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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如皋人烧天水茶的水壶都是锡
壶，而非今天普遍使用的不锈钢水壶。这
两者对茶水的质量到底有何影响？我不是
很清楚，但我迄今依旧记得从前那天水茶
具有“纯”“厚”“甜”“绵”等几个特点。这

“纯”，是说天水茶绝无杂质，纯净无比；这
“厚”，说的是天水茶入口比井水茶要“稠”
许多；这“甜”，说的是天水茶里似乎放了
白糖一样，有种淡淡的甜味；这“绵”，说的
是天水茶入口乃至咽下之后耐人寻味。所
以，也难怪像我外婆那样的年长之人，那
样喜欢它。

在我的记忆中，我外婆泡天水茶很
少用茶叶的。她用什么来泡茶？用自己
在庭院里种的薄荷、藿香、佩兰，以及

“竹芯”。什么是“竹芯”？也就是竹子新
生的尚未完全展开，卷曲成缝衣针模样
的新叶。为什么不用茶叶？或许跟那个
年代人们普遍贫困，买不起茶叶有关，
但我以为更有可能与老人家特别看重家
种植物的新鲜、淡雅有关。因为我们家
的庭院很大，种植的薄荷很多，所以，
不少左邻右舍时常到我们家要些回去泡
茶。用这些“乡土茶饮”泡出的天水

茶，我不知道跟用茶叶泡出的天水茶相
比，味道更好一些还是稍有差距，反正
在我的印象里，它就是那年代老百姓眼
中的佳茗。

今天的如皋，长寿之乡的美誉闻名
遐迩。也确实在如皋城里，不乏百岁老
人。而耄耋之年的老人可以说遍地都
是。比如说我母亲 88 岁，我父亲 89
岁，并且都还康健。这些老人之所以长
寿，原因多多。但有一条乃是毫无疑问
的：如皋人在一些生活细节上十分讲
究，热爱生活也懂得生活。

当然，对于我现居扬州的表兄，以
及很多在外工作生活的如皋游子们来
说，包括如皋早茶和如皋萝卜、毛菜之
类美食的诱惑，固然是他们不远百里回
家一趟的理由；而骨子里对故乡的思念
则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因为至少我们知
道，扬州作为大陆最为著名的消费城市
之一，诸如富春包子在内的美食，其味
道之美、名气之大，绝对不在如皋的早
茶之下。但无论如何，如皋早茶那种吃
在嘴里，香在心里，可以令如皋人一舒
思乡之情的功能，其它美食无法替代。

我是认定张祚为康熙二十四年的进
士，故而在《文园古丰》里，又把张祚中举
之年改为康熙十一年，还引用了管劲丞的
一句话“旧志盖有误”。

丛国林先生在读到《文园古丰》之
后，第一时间从扬州发来光绪《山东通
志》卷六十一《国朝职官·表十一》的
截图给我看。原来这本书上记载，在康
熙二十二年，张祚就任朝城县知县，任
职仅一年，次年即由卢耀龙接任。启东
陈晓东兄也发来冯廷櫆一首《与张松友
同年》七律，冯廷櫆为康熙二十一年进
士，中书舍人，有 《冯舍人遗诗》 行

世。康熙二十二年张祚任职朝城，冯廷
櫆称张祚为同年，这些都有同一个指
向，那就是在康熙二十一年，张祚是肯
定参加过朝廷会试的。

真相到底如何呢？
《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会试乡试题名

录》 为我们揭开了谜底。根据周保阳
《〈清实录〉 康熙乙丑科殿试史料正
误》研究，张祚确在康熙二十一年参加
了壬戌科礼部会试，中试成贡士，但由
于某种原因，并没有参加当年的殿试。
而在下一科，也就是康熙二十四年乙丑
科补殿试。

康熙二十四年三月二十日，张祚、张
如锦等十九名壬戌科中试者与一百四十
三名当科贡士在太和殿一起参加了殿试。
治策以吏治清浊、理数之思以及对外贸易
三个问题发问，那一天张祚发挥不错，被
钦点为二甲三十一名进士，是那一年一百
六十四名进士的第三十四名，于二十一名
补殿试者中名列第二，也是继朱凤台、佘
一元、丁其誉、许嗣隆之后，成为大清如皋
历史上第五位进士。

由于会试与殿试间隔有一个月左右
的时间，不参加殿试的原因有很多，如丁
艰、患疾、磨勘、缺乏资费，会试中试贡士

复试时列入四等的要罚停殿试一科等等，
至于张祚错过殿试的原因，今天尚不得而
知。其实，如皋补殿试中进士的也不乏其
人，比如晚清的沙元炳，也是通过补殿试
而中进士的。

不管怎么说，张祚成为乙丑科进士。
该年五月初一辰时，翰林院引见新科进
士，康熙皇帝来到保和殿遴选庶吉士，但
张祚没有被选中。他接下来的命运，就是

“榜下即用”，分发各省补用，用他传记里
的话说“成进士，宰朝城”。

康熙二十四年，年过不惑的张祚开始
了他的人生新征程。

栟茶顾纯士迁居白蒲，其传录自家
谱：

始迁祖永菴公传
公讳纯士，字永菴，姑苏人。家素

丰，遭兵燹，荡然矣。公性静闲，不乐
仕进。明初公车屡征，辞不就。遂渡江

而北，迁居皋之白浦镇。既以地邻城

市，往来烦嚣，非潜身所。复徙乡，畎
亩躬耕，衡泌自乐。公之为人，殆怀葛

之遗民欤？

桐城寅谷曹一士拜撰

注解如下：
【始迁祖】最初迁居之祖。【讳】旧

时指死去的帝王或尊长的名字。【姑
苏】苏州古称。【素丰】一向富裕。【兵
燹】因战乱而造成的焚烧破坏等灾害。
【荡然】（家产） 毁坏；消失。【性静
闲】性格安静宽厚。【仕进】读书科举
求取功名之路。【公车屡征】朝廷多次
征召他做官。【就】担任，从事。【白浦
镇】即今如皋市白蒲镇。【既】不久、
随即。【烦嚣】亦作“烦嚻”，喧扰、嘈
杂。白蒲镇到南通市区、如皋市区都不
到30公里，又处于如皋到南通的交通
要道上，人来车往，热闹非凡。【潜身
所】藏身隐居的地方。【复徙乡】又迁
到乡村。【畎亩】亦作“甽亩”，田地、
田野。【躬耕】亲身从事农业生产。【衡
泌】隐居之地。【殆】表推测，相当于

“大概”“几乎”。【怀葛】无怀氏、葛天
氏的并称。二人皆为传说中的上古帝王
名。古人以为其世风俗淳朴，百姓无忧
无虑。【桐城】 位于安徽省安庆市北
部。【曹一士】（1678－1736），字谔
廷，号济寰，又号沔浦生，上海人。雍
正七年（1729）进士，改庶吉士，散
馆授编修。十三年（1735），考选云南
道监察御史。乾隆元年（1736），迁工
科给事中，上疏请慎选各省督抚、请宽
比附妖言之狱、禁挟仇诬告，论垦荒二
弊，盐政、报销诸弊等。不过曹一士不
是桐城人。但他私淑方苞，袭方氏“雅
洁说”“义法说”，是沪籍桐城派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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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如皋天水茶
□严 阳

张祚是哪一年中的进士（下）

□徐继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