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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任大椿的两处故居探秘

提到任大椿故居，人们往往会想到
在今儒学广场西北的“任大椿读书楼”。
其实，这是原在儒学街儒学巷南端西侧
的任大椿读书楼的易地重建，而这一读
书楼只是任大椿祖居的一部分。

正像李鱓和刘熙载有两处故居一
样，任大椿的故居也有两处。一处是祖
居，他的祖父任陈晋、父亲任葆和任大椿
中二甲第一名进士做官前的居住地。在
儒学街中原才子坊西约40米的儒学巷
14号，清代此处为毓英里。儒学巷于儒学
街北侧，向北通西大街（今牌楼西路），是
一条南北向的巷子，与儒学街呈丁字形
状。巷中有明季宰辅吴甡故居，任陈晋与
任大椿故居北连吴甡故居，大门朝南，在
巷口西侧。进大门有一方小天井，内有朝
东二门，二门内是大天井。大天井南为坐
南朝北的照厅三间，照厅南墙临儒学街；
大天井北为坐北朝南的正屋三间。正屋
内有匾三：

“羲经第一人”。这是漆绍文为任陈
晋立。“羲经”，易经。相传易经的八卦为
伏羲所作，故称易经为羲经，这是赞扬任
陈晋是研究易经水平最高的人。

“纷纶五经”。这是钱陈群为任大椿
立。“纷纶”：浩博，指知识渊博、浩繁。“五
经”：诗、书、礼、易、春秋，汉代有“五经博
士”，赞扬任大椿研究经书知识渊博，成
就显著。

“石渠名彦”。后人为任大椿立，“石
渠”指石渠阁，汉代宫中藏书之处，汉宣
帝曾与当时的大儒韦玄成、粱丘贺等在
此讲论五经。“名彦”，有名望的才德杰出
之人，赞扬任大椿修《四库全书》是杰出
人才。

在进大门的小天井北面有影壁墙，
墙北为上下两层小楼，小楼共仅30多平

米，在正屋东侧，坐北朝南，楼前有很小
的天井，天井西侧有楼梯，东侧有朝东小
门，在儒学巷内。这是“公领乡荐构”（《任
氏族谱》卷三《家传·十四世祖后山公》）。

“领乡荐”是中举人，这句话指任陈晋在
雍正四年（1726年）中举人后“构”——建
造的这座小楼。

任陈晋生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字
似武，号后山；配宗氏，是兴化任氏一族
第十四世。他的祖母、江都人陈氏，生有
五子，陈晋是其长孙；祖母娘家乏嗣，他
承嗣外家，从祖母姓陈，入江都籍，为陈
氏嗣孙；又因大伯任镳亦无后，也以他为
嗣子，他就兼祧两家。

任陈晋家是书香门第。九世祖任蔚
生是明万历拔贡，授福建武平县令，多善
政，升汀州知府，因不附时俗致仕，他精
研理学，讲学不倦；十世祖是廪生，入太
学，考授通判；十一世祖也是廪生，尤精
于诗，授徒课子，皆以诗经为首选，著有
《诗经讲义》行于世；其祖父和父亲都能
秉承家学，早富根基，特别是他的父亲关
注水利，河督征治水良策，他被请到县衙
立就万言，条分派别，无不精确。任陈晋
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雍正四年
（1726）乡试中第六名举人，乾隆四年
（1739）成进士，归宗为兴化籍，复姓任。
乾隆三十一年（1766）去世，享年78岁，
有《燕喜堂初續文稿》及《似武文稿》各一
卷、《后山诗集》四卷，所著《易象大意存
解》采入《四库全书》，是清代兴化学人著
作收入《四库全书》唯一的一部。嘉庆《重
修扬州府志·文苑》、咸丰《重修兴化县
志·儒林》有传。

清代中进士如果名次稍靠后，就要
候选多年才授官。如果没有一定人脉关
系和政治背景，等十年八年是常有的事。
郑板桥中进士后等了六年，因得到乾隆
叔父慎郡王的青睐，到次年春才授范县
令。因而51岁中三甲进士的任陈晋，因

“不肯折节以应世”，整整等了12年，到
63岁才授官徽州府学教授（正七品，相
当于今教育局长），也就不足为怪了。

任陈晋给小楼取名为“以斋”。“以”
就是“用”，他要用易经六十四卦大象来
理解“天地万物之理”“吾人身世之道”。
当时他整天在小楼内研究易经的注疏，
难得下楼，家里人都很少看到他。斋内有

“六十四以之堂”匾额，墙壁上悬六十四
卦大象传，他每天在这里研读《易经》，所
以家传上说他“日与四圣相接”（“四圣”
指颛顼、帝喾、尧、舜四位圣贤）。由于他

“优柔六经三十余年，未尝一日废也”（孙
勷《似武文稿序》），他经学研究功底深
厚，任教授后徽州士人都“心服”。任陈晋
在徽州曾写过一首诗《雨中怀家》：

元宵一雨到清明，无限佳辰断客程。

还忆故乡栖止地，小楼深巷卖花声。

其中“小楼深巷卖花声”正是他回忆
过去在兴化家中，端坐在“以斋”小楼研
究《易经》，听到儒学巷内卖花声的情景。

任大椿是任陈晋之孙，亦居于此处，
小时候就在“以斋”小楼读书，所以后来
称此楼为“任大椿读书楼”。任大椿从小
爱读书，八岁能诗，深得祖父和父亲的疼
爱。后来他的父亲廪生任葆被聘到扬州
大盐商江家做塾师，母亲史氏一人担负
起教育儿子之责，对他的督促十分严格。
每天任大椿从宗家书塾就读回来，晚饭
后要读书到“漏下四鼓”才能睡觉。儿时
的严格要求使他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
惯，终身不变。因而成了诗人和“尤长于

三礼注疏、六书训诂”（纪昀语）的经学大
师、考据学家。

任大椿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
举，时年23岁，就受聘为淮安丽正书院
山长；乾隆三十四年（1769）他32岁中二
甲第一名进士（金殿传胪），被分到礼部，
授仪制清吏司主事（正六品）。36岁时，
适逢四库全书开馆，他被推举为《四库全
书》纂修官，后来还担任总目协勘官（相
当于副主编）、万寿圣典馆纂修官，《四库
全书》中礼类提要是他写定。《清史列传》
卷六十八《任大椿传》云：“大椿博于闻
见，考订精当，礼经类提要不出一手，皆
大椿详定……大椿家贫尽色养，读书守
道义，素不以空言讲学，服官行已，无愧
古人。”可见他不仅学问博大精深，而且
孝敬父母，不论读书讲学，还是为官做
人，都以古人为榜样，评价很高。但因丁
忧错过了《四库全书》修成后的职务升迁
机会，直至乾隆五十一年他49岁（已做
了18年主事），才按照资历升礼部仪制
清吏司员外郎，兼乐部和声署署丞，51岁
才升郎中（正五品），到52岁5月，在病中
补授陕西道监察御史，还未上任，6月23
日就去世。四牌楼的匾“经训贻芳”就是
为任陈晋、任大椿祖孙二人而立，“经训”
指他们经义训诂之学研究成果丰硕，“贻
芳”指留芳后世。

本世纪初旧城改造，任大椿读书楼
被拆迁，已重建于中原才子坊北约六十
米处，坐北朝南，有天井一方，面积也有
增加，大门朝东。

不过，任大椿还有一处故居。这是任
大椿中进士做官后，用俸禄购得坐落在
升仙里的李鱓故居“浮沤馆”，任大椿夫
妇和女儿搬来居住，儒学街的祖屋由他
的弟弟任大楷一家居住。

浮沤馆在大南门内南大街西侧，吴
家祠堂巷的西南。大门坐西朝东，内有花
园假山，任大椿改建“浮沤馆”作为新居
后取名“小园”。翁方纲《浮沤馆记》云：

“是园在兴化南城内升仙里，柴默庵飞升
故地也。沟渠映带，竹树阴森。李复堂鱓

因其地之幽僻，曾构楼阁数椽，缀以花
草，以为退休之所作画，日与诸名士啸傲
其间，号曰‘浮沤馆’……后侍御任大椿
读礼居家憩息于此，注书讲学，启发后
生，从之游者甚众。因取杜诗‘养亲惟小
园’之句题其楣曰‘小园’。”任大椿曾为

“小园”赋诗二首：
养亲惟小园，江渚已春暄。

竹径笋根软，兰陔花蕊繁。

庾公岂辞赋，孟氏只盘飧。

一幅读书画，烟横水外村。

养亲惟小园，读礼荐蘋繁。

笺疏工夫细，江郊夜月奔。

乌啼新树色，凤念旧巢痕。

伫尔蓬池上，劬劳更报恩。

后来任大椿又在小园东面原浮沤馆
梦天楼基础上建朝南两层楼一座，一层
五间，上下共十间。正中一间为堂屋，约
二十多平方米，堂屋两侧各有两个房间
（楼上下八个房间），每间约二十平方米。
房间前有走廊，宽约一米。屋面向南有二
米宽的飞檐遮阳。楼之东西两侧厢房各
有一间向南接出，称为“厢楼”。楼前有大
天井、草地，楼与天井东侧，有南北方向
狭长小天井，沿楼之东墙向南、大小天井
之间有牌坊一座，牌坊上有青底金字的

“金殿传胪”竖匾，故称此楼为金殿传胪
楼。牌坊东隔小天井为门楼，正对牌坊的

大门朝东，在南大街西侧。门楼两侧南北
方向各有朝东小楼。大门南侧的名为“护
门楼”，楼的朝东墙上嵌有“双节坊”石
额；大门北侧小楼一顺三间（楼上下共六
间），后作为两个女儿的陪嫁，每人三间，
这一小楼后来保留下来，成为昭阳中学
王永文等老师的宿舍。

任大椿去世后留下孀妻，家境窘困。
嘉庆初年小园西部（原浮沤馆梦天楼以
西的建筑）卖与商人开茶肆；金殿传胪楼
东边一半典给陈姓居住，至解放后已破
败。1952年县文教科在东岳庙内办的速
成师范搬迁，要在浮沤馆及金殿传胪楼
地基上建两排八间教室。当时速成师范
老师张鸿庆、金培熏曾来看过，当时传胪
楼已拆，但传胪楼西边的浮沤馆主屋还
在，雕花窗隔，四周有飞檐、走廊，虽破败
不堪，但假山犹存。此后张、金二位老师
曾几次和我提及此事。速成师范停办后，
此处教室为兴化中学寄宿生宿舍。

1956年昭阳中学办于昭阳小学对面
的龙王行宫，次年迁于此。时任昭阳中学
校长的过征宛女士因怕学生在假山石上
玩耍会出意外，迁校前喊民工在操场上
挖了大坑，将假山石埋于坑内再填土平
整，作为篮球场。现在浮沤馆和金殿传胪
楼旧址都已成为市第一中学校园的一部
分，原在一中校园西部的浮沤馆移至东
部重建。

□文/ 任祖镛

续修兴化县志任大椿遗像

四牌楼匾经训贻芳

子田初集书影

任大椿读书楼原貌

移址重建的任大椿读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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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敏“疫”防到底 护航开往“春天的地铁”
2022年的春天，是个多事之春，反

反复复的疫情，令无数开往春天的地
铁，揿下了暂停键，而这正是无数白衣
执甲，奔赴“疫”线，舍生忘死护卫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关键时刻。
兴化市第四人民医院作为兴化市唯

一的精神卫生专科医院，在党支部书记、
院长高松田带领下，团结每一名精神卫生
工作者，踔厉奋发，以钉钉子的精神，擦亮
每一个“哨口”，从严从紧从实筑牢新冠疫
情联防联控人民健康保护网。

医院聚焦近期全国本土聚集性疫情
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结合医
院住院精神障碍患者大多数年老体弱的
特点，确立了一切以“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为中心的“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的防疫策略，动员再动员、部署再
部署、培训再培训，以点带面，以院感
科为着力点，强化部门联动，压实“四
方责任”，织牢织密防控网，确保院内患
者平安。

习总书记说，我们要常怀远虑，居
安思危，保持战略定位和耐心，致广大
而尽精微。

因为疫情，医院精神障碍住院患者
激增至400多，如何在严峻复杂的形势
下，确保常态化疫情防控和严重精神障

碍管理工作同向、高质、高效进行？怎
样让患者住得安心，患者家人放心？怎
样为疫情下的全市人民身心健康保驾护
航？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
不成。”兴化市第四人民医院党支部在书
记、院长高松田带领下，以“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如磐初心，公而忘私
的使命担当，本着“早谋划、早动员、
早部署、早落实”的原则，兼顾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
方针，坚持问题导向，补短板、强弱
项，压实单位、部门、科室和个人的

“四方责任”，群策群力，相继出台了
“假期清零”“快递清零”“病区封闭管
理”“专家在线”“心理援助热线”“心理
危机干预”“兴化心聆APP”“疫苗应种
尽种”“核酸应检尽检”“场所码应扫尽
扫”等防疫策略，成立了“专家救治
组”“心理援助医疗队”“预检分诊行政
后勤保障支援队”“1+1新冠疫情防控巡
查小组”，内外兼防，联防联控，笃行不
怠，致力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医院入口是压实“四方责任”最关
键的那根钉子，钉子钉好了，可谓一夫
当关万夫莫开。为了让医院入口充分发
挥“哨子”作用，切断传播途径，保护

易感人群，医院以最精锐的人员充实到
预检分诊，加强入口管理，一米线、扫
码、流调、测体温，分工合作，井然有
序，严格把好人员、车辆、物资进入院
内的“入口关”。

堵“疫”不堵情，一枝一叶总关
情。疫情下病区实行严格的封闭式管
理，患者家属不能探视、物品也不得入
内，这让不少患者的情绪有了起伏，有
的郁郁寡欢，有的情绪暴躁，更多的是
焦急盼望。医院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医院依托保卫科的党员先锋岗设立了

“视频探视”，在患者和家属之间架起了
一座“爱”的桥梁。对于那些没有亲人
或者亲人不肯来探望的纳差差的患者，
医院想方设法给他们增加食欲，买来水
果、零食和蛋糕，有的护士还从家里带
来鱼汤、骨头汤，给体弱的患者增加营
养，送至床头，喂至口中。各病区还开
展了包饺子、联欢会等活动，给患者孤
寂的日子送去温暖的阳光。

精神卫生工作者们，没有“疫”线
喧嚣激昂的战绩，他们如同默默无闻伫
立着的“加油站”，数十年如一日，护卫
着人们开往“春天的地铁”。

疫情如同一个强大的不定时的应激
源，让很多人感觉明天和意外不知哪个

会先期而至。疫情和各种碎片化、难辨
真伪的网络信息，会让有些人陷入各种
盲目恐慌，尤其是发热门诊患者和被隔
离的人群，会出现多种情绪和心理问
题，如焦虑、恐惧和失眠等。医务人员
及各行业的工作者常常因压力过大、疲
劳、紧张、精神耗竭而导致情绪失控崩溃。
面对疫情衍生的各类心理危机，兴化市第
四人民医院作为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专
科医院，具有责无旁贷的使命。医院成立
了心理援助医疗队，开设24小时心理援助
热线，提供紧急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疏导
服务，同时开发了“兴化心聆”APP小程
序，帮助广大人民群众以科学的态度直面
疫情，减轻疫情对公众的心理干扰及可能
造成的伤害。从2022年1月至今，医院已
进行疫情相关的心理咨询96人次，24小
时心理援助热线87人次。

新冠疫情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在这个
战场上，我们精神卫生战线上的医务人
员，从来不曾缺席。国有召，虎贲卫士星夜
出行，医院相继派出了陈芳驰援武汉、史
小春驰援苏州、10名护士支援泰兴。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一个人就
是一面旗帜。归来的勇士，将引领更多
精神卫生人，立足本职岗位，“疫”防到
底，一路护航人们开往“春天的地铁”。

勇无声 爱有痕
——献给兴化全体村（社区）干

部和网格员
○王干荣

当奥密克戎变异株开始流行
我们诅骂并抗拒

字典上恐怖的两个字：疫病
词典上狰狞的一个词：疫情

抗击变异的疫情肆虐
不会像草船借剑的轻松

不会有三打祝家庄的从容
辨识的视力

不再是五倍望远镜的瞳孔
搏杀的音量

不再是长枪和短跑的喉咙

当奥密克戎变异株开始流行
不确定的问题 不寻常的艰辛
随时 随处 都可能发生

在没有硝烟的抗疫防疫战场上
是你们 又是你们

全体村、社区干部和网格员
借鉴兵法的传统

遵从预案 科学安排
周密布置 闻令而动

你们守护并捍卫：
字典上断金的两个字：抗击
词典上压卵的一个词：防控
你们夜以继日 连续奋战
同时间赛跑 与疫情较量
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筑起了牢靠的生命防线

你们秉持并践行：
字典上血性的两个字：忠诚
词典上恭敬的一个词：奉献
你们义无反顾 坚定信心
勇挑重担 敢打硬仗
默默坚守 直面风险

用爱心践初心 用生命赴使命
合成了稳定的重要支撑

你们用担当和奉献的双轮
驱动主观世界和人格的升炼

持续地实践着服务的理念和永恒
精准地担负起联防联控的责任
固疫情防线 守万家平安

是你们 又是你们
大勇无声 大爱有痕
我们记住了你们的担当
历史铭刻着你们的奉献

窗外有雨
○曹茂林

窗外有雨 一滴滴
拍打着公交车玻璃
连结成线滑落

我乘车上班 外表安静
车内乘客稀少
都是老面孔
都戴好口罩

前几日有老农说
有场雨就好了

春雨如酥贵如油
今天雨水如期而至

他现在应是满心欣喜吧

车过杨家荡
青葱飘香

垛子荷叶般浮在水上
路边杨柳吐绿
远处苗青花黄

春的信息迎面扑来
但是今天

我的歌却已哑然
我的诗不再抒情
小区东门已封
行人匆匆

眸子写满不安

行程码 健康码 场所码
码与码透着忧虑
绿码 黄码 红码
色彩纷纷使人愁

福建告急 上海失防
吉林直上热搜
隔着屏幕

每日增长的数字
焦灼着我的心

不是科幻 奥密克戎
穿越时空变异

报备管控 核酸检测
冰冷的字眼提醒我
少出门少聚会

车到卡口慢了下来
志愿者们是一抹亮丽的红色

不远处 灯火通明
白衣天使们在逆行
她们正用大爱描绘
雨后最美的彩虹

抗 疫
○平友健

新 冠
新冠疯狂
病毒肆虐

这是一群狡猾的恶魔
它们挟着死神的阴影
它们幻化不同的身形

它们无孔不入
它们无处不走

吞噬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

车 站
扫场所码，看行程卡
在车站的进口和出口

我们细致认真；

测体温，登记身份
在车站的进口和出口

我们一丝不苟；
促人们戴好口罩、保持间隔

在车站的进口和出口
我们温和严谨；

逢人必查，遇人必验
在车站的进口和出口

我们严防死守。

卡 口
白天守，黑夜护
我们在交通卡口；
风里来，雨里呆
我们在交通卡口；

丢下孩子，顾不到老人
我们在交通卡口；
织天罗，布地网
我们在交通卡口；
保畅通，护出行
我们在交通卡口；
堵病毒，赶恶魔
我们在交通卡口。
我们用血肉之躯

筑起了一道防疫的铁臂铜墙。

疫情下的春天
○赵成武

这个春天很慢
慢到我能够熟记每一分钟里的波涛

和波涛里的倒影
也记得夜晚支起繁星

为落日续航
更记得医生护士志愿者们

频繁出现的身影
看到他们忙碌的样子

我心里的天气一低再低
他（她）们的白就像母亲的白发
白得让人心慌，白得让人心疼

我一次次把关停的日记
打开又关上

那时
花开在雪里，花开在心上
我感恩每一缕发芽的阳光

也感恩偷懒的春风
也许正因为它的慢
我们才会停下来
看一看内心
看一看来路

这是时间的一次失眠
也是春天按下的一次回车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