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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名臣仙居人吴芾，六知州府，四为朝臣，眼见众
生艰难竭蹶，眼见众官朱楼起落，在当时秦桧专权的官场
中浮沉，能一如本心，坦然处之。他所坚守的为官之道，以
一生铮铮傲骨讲述的家国情怀，于今世仍有启示。

“吏莫容奸，民怀惠利”

南宋绍兴二年（1132），28岁的吴芾进士及第，初任温
州乐清县尉。到任的第一天，新官吴芾便面临着“被参劾
罢官”的“第一难关”。

面对贫苦民众迫于生计，铤而走险“担私盐”的现象，
吴芾明知“属更定法，凡有私盐越境，尉皆劾免”的严酷律
法，却以自己官位与生命相赌，对乐清盐关“睁只眼闭只
眼”，为天下苍生“暗开私盐通道，滋千村万户贫民家命”。

彼时，他心中那顶“乌纱帽”的重量，甚至于生命之
重，在水深火热的百姓面前，都轻如鸿毛。

知婺州（今浙江金华），从民本出发，尊重、推崇民间
自发形成并行之有效的“义役”；

知绍兴府（今浙江绍兴），废除折色之法，出常平米募
饥民浚治鉴湖；

知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处事不畏强权，刚正不阿，
被许多豪强与权贵忌惮；

知太平州（今安徽当涂），造舟以梁姑溪，方便百姓通
行且节约开支；

……
为官近五十载，百姓“急难愁盼”的事始终牢牢占据在

吴芾的心头，“视官物当如己物，视公事当如私事”的准则
贯穿于他一生，使奸邪之人不敢妄为，普通百姓得到实惠。

历史无声，岁月却在临安城的一条河，为吴芾的“一
心为民”留下了些许痕迹。

盐桥河是临安城内河道最长、航运量最大的河，城内
的谷米、柴薪等物，主要依靠它传送，时人又称为“大河”，
即现在的中河。

南宋时，因扩建德寿宫，龙山河禁止通航，部分河流
渐淤，致运河主干道盐桥河河水干涸，民生生计受到极大
影响。

南宋隆兴二年（1164），吴芾向宋孝宗上奏请求开浚
河流，在合理规划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措施，朝
廷很快就采纳了他的建议，测量、作坝、引水、戽水……盐
桥河及周边河道的治理疏浚在吴芾的指挥下一气呵成，
运河河道综合治理水平大幅提高，盐桥河也恢复了“客舟
还傍市中行”的繁华。

那波光粼粼的澄澈河水，至今未改旧时容颜，承载着
吴芾“吏莫容奸，民怀惠利”的愿想，恰逢清风，驶向远方。

“与其得罪于百姓，宁得罪于上官”

“与秦桧旧故，至是桧已专政，芾退然如未尝识。公坐
旅进，揖而退，桧疑之，风言者论罢。”在《宋史》记载的寥
寥数语中，我们不难看出，力主抗金，深谋远虑的吴芾是
朝堂上“不合时宜”的人。

吴芾的“不合时宜”从“金将败盟”时便初见端倪。他
冒死闯堂，力劝高宗要“专务修德，痛自悔咎，延见群臣，
俾陈阙失，求合乎天地，无愧乎祖宗，则人心悦服，天亦助
顺矣”。慷慨陈词换来的却是以“诬官欺君”之名的“迁殿
中侍御史”。

贬谪并没有让吴芾收起满肚子的“不合时宜”。宋军
两淮抗金失利，朝野震动，群臣人人自危，纷纷上疏建议
退避，吴芾铿锵有力的一声疾呼让朝堂上所有人心下一
振：“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进为上策，退为无策。”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在金朝完颜亮毙命
扬州，形势略有好转的那一刻，吴芾定然也是“壮怀激
烈”，他力劝高宗赵构御驾亲征、迁都建康（今江苏南京），
以系中原之望。只是，不愿放弃西子湖畔的歌舞升平，高
宗最终没有采纳吴芾迁都的意见，还都临安，已不知何时
可以“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就这样，亦知国难危的文官吴芾，成了后世人眼中的
“战略家”，一辈子坚守着“与其得罪于百姓，宁得罪于上
官”的他，仕途几经坎坷，不甚安乐直至告老还乡。

“岁月催人老，少年安在哉。羡君杯酒里，日日见花
开。”年迈的吴芾在阅岁亭中洋洋洒洒写下了《题阅岁亭》
一诗，诗中感慨岁月无情地催人老去，从前的少年时代已
不知去向，自己却羡慕年轻人能够杯酒年华，花开正好。

若是人生可以再来一趟，吴芾必然也是曾经那个少
年的模样，因为他明白：有些事需要有人去做！有些话不
得不说！

家国为先的“愚人”

一生只此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大”事，为之倾尽全
力、燃烧生命，吴芾算得上是个不合时宜的“愚人”。

如果说“知其不该而不敢为”，不做“不应该做，不可
能做到”的事框定了为人的下限，那做“应该做，不可能做
到”的事，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不断抬升人生的上限。

孔子告诉世人，做事时不问可不可能，但问应不应
该。看似是不明智的愚行，却是“向死而生”的“大智大仁
大勇”若愚。

纵观吴芾一生，于皇帝，于权贵，敢说敢做，坚持抗
金，哪怕讨皇帝不喜，惹权臣不快，他可以抽身就走，不在
乎头顶的乌纱帽。

一往无前，一生铿锵，古今中国，“愚人”从来不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山河破碎风飘絮里
从容殉国的文天祥是“愚人”；“为中国寻找一条救国之
路，乃是我李大钊毕生所求”，《觉醒年代》里走在那长且
泥泞的道路上的李大钊是“愚人”；“我是个山里孩子，将
来想回家乡工作，把家乡建设好”，长眠于广西百色市的
百福园公墓的黄文秀也是个“愚人”。

个人、家庭、国家，正需要这种以家国为先的“愚人”。
少年有梦，不应止于心动，更应付诸行动，以敢为、敢闯、
敢干、敢首创的勇气和担当，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
山河。

看宋代台州人吴芾
如何为官

陆蠡先生，原名陆考源，字圣泉，天台平镇岩头
下（今平桥镇下街村）人。现天台县平桥镇有条路名
叫思泉路，想必是为了纪念陆蠡先生才起这个名。

一

初春，太阳高照，惠风和畅，我去平桥拜谒文学
家陆蠡的故居，路遇几处旧迹。

在下街村，看到一座戏台，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昭义台”。戏台是传统建筑，应该是重建的，台前
宽阔，顶上盖瓦，飞檐翘角，四角是四条飞龙。边上有
一座古建筑称“三义庙”，庙内供奉关羽、刘备、张飞。
三义庙对面是三义亭，中间隔着路，庙和画亭均是雕
梁画栋，栋下点缀有一根藤工艺。天台自古以来就是
典型的儒释道三教思想碰撞和融合之地，此地所见正
是天台山儒释道三教和合在一个乡村的生动体现。

村里还有一座东岳宫，是平桥重要的宗教场所，
一座历史悠久的道观。门虽不大，但里面间数很多。
东岳宫香火鼎盛，乃东岳大帝之廟，两边十殿阎罗，
十分壮观。内有三清殿，供奉三清祖师等，设仁德堂
供奉济公，还有紫阳真人圣像，并有道教南宗等名
号。城皇殿门前一副对联写道：“做个好人心正身安
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转了圈，往门外
走时，看见无常殿，我们常感叹人生无常，很有意思。

二

出东岳宫，从陆氏宗祠门口经过，门前挂了“革
命烈士陆蠡纪念馆”牌子。陆氏宗祠与陆游胞兄陆淞
有关，清嘉庆间编的《陆氏宗谱》记载，陆淞是天台陆
氏始祖。《天台山方外志》载：“陆淞，字子逸，会稽人，
右丞相陆佃之孙，绍兴间建秘书阁省，淞与校勘之
职，宰天台，遂家焉，有《乐府集》行于世。”陆淞的后
代遍布天台城乡及临海、宁海、仙居等县市，陆蠡就
是陆淞的后裔。

过陆氏宗祠，我们来到了溪边。这溪有一个很相
称的名字，叫文溪，是天台母亲河始丰溪支流，溪畔
原有一座书院——文溪书院，是陆蠡先生的母校，创
办于清道光年间，后来发展为平桥镇中心小学。溪上
原有木结构的古桥，现已是混凝土结构的桥，桥南岸
立有一碑，刻“平桥”两字。桥加宽了，过去没有这么
宽。平桥镇出处就在这里，平镇、屯桥各取一字得名。
旧名平头潭，以镇东溪岸岩石平坦，下有深潭得名。
五代后梁开始形成集市，明成化年间设市。溪边的古
道，古时是通往天台县城、街头等地的官道，唐代寒
山、孟浩然，游圣徐霞客等都曾从这里经过。离故居
不远的这条古道上，写有“东望赤城”的路廊。过去没
有那么多便利的交通工具，经商、运输都要靠步行，
十分辛苦。陆蠡的父亲出钱修了这条路廊，供过路的
人休息、纳凉。

三

经过一段长满草的路，到了陆蠡故居。初春的草
已将复活，呈现出陆蠡作品里特有的绿意。门口左边
的纪念碑刻有“陆蠡故居”四字，依稀可辨。

陆蠡故居是一座带有上海石库门建筑风格的三
合院，是陆蠡自建与原配夫人居住生活的地方。坐北
面南3间正房，东西厢房各3间，角房（正房东西鹿顶
下）两间，合计11间，青砖黛瓦，空灵的木花窗，院内
道地由小溪石镶嵌成各类吉祥图案，素雅，朴实。

陆蠡故居作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因历经百年
风雨，年久失修、加上曾经的一场火灾，一度破败不
堪，亟待进行抢救性维修保护。故居西厢房遭火灾后
全部损毁。

在故乡人的心目中，陆蠡不仅是一个作家，还是
一位抗日英雄。大半个世纪以来，后人对陆蠡的怀念
之声一直没有中断。北京、上海、天津、杭州等地不少
游客慕名来到天台参观陆蠡故居，很多人写下了怀
念陆蠡的文章，情感真挚。

十几年前，曾多次有媒体呼吁，希望当地能“救
救陆蠡故居”！天台政协委员多次提案呼吁，天台县
文物管理委员会曾派人到岩头下村踏勘，天台县有
关领导也曾亲临故居旧址察看，有关部门还详细制
定了陆蠡故居的维修方案、使用方案和陆蠡生平事
迹陈列方案。在当地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各界人士的
努力下，2018年陆蠡故居终于得到修复。

去年12月上旬，浙江文学院的老师打电话给我，
了解陆蠡故居情况，想寻找联系故居负责人。当月中
旬浙江省文学院馆联盟座谈会在杭州召开，作为浙江
文学名人故居之一的陆蠡故居，其负责人应邀出席。

四

陆蠡的祖上乃耕读世家，书香门第。陆蠡资质聪
颖，童年即通诗文，有“神童”之称，天台县知事曾奖
赏银元给他。陆蠡把这些银元交给老师，请老师做一
个书柜，让同学们读到更多的书。陆蠡十几岁就到杭
州、上海等地求学，后来担任教师。

陆蠡 20多岁就从事创作和翻译，精通英、法、
日、俄和世界语。他有译著《葛莱齐拉》（拉马尔丁
著）、《罗亭》（屠格涅夫著）、《烟》（屠格涅夫著）、《鲁
滨逊漂流记》（笛福著）、《寓言诗》（拉·封丹著）等，并
著有散文集《海星》《竹刀》《囚绿记》。1937年8月，吴
朗西、巴金分别去重庆、广州筹建分社，上海文化生
活出版社便由陆蠡负责。

1942年3月初，陆蠡和张宛若女士喜结良缘。正
值新婚燕尔，新人还沉浸在蜜月的愉悦之中，灾祸突
从天降。4月 13日，文生社遭查抄，被劫走存书数万
册。当天陆蠡正好外出，得知此事后，友朋家人劝他
先躲一躲，但他却不以为意，认为自己身为负责人，

社里有难不能逃避，理应前去据理抗辩，追回被抢图
书，为社里讨个公道。他孤身去了巡捕房交涉，遭到
关押，不久被解至虹口日本宪兵拘留所，刑审数月，
后杳无音讯。

明知凶多吉少，人们还是心存侥幸，希冀有一天
他会突然归复。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至抗战胜
利后的第二年，仍然音讯全无。只有在这个时候，人
们才不得不相信，陆蠡是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因为坚
持爱国抗日立场，他不屈不挠，被日军刑审数月，虐
杀而死。后根据同牢难友回忆推算，死期当在被捕后的
第四个月，即1942年7月，陆蠡遇害时年仅34岁。上
世纪八十年代，陆蠡被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

陆蠡的牺牲震动大上海。《大公报》《文艺复兴》
等多家报刊开辟纪念专号，唐弢、柯灵、李健吾、黄
源、吴朗西、朱冼、雨田、索非等作家纷纷撰文追思悼
念。1946年巴金写有《怀陆圣泉》一文，深情回忆与陆
蠡相识相知的全过程，对其文品人品和感人的抗日
事迹，给予高度评价，盛赞他有一颗“崇高的心灵”，

“古圣贤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他可以当之无愧”。

五

陆蠡是抗日英烈，也是著名的现代散文家、翻译
家。但陆蠡在现世的声名，显然与他的成就不那么匹
配，文学界低估了他的价值。近年，陆蠡的文学才华
和英年早逝，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天台山文化是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名山文
化。陆蠡以大量的笔墨描绘了家乡天台山的美丽自
然景观，《溪水》《秋》等散文中都可见到。他的散文文
笔优美、清丽，想象力丰富，具有光彩、独特的魅力。
不少散文表达了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如《哑
子》《水碓》《嫁衣》等文中，对深受封建制度迫害的童
养媳、堂姐，以及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哑巴等受蹂躏的
人们给予同情，悲叹他们的不幸命运。

陆蠡还对天台民俗风情、童年生活进行了书写。
在他看来，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礼”，能实现人与人的
和合。他的散文《灯》中便能体味到，那一份乡村夜晚
的安稳和温馨。

故乡的父老乡亲永远不会忘记陆蠡先生！

陆蠡故居陆蠡故居寻访记寻访记

近日，由台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温岭市历史文化
研究会会长吴茂云著的《台州存世古籍提要·温岭卷》，
作为“台州文化研究丛书”之一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该书收录了温岭存世古籍224种，尽力囊括历代温
岭人所撰述和外地人记述温岭之存世古籍，截止于辛
亥年（1911）之前出生作者之作品。所收少量民国和当
代书籍，皆为出生于清末的文人，用文言文写作，考虑
其书稿的稀见程度，也视同古籍收录。

“地方文献是地方文化的主要载体，整理出版地方

丛书对保存地方文献意义重大，手稿、孤本容易佚失，
收入丛书中，化身千百，易于保存和流传。丛书还有重
要的集成价值，把一个地方的文献集聚在一起，展示出
来，就能看出一地文化积淀的广度和厚度，对提高一
个地方的文化自信很有好处。而编写地方文献提要，则
是对地方丛书的一个初步研究，也是较为实用的工具
书……”

吴茂云在前言中谈及编写这本提要的初衷时说，
十年来《台州文献丛书》的陆续出版，为地方文化学者
提供了基础资料，起到了台州《四库全书》的作用。但台

州文献卷帙浩繁，大约有 5000种，无法全部整理出版，
也无法翻看一遍，就像《四库全书》难以通读。好在有

《四库全书总目》，一册在手，能基本了解各书的内容和
作者，十分实用和方便。因此，将编写温岭存世之古籍
提上议事日程并完成了编著工作，并希望其他县（市、
区）也能陆续编写出分县的提要来。

该书记录的古籍收藏信息，均来自全国古籍普查
平台、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和《上海图书馆
古籍联合目录》，记录的基本上是公共图书馆里收藏
的古籍信息。编排方式上，则据古籍传统之四分法，按
经、史、子、集分类编排，每一类之下再按时代顺序分
列。集部较多，别集按朝代分为三卷，总集另列为一
卷。

同时，书上还附录了《温岭丛书总目录》《温岭古籍
佚失目录》《温岭历代著述作者索引》和《温岭历代著述
书目索引》等目录、索引，以更方便读者使用查阅。

《台州存世古籍提要·温岭卷》出版

台州老话：“好稳弗稳，弹胡（弹涂鱼）钻竹滚（指竹
筒）。”这是无事生非、自投罗网，自寻死路。弹胡（温岭
话也叫阑胡）有钻洞的习性，渔民在滩涂布埋许多小竹
管，筒口涂泥诱其入彀。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
偏闯。正像“沙蟹爬盐罅（音哈）死”：蟹爬到盐堆里找
死。或说“沙蟹爬进盐缸里死”。土话歇后语：沙蟹爬到
盐屉里——呒卡死。这不是自找麻烦自投绝路吗？大虫
（老虎）头搔痒——寻死！盐屉：储盐的陶制器具，盐罐。
底有小孔便于排出卤水。在台州方言语境里，“寻死”表
示糟糕透了，而且是自己造成的后果。如：渠（他）寻死，
偷税漏税几千万，要啜牢饭。有时也只是一种渲染，情
况并不严重。如：且寻死爻，脚踏车踏到半路气胎瘪噢

（了）。/ 寻死噢，日昼饭烧焦噢爻。
有人写成“弹鰗”，音同但义非。鰗，今谓之河豚。当

然，作为方言借音也未尝不可。但写成“弹鲋[fù]”恐怕不
妥，音义皆非。鲋，古书上指鲫鱼。辙鲋、涸辙之鲋，比喻
处于困境、急待援助之人。典出《庄子》。故“鰗、鲋”均非

“弹涂鱼”。
弹胡落镬自攮命。弹涂鱼进热锅各自挣扎想逃生，

比喻危急时刻各顾逃难而顾不了别人。大难来临逃命
要紧，谁也顾不了谁。“人生似鸟同林宿，大难来时各自
飞。”弹胡用不着去刺即可吃。所以如果听到“弹胡抖
刺”，那是蛮横之人想打人的威胁语、吓人话。黄岩话
里，吓唬、捉弄叫打野。有的人蛮不讲理，厉牙龅齿（凶

巴巴的样子），一言不合就想动手，舞手舞脚，拳头抡抡
动。其实老话早已一语中的：只有纸笔通天下，呒有拳
头压太平。

癞鸦（临海上乡方音丫，下乡读乌）笑乌猪，蚌壳笑
螺蛳。鸦飞鸟[diào]散：跑得精光。墨鱼笑虮蛄——半斤
八两。“墨鱼笑虮蛄，朏臀乌搭乌。”“墨鱼笑虮蛄，反得
（不知）自己朏臀乌弗乌。”“墨鱼笑虮蛄，哵哵(方音八）
笑癞鸦。”搭：对。哵哵（八哥，三门话也叫八鸟）与乌鸦
都黑，墨鱼比虮蛄（小鱿鱼）体型大，墨囊里的墨汁自然
也多。自己屁股很黑还取笑对方黑，无知还是装傻？何
来的勇气和厚颜？乌，谐音污。比喻双方都有相同的缺
点，何必五十步笑百步。墨鱼，台州南部人常常快读成
一个字： ，音近蠓。仙居人称墨卵乌珠。

这些土话都刻有台州印记，泛着咸湿的海腥味，辨
识度高。谁喜从天降，笑得很开心，临海杜桥人说他“嘴
笑来花蚶样”，因花蚶烧熟后扇形般张开，酷肖人嘴。细
品，堪称妙喻。非海边人难有此比。

弹胡钻竹滚·墨鱼笑虮蛄台州话

名人故里

胡建新 文/摄

文化眼

郭建利 /文

黄晓慧 /文

修复后的陆蠡故居 ◀这是一座带有上海石库门建筑风格的三
合院，坐北面南3间正房（如图），东西厢房各
3间，角房两间。

鲜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