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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撷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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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

□梁向东

留溪史话

金山钱氏刊刻古籍的文化活动，始于清乾

隆，止于光绪，长达 100多年，其鼎盛时期是在

道光、咸丰年间。校刊活动前期主要在钱圩，自

咸丰辛酉兵燹后，完全从钱圩转移到了张堰。

张堰政安弄3号，是一晚清建筑群落，其清

代的主人是县丞钱培名。《重辑张堰志》卷三·宅

第载：“县丞钱培名宅在官营巷西，本黄氏居。

寇毁，重建。”官营巷，清代因金山分府、张堰营

汛建署弄底，故又名官营弄。后传有人在弄内

见观音显灵，以讹传讹，故又叫观音弄。

钱培名宅故址原为明代太平知府吴梁的

三命堂，明末清初吴氏后裔将产业转让给黄

氏，道光年间县丞钱培名购得，其继承祖先父

兄事业，在此校勘刻印历代孤本名著，辑成《小

万卷楼丛书》17 种、《烟鉴》、《云间文粹》等。

清咸丰十一年（1861 年）宅第毁于兵燹。同治

年间钱培名收拾残业重建，整理太平天国战乱

后劫剩的书稿，并于光绪年间在此继续刊刻各

类古籍善本、珍本，辑成《钱氏汇刻书目》，收录

金山钱氏历代所有汇刻书目。

钱培名（生卒年不祥），字梦花，曾为县丞，

钱熙祚从侄。其父钱熙经，《重辑张堰志》卷

七·志人物·列传下：“钱熙载，字啸楼，溥义

孙。候选盐提举。好藏书，喜义举……熙载从

弟熙经，字漱六。诸生，试用训导。敦孝友，性

醇谨和易。尝欲续刊丛书，以病不果，其子培

名成之。培名，字梦花，候选县丞。同治九年

浚张泾，培名管理北局工程，称善。光绪十三

年，熙经请入孝悌祠，培名入清芬祠。学使王

给熙经‘锡类垂型’额，给培名‘家风好古’额。”

钱培名的父亲钱熙经曾协助钱熙祚校勘

《守山阁丛书》和《指海》。钱熙祚病逝后，钱熙

经认为“古今宜刊的著作尚有许多”，意欲继续

编辑，但因病未能如愿，遂于道光末年（1850
年）令其子培名编校《小万卷楼丛书》。钱培名

于是邀顾观光、张文虎相助，按《守山阁丛书》体

例编辑，于咸丰四年（1854年）成书，共17种，68
卷。咸丰十年（1860年）因太平天国战事，刊刻

古籍活动中止。直到光绪初方始恢复。

钱培名除了校堪讹误外，还对其中《越绝

书》、《申鉴》、《中论》、《医经正本书》、《陆士衡

文集》等书各附《扎记》１卷，增补了逸文、脱

文。光绪四年（1878 年）《小万卷楼丛书》重刊

时，撤去《续吕氏读诗记》３卷，易以顾观光的

《武陵山人杂著》１卷，为 17 种 66 卷。钱培名

故世后于光绪十三年（1887 年）被列入清芬

祠，加以纪念。

解放后官营弄改名为政安弄，钱培名宅一

直作为张堰派出所、政府机关用房。1993 年

12 月张堰乡镇合并后，原镇政府搬迁至松金

公路办公，钱培名宅为爱卫办使用。

钱培名宅建造距今已有 150年历史，其在

金山钱氏刊刻古籍的工程中是属于后期的基

地，钱培名继承祖业作出一定贡献，此宅在上

海出版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从张堰镇现

状的来看，古代建筑所剩无几，此宅房型风格

为清代建筑，结构保存基本完好。从巩固历史

文化名镇的角度来看，有保存价值；从宣传张

堰、宣传金山的需要来看，是建设张堰或者金

山名人馆的极佳选址。我们应将保护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古代历史建筑，同巩固发展张堰

历史文化名镇结合起来，让历史建筑更好地发

挥其作用和价值。

说起陈廷敬，许多人

是不会陌生的，他是清朝

康熙皇帝的老师，《康熙

字典》的总裁官，文渊阁

大学士。去年 11 月，我

有幸到陈府游览了一次，

感受颇深。

旅游车经郑州，跨黄

河、过焦作，穿山越岭来

到了山西省阳城县北留

镇皇城村。我没想到，在

这个偏僻的山区小镇，还

保留着一处宏伟庄穆，精

装雅致，有着丰富文化内涵，令人惊叹

的皇家园林般的城堡式建筑群——清

朝康熙年代陈廷敬的故居，当地人称之

为“皇城相府”。导游说，这里还是电视

剧《康熙王朝》的拍摄景点之一呢！

皇城相府枕山临水，城楼高墙里

有数万平方米的各式建筑，御书楼有

康熙皇帝所赐“午亭山村”匾额和“春

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的楹

联石刻，成为陈氏一门炫宗耀祖的标

志。皇城相府城墙耸立，威武肃穆，岗

楼平台，上下呼应；前后楼房，错落有

致；官宅民居，朴实典雅；鳞次栉比，走

廊堂沿；曲径通幽，飞檐画壁；城外园

林，郁郁葱葱；山间楼塔，遥相呼应

……在皇城，无论是踽踽而行，还是驻

足瞻观，那浓郁的历史气息无时无处

不浸入心脾，令人赞叹，令人神怡。一

句话：够味的老建筑群。

在细细的听解和观看中，无形之

中发现陈廷敬与金山张堰籍的清朝大

官王顼龄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俩

人同是清朝廷大学士，官拜尚书，陈为

一品，王为二品；同为皇帝的老师，陈

廷敬为康熙的老师，王顼龄为乾隆的

老师；都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

出贡献，陈廷敬尽心竭力编辑“康熙大

词典”，功勋卓著，王顼龄呕心沥血参

与编辑“明史稿”，垂史千秋；他们都受

到皇帝的恩宠，皇帝先后都去过他们

家，题词赐匾，陈府为“午亭山村”，王

府为“赐金园”，并赐“敬慎堂”匾额。

更为奇特的是，陈氏家族“父子翰

林、兄弟翰林”，父子同编一典的现

象，又与王顼龄父子惊人地相似。王

顼龄父亲王广心，曾任兵部主事、御

史，三个儿子除王琐龄外，王九龄官

至左都御史，王鸿绪官至户部尚书，

并帮助其兄王琐龄完成《明史稿》。

陈、王两家堪称南北文化巨族。但金

山千古一相王顼龄的御赐墓地——占

地约四十亩阁老坟，已于 1956 年拆

毁，留给我们的是深深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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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梦”串起了我家祖孙三代的求

学历程，也铺就了我家幸福之路。70 多

年前，父亲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他很想去

读书，可是家境贫寒，爷爷犹豫再三，还是

想方设法凑了些钱，让父亲上了当地的一

所私塾。高小毕业，家人给父亲找了家小

店学生意。学徒没当几天，村上的一位老

师告诉爷爷和父亲，他任教的黄渡师范将

要招生，鼓励父亲去试试。这是个好机

会，因为师范生吃饭住宿都是免费的。但

爷俩马上又犯了愁，因为从宜兴老家到上

海，路途遥远，需要一大笔车船费用。最

后，爷爷下了狠心——借钱。于是，刚满

13 岁的父亲，只身来到上海考学，从此他

由小学徒变成了师范生。

父亲成家后生下我们姐弟三人。1968
年8月底，我在乡村小学报了名，成了一名

小学生。当慈祥的老师把新书交给我并要

我好好学习时，我拼命地点头，双手接过新

书，将书捂在胸口。回家后马上找来牛皮

纸，小心翼翼地给新书穿上“外衣”。课堂

上我总是认真听，认真写，我想要学很多很

多的知识。可是好景不长，二年级开始，老

师不再上教科书了，我和同学每天读背“老

三篇”。文革期间的初中、高中也没学到什

么，稀里糊涂地十年就过去了。

1978年1月，我面临满是“水份”的高中

毕业。老师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你们这

一届可以参加秋季高考，你们将有机会上

大学了。顿时，同学们欢呼雀跃。可不一

会儿，一个个又愁容满面了，我们参加高考

能行吗？老师鼓励大家：“机不可失，要努力

冲一冲。”当时，国家还规定同时参加中考。

原来，是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的教育工作

会议上拍板，当年恢复高考，正是这个决定

使我和一群60后成为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

批应届考生。但是由于时间紧，基础差，我

终究没有能叩开大学之门。当我还未走出

大学落榜的阴影时，中考发榜了，我被一所

中等师范学校录取。这一年，当了五年农

民的姐姐考上了一所卫校。两张录取通知

书，彻底改变了我和姐姐的人生轨迹。两

年后，弟弟也考上了一所电机学校，姐弟三

人相继进入高一级的学校学习。

时光飞逝，一晃到了2008年，我18岁

的儿子也要参加高考了。一家人将无限的

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希望他能进入高等

学府，既圆他自己的大学梦，也圆我家未能

圆的大学梦。儿子懂得长辈的心，悄悄地

在网上报了名，准备参加复旦大学的自主

招生考试。那年招生名额 500人，上海近

8000人参加了复旦的水平测试，儿子名列

前1000名入围面试。又经过5位教授近4
个小时的面试，顺利过关。2月27日，他收

到了复旦预录取通知书。7月20日，拿到了

正式录取通知书。4年本科学习结束后，他

又马不停蹄，在高手云集的复旦考研成功，

继续他的深造之路。儿子的成功，使我们

全家笑声更清脆，笑容更灿烂、笑意更幸福。

70 多年的光阴承载着我家祖孙三代

人的求学足迹，我庆幸我的长辈能明智处

事，负债让孩子进学堂；我庆幸我们党能力

挽狂澜、决定恢复高考；我更庆幸我的儿辈

能遇上高考改革极为人性化的“自主招生”

和“平行志愿”之策。70 多年的求学梦改

变了家人、国人的命运，也给我们带来太多

的幸福，愿这些幸福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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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平金山钱氏家族与钱培名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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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三代人的求学梦
□崔英

书法欣赏

跋颜真卿祭侄文稿
〔清〕王琐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