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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里的如皋知县
◎徐继康

近代南通的
邮政事业

◎贺海

崇川崇川
往事往事

海陵海陵
旧话旧话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九月
十一日，大清邮政南通州邮政分
局成立，上隶镇江邮政总局管
理。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
日，续建金沙邮政分局。嗣后，
各乡镇陆续建立邮政代办所和
信柜，至宣统三年（1911）底，通州
境内邮政代办所增至14个，代办
信柜9个。

南通州邮政分局建立后，通
州至上海、镇江之间的进出口邮
件，主要靠长江班船带运。光绪
二十八年以后，如皋、海门、金沙
以及唐家闸、三十里（平潮）、石
港、白蒲、海安等地相继建立邮
政局、所，通州至上述各地之进
出口邮件由内河班船代运。另
外，通州经如皋、海安、东台、盐
城、阜宁、灌云至海州间设有一
条陆路邮差邮路，采取接力的方
式运送邮件。此邮路与海州至
山东沂州陆上邮路和海州至青
岛海上邮路相连接。宣统元年，
长江大轮和通州至如皋、海安间
内河小轮开始运载邮件，并在海
安与镇江至海安内河小轮邮路
相衔接。宣统二年底，通州至海
安、通州至海门开辟委办汽车邮
路，沿途各局、所之邮件，交汽车
营运部门班车带运。城区投递
全部步行。

民国3年（1914），南通邮政
局改属江苏邮务管理局管辖。民
国6年后在唐家闸、吕四、石港、平
潮、二甲、张芝山等地增设二等、
三等邮局。民国9年，如皋邮政局
定为二等乙级局，下辖岔河、双
甸、东陈、柴湾、角斜、栟茶、李堡、
丁家所、西场、立发桥、磨头、石
庄、张黄港、江安、搬经、白蒲、林
梓、丁堰等代办所。民国17年，如
皋邮政局升为二等甲级局。同
年，掘港增设二等邮政局。掘港
局下辖马塘、丰利、古坝、苴镇、潮
桥等代办所，并分设南坎、北坎、
五总埠、曹埠、双墩、大豫镇、大同
镇、兵房镇、华丰等9个信柜。至
民国26年底，南通县境内共设二
等邮政局3个、三等邮政局4个、
邮政代办所 37处、代办信柜 10
余处。

民国时期，南通至各地的邮
件运输，沿袭清代邮件运输方式，
主要由内河班船、江河轮船和汽
车营运部门带运。民国15年底，
南通至盐城、掘港、启东、二甲、吕
四等方向先后增辟委办内河小轮
邮路。由于南通至盐城内河小轮
邮路开通，南通至盐城之间的陆
上邮差邮路随之撤销。民国16
年，南通至海门委办汽车邮路延
伸到久隆镇。民国24年再次延
伸到启东的南清河、江夏村。同
年，增辟南通经观音山、姜灶、二
甲、包场、吕四至海复镇委办汽车
邮路。

《聊斋志异》卷八有一篇《放蝶》，
仅百十来个字，全文如下：

长山王进士峻斗 生为令时，每听
讼，按律之轻重，罚令纳蝶自赎，堂上
千百齐放，如风飘碎锦，王乃拍案大
笑。一夜梦一女子，衣裳华好，从容
而入，曰：“遭君虐政，姊妹多物故。
当使君先受风流之小谴耳。”言已化
为蝶，回翔而去。明日，方独酌署中，
忽报直指使至，皇遽而出，闺中戏以
素花簪冠上，忘除之。直指见之，以
为不恭，大受诟骂而返。由是罚蝶之
令遂止。

这个叫王峻斗生的县令很有意思，
喜欢让犯人交纳蝴蝶来赎罪，然后在
大堂上放飞，每次都有千百只，放飞
的一瞬间，就好像无数片碎锦在风中
飘舞。这时王县令开心极了，总是拍
着桌子笑得花枝乱颤。正因为这个
荒唐的癖嗜，他受到上司的痛骂。喝
酒，戴花，闺房嬉戏，虽然有点胡闹，

但不可否认，这王峻斗生是个很有情趣
的人。

谁也没有想到，他任职的这个县
就是如皋。看来，当年如皋的蝴蝶没
少受他的罪，如皋的一些百姓也没少
受他的捉弄。

他是山东长山县人，嘉庆《长山
县志》有他的小传：

王生，字子凉，登崇祯庚辰进士，
除如皋知县。性简静，饲鹿调鹤，积
书数万卷，坐卧其下。乞休归，杜门
著书。有《怪石集》行世。

他是崇祯十三年（1640）的进
士，中式第三甲第一百三十名，大约
在观政后不久，就被分派到如皋。
一到如皋，发现这里产鹤，素有鹤
癖的他立刻开心得要死，明末李长
祥在《天问阁文集·王子凉传》中这
样记载：

如皋距湖，鹤产之处，令大喜，有
罪者罚鹤，鹤满阶矣。又罚蛇，以食
鹤也。性又好猫，又罚猫，罚有罪者
之猫与鹤等。一日，见猫于草上奔蝶
食之，则大异，叫曰：“猫食蝶乎！”于
是又罚蝶。

捕蛇容易捕蝶难。如皋的郊区
野外，满是追风逐蝶的人，小孩子更
是兴高采烈，一旦捕到，就卖给那些
犯罪的人。一时间，百姓来城郭，跻
公堂，不是送蛇的，就是送蝶的，整个
县都为之喧哗。清初的钮锈在《觚
賸·鹤癖》中说，因为罚蛇，竟致如皋

“一境之内，捕蛇殆尽”。在现在看

来，王峻斗生妥妥一个宠物狂魔，而在
当时，被视为耽奇嗜僻，性情独特。
关于他的性格，还有不少故事。周亮
工在《因树屋书影》卷二中也记载了
一个：

余年友长山王子凉峻斗生，为诗好
为聱牙诘屈之语，多不自解。尝为

《潜岳解》，出正陈大士。大士语余
曰：“子凉昨以《潜岳解》示予，久之不
得其解；既而悟为五言古诗，遂数五
字读之，始得其韵，然稍失一字，即须
从头读起矣。”予曰：“予读子凉诗，乃
捷于先生；子凉诗凡七百五十字，竟
作七百五十句读之，入手即了矣。”大
士大笑。

王峻斗生写诗，喜欢作深奥之语，
就连周亮工、陈大士这样的大文人都
大呼看不懂，可见是何等的光怪陆
离。他所著的二十二卷《怪石集》今
天已经亡佚了，还好乾隆时的《山左
明诗钞》里还保存了他的两首诗，我
们且来看其中一首《深山》：

环峰劈涧枝壑开，冻风密雪光黳
崖。狐老槐枯静霭霭，古民束厉恬蒿
莱。壁凝气暖瘦元庐，十寻劲竹挺幽
居。元真鸿冥藏药墅，九秋默聆空中
语。枫肪柏脂腾烟缕，蠲几息虑游清
府。澄霜澡肺凡火飞，白鹿闪光灭霏
微。奥区老物养神辉，雪夜仰斗拜鸣
矶。不漓不艳香馡馡，石月霜风倚古梅。

王峻斗生生活于晚明，其时竟陵派
诗风大盛，这首诗深幽孤峭，可以看
出深受时风的影响。陈大士在《王子
凉诗集序》里说他的诗如古篆隶，沉
吟往复，但始终捉摸不透。当时有个
诗人叫徐夜，他有一首《灯下遇长山
王子凉、玄客兄弟》，诗中有句：“如君

兄弟尔，何有古今违？”看来不独王峻斗

生，就连他的兄弟也同样是性情乖张
之人。据道光《济南府志》中王袠的

传记：“子峻斗生、峣生、岱生，孙桐伯，
相继登科通仕籍。”王氏兄弟虽然有
点怪，但书都读得很好。

王峻斗生除了“输蝶免笞”外，在如
皋还有一事可记。崇祯十四年
（1641），通州名士邵潜因性格不谐

俗，不容于里门，王峻斗生得知后，“式
其庐、署其门，为寓公庐”，邀请邵山
人转徙于如皋，还时不时赠送以银
两。邵潜寓居东皋，才有了后来的

“东皋印派”。两年后，王峻斗生被罣吏
议，罢官归里。明亡之后，他足不出
户，闭门谢客，以示不忘故国。临终
遗命不立墓碑，不作碑文，故其生卒
年月无考。小事面前放荡不羁，大是

大非端严不苟，王峻斗生很奇特。
蒲松龄写《放蝶》，是因为他在

淄西毕际有家坐馆。毕际有当时就

在通州任知州，他与王峻斗生是山东
同乡，又是好友，如皋与通州相邻，

两人时相往来，所以他对王峻斗生的

所作所为了如指掌。后来他把王峻斗

生的故事说给蒲松龄听，引起蒲松
龄的兴趣，把他收进了《聊斋志
异》。其实不只是蒲松龄，如朱彝
尊、姚之骃、王初桐、杜文澜、龚炜、

王芑孙、俞樾等人，都对王峻斗生很感
兴趣，也曾把这个玩世不恭的王知
县写到自己诗文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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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技家杨德清与黄万镒
◎徐海萍

旧文旧文
新刊新刊

杨德清，直隶大名府人，精拳
技。光绪十八年（1892）随知州汪树
堂来通当小队长十年。那小队就是
卫队，共有四十人。杨教拳技，颇有
成绩。杨是回教徒，家住天宁寺对
过。汪去后，杨就留居通州。生四

子，长子吉堂，服务缉私营，拳术也有
名，潭腿、二蹚刀、春秋刀得父真传；
二子庆堂、三子有堂、四子余堂都服
务警界。南通人呼德清为老杨，呼吉
堂为小杨。

辛亥以前，通州师范教授拳术自

黄万镒始。黄，海门人，所习拳技路数
和杨不同，有南北派之分。黄打子母
拳非常精辟，就是南派真传。他的左
手有疾，听说曾为仇家所伤，他为人和
蔼，学生多喜和他接近。离师范后，弟
子徐宝善继任。徐精醉八仙和猴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