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人轶事】

葛云高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
字希古，浙江宁海人，人称正学先生。他
是明初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思想家、文
学家。和许多历史人物一样，尽管有这
样或那样的时代痕迹影响，但当时“程朱
复出”“读书种子”说法以及他在学术、政
治、社会、文学、道德伦理等方面的理论
和实践，说明他不仅是中国传统道德的
继承者，也是文化的代表者。

方孝孺的忧国思想。提出要以法治
为基础。他说：“欲天下之治，而不修为
治之法，治不可致也。欲行为治之法，而
不得行法之人，法不可行也。故法为要，
人次之。两者俱存则治，俱弊则乱，俱无
则亡，偏存焉，则危。世未尝无人也，然
取而用之，与用而责成之，无其法，则犹
无人也。”他把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提到了
同等重要的地位，对治法与治人作了同
等强调。政治统治要保持持久和稳定，
最主要的就是要依靠良好的法治；而良
好的法治要得到良好的执行，则需要有
忠于法律意志的人。现在看来，这法治
思想仍有借鉴作用。

方孝孺传承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敬畏
文化。孔子曾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畏大人、畏君子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
畏也。”民谚亦云：“万事劝人休瞒昧，举
头三尺有神明。”方孝孺曾言：“凡善怕

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
有逾矩，亦不出大格。”意思是凡知道畏
惧的人，必言谨身正，说话有分寸，行为
不冲动，虽偶尔有些出格之处，但不会出
现大的过失。方孝孺所言的“善怕”，就
是今天所说的知敬畏。对于从政者而
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保持洁
身自好、清正廉洁的重要基础。某种意
义上，善怕才能善为，知敬畏才能有大作
为。

治法与治家并重。方孝孺的治家思
想有“爱其子而不教，犹为不爱也；教而
不以为善，犹为不教也。”大凡做父母的，
都有爱其子女的人伦常理。但如果爱子
女，不加以教育，放任自流，就是溺爱
了。在教育时，不教子女做人要善良，也
就是不教育。

反观近年来有些父母亲，有“穷孩富
养”之说，使子女奋斗精神缺失，产生懒
惰。现奉劝做父母的要切记方孝孺的治
家格言，面对子女受不法利益的诱惑，要
多想想做人的良心，社会的责任，要多想
想可能带来的后果。如果把孩子比作一
棵小树苗，那么父母的素质就是孩子成长
最基本“水土”。这里所说的父母素质，不
是指他们学历高低、本事大小，而是指他
们的品性作为和对子女的教育方法。

方孝孺的忧国忧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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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杨灵统

俗语有言：“宁波客商，绍兴师爷，
台州绿寇。”可见台州一带的绿寇很出
名。那么又何故称绿寇呢？

据《临海志稿》载：“咸丰元年，有广
东海盗船入侵海门（今椒江）、黄岩、温
州三镇，清军水师抵挡不住，海盗占据
海门10日，焚烧竟日，直逼至黄林洋，因
盗船形似蚱蜢，船壳涂绿色，滨海民众
呼为绿壳。”久而久之，绿寇就成了宁
波、台州、温州等浙省沿海对强盗的代
名词，不论是本地亦或外来的。

民国时期，台州绿寇占山为土匪；
占海岛、游戈海上为海匪，防不胜防。
如1910年6月11日《申报》所载：“宁波、
定海洋面海盗猖獗，商船被劫之案匝月
而至数十起，商旅戒严，致韭山、岱山等
处渔船不敢放洋。”台州绿寇不但劫掠
海上商旅和渔船，还上岛来抢劫。

有关绿寇的消息，上海《申报》不断
有所报道。

绿寇的祸害使广大民众深感忧
愤。北伐胜利，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
后，浙江成为京畿之地，蒋介石最为看
重于此背景，黄埔师生纷纷投身浙省，
以维治安。笔者浏览民国《申报》时，不
意竟看到两位宁海黄埔学生在台州打
绿寇的报道，深有感触。

1928年 10月李士珍调任省保安队
第五团团长，驻防台州，肩负六县治安
之责。李士珍，黄埔二期优等生，浙江
宁海人也。宁海旧属台州，现归宁波。

据《李士珍年谱》载，1929年“时披
山岛亦集盗匪千余，势甚猖獗。先生特
组奋勇队，亲自率领直捣匪巢，生擒数
百，匪患始平。”据是年 7月 5日的《申
报》，笔者看到题为“披山股匪已完全扑
灭”的报道，对李士珍先生打绿寇有着
更详细的描述：

“四属剿匪指挥部，日前调动水陆
军警，乘舰围剿披山海岛股匪一事，兹
悉该项股匪，已被军警攻溃，现正在穷
搜残匪，兹录驻台保安队第六团（注：第
六团有误）第六团长李士珍捷电如下，
剿匪指挥官王钧鉴，感电计达，海匪张
云卿尹小眼等，联合各股，数逾三百，占
据披山海岛，凭险顽抗，职亲督职团阜
团附徐营长等，率部会督外海水警唐督
察长各舰队，及第四团孙骆两连等，于
拂晓三时半，开始攻击，分三路，以职团
为主力，组织奋勇队任左路，右水警，中
四团，七时许职团奋勇队由左路首先攻
上，旋右路亦相继登岛，激战约九小时，
毙匪百余，挟械投海溺毙者，不计其数，
生擒及获械颇多，救出难民数十，官兵
死伤约二十，业已完全扑灭，现在督队
在该岛各岩洞穷搜中。”

9月4日，《申报》续报，“海盗六名押
解来甬”：“驻扎海门保安队第五团团长
李士珍昨日在温岭县属莫家庄杨元芳
家续获披山漏网海盗张正寿、莫正芳、
方兆林、周从良、王邦增等六名。昨日
派兵押解来甬，呈送指挥部核办。”

士珍在台州一年有余，打绿寇功绩
卓著，有力维护了地方安宁。1929年12
月，李士珍辞团长职，之后赴日本考察
警政。士珍履职台州之初，适逢浙东大
荒，他发动慈善机构捐集巨资，亲往灾
区散放饥民，受活无算。

无独有偶，1938 年 12 月 31 日《申
报》的一则通讯，揭开了另一位宁海黄
埔生在台州打绿寇、抗日救国的尘封经
历。

1938年初，秦友庸被国民政府简派
到浙江省第七区任保安副司令。浙江
省第七区指的是浙江台州地区，辖临
海、黄岩、温岭、天台、仙居、宁海、三门
等地，驻地海门。浙东沿海大部，皆在
浙七区辖内。

秦友庸，亦是浙江宁海人，黄埔四
期生。

抗战期间海门是重要港口，诸多战
略物资通过海运，由海门港口运往内
地。现在的海门老街，还能看出当时的
繁盛。而当时的绿寇，不但有前述之劫
掠恶行，更甚至与倭寇内外勾结，做卖
国勾当。

1938年9月，日机大规模轰炸台州，
海门被炸死 34人，伤 28人，日舰登陆大
陈岛，还驶至海门港开炮。原定在日机
轰炸的掩护下，汉奸勾结日寇，由日舰
护送大批土匪在海门登陆，同时汉奸指
挥潜伏各处的土匪乘机暴动，以期在台
州城成立伪政权。幸赖第七区发现及
时，平靖沿海，控制了局势。

秦氏奉派平靖沿海的事迹，在 1938
年 12月 31日的《申报》第 8版有详细报
道。报道大标题“浙七区保安副司令秦
友庸肃清沿海各岛土匪”，小标题“匪火
拼后投诚自新缴各枪械安护地方”，正
文如下：

“（台州通讯）海门浙省第七区保安
副司令秦友庸，自奉令派驻温岭松门剿
匪以来，迄今将近三月。当时除小股土
匪十余班外，尚有大股土匪小眼三，及
福来小玉等百数十人，枪械齐全，持强
顽抗，似不易破。继则秦司令设计攻
击、饬属进剿、购线通报，并另招抚自新
土匪。无何匪众果意见分歧，自相火
拼，而逃出匪窟自新投诚，遂至薄弱，所
以乘机进剿，匪胆寒心。由此上大陈、
下大陈、琅矶山、黄礁山、道士冠、白岩、
披山等海岛土匪，如张老五等，次第肃
清，现东南沿海各地，平靖如常，民皆安
居乐业。

闻此次秦司令亲赴温岭剿匪，总计
缴来小钢炮、机关枪、木壳枪、手枪、步
枪等，有一百四十二支，枪毙土匪五六
十人，救回难民数十人，投诚匪首福来
小玉等四五十人，近因剿匪内有伤亡，
现尚有三十六名，均明大义，痛改前非，
听政府命令，保护地方，实属难得。于
投诚匪首福来小玉等，令饬回转大陈
山，从事国防，并使其保卫地方。现秦
司令奉邢专员电召，业于前日返海门
矣。”剿匪经过，有如传奇。当时第七区
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的是邢震南将军。

闻秦友庸在海门善待百姓，不畏豪
强，当时地方上赠匾褒扬，至今当地仍
有人赞颂他的事迹。

黄埔军校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也是
一个时代的缩影。身为黄埔学生的李
士珍、秦友庸先后在台州肩负治安之
责，除匪安良，功绩可表。这两位黄埔
生皆历经北伐、抗日，一生践行了爱国
爱乡的黄埔精神。是为宁海先贤也。

宁海黄埔生台州打绿寇

【风土人情】

王成通

过年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宽
泛意义上讲，是从过完年后就开
始的。新年刚过，竹林人又要为
下一个过年作计划了。比如，何
时买回一头小猪作为新一年的年
猪来养；开春尽可能多孵几只小
鸡，用于吃年夜饭、正月招待客人
……诸多事项都要作通盘考虑。
这也许是过年为什么会在父母心
中沉甸甸的原因吧。狭义上讲，
过年从农历十月开始。因为从这
个时候开始，就要作些前期准备
了。生产队会按照每户的口粮分
给一定数量的松树，作为捣麻糍
的燃料。分到松树后，各家都要
派柴爿，派好的柴爿叠在院子一
角，成为冬日村中一道风景。

进入农历十二月，每家开始
忙碌开了。先要掸尘，亦即大扫
除，房子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进行
一次彻底的清洁，脚箩、米箩、米
背等各种器具都要拿出来清洗，
被子要拆洗晾晒。有条件的家庭
还会请裁缝老师做过年衣裳。

农历十二月初十后，各家陆
续开始捣粳米麻糍了。就是用当
年的粳米，清洗干净，沥干后放石
磨上磨成米粉（现在用机器碾）；
再将米粉放大箩里，边加水边进
行搓揉，这个过程叫守粉；再放到
灶上蒸。蒸米粉自始至终都要用
旺火，十月派好的柴爿就派上用
场了。米粉蒸熟后，倒入捣臼中
反复捣制，直到变粘变团；再端出
来放在面床上，用面杖擂至适当
厚薄，再切成块，这样粳米麻糍就
制成了。粳米麻糍软硬适中，作
为传统美食，每家都要捣。由于
捣粳米麻糍转手多耗体力，因此
都是轮流捣的，今天你家，明天我
家，大家你帮着我，我帮着你。这
种乡风，在竹林已延续了数百年。

农历十二月二十之后，过年
的氛围更浓了。这时，爆米花匠
会担着行头在村中转悠，边转边
叫。听到吆喝声后，一般家庭都
会端上几升米和苞芦，再带上柴
爿，爆上几铳。条件好一点的家
庭，还会用番薯煎成糖淋，用所爆
的米花打成米糖，藏到酒埕里。
与苞芦花、米花一起，用来正月招
待客人。

竹林村也有杀猪过年的习
俗。进入农历十二月，各家陆续
开始杀年猪。那个年代，基本上
每家都会养上一头肉猪，或杀或
卖。一般会把板油（即猪大油）留
下，作为一家人一年的食用油。
那时，猪肉吃起来非常香。家里
也会趁杀年猪的机会，送年谢。
是指在农历十二月，给丈母娘送
去一刀肉，有条件的加上几条
鱼。这个习俗出处无从考证，大
概有过年时节，女儿女婿惦记父
母之意吧。

农历十二月廿七，对于前童、
竹林的人们来说是个重要的日
子。这天一大早，人们肩挑车拉，
将土产送到前童黄洋市（最早在
前童与栅下之间的溪滩，后改在
前童小学后面，现在则是前童新
街）。黄洋市上，鸡鸭鱼肉、蔬菜、
农具一应俱全。竹林村几乎每家
都会到黄洋市赶市日，穿梭在各
摊贩间，采购年货。由于离正月
拜岁客到来还有几天时间，采购
来的鱼洗净后，挂在通风阴凉处，
防止变质。猪肉、杀好的鸡鸭，也
会用同样的方法保存。当时农村
基本上没有冰箱。

临近大年三十，每家开始做
豆腐。所做的豆腐除了年夜饭吃
点外，余下的会制成豆腐干。豆
腐干的制作过程是这样：将豆腐
切成薄片，两边都煎成焦黄，然后
一层豆腐一层盐放入瓶里，能保

存较长时间。除了做豆腐外，还
要扼粽，有糯米粽、粟米粽、红枣
粽等。当时很少扼肉粽，因为各
家的条件都不太好。过年扼粽子
吃粽子、正月用粽子招待客人，是
竹林村过年的一大特点。

吃年夜饭当天，或稍早一点，
家里会捣一臼或几臼糯米麻糍。
糯米麻糍散发着松花粉的芳香，
吃起来又糯又甜，越嚼越香。除
了年夜饭吃一点外，还与粽子一
起是正月招待拜岁客的主食，有
时还作为拜岁礼物送亲戚。信奉
佛教的家庭在吃年夜饭前，还有
一个请太公的仪式，这个习俗叫
还福，有的地方叫谢年。吃年夜
饭时，必须把分家居住的爷爷奶
奶请来；伯伯、叔叔家如果不是在
同一天吃年夜饭的话，一般也要
请来一起吃。一家人喝喝小酒、
讲讲白谈，享受着团圆之乐。饭
后，长辈会给晚辈几毛到几元的
压岁钱，祝福晚辈在新的一年里
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过去家庭还有贴春联、挂红
灯笼、年三十守岁到深夜十二点
后放鞭炮的习俗。现在，有亲人
们在一起打打麻将、扑克牌，看看
春节晚会等活动。但大年三十，
亲友间的娱乐必须在十二点前结
束，回到家里。因为，过年就是为
了团圆，全家人应该在一起度过
一年中最后的时光。

过年，父母与孩子心情完全
不同。有的父母担心过年，前面
已讲到，要进行大扫除、准备年货
等，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一定财
力。孩子们盼过年，因为过年有
好吃的，有新衣服新鞋穿，还有压
岁钱。特别是调皮捣蛋的孩子，
过年更是避风季。过年时节，家
家都图个吉利，即使孩子再顽劣，
父母一般也不会打骂孩子。

告别了旧的一年，正月初一

就到了。这一天，人们会穿上新
衣服、新鞋子，没有新衣服的，也
要穿上整洁的衣服。竹林村的习
俗，正月初一是不干活的，因为有
一种说法：这一天干活了，就会一
年忙到头。正月初一也不能向人
借钱要债，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
话：茄卵（傻的意思）茄多年，正月
初一讨铜钿。

正月初一一过，就到一年中
走亲访友的时间了，叫拜岁。竹
林村拜岁是从正月初二开始，一
般至正月十四结束，但也有持续
到阳历五月份。古人有“前门割
大麦，后门拜岁客”一说。拜岁时
间的安排上，如果上一年有亲人
去世的，正月初二会先到这一家
拜岁，以表达慰问。如果是上一
年刚结婚的新人，一般会在正月
初四到丈母家拜岁。子丈（女婿）
上门的这一天，丈母家会准备丰
盛的饭菜，并捣好糯米麻糍来款
待。通常还会叫上要好的亲戚朋
友作陪，这叫请子丈。正月拜岁
得带点礼物，早先有红糖、白糖、
红枣、荔枝干等，条件稍好是一双
白鲞。如果你是上年才结婚的新
人，到丈母家拜岁时，必须带上四
样礼物。正月走进任何一家，不
管你是否去拜岁，主人都会给你
泡上热气腾腾的橙皮白糖茶，这
是竹林人的待客之道。

走亲访友接近尾声之时，正
月十四也就来临了。别的地方一
般是正月十五过元宵节，而宁海
是过“十四夜”。十四夜，家家户
户裹汤包。吃了汤包，年才算过
完了，该出门做手艺的出门做手
艺，该备春耕的就备春耕。

竹林村过年习俗

【沧桑看云】

童相兵

上堂屋是前童一支重要的房
族，历史悠久，相传有不少祖宗的
匾额，由于历史原因，已无实物留
存，仅在家谱留下星点记载，爰作
记述如下。

德劭耆英：“劭”又作“卲”，
美、高的意思；“耆”即老。意为德
行美好，品性杰出的老年人。受
匾者是上堂屋第十五世祖童应
处。应处公（1589—1657），字崇
贵，号显吾。原本家业隆盛，后遭
不测至家境衰落，无奈带着家人
去岵岫岭望山。经多年勤苦，“不
辞寒暑，克艰厥家”，终于致富。
他在乡里多行善事，遇灾荒即施
人稠粥，米粟；建茶亭烧茶，供路
人解渴。他还喜周游各地，每到
一处便布金结缘。顺治年间，宁
海知县阮鞠廷以“有志克家，有善
勿伐”推举应处公为乡饮。乡饮，
乃当时郡邑评给族里德高望重之
长者的荣誉称号，县里要设宴隆
重招待。宴上，知县授予应处公

匾额“德劭耆英”。
齿德兼优：指高寿又有德行

的人。受匾者是上堂屋第十六世
祖 童 永 昌 。 永 昌 公（1619—
1683），字克修，又介宾，号绍文，
应处公之子。他一生勤俭，振声
克家，在岵岫岭致富后，建造了上
堂屋祖宅，又建书屋尺木草堂，请
名师教子侄。他为人方正不阿，
时值沧桑之变，族里有流亡者，招
而抚之，使之成家；对族里常行善
事，修桥铺路，行善施斋。康熙十
一年，知县崔秉镜推举永昌公为
乡饮，永昌公时年 54岁，觉得自
己还不够，再三推脱，崔秉镜专门
发了言辞诚恳的邀请帖。乡饮宴
上，崔秉镜题匾“齿德兼优”，以赠
永昌公。同在宴上，又有张广文
授予永昌公“望重乡评”的匾额，
表彰永昌公道德声望获得乡里好
评。一个人同时迭奖匾额，又父
子两人都获乡饮，在历史上也不
多见。永昌公在 1683年去世，时
宁海教谕张石麟为之专门写了祭
文。邀请帖与祭文均收录在前童

家谱中。
彤管流徽：彤管，语出《诗经》

之《静女》，后指女史记事的笔，此
代指女性；徽，美好。四字意即贤
母有美德。受匾者是葛氏。葛氏
（1648—1715），联三公配。联三，
谱名懋捷，字元济，上堂屋十七世
祖，清庠生。他一生好学，济贫周
恤，不吝钱物，曾参与族谱修纂，
题匾“永慕堂”挂大祠堂；42岁时
不幸早逝。葛氏“孀居矢志，上事
耆年公婆，下抚七龄之子，画荻丸
熊，篝灯课读”，儿子童炳璜于康
熙丁丑岁考入邑庠。葛氏勤俭兴
家，德兼以才，守贞 27年。康熙
四十七年（1708年），宁海教谕潘
江申详内阁学士、两浙学使彭始
博，彭赐葛氏“彤管流徽”四字，以
表彰葛氏勤、名、节、孝、敬、慈之
德。乾隆十三年（1748年），地方
官“又循例请旌，上荷覃恩给帑建
坊”，坊在今上洋坎。

德被渠阳：被，布施；渠阳，靖
县老城。受匾者是童一秋，匾由
湖 南 省 靖 县 百 姓 赠 。 一 秋

（1883——1962），谱名钟梧，字鸣
冈，号凤阳，上堂屋第二十五世
祖。光绪 31 年（1905），一秋 23
岁，以县试第一考入邑庠。后求
学于上海师范学校、杭州法政专
门学校。民国六年，任昌化知县；
民国二十年，任湖南省靖县县
长。靖县僻居湘、黔、桂交界处，
是一个苗、侗等族共居的地方，历
史上治安较乱。一秋到任后，大
力整治匪乱，整顿吏员风纪，整顿
城镇环境容貌，带头捐款兴办学
校，终使当地盗贼屏迹，城镇面貌
及政府形象焕然一新。民国二十
三年，一秋职满离任，当地百姓夹
道饯送十余里，赠之匾额“德被渠
阳”。

古代匾额，彰显了前辈族人
的优秀品德和优良传统，是一个
家族荣耀的标志。对后代有着积
极的教育和启迪作用，是十分珍
贵的研究古代家族地实物。

“上堂屋”匾额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