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看到张孝若于1932年9月
20日写给叶恭绰的一封信，所言正
是赡济沈卓吾遗属之事。张孝若写
这封信的时候，其实也有他难以明
言的苦衷和无奈，只能拿出私资四
百元来赡济沈卓吾的遗属，想来也
是挺憋屈的。

张孝若致叶恭绰函。

崇川
往事

赵宗抃宦游浙江
◎赵一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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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若赡济沈卓吾遗属
◎赵鹏 海陵

旧话

赵宗抃擅印，曾刻“宦游两浙
二十日”的闲章。可一般认为，他
不乐仕宦，以授课鬻字篆刻为业，
一生并未出仕，其子赵过之回忆
录《悠悠芳草》中也没有宦游浙江
记载。如此一来，“宦游两浙”是
怎么回事？

《大港赵氏家谱》载，光绪二
十九年（1903）赵宗抃江南乡试考
取了第二十名举人，援例授文林
郎，选知县，浙江候补盐大使，终
身不仕。文林郎为清代正七品官
员所授予的散官名，七品文官都
可以称文林郎，赵宗抃选知县故
可称其“文林郎”，但也只是具备
了身份。清代乾隆十七年（1752）
定制，三科（原为四科，嘉庆五年
改三科）不中的举人，由吏部据其
形貌应对挑选，一等以知县用，二
等以教职用。每六年举行一次，意
在使举人出身的士人有较宽的出
路，名曰大挑。对照此条件，赵宗
抃为新科举人，不具备“大挑”的资
格，出仕为官应该是走的捐纳的路
子。文林郎是虚衔身份，浙江候补
盐大使则是实实在在的职务，笔者
曾就此事询问赵宗抃孙赵芝云先
生，言父亲曾讲过祖父短暂为官，
具体详情也不得而知。

笔者曾采访过掘港老字号饭
店广雅楼的后人，无意中得知陈
氏姻亲长辈王希昌曾陪同赵宗抃
赴浙江盐场大使任。王希昌，生
卒年不详，家业饭店，赵曾望弟
子。据陈氏后人回忆，光绪三十
一年（1905），赵宗抃赴浙江宁波
任盐场大使，王希昌同行担任幕
僚，师兄弟也有个照应。赵宗抃
初任为官意气风发，期有一番作
为，但晚清官场腐败，积重难返，
他难以施展抱负，故上任仅二十
天即挂印辞官。后来刻印“宦游
两浙二十日”以记录这段经历，不
过赵宗抃很少提及这一段过往。
这倒是和吴昌硕任安东县（今江
苏涟水县）知县一月后辞官，刻印

“一月安东令”有几分相似。民国
十二年（1923）掘港徐氏请赵宗抃
为亡人徐润斋写墓志铭，文末落
款为“民国十二年癸亥六月两淛
盐大使举人赵宗抃谨撰并书”，两
淛即两浙，写两淛盐大使而没有
写候补盐大使，是已赴任实缺。

民国二十四年（1935），赵宗
抃定居上海后，授课并挂润例于朵
云轩，卖字售印为业。其后不久，
他已颇有人脉，如同族赵启騄为江
苏省民政厅厅长，儿女亲家顾祝同
是省政府主席。赵宗抃的许多朋
友纷纷来拉关系。有的情不可却，
赵宗抃也推荐了一些人，其中有老
友胡壶山之子新畲任昆山县财政
局长，苏工同事陈玉伦任昆山县公
安局长，还有曹鹭渔为上海县县
长，秦杰人为邳县县长。但他本人
却坚决不做官，仍然青毡自守。

1931年这一年，大达轮船公司
够倒霉的。先是3月11日，公司的
大吉号轮船在行至如皋境的龙驹沙
时忽然失火，全船被毁，船员乘客惨
毙200余人，公司损失巨大。到了冬
季，南通的得记钱庄宣告倒闭，大达
投放在里面的大笔资金血本无归，这
对本已捉襟见肘的大达公司无疑是
雪上加霜。眼看到了年底，厄运又
至，12月13日，大达公司的大德轮由
沪往通，在开到太仓境白茆口的七盘
沙处，又遭失火被毁，200多条人命
葬送于水火之中。

轮船失事已经够惨，偏偏遇难乘
客里还有一位名人沈卓吾，并由此引
发了更多的社会关注。沈卓吾是如
皋人，出身清寒，晚清时曾加入同盟
会，追随孙中山，民国后在上海主办
《工商日报》，创办《中国晚报》并自任
经理，还担任过上海电报局局长、财
政部印花税处处长兼江苏印花税局
局长等职。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
作讲演，沈卓吾为之录音并制成唱
片，保存下孙中山唯一的声音史料。
这回他是送岳母等几位亲属由沪返
如，不幸就罹了难，那时他还挂着一
个铁道部参事的职衔。

据遇救的目击者说，火灾发生
时，沈因动员岳母等家属逃离不果，
自己携带救生圈跳江，然而此后数
日，一直踪影全无，生死未卜。为此，
旅居上海的通如崇海启五县同乡会
临时组织被难委员会，高额悬赏，征
求沈卓吾的消息。另一方面，如皋的

被难家属救济委员会也呈文交通部，
指责大德轮船航务废弛，蔑视人命，
希望迅予究办，甚至主张停止大达公
司的营运。

面对激愤的舆情，时任大达公司
董事长的张孝若，虽然远客香港，还
是很快发表了一篇《一个白手立业的
江北人——悼沈卓吾》，借怀念遇难
故友沈卓吾的名义，为公司作了一些
解释，成为一种巧妙的“危机公关”。
张孝若在文中明确表示：“卓吾还有
白发高年的老母在堂，寡妻和弱子都
待抚育教诲。岁月方长，当然是我们
后死者的责任，义不容辞的。我很想
集合了卓吾的朋友叶玉虎、孙哲生、
郑韶觉诸兄合力谋画，以慰逝者。还
想募集一笔款子，帮卓吾做一个纪
念。怎样可以适当而永久，且待与各
方友好商榷后再定。卓吾的境遇，在
他的朋友中，当然我是最沉痛而心是
最不安的。”

据闻大德轮失事两个月后，人们
在江滩发现一具面目难辨的尸体，因
为从衣袋里看到沈卓吾的名片，这才
认定是沈的遗体，地方人士因此为之
举行了庄重的安葬仪式。

最近看到张孝若于1932年9月
20日写给叶恭绰的一封信，所言正
是赡济沈氏遗属之事，全文抄于下：

玉公吾兄世大人阁下：昨以《山
居诗稿》由叔兄处呈教，想达。去岁
敝公司“大德”被焚，不幸卓吾兄身遭
惨祸，居常念及，辄为心痛。身后寒
素，尤堪敬悯，先后曾致恤金一千五

百元，寄尘兄走陈左右，荷公鉴谅。
一昨韶觉先生复致函敝公司董事会，
续商加恤。论弟与卓兄友谊，自应推
韶公之意为之图谋，无如敝公司去岁
二轮失事，存款复被倒欠，损失近百
万之钜，财力实渐不支。但卓兄遗族
境窘待济，又系实情，公义私交，宁忍
坐视？特再由弟私人送四百元，以报
故友。韶公方面，务祈代为致此衷
曲，恕不另达。馀请叔哥面陈一一。
敬请道安。九月二十，世愚弟张孝若
敬启。

信中提及的“寄尘”，就是负责
大生驻沪事务所的吴兆曾，而“韶
觉”即郑洪年，他与叶恭绰都曾在
北洋时期担任过交通部次长，与沈
卓吾相交颇深。至于最末提到的

“叔哥”，我觉得应是赵凤昌的公子
赵叔雍（尊岳），张孝若和他是以兄
弟相称的。

张孝若写这封信的时候，其实
也有他难以明言的苦衷和无奈。这
是因为接连两轮烧毁，公司损失重
大，股东们要求追究责任，于是决
定改组董事会。其时，上海滩的帮
派势力乘机打入，最终由杜月笙出
任董事长，而杜的门生杨管北则担
任了公司经理，掌握了实权。至于
张孝若，则被安排为一个挂名的总
经理，到了这个时候，大达轮船公
司的实际权力已然旁落在他人手上
了。看信中张孝若只能拿出私资四
百元来赡济沈卓吾的遗属，想来也
是挺憋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