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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如皋望族，绕不开北宋王
氏家族。历经千年，多次修缮，王
学士宅幸存于世。民国本《如皋县
志·卷三·区域志·宅墓》记载：

王学士宅，在崇正坊东。宋王
惟熙、王观、王觌、王俊乂一时相

继登第，乡人荣之，名其里曰“集
贤里”。知县胡昂建石梁，亦曰“集
贤桥”。知县刘永准作东南门，亦曰

“集贤门”。
王俊乂为钦点状元，王惟熙、

王观、王觌，均高中进士。王观又

是宋代词人，一句“水是眼波横，
山是眉峰聚”，流传千古。王家可谓
书香门第、官宦世家。

关于王学士宅的佳话，于如皋
流传甚广。刘钟喻还撰有《王学士
宅碑记略》，录入民国本 《如皋县
志》，又经郭祥贵断句，兹抄如下：

宁海名邦，发扬古地，弦歌济
济，风和丞相原头；甲第重重，水
绕状元陂上。父老为余言曰：缅维
有宋，叠起名贤。在雉水之东阡，
有龙图之旧宅。金龟压钮，代产伟
人。黄雀投环，世留阴德。宝刀感
神仙之授，佩兆公卿。琅琊启江左
之勋，家传阀阅。尔乃司封员外以
平狱高驷马之门；润州神君，因抗
疏除豺狼之道。内解党议，爵晋御
史之台；外治城渠，召迁中丞之
府。乃是父实生是子，惟难弟兼有
难兄，出安定大儒之门，登嘉祐二
年之第，笔不加点，千篇芍药之
谱；纸贵洛扬，口不停吟大理寺丞
之书。集名天鬻，凤毛有自，不数
贾至之挥毫；花萼联辉，岂让宋祁
之独步。犹有从子，称厥佳儿。辞
厚聘于穷途，耻拜命于捷径，射策

邀宸翰之首擢，建论挽宣和之颓
风，五代恩荣，无忝科名领袖。一
门气节，堪作文教总持。宜乎于氏
门边，千寻乔木；栾公社上，百尺
藤萝，然而廷驯贾氏之彪，室隐桓
家之豹，岂若王根邸第，翡翠盈
轩；宁夸石尉园林，珊瑚满架，虽
遭兵火，集贤之门巷尚绕乌衣；纵
历迁移，三槐之家声非同白屋。近
棂星而毓秀，石梁重建蛟宫；胜仪
凤于朝阳，坊表高标云路，因以名
勒钟鼎，迹留百世之芳；可弗宅建
碑亭，字酬三缣之价。

由文可知，集贤里 （即冒家
巷） 的王家，前后五代人持续辉
煌。虽然老宅遭受兵燹，集贤里的
门巷保存完好。王学士宅位于集贤
里西侧南起第一家。门楼为灰砖灰
瓦，高大端正。入门石阶上下两
层，黄石接青石而上。木板门早已
开缝，上面留下沙元炳先生的手
泽，尽管已有字脱落、模糊，依然
可知为一副短联：经传家学，里有
名贤。如皋为教育之乡，名师辈
出。譬如，北宋胡瑗为经学大师、
理学先驱。王观正是他的弟子。

村里人告诉我，旧时“团沟”
内居住的大多是平民，住宅主要分
布于“团沟”中部及东南部。不过
村内也曾住着一户较为富有的人
家，有相当豪华的砖木大宅院。在
战争时期，这处大宅院成为各方争
夺的战略要地，院落空场还曾用来
作为露天电影的放映场。后来，大
宅被拆，砖木等建材被移往他处。

解放后，随着“团沟”内的居
民纷纷迁往外围居住线，“沟内”房
屋也就越来越少。现在，“沟内”分
布着三排住宅，20多户人家。每一
排住宅之间，是开阔的田园，举目
四望，景色宜人。这些住宅大多为

新建，偶尔也能看到建于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的青砖老屋，呈现出浓厚
的历史韵味。

“团沟”的北河，两岸长满大树
大竹，几座颇有年代感的小桥架于
其上，小桥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
出别样的光彩。北河与内纵河的交
汇处，繁茂的草木构筑起稳固的河
坡，营造出优美的河道风景，但见
河水清澈，鱼儿游动，鸭鹅嬉戏，
好一派久违了的乡村风情。

遍访小陈家庄，村落内除了老
河、老树、老桥、老宅，还有老
井，村民能够讲出的故事也不是很
多，不过村里有一位 90多岁的老

人，倒还记得小时候的点滴往事。
此村东北直线距离六七里外，便是
有名的杨花桥古集镇。当年杨花桥
战斗非常激烈，小陈家庄“团沟”
内东北部空野之处，就成了战时伤
员收治处，村民拥护共产党的部
队，纷纷送粮送草，给予支援。

小陈家庄的故事，想必还有很
多。而这个村起源于何时，“团沟”
是自然形成还是人工开挖的，经历
了怎样的社会演变，最早会不会是
一座“城堡”呢？这些令人颇感兴
趣的谜团，还是有待专家来考证了。

另外我注意到，此村虽然不叫我
原先以为的“天堡”，但在其西北和东

边不远处，倒是有两个叫“堡”的老
村，一个是“奚家堡”，一个是“蒋家
堡”，不过这两个自然村的形态变化
都很大。有人说，叫“堡”的村，可能
与边境屯兵防卫有关。这些古村落
的形成，与不远处的龙游河有着怎样
的关联，与如皋古城乃至2000多年
前的蟠溪大盐场是否也有历史渊源，
我不由得浮想联翩。

那些未知的历史，有待仔细探
究。而眼前的小陈家庄，至少还承
载着如皋厚重的乡村居住演变史、
花木产业拓展史，其丰富而优美的
自然风光，更是令人沉醉，值得一
看再看。

东皋学府，弦歌百年，政通人
和，土木兴焉。和春之园，癸卯动
工，期年乃成。占地二亩许，立侍
求实楼之左。临窗而观，苍松翠
竹、朱梁黛瓦，石桥曲折、水雾弥
漫，黄鹂鸣兮、潜龙隐兮。余五月
廿六游之，作文志之。

初，吾见求是楼之南土堆木
积，欲建一园。昔冒巢民之筑水
绘，独领一城，宛自天开。今无奇
草地，山水难觅，以何成园？是故
念兹在兹。每及课余饭后，常趋长
风桥上，晨观挖土造池，暮见去草

植松，倏忽半载已过矣。
余归初中甫一月，和春园立，不

虞之喜，不胜感慨。俟假期，造访佳
园，对境兴感。适逢盛夏，自崇实望，
曲径通幽处，花木自扶疏。西行见一
小门，灰墙、青石、皂瓦，朴实无华。
自门入，有一池，形如玉磬，碧波荡
漾。沿池铺一青砖小路，绿草丛生，
怪石驳杂，棱分而角明，黄质而青
章。上有松针根根，或绿或枯，洞见
岁月刀痕。路尽，现一石桥，循以上，
凭栏俯瞰。池水缥碧，柄荷俏立，藻
荇纵横，鱼翔浅底。其鱼或金或灰，

往来相嬉，知其乐而不知其所乐。近
水有亭翼然，其柱梁皆红木而制，斗
拱飞檐，下有石桌，四凳围之。桌上
刻有棋盘，楚河汉界，两军对峙。待
他日，惠风和畅，邀友对弈，雅趣盎
然，不可尽述也。

园谓和春，取王通叟“千万和
春住”之意。或曰：池中主植芙
蕖，于夏盛放，故夏景当为一年之
冠，何谓“和春”也？某则谓

“春”非时节之春也。至于春光和
煦，碧草鲜花，暖意融融，至此，
觉生机盎然、经血舒畅；已而三伏

夏日，树木郁郁，莲叶田田，清风徐
徐，酷热消融，至此，觉身心舒快、气
血平和；若夫金秋之时，桂子飘香，天
高云淡，水波不兴，至此，觉宁静爽
朗、怡然自适；至若穷冬烈风，水雾冻
结，游鱼藏匿，而松柏傲立，至此，不
觉寒冬死寂。四季至园，皆有可赏、
皆有可乐、皆有可慰。四时如春，各
美其美，和而不同，和春永住，此和春
园之精髓也。

惜我笔力平平，是园至矣尽
矣，欲说已忘言。惟将盛景揽胸入
怀，奔赴学山学海，携梦向未来。

近期，《冒氏宗谱》（总谱）面世，刊有一张《冒氏宗祠》的老照
片。据记载，宗祠位于如皋城，现已不存在。照片中，祠堂大门为木
板门，前有石阶，周边为灰砖灰墙。从建筑看，祠堂充满历史的沧桑
感。总谱录有1848年版《冒氏宗谱》、冒广生手抄本《冒氏世谱》、
1984年油印本《冒氏宗谱》。这些宗谱，也不乏祠堂的记载，为后人
研究冒氏祠堂，留下宝贵的文献资料。

冒氏老宅
□倪明

王学士宅：庭院深深出名贤（上）

□白本

小陈家庄（下）

□马志刚

和春园记
□彭川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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