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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濒江临海，古名雉水，素来和水
有缘。在如城地图上，除去水道，城内还有
很多像水道纵横的巷道。美丽的古城，幽
静的古巷，是如城的美景。作家陈根生老
师曾写下《巷韵》，而如皋许多的摄影爱好
者们，也用照片记录下巷子的美景。

首张黑白照片《百岁巷》摄于20世纪90年代。照片中清楚
可见巷头的“百岁巷”三字。百岁巷位于如皋西门，今天百岁苑
小区附近。此巷是如皋长寿历史的见证物。另一张黑白老照片
也见证如皋的长寿历史。此照摄于如城碗店巷，照片上的一对
夫妻正是居住在巷内的长寿老人。还有一张黑白照片摄于东大
街。此处得以保存至今，里面仍住有不少年入耄耋的高寿老人。

黄天爵，乾隆年间任浙江温州知府，家有
良田千顷，家财万贯。他过寿，曾有60多名官
员前来贺寿。黄天爵去世后，耗银数万两，建
成飨堂、墓园。

墓园位于大黄庄，古墓具体的位置在石庄
通往搬经的南北大路西侧的小溪附近。墓园坐
西朝东，占地面积20亩，三门四柱，中门高近
4米，耳门偏低，3米左右。大门两侧石柱为方
形，并刻有对联：克俭于家，资富能训；其笃
有庆，厥后乃昌。柱前各立石狮一只，石狮蹲
在雕花石座上。柱底为雕花须弥座，门外有1.5
米高青石雕花石鼓，石鼓上端又雕小狮一对。
中门上的石制横匾，字体已漫漶。匾后刻有两

江总督、江苏巡抚、江苏提督、江宁布政使司
等官员表示敬仰的字样，横匾上面另有顶石，
向上呈半圆形，中间雕成宝葫芦，葫芦上雕一
仙人伸臂，握一圆镜，正面向东刻一“日”
字，反面向西刻一“月”字，门两边设有两个
石墩，刻唐朝武将秦叔宝和尉迟恭。

进门后向西步步石阶，逐渐登高，三个阶
段，每阶设有一平台，走完三段，为黄家祖
坟，三座茔的隆圹用大青砖砌成，每块大青砖
30斤左右，用糯米汁青灰砌合，圹内是大棺
木，安葬黄天爵祖孙三代。隆圹西边，是假
山，成笔架状，人称笔架山。一眼望去，约两
层楼高，墓园四周开三米圆沟。据老人回忆，

墓园中有一块石匾，乃刘墉题字。
在墓园西南边另建一座牌坊，时称贞节

坊，此坊石匾仍属黄姓人家。此匾1米长，60
厘米宽，青石制成，正面刻“义妻张氏之坊”
6个大字。四边雕万字符花边。反面刻“皇清
旌表孺童黄”7个大字。四周同样雕有万字符
花边。据黄氏后人讲述：乾隆年间，黄家之子
与苍凌港张财主之女年幼定亲，黄家之子六岁
夭折，张家之女终身未嫁。百年后，为此女立
牌，表其贞节典范。

古墓于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奠基，石匠
开工，历时15年，至嘉庆元年正月十九正式立
牌，耗银数万，工程浩大，气势磅礴，辉煌一时。

20世纪60年代，如皋县文教局下辖单位甚
多，有如皋中学、如皋师范、城南初中、如师附
小、如城民中、职业中学、机关学校等教育单位，
又有电影队、电影院、文化馆、图书馆等文化
单位。如此多的下属单位，每次按计划发放物
资，都很不易。如何防止其中的腐败现象呢？

笔者见过一批 1964 年冬的毛线券发放收
据，可见当时手续齐备，收据齐全，杜绝腐
败。过去实行计划经济，只有有了毛线券，才
能购买毛线。12月，进入冬季，人们需要购买
毛线编织毛衣。因此，毛线的领入和毛线券的
分配直接关系到广大文教工作人员的幸福生
活。从保存的收据来看，第一张收据清晰地记
载文教局领入毛线的细节。此票用笺上有印
字：“江苏省如皋县百货公司”，正文为手下蓝
色钢笔字：12月份发给文教局4季度毛线计贰
佰捌拾支。落款时间为1964年12月1日，钤印

“中国百货公司江苏省如皋分公司票照专用
章”。在此票之后，是厚厚的下属单位领取毛线
券的收据，落款时间都是1964年12月7日。像
如皋师范领取毛线券可购26支毛线，供47人使
用，平均近两人合用1支。具领人张德刚签字盖
章。像如师附小领取毛线券可购28支毛线，供
54人使用。朱子畏签字盖章。像规模较小的机
关学校领取毛线券只有1支，仅供2人使用。同
样规模不大的图书馆领取数量和机关学校一
样。有趣的是图书馆的具领人和末代帝师陈宝
琛同名，且钤有白文印。

诸如此类的票据，保存如新，不仅佐证当
时如皋县文教局各下属单位的规模，而且见证
了当时廉洁的办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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