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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人文永宁

每 期 一 句 黄 岩 话

参考书目：《黄岩方言汇编》

族之显者，有明正德间崇明知县郑特、清咸丰间温州
镇总兵郑宗凯。

郑特，字汝英，号两溪，明正德八年（1513）举人，崇明
知县。郑特为官公正廉明，深受崇明百姓爱戴，故后无以
为殓，明代礼部尚书、大哲学家黄绾及进士何赞等人为其
治丧，进士符验为其写墓志铭。由此可见郑特是何等德高
望重，受人敬仰。郑特祖父郑璋，天顺间岁贡，漳浦训导。

郑宗凯（？～1848），字叔奏，一字捷三。道光中由行伍
累官黄岩游击，历任乍浦、瑞安副将，署温州镇总兵，调任
定海镇总兵。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月，英军侵占定海、
宁波。次年初，郑宗凯调任定海副将。这时清军水师战船
损失殆尽，郑宗凯雇募民船巡洋。四月十二日夜，郑宗凯
与游击池建功（山亭街人）等，乘东南风大作，指挥小船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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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功升参将。宗凯曾祖良宣，貤赠武显将军。祖父庆来，赠
武显将军。父亲福全，封武显将军。宗凯子显模，字范臣，
光绪五年补福建和溪巡检。宗昌子、宗凯从子显桥，号洧
舟，由行伍官守备，咸丰六年题升黄岩中营游击，卒于任
上。从子显篪，咸丰十年千总署右营守备。

郑宗凯故宅在北城妙儿桥，2019年被拆掉。

五部郑氏

《嘉定赤城志》卷第二十：“五部岭，在县西一百一十
里，东连五部村，西连乐清孤田村，西北连永嘉铺岭，东北
连苍山，东南连桐岭，故名五部。”五部岭是黄岩与仙居往
来之要冲，也是永宁江支流五部溪与仙居永安溪支流朱
溪的分水岭。唐朝礼部尚书郑元弼自荥阳迁福建复迁台
州，至宋代，宣州观察使彇七世孙学正郑恩荣自仙居南溪
迁县西五部，为五部郑氏始祖。

五部郑氏历经宋元明三朝，均为辉煌大族。今五部半
山的麦磨心上，立有郑氏先祖“明山根长吉郑公之墓”，为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丁亥季冬立。明末郑氏由盛转衰，
至二十五世显祥开始复盛。

郑氏族人以朴诚贞约立身，清代郑士抡为其族之显
者。郑士抡，字从嘉，号鹿门，同治九年举人，耕读传家，以
厚德闻。他认为“士君子居乡，须使乡里熏其德而善良”

“凡甲乙相争，一方极快意，则一方必积恨。故处人事宜持
平，若人与己争，与其使人饮恨，毋宁使己不快意”。郑士
抡为人处世，公正秉直。若乡里有不平事，乡人不愿找长
吏而更愿意找郑士抡。乡里发生匪盗，官府欲图谋招安，
匪盗往往要求“愿得郑君一言为定”。郑士抡的信义威望，
由此可见一斑。士抡历官常山、孝丰、开化训导，常巡游郊
野，劝父老乡亲送子弟来上学，至则亲自讲解。后为广东
和平县知县，上任前，于祠墓立誓，愿勿玷清白，让先人蒙
羞。他到任后，清理积案四百余起，还力兴文教，终因积劳
成疾罢归，负债累万，变卖家产偿还不以为意。曾历主灵
石、东山诸书院。罢官后，主贞成书院，与诸生讲学不倦。

郑士抡有子五：际明、际良、际平、文
易、文德，皆诸生。长子际明，字涤夫，幼聪
敏，二十六岁入县庠。曾冒雨远行湿气蒸陷
致成顽疟，多年不见好转，乃跟随母舅卢璆
研究医理。卢璆乌岩人，精通医术，曾为太
常寺少卿王彦威治愈腹痛顽疾，乡人呼之
为卢半仙。际明还与儒医王凯，切磋探讨。
数十年远近就诊者络绎不绝，郑际明从不
问求医人之富贵贫贱，一一细心诊察，概
不受酬。乡人患胃口结块，食物咽下发噎，
至五部求医，际明诊曰：“此症旧名噎症，
今名为胃癌，幸君年未四十，尚可活。”开
好方子又说：“连服百剂不复发，复发则不
治。”此人服至三十剂而愈，乃不复服，次
年复发，赴上海请名医陆仲安诊断，所言
与际明同。士抡次子际良，诸生。三子际
平，字吉夫，后改平甫，迁居邑城砚池。幼
有大志，弱冠以第一名入邑庠，入北京同
文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后任湖北巡抚端
公幕僚，继而弃官赴日本明治大学习法
政，宣统初元毕业回国被选为浙江咨议局
议员，又互选为资政院议员。曾检举广西巡抚张鸣岐违
法事，权贵为之震慄。辛亥武昌起义，南下光复浙江，
1912年被选为国会参议院议员，1925年任会稽道尹公
署科长，1927年主办浙海关海门分关，1928年任外交部
秘书。后来，他解组归里，以医术济人疾苦。平生酷爱畅
游山水，工行楷、善画兰，著诗文有逸气。士抡四子郑文
易，字敬复，日本明治大学法律科毕业。1912年，朱文劭
招其任浙江提法司秘书，旋代提法司长，曾任浙江高等
检察长，四川高等审判厅长，归里后，曾任县救济院院
长，九峰学村董事会董事。敬复子郑保如，光华大学毕
业。

士抡祖父郑启运，年九十余，太守刘璈赠“旧德馀

芬”匾。士抡父英攀，英攀三女婿即为同治九年举人王
彦威。光绪十二年，王彦威为军机处汉官领班章京。王
彦威有五个女儿，次女适路桥於鸣凤，第四个女儿嫁给
郑士抡三子际平；际平次女嫁给鸣凤第三个儿子於达
衷。际平长女郑审因，师范大学毕业，县立女子师范讲
习所所长。际平次女郑企因，1917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女
子医学专科学校，1946年至 1951年在黄岩设企因诊所，
1952年起在台州医院任产科主任，直至 1973年退休。一
生挽救许多难产病妇和婴儿的生命，遇有不育症患者，
经她诊治，不久喜得婴儿，阖家欢乐，群众喜称她为“送
子娘娘”“送子观音”。企因丈夫於达衷，亦为留日名医，
路桥望族於氏出身。

（未完待续）

千年永宁，氏族文化锦上添花。西桥蔡氏和新宅黄氏在
明中后期连续七代瓜瓞连绵，闻名遐迩。

象川蔡氏历史上有“两皇亲九进士九知府”之称，西桥
蔡氏源自象川蔡氏。万历《黄岩县志》：“蔡镐，字正之，世为
象岙人，后迁白山。”宋淳熙年间，蔡氏从象川徙居西桥，遂
称西桥蔡氏。朱熹委托蔡镐、林鼐续修官河六闸，蔡氏建设
官河功不可没。

明中期，西桥蔡氏鼎盛一时。蔡叔茂，行义重于乡里，深
受里人尊敬，里人都不叫他的名字，而称他为“生白翁”，因
为他的居处名曰“生白轩”。“生白”出典自《庄子》：“虚室生
白，吉祥止止。”

“新宅黄氏”以黄孔昭、黄绾祖孙显。黄氏祖先从福建迁
至黄岩洞山（现温岭洞黄），黄孔昭廿岁时始迁黄岩城内后
街，黄绾再迁江北新宅。与“西桥蔡氏”一样，洞黄黄氏明中
期开始“起飞”。黄礼遐，字尚斌，号松坞，以孙黄孔昭贵，赠
南京工部右侍郎。

蔡阡、蔡思、黄彦俊

蔡阡，叔茂子，字尚明，号俟轩。阡自幼慕义，尚文重义，
教乡人子弟读书诲人不倦，贫者给以书籍。

蔡思，阡弟，官四川巴东知县，有德政。因向往羡慕陶渊
明的隐居生活，自号“慕陶居士”，并将自己居所称作柴桑
里，现在的柴桑巷据此得名。蔡思做官回家，“台苑诸公以

《归去来辞》分题赋诗赠之”，女婿黄孔昭亦参与其中。
黄彦俊，礼遐子，孔昭父，名愉，以字行，明正统元

年（1436）进士。任兵部主事，卒赠工部侍郎。蔡思与黄彦
俊是儿女亲家。

黄孔昭、蔡敦

黄孔昭，彦俊子，号定轩，晚号洞山迁叟。天顺四
年（1460）进士，弘治元年(1488)官至南京工部右侍郎、代
理尚书，著有《定轩集》等，与谢铎同编方孝孺《逊志斋集》
30卷等。卒赠礼部尚书，谥文毅。

蔡敦，阡子，性淳朴端严，言行效法古人。成化中，由岁
贡历丹阳教谕，九峰九老会成员之一。

蔡馀庆、黄俌

蔡馀庆，蔡敦子，字从善，号瘦石，成化二十三年进士，
为明朝内阁首辅李东阳所器重，官至山东参政，墓志铭今存
道林寺。蔡馀庆与柏山王启同年中举，第二年同时中进士。
王启比蔡馀庆早逝，蔡馀庆为其作墓志铭。

黄俌，黄孔昭子，黄绾父，字汝珍，成化十七年（1481）进
士。官文选郎中，卒赠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

黄绾、蔡绍科

黄绾，黄俌子，蔡思的曾外孙，字宗贤，号石龙，又号久
庵居士，明代著名哲学家。黄绾承祖荫任后军都督府都事，
于嘉靖元年（1522）起复，任南京都察院经历，后升礼部右侍
郎，著有哲学名著《石龙集》《久庵文选》等。

黄绾后因病返里，受前人钟爱翠屏美言妙语诱惑，属意
“翠屏秀气”，向往“花柳之丽，雪月之胜”，遂决意迁居江北
新宅，在紫霄山下营造石龙书院，又在委羽山建文毅书院。

正德五年（1510），他成为王阳明门人。灵岩的“二公
亭”，也是黄绾所建，以待王阳明、湛甘泉二公。王阳明和湛
甘泉都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王阳
明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黄绾与户部主
事郑善夫结为知友。郑善夫号少谷，黄绾专门为郑善夫来
访，建亭于翠屏山，遂有“少谷亭”，并作《少谷亭记》。

黄绾对杜范也非常崇敬，作《灵岩石室宋杜丞相范曾
此读书》“天开石室如虚阁，丞相曾闻此下帏。”他还曾修复
杜范墓，“置立清献杜公范墓山祭田，择其裔守之”，有《谒
杜清献公墓》记述。黄绾还买山迁葬文肃谢公铎，并与其诸
孙贫无娶者聘之。

黄绾留下了许多吟咏家乡美景的诗句，如《宿灵鹫
院》。在《九日宿迁忆诸昆弟》中，将“汉城”写入诗中：“不见
汉城青入眼，可堪淮浦碧连云。”汉城乃紫霄别名，《嘉定赤
城志》有载。遥想昔日紫霄山，竟然有“汉城”“莆林郡”这般
的辉煌历史。城南壕头古有霸王庙，城北翠屏山古有汉王
庙，岂不壮哉！

蔡绍科，馀庆子，字宏哲，号龟厓。弱冠举正德二年乡
试，授海州知州。蔡绍科刚上任，就碰到海州旱灾蝗灾同时
爆发，他积极组织抗旱灭蝗，一心扑在赈灾上，殚精竭虑。巡
抚席书知道后非常满意，大加赞赏。

蔡绍科在大理知府任上，更是政绩卓著，可圈可点。他
是第一个发布政令禁止轻生的知府。大理当地有轻生的陋
习，就是现在说的“溺婴”，即如果生下的是女婴，当即浸死。
蔡绍科发布政令禁止轻生，减轻百姓的徭役冗费，使女婴都
能存活下来。

他开馆重修《大理府志》，杨慎为之作序。为发展当地经
济，方便百姓互通有无，蔡绍科首开“朔望市”，这在全国也
是独一无二的。何谓“朔望市”？旧称农历每月的初一为“朔
日”，十五为“望日”，每月的初一、十五为集市日，故称“朔望
市”。

蔡绍科是黄岩的“四知先生”，是黄岩人民的骄傲。“四
知先生”是史上最著名的清廉故事，东汉时杨震暮夜却金，
人称“四知先生”。蔡绍科不但廉洁奉公，而且和土官和平合
作治理少数民族地区，是民族和谐的榜样。万历《黄岩县志》
记载蔡绍科任大理知府时，有一个土官有事想请蔡绍科帮
忙，生怕被别人知道，就在夜里带金数百，在蔡绍科必经之
路等他，被蔡绍科严词拒绝。蔡绍科不指名在知府墙上张榜
警示曰：“公庭三尺法，暮夜四知心。”老百姓闻讯争相传颂，
称蔡绍科是杨震再世，“四知先生”。

蔡绍科还热心家乡公益事业。方山“紫阜双塔”为邑城
风水塔，“吾乡朝野人文率于有塔时为盛”。嘉靖四十四年重
修时，邑人王铃撰《永宁山双塔记》碑文，大理知府蔡绍科篆
额。俗话说“造桥铺路大有功”，据光绪《黄岩县志》记载：“五
马桥，在县西城侧。案：明大理知府蔡绍科建。”

蔡宗明、黄承忠

蔡宗明，蔡绍科子，字稺含，号二酉，万历十七年（1589）
进士，历礼部郎中。他不苟取与，不择利害，屡疏保东宫罢
职。光宗即位起原官，已卒，赠尚宝司少卿，祀乡贤祠。他曾
为蔡荣名《芙蓉亭诗钞》作序。

黄承忠，绾第五子，字伯已，号九野，于书法、绘事、农

圃、卜筮诸书都很有成就，书法得晋人遗意，旁及花鸟。别
人得到他的字画，如获珍宝。他与陈公纶、王允东合编《三
台文献录》。诗集《九野选稿》，外甥新建伯王承勋为之刊
行。

黄惟楫、蔡荣名

黄惟楫，黄绾孙，字说仲，与兄（弟）维栋上仲并有声公
卿间，称二仲。其诗多与王世贞、区大任等唱酬之作，《黄说
仲诗草》十八卷，冯梦祯、区大任作序。《柳毅传书》是大家
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但你知道黄岩人也写过这个故事的
剧本吗？剧本的名字叫《龙绡记》，作者就是黄惟楫。他的出
现，填补了黄岩史上没有传奇作家记载的空白。《龙绡记》
被选入《曲品》。《曲品》是明万历前戏曲家的排行榜，黄惟
楫是黄岩唯一“入格”《曲品》的剧作家，整个台州也只有临
海人状元秦鸣雷与他俩人。

明代已知的剧作家仅有黄惟楫，但在茫茫书海中，突
然惊鸿一瞥，隔帘花影，尚能看到其他剧作家模糊的背影，
蔡荣名便是其中一人。蔡荣名因为蔡缸爿与荔枝街的故事
家喻户晓，他还有诗《春日东轩》：

弱子已四龄，索食牵余手。
家园颇盈丈，惟植芹与韭。
细君习低唱，可以侑杯酒。
荣贵不可期，功名亦乌有。
但愿无疾病，与尔同白首。

这首诗写了家里的日常，不仅写了幼子，还提及夫人
学习戏文。夫人学习戏文，剧本哪里来？丈夫或抄或买，还
有可能自己制作，可惜没有记载。

蔡荣名与黄惟楫家很有渊源，《芙蓉亭诗钞》中就有蔡
荣名与黄惟楫父兄的酬唱。一次与黄惟楫父黄承忠（字九
野）在杭州诗酒欢度中秋，《武林中秋同黄九野王兴绪饮唐
美之月台》：“自怜四十年将暮，笑向唐生一举杯。”另一次旧
地重游写诗寄黄惟楫兄上仲，《报黄上仲》：“若问旧游相忆
处，几经鸿雁度微霜。”

《中国人名大辞典》收录黄岩有史以来80多位名人，蔡
荣名是其中之一。著名教育家、经史学家王棻在《黄岩集凡
例》中高度评价蔡荣名：“蔡簸凡以山人执贽门下，最为凤洲
（王世贞）所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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