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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建隆三年九月庚戌夜间发

生了一次震级 3.5 的地震，清嘉庆

《松江府志》记载：“庚戌夜，吴越国

东境地震，响如雷。”

父亲给我们的印象是和蔼可亲的，并不

像他后来在自传中所说的“对待同志，作风简

单粗暴”，这是他对自己的主观评价。小时

候，兄弟喜欢甜的东西，吃早饭的时候，希望

在粥里加点糖。可是，有一次，家里没有糖，兄

弟便发了脾气，用一个木棍打碎了门上的玻璃

窗。父亲看了，虽然生气，但却没有动手。兄

弟则很是自责。

我们对此印象深刻，也得到了一个教

训，孩子犯了错，是不应该打的。因为我们

和父亲有一样的体会，孩子犯错造成了损

失，也会感到难过，也会自省。孩子处在弱

势的地位，打他他却无法申辩，会对孩子的

心灵造成伤害。

年幼时，记得父亲给我们看过两本书，一

本是《保尔·柯察金》，另一本是《中国的保尔·
柯察金——吴运锋》。他要我们好好学习，好

好锻炼，争取加入共产党，做一个有用的人。

兄弟在嘉定上班，他在同济的师兄聊到

父亲时，说父亲生活作风很朴素，对自己要

求很严，不搞特殊化，出差时，按照规定能

乘飞机的，他常常坐火车。只有一次，在兄

弟星期一要回嘉定去上班时，父亲让他搭

了去火车站的小车，原因是正好顺路。

我们对父亲的印象都是点点滴滴的。父

亲很忙，从我们懂事起，和父亲相聚在一起的

时间都是短暂的。因此，这些回忆对我们来

说，都是珍贵的。

顾雍（168-243年），字元叹，吴

郡吴县人。三国时吴国重臣、政治

家。崇祯《松江府志》将顾雍列入

“名臣宦绩”，嘉庆《松江府志》将顾

雍列入“名宦传”。

顾雍少时受学于蔡邕，州郡上表

推荐他为官，后来转任娄、曲阿、上虞

县长，所在之处皆有治绩。孙权兼任

会稽太守时，任命顾雍为丞，行太守

事，讨平寇贼，安定郡县。数年后，入

孙权幕府为左司马。孙权为吴王，顾

雍升迁为大理奉常，官拜尚书令，封

阳遂乡侯。黄武四年（225年），迁太

常，进封醴陵侯，代孙邵为丞相，平尚

书事。顾雍为相十九年，孙权曾赞叹

“顾君不言，言必有中”。《唐会要》将

顾雍等八人评为“魏晋八君子”。公

元243年（赤乌六年），顾雍去世，谥

肃侯。

公正无私
孙权晚年宠信吕壹、秦博，任其

为中书，审核各官府及州郡上报的

文书。吕壹等因此作威作福，建置

机构卖酒、征税等牟取暴利，细微的

小事也上报朝廷，诬陷毁谤大臣，顾

雍等人都曾受到他们的告发，并因

此遭到谴责。后吕壹罪行暴露，收

押廷尉府中。顾雍前往审理，吕壹

以囚犯身份见顾雍，顾雍和颜悦色，

问他诉讼言辞。临走时，又对吕壹

说：“你心里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吕

壹只是叩头无话可说。当时尚书郎

怀叙当面斥骂羞辱吕壹，顾雍批评

他说：“官府有明确的法令，何必如

此呢？”

教子有方
顾雍有三个儿子，长子顾邵，次

子顾裕，少子顾济。有次孙权出嫁

一个内侄女（是顾氏的外孙女），婚

宴请了顾雍父子及孙子顾谭。当时

君臣们非常欢洽，顾谭多喝而醉，醉

而起舞不已，无法制止，顾雍内心愤

怒，但谭已醉，只得留待明日再训。

第二日召谭当面严责：“君王以

忍辱负重为德，臣下以恭敬谨慎为

节。当年萧何吴汉都立有大功，但

当见高祖皇帝面时都如不会说话一

样。你于国家有什么汗马功劳可言

吗？只不过是依靠了我们顾氏门第

的资格而受宠罢了！因何舞得如此

得意忘形，虽说是酒后，其实还是恃

恩忘敬，谦虚不足的坏思想作祟，看

来败毁吾家族的人必是你了！”说

毕，转身向壁而卧，不再理谭。顾谭

悔立一旁，足足达一个时辰，才被祖

父遣走。

手抄本《玉壶山房词选》上下两

卷，由玉壶山人改琦自编，其孙改再

芗手抄，收录了改琦创作的词83阙。

改琦（1773-1828），松江人，是

清代著名的画家，其词名被画名所

掩，少有论其词者。但改琦是清代

最具影响力的浙西词派后期的重要

作者，以其与画风彼此影响的词作

实践，为浙西词派的后期发展作出

了独特贡献。《玉壶山房词选》收有

六则跋语，其中孙原湘、曹言纯、郭

麐为浙西词派重要作者，都指出改

词“清远”“清空”的浙派特征。如

《词选》中《临江仙·望湖楼》一首，描

绘了一幅远看点点青山，轻鸥飞过，

仿若仙人在琼楼的景象。

临江仙·望湖楼

不见跳珠来眼底，

斜阳雨脚初收。

远山点点黛螺浮。

天光如镜，荡漾一轻鸥。

手把芙蓉歌水调，

仙人宛在琼楼。

寒泉同荐菊花秋。

羽衣吹笛，乘醉月中游。

五厍泖田，由“三泖”之一的“大

泖”围垦而成，是松江面积最大的低

洼地。泖田极易遭受水灾。“三年两

头荒”，自然环境恶劣，劳动强度大，

而收成差，有俗话说“有女不嫁泖田

郎”。 1949 年，万亩泖田内分布有

186 只圩区，有大小河道 228 条，圩岸

大多十分单薄。1954 年 6 月，风、雨、

潮齐袭泖田，堤岸决口，泖田成一片
汪洋。

1956 年起，组织起来的五厍农民

依靠集体力量，开始有计划地对泖田进

行治理。当年2月，4000余名民工历时

20多天，将长5公里的送子庵港进行彻

底疏浚，河面拓宽至 25米。送子庵港

疏浚拓宽后，东通黄浦江，西接泖桥河，

成为泖田出水咽喉。1957年冬，彻底

整治西林塘港。1958年，新五人民公

社成立伊始，就决定在泖田中从南到北

新开一条河，定名为建设河。建设河开

成后，北接园泄泾，南通泖桥河，与西林

塘相交，成为泖田排水主干道。1959
年冬至 1960年春，又在泖田中开挖渠

道3万余米，基本实现了机电灌溉。

但泖田地下水位高的问题还未解

决，根据历年治水经验，为彻底改造万

亩泖田，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

建设，实现“推翻老水系，重建新水系”

的目标。

1966年12月12日，新五公社6000
余名男女民工分赴开河工地，开展涵盖

“平、开、围、排、灌”几大综合工程的“3
万亩泖田改造工程”。这项大规模的农

田基本建设完成以后，使泖田中的河道

从228条减少到17条，架桥、造闸的工

程量比“老水系”减少90%，能增加耕田

面积 200多亩，有利于农业机械化、耕

地园林化、灌排科学化。

经过5个月的奋战，1967年5月上

旬，终于在建设河西的 8000 亩泖田

中，新开 9 条河道，沿河筑起拖拉机

路；新修筑 280 余条排灌渠道，形成

2300余块格子化农田；开掘河渠总长

100公里。在以后的两年时间内，泖田

人民再接再厉，如期完成了工程的各

项计划。万亩泖田建成了土地平整、

排灌设施完备、路桥配套、整齐划一的

格子化农田。

泖田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彻

底改变万亩泖田面貌的辉煌业绩，为

后人留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宝贵的精

神财富。

我们的父亲蒋梯云
蒋梯云子女 口述 记者 李谆谆 通讯员 王磊 整理

叶榭镇人，曾先后就读于上海肇基中学和

大夏大学，在校期间一直积极接受革命思想，

后来走上革命道路。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为叶榭地区抗日战争时期发展的第一名中

共党员。

担任中共叶榭党支部负责人期间，蒋梯云

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领大家开展了一系

列革命活动。1945 年 7 月，敌、伪的苛捐杂税

名目繁多，通货膨胀严重，老百姓苦不堪言。

当时，反动派抢走了张泽津塘乡蔡姓农民家里

的最后一点稻谷，全家无路可走，被逼集体自

杀，场面十分悲惨。当地民众极度愤慨，斗争

由此爆发，但因组织无序，无法产生足够的影

响力。蒋梯云先是派顾纪法进行摸底调查，安

排地下党员动员准备，然后抓住时机将革命斗

争推向高潮，他在塘垛庙召开五百人集会，激

昂陈词，点燃大家的革命之火，叶榭、亭林、漕

泾、泖港等地农民群起响应，声势浩大，人数最

多时有上万人同时涌上街头开展斗争。在这

次斗争中，有数名恶人被处死，革命思想进一

步传播，革命热情进一步释放。

1952年，蒋梯云奉调进入同济大学，担任

同济大学首任党委书记，其“提倡启发式，反对

满堂灌”的教学理念深受学生欢迎。

从一名热血青年逐步走上抗日道路，成为

一名共产党员，到成长为一名党的干部，父亲

的风雨人生路一直影响着我们兄妹7人。父

亲去世50年后，我们才开始着手整理父亲的

生平。儿时，父母亲都非常忙，我们基本都在

祖辈家长大，对父母亲的记忆只是片段，结合

了长辈们的讲述和不多的资料记载，整理了父

亲的生平事迹。

1909年6月19日，我父亲出生在黄浦江边

的一个偏僻乡村——叶榭镇蒋四房村。

祖父有六个子女，父亲排行第五。虽然是

地主家庭出身，但是遭遇家道中落，父亲高小

毕业，没有获得升学机会，而是留在家中种

田。但父亲求学心切，平时农闲时，抓紧时间

自学，另一方面，他报名进入商务印书馆的函

授学校，补习代数、几何和英语。获得升学机

会后，父亲更加勤奋学习，1935年夏，父亲从上

海大夏大学教育学院高等师范科英文系毕业。

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时，他曾两次参

加过全市大学联合示威游行，曾去南京向蒋介

石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抗日，还参加了捣毁枫

林桥的伪政府的行动。1932年，在学校后面的

金家巷，他也参加过校外的秘密会议，讨论如

何抗日的问题，在信箱里也收到过秘密的小册

子。通过参与上述的各种活动，父亲初步确立

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并拥有了比较先进的思想。

毕业就是失业，这是旧社会大多数学子遇

到的实际情况。这个时候，政局已十分动荡，

日本军队又在东北步步紧逼。父亲从学校毕

业之后，先后在几个学校做过代课老师。

父亲先后在江桥镇小学、引溪小学、叶榭

小学任职。但当时的学校在国民党地方政府

的控制之下，也被作为欺压老百姓、谋取利益

的工具，父亲这样的人常常受到排挤。父亲坚

持不与这些人同流合污，在可能的范围内，与

他们作坚决的斗争。

1937年 7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11月，

日本侵略者在金山嘴登陆，这一带成了沦陷

区。社会局势发生剧烈变化，父亲已经不能安

心教书，作为一名爱国青年，想要去寻找另一

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八一三”事变后，在叶榭小学教书的父亲

曾与几个青年学生发起组织抗敌后援会，结果

遭国民党的压制。其间，父亲一度也有回家种

田，从此不问世事的避世想法。但日寇经常在

乡下抓人、抢粮、烧房子、强奸妇女，加上土匪

敲诈勒索，父亲也曾被土匪吊打，一切外来的

迫害已经严重危害到百姓的利益和生存。是

忍受敌人的统治，做一个苟延残喘的顺民，还

是起来反抗？父亲选择了起来反抗。

就这样，父亲发起组织抗敌会，但后来国

民党四十五旅怀疑他们与新四军有联系，先是

停了他们办的刊物，后来又缴了他们的枪，第

一次行动失败了。后来，父亲想利用上海人丁

锡山部下顾阿才队伍的番号，建立一支队伍，

但又因为侵犯了丁锡山的利益，被缴了械，第

二次又失败了。

经过这一系列的挫折，父亲逐步地看清国

民党部队抗战的虚伪做法，看清了土匪不讲信

用，开始相信共产党的抗战态度和捍卫民族独

立的立场。虽然他们感觉共产党很严格，也不

知道能否吸收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父亲还是

开始派人四处联系，可是一时又联络不上。父

亲在自传中写道：“这段时间，由于自己切身遭

到了迫害，同时通过对书报的学习，由对共产

党的同情进而要求积极参加。”后来父亲认识

了黄竞之和肖望同志，并接受他们的安排，在

叶榭开展工作。

1941年，父亲经过若干年的努力追求，终于

在斗争中锻炼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成为叶榭镇

抗日战争时期发展的第一名共产党员。那天，他

举起右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以后，无

论是在建立叶榭党支部、叶榭区委的工作中；在

与敌人的斗争以及他们的多次追捕中；在“策反”

的第一线；还是在敌人的监狱里；以及迎接全国

解放，转向教育系统，在同济大学院系调整、教学

管理等一系列管理工作中，他都不忘初心，勇往

直前。

◀◀◀◀ 追求进步的青年时代 ▶▶▶▶

◀◀◀◀◀◀ 走上抗日道路 ▶▶▶▶▶▶

◀◀◀◀◀◀◀ 父亲和我们 ▶▶▶▶▶▶▶

蒋梯云生平

松江名宦顾雍为相19年
孙权赞“顾君不言，言必有中”

改琦《玉壶山房词选》

松江地区记载
最早的一次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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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泖田变良田

新五公社社员冒雨奋战在泖田改造工地

农民在低洼地中运土修圩

蒋梯云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