兴办丁堰
阜昌染织公司，很重诚信。数位工人
工伤停工，公司总按照事先制定好的
章程，支付所有医药费，发放生活补
助。面对腐败，陈端也能像沙元炳一
样，化解危机。沙元炳在兴办电灯公
司的过程中，遭遇经理（南通股东的
代表）腐败，清除腐败分子，重组公
司，确保公司运行。无独有偶，阜昌
染织公司经理是陈端的亲戚——双甸

人张石甫。他不善管理，账目混乱，
职员贪污，物资失窃。理念先进的陈
端，将染织公司重组，交由上海达丰
染织厂接管，及时帮助染织公司渡过
难关。

因为能力强、清廉、诚信，陈端
步入仕途后，获得上级信任，不停转
战金融系统。1936年9月，他出任甘
肃省财政厅厅长。“西安事变”中，
陈端奔波于国共双方主要人物之间，
得到周恩来的信任、肯定，立下大
功。此事已有多文记述，笔者不再赘
笔。不过近来，笔者从民国旧报中寻
得几份陈端的史料，可以作为他文的

补充。关键新现史料，展示出陈端廉
洁、诚信的美德。他作有一首《西安
事变·集四书句》：为仁者……以余
观之，如见其肺肝然，以不忍之心，
垂涕泣而告之曰：“戒之戒之，自求
多福。”（刊于1936年12月29日《新
闻报》）此时距离“西安事变”谈判
结束才4天。从内容看，诗作写于谈
判之中，陈端诚心告诫蒋、张双方，
还须仁义。1937 年 1月 6日 《新闻
报》刊出新闻：行政院孔副院长接见
邹琳等财政官员，甘肃省财政厅厅长
陈端未曾前往拜谒孔副院长。是年5
月8日，《时报》又报道陈端提前经

过陕西返回甘肃的消息，主要为中央
拨款、救济灾民、发展经济作准备。

周恩来总理念及陈端是“西安事
变”的历史功臣，请上海方面照顾
他，派来一位60多岁的阿姨照顾他的
起居生活，直至他终老。他的亲人陈
干两次前往上海看望陈端，听他聊
天。令他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1.陈
端任职甘肃财政厅厅长等职，管理大
量钱财，从未贪污一分钱；2.“西安
事变”后，陈端对国民政府的背信弃
义，十分不满。1949年，国民政府准
备好飞机，请他去台湾，因为国民党
的失信（杨虎城被杀等），他坚决留在

大陆。
“清清白白做官，老老实实做

人”，陈端无疑是廉洁诚信的爱国楷
模。

淮海实业银行成立照：前排右一张詧、右三陈端、右四张孝若、右五张謇

《上海文化》刊出杨同芳作品张沛霖编写的英文教材

皋邑乡贤：诚信有“度”，历久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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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教育先贤录（下）

□丛越

冒氏清廉乡贤录
□薛海华

诚信廉洁的爱国楷模——丁堰陈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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