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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积芳 （1853—1931 年） 是民
国初年余姚的文坛祭酒，①以文章节
谊表率群伦。他早年追随朱逌然、鹿
传霖幕游湖南、四川、河南，阅历丰
富，见闻广博。光绪十四年 （1888
年）考中举人。光绪十九年参与《余
姚县志》 编纂，②民国七年 （1920
年）任《余姚六仓志》总纂，对乡邦
文献的整理汇编功莫大焉。

杨氏世居余姚开元乡下沙畈，也
就是今天的余姚市马渚镇下沙畈村。
其五世祖杨邦彩以经商致富。高祖杨
成九创业姑苏，称素封，回乡建祖
庙、立祀产、浚修牟山湖。后人亦商
亦儒，世代书香，俨然为一乡之望。
可惜同治元年 （1862年） 太平军入
境，一把火将偌大产业悉数化为灰
烬。杨积芳只得跟随祖母东躲西藏，
辗转于东山、云柯等乡，最后甚至流
离到鄞县，其间苦楚，可想而知。战
乱平息后，虽然重返故土，但白手起
家何其艰难，不得不租屋而居。他先
后租住过何家的后园，并将“后园”
作为自己的别号；宣统二年 （1910
年）租住皇封桥（今属余姚市泗门镇
大庙周村），题署“竹韵山房”，取号
寄篁；民国七年 （1918年） 租住长
泠江方良桥（今属余姚市朗霞街道赵
家村）赵宅，因此取号东渔，又称长
泠渔长。

寄住寓居的生活终归有诸多不
便，尤其是僻处乡村，无论交通讯息
抑或商贸街市都无法与集镇相提并
论。杨积芳作为当时余姚的耆老宿

尊，各种社会事务纷繁错杂，类似于
今天的站台、剪彩、宣布开幕之类的
活动往往需要亲临现场，所以他一直
考虑要在姚北通衢周巷置办房产，以
方便出行和生活起居。民国十七年
（1928年）春，杨积芳委托妹夫劳尔
骏经理策划，③总算在周巷笆西购置
了岑德大的一所房产，④有了真正属
于自己的宅院。

然而购房容易装修难，七十六岁
的老人固然学富九车，却实在没有余
资用来装潢，只能暂时空置。好在这
一年冬天，得到兰塘富商、学生家长
冯景周的资助，装修工程方才启动。
因此，杨积芳在第二年九月所作的
《怀冯子轩》一诗中特别提及：“药物
频叨远馈诒，去冬重惠草堂资。”同
时，在《九月朔日冯大寄书见招赋此
答之》中表达了对移住新居的期盼：

“何当了却移家事，好向桐江放櫂行
（自注：舍间新居未定）。”此后，陆
陆续续经过一年多的整修，直到民国
十九年五月基本完工。五月初五日寄
给学生朱鄂生的信中，杨积芳过录了
新近创作的《过冯安巢话旧时冯病
起》称：“莬裘计日经营得，吾爱吾
庐亦苟完。”鉴于“五黄六月，诸事
不宜”的风俗，故而择日八月初六乔
迁，杨积芳终于结束了六十八年的飘
泊生涯，从此移居周巷，正式安家落
户。这一天天气晴和，朱鄂生特地在
日记中记下一笔：“东渔师移居，送
礼贰元。”

多年心愿，一朝圆满，欣喜之

情，自然溢于言表。诗赋是杨积芳的
童子功，当年他曾因一篇《买菜赋》
受知于致仕阁学朱兰，此时此刻非诗
无以表情，于是撰成一组七律《移居
六首》：“赁庑篁村后（宣统初僦居皇
封桥），频年未定居。义乡端可徙
（周巷孝义乡），仁里幸相于。经画凭
僚壻（劳君有声），辛勤有屋庐。从
兹迁近市，不怕食无鱼。赵氏楼同倚
（戊午僦居赵宅），民国七年，栖迟十
载情。板桥方惜别 （门对长泠有板
桥），祏室预谋成。每有苹蘩荐，将
如葛藟萦。邻翁嫌寂寞 （赵君天
相），无后听书声。家具无多耳，盈
盈已数船。榻床余旧制，文史有残
编。笼鸟声俱乐，盆花色复鲜。斅斋
安笔砚，故物尚青氈。地袭长安号
（舍北小桥名长安），人嗟老悖身。市
桥题字古，村舍卜居新。岂羡门多
辙，应谋米与薪。不须千万买，王翰
是东邻 （王君梦彪）。久矣吾将老，
莬裘亦自夸。天凉宜泛櫂，地近便移
家。有子携桃叶（侗儿在湖北买妾，
今挈归），还乡及桂花（八月十一日
到）。阖门相见日，不觉笑言哗。到
此倏旬日，空庭月正圆。为贪秋后
爽，何惜夜深眠。缓步人逾静，间吟
意自便。兴来歌水调，千里共婵娟。”

杨积芳也是撰联高手，其子杨家
俊抄录的《寄翁联语》里收有他为周
巷新居所撰楹联十一副，兹照录如
下。《题适吾适庐墙门 庚午》：“民
生在勤，里仁为美。”《又 神堂》：

“千载雀环贻厥后，四时鱼豆祀其

先；孝孙有庆俨若思，明德惟馨祭如
在。”《题适吾适庐柱对》：“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资福能训惟以永年；晓露
自滋丹桂实，春风新长紫兰芽。”
《又 堂对》：“欧母俭薄方为矩矱，
韩子辛勤乃有屋庐；松柏栋梁欢喜坚
固，麟凤堂室福禄光明；喜至庆来鼓
翼起舞，名成利就拱手安居。”《又
侧屋》：“三千世界三间屋，八十春秋
八口家；小窗多明使我久坐，入门有
喜与君笑谈。”《又 侧屋门对》：“园
日涉以成趣，户并行而凝眉。”

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七十八岁
高龄的杨积芳依然兴致勃发，每天
忙忙碌碌，或写诗作文，或题碑书
联，或接待来访，或出门办事，好
像总有使不完的劲。哪怕是这年年
底“途行被挤落水，衫裤俱湿，幸
劳某送至家中，近患伤风”后，依然
迅速康复，写字校书、撰文改稿如
常。民国二十年正月有诗《辛未元旦
书感》：开门又见雪皑皑，想被雷声
昨夜催（除夕闻雷）。螟螣害田新岁
去（农家言“冬雪来岁无蝗”），鸱
鸮在泮老生来（同治辛未余入学，今
六十年矣）。定居聊以适吾适（去秋
移居孝义乡仁风里，名之曰“适吾
适庐”），有子何论才不才（谓余家
丙寅、己巳岁事）。诸夏弗如夷狄
处，遗民转为杖朝哀。”《奉酬柯蓼
园先生》：“何须世外觅桃源，地老天
荒自蓼园。近作远随一书至，昔游今
有两人存。不胜哀悼闻邻笛，尚忆风
流共酒尊。雅意怜才前相国，南皮往

事与谁论。”
然而世事无常，不久其女因病去

世，加之二年前长子杨家俊一家六口
接连病丧的沉重打击，这位年将八秩
的老人再也承受不住悲剧的刺激，血
泪和墨书写下了催人泪下的挽联：

“得男占一索，可怜未及成人，记曾
百岁开筵，特以玄孙书谢简；为妇逾
卅年，共道相亲如友，闻已八旬卧
蓐，竟教夫婿泣空床。归沛国亡女灵
帏，东渔老人哭挽。”悲痛之余，他
既无心校书，也无力出行。原本计划
应邀去孙魏纂修宗谱，以转移注意
力、调适心态，但最终不得不因体力
不支而取消行程。

直至农历四月间，老人精力每况
愈下，只能居家抄书度日。农历五
月，暑热酷烈，杨积芳年老体弱，一
病不起。据朱鄂生日记记载，五月廿
一日“絜民由周巷电告，东渔师病势
不减，精神恍惚，已电沪促仲愿
归”。这天夜里十一时后，雷电猛雨
倾泻而下，足足下了半小时。但第二
天热势依然，空气窒塞。朱鄂生日记
称：“周巷两次电话，东渔师所患是
暑湿，现请吴子培医生诊治。曾泻数
次，老人精力能否支持，可虑。”五
月廿五日，朱鄂生日记称：“絜民自
周巷电告，东渔师病状濒危，嘱将信
天堂旧藏寿材寄去。七哥附函并柯件
（八秩寿轴一、扇一、联一）同时送
往，希望老人见后或有转机。乃电话
又至，惊闻巳时竟尔长逝，可痛已
极！两兄曾于四月二十日往谒，归后

颇述‘精力不逮从前’。余于三月十
七日寄书附《樊榭诗集》，以后未曾
修谒。人天永隔，若失父师，奈何！”

民国二十年农历五月廿七日，杨
积芳归葬故里。一个月后，其弟杨积
茂拟成事略、讣稿，朱鄂生写信给张
宝琛，并附杨积芳简明履历，请张宝
琛转达谢宝书补入《姚江诗录》。十
月三日，上海《新闻报》第三版刊登
了杨积芳《讣告》：“显考讳积芳字馥
生府君，痛于民国二十年七月十日巳
时寿终正寝。谨择十月十五日领帖，
十六日成主。恐讣不周，哀此讣闻。
继慈命称哀孤子：杨家侗、仲愿泣
启。如蒙垂赐哀挽，请邮寄余姚周行
笆西吾适庐。”杨积芳老友、清史馆
总纂柯劭忞在收到《讣告》后，于十
月八日寄出快信，称“寝门之恸，匪
言可喻。既悲逝者，行自念也”，随
后又寄挽联语云：“蜀道旧游挥老
泪，越中高隐比前贤。”其中“高
隐”两字，堪称的评！

① 《姚江诗录》 杨积芳小传按
语，有言“先生遽归道山，虽寿届八
十，而故乡丧一祭酒，可胜痛惜！”

②光绪《余姚县志》金石、艺文
两编出自杨积芳手笔。

③劳尔骏 （1871-1931 年），乳
名任升，字又声，号有声，周巷镇
人，邑庠生。宣统己酉科保举优行提
考拔贡，民国元年由乡举任县议会议
员。配符氏，纳妾杨氏。

④位于今慈溪市周巷镇周西社区
牛场弄7号。

杨积芳终焉周巷镇
王孙荣

慈溪地处东海之滨，人杰地灵。沧
海桑田，历史长河中，慈溪诞生了许多
名人轶事，其中不少与古代帝王相关。

一、秦始皇求仙问药到达蓬
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1669

年游历慈溪达蓬山，曾写下著名诗篇
《达蓬纪游》，诗曰：“东尽观沧海，往
事一慨然。浪中鼓万叠，鲸背血千年。
何物秦始皇，于此求神仙。”宁波清代
徐兆昺所撰《四明谈助》记载：达蓬山

“山上有岩，高五六丈，有石穴，深四
丈余。岩上有佛迹，多香草。秦始皇至
此，欲自此入蓬莱，故号‘达蓬山’。”
这些讲的都是秦始皇到慈溪达蓬山求仙
药的传说。

公元前 221 年，秦王嬴政统一六
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
朝——秦朝。统一天下的第二年，嬴政
巡视了宁夏西部、甘肃东部，经甘肃陇
西，到达秦人祖先故地天水、礼县，再
沿祖先东进线路回辇宝鸡、岐山、归咸
阳，目的在于巩固后方。此后十余年
间，他又先后进行了五次巡游，向天下
人彰显自身功德。公元前210年，嬴政
第二次出巡，在泰山封禅刻石，并巡游
渤海，开启求仙之路。在芝罘岛上，秦
始皇看到了海市蜃楼，心中大为惊异。
方士徐福等人为了迎合秦始皇想要长生
不老的心理，将其所见的“异象”说成
是传说中的海上仙境，并趁机上书秦始
皇，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
山，有仙人居住炼制不老仙药。秦始皇
听了大为心动，立即让徐福带着数千童
男童女出海求取仙药，无果而终。至始
皇帝三十七年，嬴政最后一次出巡，一
路向南行至江浙，并于会稽东部远观沧
海，看到海上烟波浩渺，以为看到了仙
境，大喜过望，于是再派徐福率三千童
男童女于达蓬山出发入海求药，依旧杳
无音讯。

徐福东渡，没有到达蓬莱仙境，也
没有找到长生不老药，并且再也没有返
回故土。但是徐福等人却成功东渡日
本，成为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位跨海远航
的航海家，传去了“稻作农耕”“蚕桑
医药”“金属冶炼”“新陶制作”“船舶
建造”等新型文化，对当地经济文化的
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自诩徐福
后裔的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先生，曾专程
前来慈溪达蓬山考察并为秦渡庵题词以
示纪念。

二、严子陵客星犯御坐
严子陵，原姓庄，避汉明帝讳改姓

严，名光，以字行，会稽郡余姚县陈山
（今慈溪横河）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
隐士，《后汉书》有其传。严子陵年轻
时游学长安与刘秀成为同学，子陵学识
渊博、品行高尚，深为刘秀钦佩，刘秀
还经常摸子陵肚子，讨教学问。

公元 25 年，刘秀建立东汉政权，
定都洛阳，史称光武帝。他一方面用武
力平定天下，另一方面笼络天下名士，
以巩固政权。刘秀想请子陵辅佐自己，
而子陵早已淡泊功名，改名换姓，隐居
山林，无法找寻，于是刘秀向子陵发布
了一封诏书《与子陵书》：“古大有为之

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
此鸿业，若涉春冰，譬之疮痏，须杖而
行。若绮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
箕山颖水之风，非朕之所敢望。”诏书中
刘秀对子陵出山辅佐自己的渴望溢于言
表。同时，刘秀又让画师画了子陵肖像，
张榜天下、各处寻访。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在齐国发现一个身披羊裘、常在河边
钓鱼的人与画像十分相似。刘秀大喜，立
即派人用上等车马、礼物前去恭迎，但子
陵却一再推辞，来来回回请了三四次，子
陵才很不情愿地被推上了车。到达洛阳
后，刘秀特地安排他在京师护卫的军营住
下，床铺褥子专人专供，日常饮食则由宫
中掌管御膳房的官员亲自送来。刘秀亲自
到子陵住处，为了不搞繁琐的接待流程，
子陵假装睡觉。刘秀直奔子陵寝室，看到
皇帝来，子陵依旧躺在床上不动。刘秀也
不计较，就坐到子陵身边，跟当年读书时
候一样，依然用手摸了摸子陵的肚子，然
后说：“老同学啊，你就不能出来帮我治
理国家吗？”子陵假装继续睡觉，过了一
会，假装醒来说：“从前尧帝仁德，要把
帝位让给巢父，受到拒绝，又让许由，许
由也不接受。人各有志，何必强求！”刘
秀知道老同学秉性，只好作罢。

又一日，刘秀以朋友身份邀请子陵入
宫论道叙旧，并放下架子与他同榻而眠，
子陵竟然放肆地将脚搁在刘秀身上。翌
日，执掌天时星历的太史令神色紧张地跑
来奏报，说夜观星象，看到有客星冒犯帝
坐，情状十分危急。因为在古代，王权神
圣不容侵犯，作为帝王象征的紫微星自是
与此同理。听完太史令奏报，刘秀笑着
说：“不必紧张，我和老友子陵共卧，无
碍！”

刘秀惜才之心并没有因为前几次子陵
的屡次拒绝而气馁，他还是想请子陵为谏
议大夫，但子陵却依然固执己见，并以年
关将近、回家探亲为由离开了帝都，终归
富春山，逍遥自在地在富春江畔过起耕钓
生活。刘秀见子陵去意已决，便不再执
着。北宋范仲淹曾在《严先生祠堂记》一
文中赞扬严子陵的高风亮节：“云山苍
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严子陵”三个字早已成为高洁之士的象
征，而“客星”也成了高风亮节的代名
词。

三、泥马渡江救康王
横河镇有个村叫埋马村，相传村里曾

经埋过一匹护主的马，当地人为了纪念那
匹马，建了个埋马庙，该村因此而得名。
关于埋马传说的由来，与当年宋室南迁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朝南下
攻取北宋首都东京（今河南开封），掳走
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
变”。当年五月，康王赵构即皇帝位，是
为高宗，又称康王，改年号建炎，史称南
宋。赵构尚未称帝之前，金朝为使高宗就
范，步步紧逼，迫使他一路南逃，一直逃
到海边。海边有一座庙，庙中有一泥马，
泥马虽为死物，却雕刻得栩栩如生。赵构
一时找不到渡海船只，眼看追兵渐近，以
为要命丧于此，他对着泥马喃喃自语起
来：“马儿啊马儿啊，你虽生得四肢修

长、矫健俊美，奈何只是泥巴做的。你若
是一匹真马，能够渡我过海就好了。”话
音未落，泥马腾空而起，驮上康王朝着对
岸疾驰而去。追赶的金兵尾随而来，因海
面雾气迷漫，看不真切，见康王跑在前
面，也就跟在后面追，结果连人带马陷进
海边滩涂里，进退两难，只能狼狈地爬回
岸边。在神力护佑之下，泥马驮着康王顺
利登陆南岸，随即也变成一堆散沙和一堆
水渍。因恐敌人寻迹追来，赵构将“马”
就地掩埋，并许下承诺，待其南面称帝，
必将为泥马塑像立庙，荣享香火供奉。

“泥马渡康王”只是一个民间传说，
是后世出于巩固统治和维护皇室权威的需
要。为了表达高宗即位乃天命所归，便炮
制了许多典故和传说，“泥马渡江”便是
其中之一。在宋代及后来的话本小说和古
诗词里，“泥马渡江”是一个常被提及的
高频词汇。文章则有宋代辛弃疾《南渡
录》、宋元无名氏《京本通俗小说》、明代
冯梦龙《警世恒言》、清代章澡功《<南
宋杂事诗>序》；诗词则有宋代林季仲
《高太傅挽词》、明代李昌祺《题西湖景
画》、清代梁季子《泥马渡》等等。只不
过相关记载中，时而渡江，时而渡海，地
点也不完全相同，但主人公都是登基之前
的宋高宗——康王赵构。于是，后人索性
以“泥马渡康王”称之。

四、徐应登殿中执法
有明一代，慈溪因科举而兴的家族很

多，横河的“马堰徐氏”便是其中之一。
相传“马堰徐氏”有十八顶黄阳伞，出过
十八名大学士，更流传着“父子登科”

“祖孙同科”“徐官弄”等典故。马堰徐氏
得进士者，有徐廷圭、徐爱、徐怀爱、徐
方、徐绍卿、徐存义、徐应登等多人。用
乡人的话说，马堰是个“出官之地”，在
明朝它与“纱帽八百顶”的孙家境齐名。
当时盛传一种说法：孙徐两姓，在朝半
境。意思是孙姓和徐姓官员加起来，占了
朝廷的半数。从横河马堰走出去的官员，
不少身居要职且是刚正不阿的好官，而这
其中最具知名度的当属徐应登，南京博物
院收藏的《明人十二肖像册》中就有他的
画像。

据 《慈 溪 进 士 录》 载 ， 徐 应 登
（1564—1619年），字念之，号惺勿，绍
兴府余姚县龙泉乡马堰人（今属慈溪市横
河镇马堰村）人。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甲
子十月十三日生，神宗万历四十七年己未
卒。国子生，治《易经》。万历十三年乙
酉科浙江乡试第十一名举人。万历二十九
辛丑科会试第十二名，廷试第三甲第八十
八名进士，观吏部政。授广东增城知县。
三十三年，补江西太和知县。三十八年，
行取考选，任湖广道御史，巡视皇城四
门。四十年十二月，巡按应天。卒于巡按
广东任。

徐应登之所以被人敬重，与一件事有
关。明朝万历年间，有次神宗皇帝朱翊钧
在太庙祭祖时，站立一旁的太监没有遵照
祖制在他下跪时撩起龙袍——这无疑于礼
不合，其他大臣也都看在眼里，却一个个
假装没看见，只有时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的徐应登，在仪式结束后，上前一脚踹飞
了行为失范的太监。在场文武大臣莫不惊
愕，神宗皇帝呵斥道：“徐应登，你要殿
中执法吗？”徐应登不予辩驳，只是唯
唯。一旁太后对皇帝说，徐应登这样的行

为正是遵守古制、忠于君王的表现，不仅
不该罚，反而应该重赏。听了太后之言，
万历皇帝当场敕授徐应登“殿中执法”匾
额一块，以彰其德。这块扁额如今还挂在
马堰徐氏宗祠——敦睦堂里，向世人展现
了读书人的一种风骨。

五、康熙御用秘书高士奇
高士奇 （1645—1703年），字澹人，

号瓶庐又号江村，匡堰镇高家村人。他与
康熙皇帝关系亲密，这对君臣在历史上留
下了不少佳话。

康熙三年（1664年），高士奇随父北
上游学京师。因父不久亡故，所以他卖文
以贴补生活。康熙八年（1669年） 进入
太学，得以初见康熙帝。康熙非常喜欢他
的理学文章，亲自赐他会试资格，半个月
之内高士奇两试都是第一，记名翰林院供
奉，从此踏上仕途之路。康熙十六年
（1677年），康熙帝设南书房，既是他的
书斋，又是他决策办公之地，高士奇被破
格钦点，授予六品之衔，以“监生”身份
被任命为“南书房行走”，成为康熙的秘
书与顾问。

康熙与高士奇，名分上是君与臣，实
质上是师与友。这不仅是性格上的投缘，
更重要的也是文化情感上的认同。康熙帝
对高士奇的学识极为欣赏，他曾对侍臣说
过的一段话便是最好的证明：“朕初读
书，内监授以四子本经，作时文；得士
奇，始知学问门径。初见士奇得古人诗
文，一览即知其时代，心以为异，未几，
朕亦能之。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
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

高士奇虽然“入参禁近，出奉銮
舆”，却从不泄露最高政治中枢的机密，
所以康熙外出巡幸都会带他同行，参赞机
务不离左右，也赠过很多诗给他。康熙二
十一年（1682年），康熙在出巡东北返京
途中，深夜与高士奇谈古论今，话题投缘
时，即兴作了一首诗《行殿读书示翰林侍
讲高士奇》：“六御东巡海上回，夜深思古
帙重开。秘书日日随行幄，玉辇前头珥笔
来。”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高士奇
要求回家赡养母亲时，孝亲报恩是人伦大
事，康熙帝没有挽留，并赐御制诗一首：

“廿年载笔近螭头，心慕江湖难再留；忽
忆当时论左国，依稀又是十三秋。”康熙
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第四次南巡。
高士奇在杭州西溪高庄接驾。康熙御书

“竹窗”并赐诗：“花源路几重，柴桑皆沃
土。烟翠竹窗幽，雪香梅岸古。”康熙四
十二年（1703年），康熙第五次南巡，高
士奇奉召赴淮安接驾，随康熙巡视江南。
南巡后，高士奇又随驾入京，两月后以年
事已高，告别回乡。临行前，康熙帝还将
自己穿戴的一顶绒帽和一件龙缎袍褂赐给
高士奇。康熙帝写给高士奇的最后一首诗
也是这一年，题目是《咏杜鹃花赐高士
奇》：“石岩如火本天台，秀质丹心日月
催。移根禁苑清诗句，朱夏山林惜茂
才。”。“天台”有两重含义：一指浙江，
高士奇乃浙江人；二指刘晨、阮肇入天台
采药的神话故事，喻指高士奇不是一般的
人间凡品，说他秀质丹心，到了京城使禁
苑的诗句也清新芬芳起来。这年五月，高
士奇在家感染脾疾，六月病故。康熙得闻
消息万分悲恸，派遣钦差代天御祭，并御
书悼词：“勉学承先志，存诚报国思。”赐
谥号“文恪”。

古代帝王与慈溪的人文趣事
丁希宇

版心作“周氏宗谱”，十二卷首一卷，6册，仍以
“孝友睦姻任恤”为序，清宣统三年（1911年）雍肃堂
木活字本。共印 13部，以地支编号，另一部由泗田畈
出资加印，现存“申”字号，藏坎墩街道三四灶村。宗
长、廿三孙周佩（仁亨）主修，廿六世孙周位云、周国
香编纂。

其实此谱印于民国三年（1914年），《凡例》最后
第二条云：“是谱续修，系宣统三年辛亥春起，委各房
采访，限一年内除夕截止。本拟明年梓印，缘是年新国
缔造，岁时多艰，始得民国三年冬告竣，于是谱上仍印
宣统三年字样。前二年降生，不入谱者，非故靳也，亦
艰于复沓耳。”

是谱分卷与光绪谱同，惟世次已增至第三十一世
（彭桥泗田畈）。房头仍为朝字递、化字递、北恒东房、
北恒西房、北恒后房、南昌房、北昌房、泗田畈、宁字
递后房、宁字递前房、宁字递西房。

光绪五年（1879年），周廷煊在《重修谱序》中说
本族“书香久绝，笔墨无人”，所以请同里岑雨卿主
笔。此次也是同样。本谱“承校”周国香（汇征）在
《续修谱序》 中坦言：“征等尝欲承先志，而困于笔
耕。……幸有同学伍君凯旋增作赞序，缮写陈迹，疑者
阙之，伪者正之。”最后不得不感叹：“今世运颓败，书
香不振，不能掇巍科、擢显爵、与巨族争光……深有望于
后起者耳。”

卷首《历代像赞》摹刻颇精。《家训》有二十目，
依次为：敬天地，励臣职，崇孝道，宜家室，敦友恭，
慎朋友，勤稼穑，习文艺，谨茔墓，明禋祀，重婚姻，
慎丧服，尊师传，崇节俭，谨言语，慎举动，谨闺教，
谋生理，息争讼，睦邻里。

宣统
《余姚周氏东水阁宗谱》

童银舫

慈溪家谱

慈溪书画家

马 鹤 年 （约
1893—？），名增，
字鹤年，以字行，
号乐山道人。慈溪
市宗汉街道马家路
人。寓居上海。善
山 水 。 1932 年
《申报》刊登胡天
予、张枕月《马鹤
年 山 水 扇 面 展
览》，称“先生性
磊落，志趣与流俗
异，凡处世屑与权
贵亘，更有以所
挟 持 者 ， 悉 屏
之，故落落寡合
者有因耳。平居
课余喜涂抹，晚
近益苍古，尺幅
之中，有千岩万壑
之势，泼墨淋漓，
满纸烟云，东坡所
谓不以形似者”。
《余姚文史资料》
第 四 辑 称 其 画

“笔意简练，设色
淡 雅 ， 亦 能 人
物”。1934年出版
《马鹤年画集》。

近代画家马鹤年
童 心

高隐遗事

小茶亭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