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机发出连续收到信息的提示声，声
音虽轻柔，但在午夜里听起来还是让人十
分清醒，我看了一眼床对面的夜光电子
钟：凌晨三点半，中国这时候是下午了。
我知道这是中国邮政集团的乔妍和如皋的
彭伟在给我留语音了。

乔妍是我多年的朋友，而彭伟则是我
“寻找1939.5.25”在网络上认识的。

为了找到如皋那位在1939年5月25日
给塞韦罗·奥乔亚（Severo Ochoa）先
生写信的人，我通过各种渠道查阅了大量
如皋历史资料，其间在网上“结识”了热
衷如皋地方历史研究的学人彭伟。他是如
皋人，是留学新西兰的“海归”，现任《如

皋日报》副刊编辑。他已经发表了大量有
关如皋的文史文章。古往今来多少故事风
起云涌，多少人文交相辉映，一段段被遗
忘的如皋往事，一个个鲜活的如皋灵魂，
在彭伟的笔下栩栩如生地向我们走来。我
没有告诉彭伟关于邮票的故事，只是向他
了解20世纪30年代的如皋有谁可能用英文
给国外写信。这位超乎寻常热爱家乡，苦
心钻研如皋历史的“网友”，除了向我推荐
了很多有价值的如皋历史文献外，还尽其
所能为我联系如皋在海外的作家、故人与
我相识。我们经常就如皋某个历史事件或
人物连续讨论数小时，结束后意犹未尽又
互相留语音或者信息继续探讨，近期几乎
更是每天如此。

由此，我渐渐地打开了如皋——这座
历史文化名城厚重的大门……

翻开中国历史，从有记载开始如皋这
方水土就贤达辈出，三国时吴国名将吕定
公、北宋大学者胡瑗、北宋词人王观……
他们是如皋人。

如皋学子“怀忧国爱民之心入仕途，
施展平生所学为国兴利革弊”，他们入朝为
官深知“吏行水上、人在镜心”，一个个为
江山社稷呕心沥血，刚正不阿。

王俊乂、王觌、戴联奎、沈岐、沙元

炳，他们中有因才华出众，被钦点状元，
有因“为民上书”而青史留名。有十岁能
文、十六岁入泮，在朝廷供职34年的帝
师，有进士、实业家、教育家。他们彬彬
济济，促天子日日勤政，使民生衣食无
忧。“集贤里进士、金龟压钮”是他们留给
如皋的荣誉。

如皋人称得上“家传经学，里有名
贤”。从明末至民国，可谓群星璀璨：忠君
爱国的许直、李之椿，诗文家、书法家冒
辟疆，戏剧家、美食家李渔，篆刻家许容
与黄楚桥，入宫出诊的名医薛宝田，追随
沙元炳兴办教育实业的许树枌等，举不胜
举。

如皋之所以能代产伟人，得益于那里
一代代人“文翁兴学”，40年代的如中校长
是毕业于北大的高材生。

如皋不仅民风淳朴而且官场清廉。官
在任时深知“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
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其身正，欺人如欺
天，负民即负国。廉者，民之表也；贪
者，民之贼也。不令而行，等量齐观”的
道理，虽不是每位都“公仪休灭官烛看家
书”，也一定是“浆水不交，洗手奉职，省
身克己”。离任时个个两袖清风，天公地
道。

斗转星移，时代潮流汹涌澎湃，历史
变革的关键时刻，同样活跃着如皋英才的
身影：

“江苏五才子”顾延卿，随薛福成出使
英、法、意、比四国。

小说家、诗人顾仲起赴广州，入黄
埔，东征、北伐。

同盟会沈卓吾助孙文策划起义。
黄埔教官黄坚叔，战时笔耕不辍，著

《中国军制史》。
哥大硕士陈端，率留美学生声援“五

四运动”，后于“西安事变”成为调解人，
终使各方达成和解。

他们一个个鹤鸣九皋、德才兼备，忧
国忧民，高瞻远瞩。

如皋才俊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浓
得化不开的“乡缘情”。无论他们是为官或
经商，崇文或习武一个个都情系家乡。为
家乡招贤纳士，使得如皋千百年来人文荟
萃，辈出俊才。

他们不仅才高八斗，工书画、通诗
联，纂县志，还在乡里兴教育，办实业，
设医院，造福百姓。俞铭璜：创办“春泥
社”和“如皋书报社”；王树声：留美，导
弹、航天发动机技术专家；韩德培：留学
加拿大，现代国际法学一代宗师；吴俊
升：留法博士，著名教育家、哲学家；宋
桂煌翻译高尔基专著；陈爱棠、黄兴楼、
吴慕陶、沙乾一等，医术高超，名播四方
……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如皋才
俊，熠熠生辉，风云际会！

经年累月，如皋已是“闲情逸致洞天
福地、世外鸿篇巨制桃源”。家家富裕，人
人丰足，年节庆丰，如皋坊隅巷陌，点花
放灯，熙熙攘攘、鼎沸人声、川流不息。

千年的修行，终得苍天眷顾，如皋仁者长
寿！百万人口的小城，百岁老人不足为
奇，80、90岁以上的老人更是十分寻常。

掩卷长思，虽然上述乡贤，不可能在
1939年5月25日那天给塞韦罗·奥乔亚先
生写英文信，但我每每想起仍不由得虔诚
肃穆，生怕惊扰了这些远去的如皋先贤们。

如皋——寻找1939.5.25（三）

□蒋霞萍

蒋霞萍，嘉迪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长，扬州人，旅美作家，南京大学亚
洲影视与传媒研究中心创作委员会副主
任，著有电视文学剧本《凤凰涅槃》，长
篇小说《情归何处》，散文、短篇小说集

《船上人家》、《神探李昌钰探案系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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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大儒胡瑗

【龙游河】A4 2022年9月15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彭 潍 E-mail：rgrbfk@163.com QQ群：193593770

地址：如皋市惠政东路188号 邮编：226500 电话：全媒体采编部 87658897 政务服务部 87658336 如皋市金鼎印刷有限公司 87515115

黄七五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
儿。

长子黄士端（黄则之），私立
南通学院医科本科的第一届毕业
生，学生时代就成为进步青年。他
心系医疗卫生事业，悬壶济世。他
酷爱体育与书法，享年106岁。

次子黄拾，又名黄士罕（1914—
2012），1914年出生，1933年参加
革命，1937 年南通医学院毕业，
1939年6月入党，同年夏，被中共云
南省工委安排从事统战工作。1944
年任苏中五分局卫生局副局长。
1946年参军，后任中原野战军卫生
处副处长、西南卫生部科长。1954
年任卫生部医教司干部进修处处
长。1982年卫生部离休，享受副部
级待遇。

三子黄岩（黄士奇），南通农
校毕业，中共党员。1949年前曾
随军到松江专员公署参加地下工
作。日后，黄岩调入江苏省农林厅
工作。1956 年，国家支援大西
北，他受命率领一支农业技术队伍
进驻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县农牧局
工作。1958年遭遇不幸，壮烈牺
牲，时年43岁。其遗骨留在了青
海省贵南县，安葬在贵南县烈士陵
园内，如皋烈士陵园有他的遗照和
生平事迹介绍。

四子黄斐（黄士希），一生颇
富传奇色彩，曾在国民党宪兵队当
过兵，担任军政部统计员，后调国
防部参谋科。其间，受苏联大使馆
武官 （别德涅珂夫·高尔金）指
派，利用国民党军事机构人员身

份，自1942年到1949年窃取军事
情报，为共产国际建立东方秘密通
道作出重要贡献。1948年底，在白
崇禧官邸南京梅园新村雍园一号，
黄斐随同上司蔡文治参加了“长江
江防计划”军事研究会议，会后及
时将各重要防线的兵力、炮火、水
雷配置等详密的防守计划送到了苏
联大使馆。1950年，苏联驻新中国
的第一任大使罗申向廖承志同志介
绍，告知“黄斐同志就是常年在国
民党政府为我方提供了重要军事情
报的同志”。李克农同志曾经写
过：“黄斐同志为我方工作积极忠
诚。”1949年后，黄斐选择了当演
员。1950年3月加入了中国青年艺
术剧院，后去中央实验话剧院任总
导演办公室主任。主演了话剧《法

西斯细菌》、电视剧《仗义执言》
等60多部作品，塑造了众多正面形
象，曾受到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
导人的接见。2006年去世，享年
88岁。

女儿黄小瑞，排行第五，16岁
参军，长期在部队文工团担任演
员，曾经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荣立
军功。20世纪60年代，黄小瑞演
唱的江苏民歌《拔根芦柴花》，风
靡一时。1961年，就获得过全军
优秀独唱演员的殊荣。离休后，丈
夫李子龙和黄小瑞于1985年9月倡
导成立了武汉市老干部合唱团，并
先后担任团长。红军长征70周年
时，带着浓浓的乡情，黄小瑞接受
如皋市委、市政府邀请带团来如皋
成功演出，受到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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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师范附属小学的历史
已过百年。《如皋县立师范学
校附属小学职员学生摄影》摄
于晚清或民国时期。从这张珍
贵的黑白照片中，读者可见如
师附小的旧时风貌。师生后面
是学校的大门及校园，校园内
还有个两层的亭子，古色古
香。师生的右侧有个牌坊，前
面则是泮水。另一张老照片摄
于1958年，照中的牌坊正是
如师附小东侧的老牌坊。至今
泮水还在，《如皋县立师范学
校附属小学职员学生摄影》拍
摄时，摄影师正在泮水对面，
当时能拍下这张合影，还是有
一定难度的。可贵的是，两张
老照片见证了如师附小的历史
变迁。

苏轼走访安定先生墓地，不在
如皋便在湖州。历代《如皋县志》
均无记述苏轼来如的经历。南宋诗
人刘过曾作《寄如皋叶尉》，后人
有将刘过误作苏过，以为苏轼儿子
苏过结缘如皋。既然苏轼未曾履及
如皋，那么他去过湖州吗？令他成
名的“苏湖教法”，便是指安定先

生在苏州、湖州两地教学方案的总
结。

胡瑗对于湖州有着深厚的情
感。查阅《慈溪乌山胡氏裔源史
痕》《湖州文化探源》《湖州历代书
画家》等书文，1060年，胡瑗下
葬于乌程何山（今湖州南郊道场浜
村青山坞），元中遭毁，重建何山

向阳坡上，北与道场山相连。
1079 年 4 月，苏轼出任湖州知
州。他与同僚频频出游，多次畅游
道场山，写下名作《游道场山何
山》：

道场山顶何山麓，上彻云峰下
幽谷。我从山水窟中来，尚爱此山
看不足。陂湖行尽白漫漫，青山忽

作龙蛇盘。山高无风松自响，误认
石齿号惊湍。山僧不放山泉出，屋
底清池照瑶席。阶前合抱香入云，
月里仙人亲手植。出山回望翠云
鬟，碧瓦朱栏缥缈间。白水田头问
行路，小溪深处是何山。高人读书
夜达旦，至今山鹤鸣夜半。我今废
学不归山，山中对酒空三叹。

诗中“何山幽谷”正是胡瑗墓
所在地。1079年正是北宋元丰二
年，即己未年。“元丰己未”与

“元丰己巳”，仅一字之差。元丰己
未年，苏轼的确游览过道场山、何
山，应当见到胡瑗墓。不过时间不
应该是“九月望日”（九月的月
半），《苏轼年谱》记述乌台诗案爆
发后，1079年7月28日，苏轼已
经被罢免湖州知州的职务，随后被
押往京城，因此不可能于9月15
日游览胡瑗墓地。苏轼一生至少四
回前往湖州。关于其余三回，《苏
轼年谱》明确记载相应年份的9月
15日，他也不曾去过胡瑗墓地。

综上所述，苏轼应当在元丰己
未年前往何山，见过胡瑗墓地。

“元丰己巳九月望日”明显是讹
误，要么苏轼从未写过此作，要么
苏轼在元丰己未年写下这首诗作，
具体时间应当是他在湖州的数月里
（4月—7月）。

苏轼谒胡瑗墓考述（下）

□彭伟

黄七五家人的人生道路
□黄允 严世进

湖州胡瑗墓景区如皋胡瑗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