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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

王灵恩

咨议局，恐怕是一个陌生的名
词。然而在清末，它确是一个热捧
的词汇。是时，清廷高调新政，预
备立宪，咨议局应运而生。稍类似
于西方地方议会机构的咨议局，实
际上是在省抚部院直接领导之下
的舆论代表或代议机关。咨议员
的头衔也很新派，能置身其位的不
是鸿儒耆宿就是名绅名士。每府
按人口比例配额选举，基本标配为
每县必配选一员。

浙江咨议局在宣统元年(1909)
成立。首批 117位咨议员当中，就
有一位叫蔡裔麟的宁海人，他是台
属宁海的民意代表。身处立宪自
治浪潮中的宁海人，还有童建侯、
叶颂清诸君。

1908 年 11 月 13 日《申报》题
为 《各省筹办咨议局……二十
四》云：“筹办处议定每府设分参议
一人。昨日，台州旅杭同乡会由叶
子布君发起为公举分参议事。假
清泰门首长庆寺内开会，军学界到
者仅数十人，提议台州内地未曾选
举分参议，可否由旅杭军学界五六
百人中选举分参议一人。嗣由池
子干君言，今日到会仅属少数，未
便议决，应即发电至台州各界，俟
复电后，再行定夺。杭州分参议员
闻已由卓守芝楠，商同各巨绅推举
某绅，日内即将揭晓。”

此则新闻所云的就是浙省筹
办咨议局的事，事主叶子布即本邑
力洋人叶颂清。叶颂清，字子布，
号道根。当时他在浙江陆军小学
堂任提调，属浙江清军中下级军
官，在杭垣台州人中颇具人望。

1909年3月20日《申报》之《各
省筹办咨议局……四十三》 所
载：“又闻永嘉县初调查册颇觉模
糊，且多遗漏，司选员童伯康于十
一日到境，正册仅造十余张。童君
深为惶急，乃谒盛令请派书吏十余
员，日夜赶造，于十六日告竣。十
八日，始将总分榜写成，分贴各
区。现在童君复将记事簿中查对
其有嗜好者，无论已戒、愿戒、在戒
各员，均另造一册，申送府县。又
请盛令再派名誉审查员，复查酌结
公费。”

另一则 1909 年 5 月 30 日《申

报》之“各省筹办咨议局……六》所
载：“永嘉县初选举定于四月十五
日投票，十八日开票。恐放弃选举
权者之多，特先期于四月初一日下
午一点钟在郡城隍庙开会演说，到
者三百余人。先由初选监督熊令
宣告开会宗旨，次由司选员童伯康
演说咨议局议员与国家人民之关
系，郑伯鸿君演说咨议局议员与地
方人民之关系。”

两文事主童伯康，即民初宁海
县首任知事童建侯，本邑前童人，
与童保喧、童一秋一起，并称前童

“三伯一秋”。当时他作为省调查
局调查员派往温州永嘉，成为一名
指导协助永嘉县选举咨议员工作
的司选员。据清末《浙江官报》宣
统二年（即1910年）第13-16期《省
城各署局处所职员一览表》记载：
童建侯，浙江宁海，法政毕业，浙江
省调查局外府调查员。为当时清
末省抚署机关里唯一的宁海人。

而宁海名绅深甽大蔡人蔡裔
麟，晚清岁贡出身，曾任象山县令，
是宁海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省咨议
局咨议员。他曾是咨议局 24名常
驻议员之一，可见这位蔡先生是位
齿德俱尊之士，在咨议局里列衔重
要席次（居四十一席次）的议员。
要知道，浙江咨议局当时集合着诸
如陈介石、沈钧儒、陈叔通、褚辅
成、陈训正、黄式苏等一批有影响
力的缙绅大佬和学界大伽。能被
推选为省咨议员，毕竟他们是一批
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企求社会改
革，探求在开明专制下建立宪权这
样宏愿的“进步的保守分子”(韦慕
庭语)，这些议员是中国传统士绅
的最后一代。关于蔡裔麟在咨议
局里的作为，馆藏近代资料及《申
报》、《时报》等媒体均有所披露。

如 1909年 7月 23日《申报》之
《各省筹办咨议局……六》所载：
“台州议员十六名，初次开票足额，
姓名如下：张乃明、郑际平、何奏
黄、周钟俊、金尚诜、黄崇威、管穰、
蔡裔麟……”

作为宁海民意代表蔡裔麟声
孚众望，有资料表明，他驻局期间，
扮演了极为重要角色、他作为第五
股建议审查员（共 18人）及第五股
主查员等要职，广泛参与咨议局内
部各种事务。由此可见，蔡在咨议

局里为人持重，办事老道，从宦经
历颇丰，地位应属不浅，在议局内
享有一定的威望。

1909 年 10 月 23 日《申报》之
《浙江咨议局第六次大会情形》
新闻记载：初七日午后一时十分，
摇铃开会。正议长宣言今日选举
第三、四、五股审查员，由书记分票
挨次填举投匦。第一次检票实到
人数八十九人，不到者二十八人。
至检票时，书记报告票数与人数不
符。开票唱名毕，邵羲起言：顷闻
书记长报告票数与人数不符，究属
如何不符，请声明理由。辞色甚
厉。嗣闻贾燊多一名片，以致不
符。邵羲再三诘责，议长令书记长
勿言，遂止。选得第三股法律审查
员张善裕、王家襄、邵羲、王序宾、
刘耀东、陶葆霖、金葆樨、褚辅成、
王廷扬，第四股庶政审查员当选者
为陈训正、梁有立、张芬、王佐、郑
永禧、余镜清……书记即分票，每
票以十八权当选，计得第五股建议
审查员王世裕、张芬、郑际平、蔡裔
麟、周斌、黄炎、赵镜年……”

而翌日的《申报》之《浙江咨议
局审查会纪事》云：初八日上午，咨
议局全体议员在事务所集议，并不
发给旁听券。续选各股部长，当选
第一股部长蔡焕文、第二股张棣、
第三股蔡汝霖……

同日《时报》的《浙江谘议局纪
事》也有类似报道。从中可窥见咨
议局开会之一二，如涉及各项选举
事宜、审查各种议案、讨论抚台方
面的有关议题，无论政治法律，还
是社会民生，凡此种种，无不涵
纳。当时的议员也比较敢于直言，
甚至向议长发难追问，这也算是清
廷迫于情势顺从民意，为驾驭民风
而所谓开禁肇始时期特有的样貌。

尤需提及的是，蔡裔麟作为
浙江立宪派的中坚与骨干，他与
其他 53名咨议员一道，联名参与
浙江保路运动的陈请活动。1910
年 9 月 7 日 《四明日报》 的一则
《咨议局呈请开临时会文》新闻是
这样报道：“浙江咨议局议长陈黻
宸，副议长陈时夏、沈钧儒，议
员叶诰书、蔡裔麟、刘耀东、管
穰、王序宾……谢元寿、张美翊
为呈请事。查《咨议局章程》第
三十三条内开“临时会于常年会

期以外遇有紧要事件，经督抚之
命令，或议员三分之一以上之陈
请，或议长、副议长、常驻议员
之联名陈请，均得召集，其会期
以二十日为率”等语。窃自浙省
铁路几经艰巨困难，始达完全商
办之局，当拒款事起，贩夫竖子
以及劳动食力之辈，莫不争先认
缴，万众一心，集股得逾千万之
巨。七月十九日，总理汤寿潜奉
旨革职，不准干预路事。人民闻
信，惶骇异常。佥以浙路本属商
办，总理系由民选，汤寿潜以言
获罪，非以路获罪，朝廷罪汤寿
潜并非罪及于路。总理不准干预
路事，则商办不完全。邮部饬令
另举总理，则民选为无效。投资
者俱莫明理由、各府州县团体及
旅居外省绅商纷纷集议，函电到
局，日必数十起。其他劳动食力
之辈，传闻异词，误会殊甚，类
皆以为血本无着，愤懑不平。凡
此情形，亦殊可虑。本局立于代
表舆论之地，内疚人言，外虑暴
动，应视为紧要事件，呈请召集
临时会议。议员赞同陈请者已在
三分之一以上，适符局章三十三
条之规定。况业奉抚部院定八月
初一日为常年会召集之期，早经
行知各属，亦较临时召集为便
利。理合呈请抚部院鉴核，酌定
日期，札行到局，俾得预备。为
此合词，呈请抚部院迅予施行，
须至呈者。”

当时，浙江绅民挽汤挺汤的呼
声十分强烈，这次由咨议局正副议
长领衔发起，共有 54名议员联名
为挽留浙江铁路公司原总理汤寿
潜向朝廷及浙江巡抚呈请，声势可
谓大矣。汤在浙路事件名声大噪，
与四川保路运动遥相呼应，让他积
攒足够的人望资本。他本身就是
政坛耆宿，学术名望也极高，再加
上这次保路运动，这为他日后成为
辛亥年浙江光复后的首任都督和
民国临时政府首任交通部长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这次声势浩大的
浙江保路挺汤浪潮，蔡议员裔麟功
莫大焉。

立宪运动中的宁海人蔡裔麟、童伯康、叶颂清

金烈仁

缑城三坊墙弄在东门。东门
三大姓：袁、黄、王，三坊墙弄
一带区域为黄氏族人的聚居地。
志书上写道：三坊墙弄，南起东
大街，北至环城北路，长 280米，
宽 1.5至 2米，卵石路面，该处原
有三座牌坊，古称集三坊，因名
三坊墙弄。

三坊墙弄是一条笔直的路，
路的两侧，有着高高围墙的民居
鳞次栉比，与桃源桥一带的繁华
喧嚣相比，这里宁静安详，并且
洁净典雅。路边有一口古老的水
井，看下去，黑乎乎的。在缑城
的多个地方，这样的古井让人难
以忘怀。

三坊墙弄在缑城之所以有一
定的知名度，那是因为此坊间，
有着不少的美丽传说，有些则是
真实的人文与历史。三坊墙弄，
缑城第一所近代小学——柏屏小

学就建在此地。据记载，其为光
绪年间进士黄和銮与族人黄方珪
建于 1901 年。取名为柏屏小学，
原因是三坊墙弄的黄族称为“
柏屏黄”。说起“柏屏黄”的来
由，又是因为黄姓高祖乃南宋期
间自福建迁来，曾在他的居所庭
院栽种 12株柏树，并列如屏风，
后人就称之“柏屏黄”。南方人

“黄”“王”同音，这正好与毗邻
的“塘心王”区别开来。

三坊墙弄一带的黄氏家族崇
尚文化，多有书香门第，历代有
学子才俊金榜题名。古有“一门
三进士，五代勋臣第”佳话流传
于今；近有黄正铭、黄寄凡等才
子为缑城人所乐道。黄正铭小时
毕业于柏屏小学，后为台大政治
系教授，因学术成就蜚声中外，
台湾蒋氏题书“清勤树绩”，现此
匾悬挂于宁海黄氏宗祠。黄正铭
与浙东才子黄寄凡的老宅，就在
三坊墙弄当中的位置。

三坊墙弄边上有
一个大东门颇有特
色。缑城有所谓“柱
脚不落地”的建筑就
在这里，据传只有功
勋显赫的家族才能享
受这份殊荣。明万历
年间，有象山人邵景
尧赴京城赶考，途经
宁海得病，被黄氏族
人黄思轩救起，并帮
其进京，后官至礼部
右侍郎。他为报答恩
情，赠有“诗礼传
家”匾额和“五代勋
臣第，三朝礼学门”
柱联。后据此建大东
门于三坊墙弄边上。

东大街北片旧城
改造如火如荼，旧貌
换新颜。有着厚重人文的三坊墙
弄也即将消失。

城东三坊墙弄

葛志德

明太祖朱元璋曾说，严子陵是
无补于世的罪人！朱这样评严，显
然是站在帝王的立场上，但翻开历
史，他的话也不无道理。

关于严的历史记载，三家史书
都写到刘秀与严一起“游学”。所谓

“游学”就是“远游异地，从师求
学”。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

“老同学”。刘秀打下了江山，百废
待兴，亟需人才襄助他治理这个饱
受兵灾戕害的国家，于是，刘秀“安
车玄纁”，去接他，可他“三反而后
至”。来了之后，封他做大官，但他
还要跑。人说“士为知己者死”，他
连一个“士”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说，刘秀是个昏君，你不想
为虎作伥，这还说得过去，可是刘秀
是难得的明君。毛泽东主席称他是
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会打仗，
最会用人的皇帝”。他任人唯贤，唯
才是举，选拔士人，充当各级官员
……人说，“君明奸佞远”，以此判
断，严至少有小人之嫌！

有的文章说刘秀封严的官不够
大。袁宏的《后汉纪》中说，“天子欲
以三公”。“三公”还不大，让刘秀把
皇位让给他？像严这样身无寸功的
人，这官已不能再大了。所以“官封
得不够大”的理由应该排除。

有人说严与司徒（宰相)侯霸合
不来，或瞧不起他，不想与之同朝为
官。两人先前是老朋友，人家官做
得大，嫉妒？还是侯的才不及严？
翻开史书，侯是一个人物！因功绩
卓著，封关内侯。侯的唯一污点是
新莽时任过淮平太守。任过伪职就
要被一棍子打死吗？齐桓公以管仲
为相，刘邦以韩信为将，没有一点气
度，如何干大事？

有的文章说严是学黄老之术
的，因此他不想做官，喜欢“钓鱼”。
这恐怕是为严不仁不义，冷酷无情
作遁词，史书上也无此记载。

严到底是学什么的呢？我想他
应该是习儒的。

“言为心声”，从严“怀仁辅义天

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的话来看，
他主倡的是仁义。仁义是儒家思想
的核心；“阿谀顺旨”是儒家极力反
对的。

再从历史上看，汉武帝采纳董
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
只有儒术一花独放。由此推知，严
与刘秀只能是太学里的同学，他们
研习的也只能是儒学。可是儒家是
积极入世的，如孟子“达则兼济天
下”，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他们
的一生都致力于以礼治国，建立“天
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而严呢？他
是消极遁世的，他学的是治国之道，
碰到的是明君，所处的是明世，并且
让他做大官，让他大显身手——这
是所有儒生梦寐以求的良机，可他
却不顾老同学的情面，不顾国家兴
废，不管百姓的死活，居然跑去“钓
鱼”！

这时候，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
一个疑问：严会不会是惧怕真龙的
叶公？抑或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

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记录：
严说错一个历史典故“巢父洗耳”。
史学家故意让严说错，以显其无才？

这令我想起一个故事：千金买
骨。刘秀是个极其睿智的皇帝。他
平定天下，急需大量的“千里马”助
他治国理政。如何得“马”？于是他
想到了这位年已七十五岁高龄的老
朽、老同学，让他充当千里马的骨
头，上演了一场四征严子陵的双簧
闹剧，以此树立自己礼贤下士、求贤
若渴的形象，来招揽天下贤才。

这虽是个猜想，但严子陵确是
起到了“死马骨”的作用。后来刘秀
帐下，人才济济，东汉江山很快就得
以巩固和发展。范仲淹说得好：“微
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
遂先生之高哉？”这个双簧戏，使刘
秀名利双收，也让严这块“千里马的
骨头”为骨而香，并且香到现在，或
许会永远香下去！

“为骨而香”严子陵

留住缑城记忆
县征收办联办

龙宫育英书院

潘国贤

拔贡，明代泛指选拔贡生之
制。清初定为五贡之一，每 6年一
次。冠庄人潘采田（1753-1839），
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考选上拔
贡。

据《冠庄潘氏宗谱》 2014年第
四次修编本资料：潘采田，生乾隆
十八年，卒道光十九年。乾隆己酉
拔贡，选授新城 （属杭州府） 教
谕。经史之学，夜不分倦。尝勒座
右铭曰，三德六行有愧，五经四书
死方休，并书此垂训。

上述内容部分老县志亦有载
之，同时收载潘采田著作《愚叟资
暇录》、《渊鉴述指》、《易经精义锥
指》等。

县文史专家严伟于 2014 年为
《冠庄潘氏宗谱》续修，在黄坛后
王村严才达“益善堂”老宅中，发
现潘采田在道光十八年（1838）撰
书的《兰王盈庭》匾额。匾文为：
戊戌夏，余游甥厅事，见其花木缤
纷，鱼鸟驯适。因与客弹棋酌酒于
其间，欣然如披群芳之谱，人聚景
之园，谢幼度所云，艺兰玉树，生
于家庭者不当为甥祝乎！故乐为之
跋。八十六叟愚舅潘采田拜题。

严伟又撰文：黄坛益善堂为宁
海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道光年
间，益善堂主人与冠庄贡生潘乾琏
家族关系非常密切，潘严二家是亲
上加亲。益善堂内保存着潘采田手
书匾额，《黄坛严氏宗谱》载有潘
采田诗词，为研究地方史的宝贵资
料。

潘 采 田 于 嘉 庆 二 十 四 年
（1819） 续修的 《冠庄潘氏宗谱》
序文，译成白话文大意：乾隆己卯
年 （1759） 由象山姜白岩 （1736-
1813）先生竭力谨慎为我族修成首
部《冠庄潘氏宗谱》，迄今有六十
年了。现在族人商议点定邀请我编
纂本族续谱之事。要顾及到先贤传
统，就排列四卷、八目，谱册序文
为首卷，其次世系明确分支；世略

记载卒葬；世福记载崇祀典；世德
以追本溯源，记载好人善事；世秩
记载族中当官人；世藻记载族人或
外族人的诗文和杂记。下至有德妇
人、外来养子、僧人道士等人，一
视同仁，不可遗忘，做到尽善尽
美。

我不敢更改先人修谱版式，宗
谱有续谱之名，书籍有续集之称，
自 古 有 之 。 唐 朝 司 马 贞 （679-
732） 撰的 《三皇本纪》 补充西汉
司马迁 （前 145 或前 135-？） 撰的

《史记·龟策传》。还有东汉桓君山
（前 23 前后-56 前后） 撰的 《新
论》、班固 （32-92） 撰的 《前汉
书》 和 仲 长 统 （180- 220） 撰 的

《昌言》 的史书，均是同样的意
义。不是我聪明，所以说将六十年
后续六十年前的宗谱，谁说不可以
呢？何况我与姜白岩先生更有历时
长久的感情，先生修本族谱时，我
年少七岁，正在启蒙教育中，读先
生《竹枝词》作品时，常以清亮之
声 念 诵 。 长 大 成 人 后 ， 戊 戌 年
（1778），拿了自己的文章欣然前往
拜谒先生，敬请赐教指正，并和先
生共叙回忆在冠庄修谱时光，此
时，先生以儒士之言勉励关心我晚
辈。但宗谱能否修成忧心忡忡，嗟
叹不已，如果不成，则愧疚于姜先
生。后来，姜先生归西，我只能捶
胸顿足哀悼叹息，续谱之责不可避
开了。

不过，经几年努力，终于完成
了续谱编辑，但也是为本族桂苑琼
林，家族兴旺，光宗耀祖的责任，
寄望于子孙后代勤奋向上，弘扬光
大的事情。

我们的众多先人，为家谱文化
传承发展付出不懈努力。谱牒文化
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对氏族发展、地方史、
国史等方面的研究编纂，具有不可
缺少的原创性。

冠庄拔贡潘采田
与《冠庄潘氏宗谱》序

（一土 摄）

我县保存最完整的清代书院——深甽镇龙宫村育英书院，已修缮一
新。育英书院为县级文保单位，也是龙宫村首个启动整体修复的古建
筑。

修缮前 修缮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