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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稿

王阳明与凌相
□徐子衿

海安有条“耿善人巷”
□苏学勤 何台

近代李堡教育事业片断
□程太和

孙星衍与汪为霖
谈为官操守

□石小祥 白本

王阳明与凌相固有同年之谊，更重要的是性格相投，性情相近，兴趣相同，
都是一心为国为民的贤之大者。他们相互激励，相互映照，用彼此的精神照亮
沉闷窒息的暗夜。

海安老大街分为东市街、中市街、西市街，大街两侧有60多条巷
道，多以姓氏命名。而东市街有条巷子则以个人的名字称呼，这就
是“耿德和巷”，百姓习惯上称之为“耿善人巷”。解放后，此巷更名
为“三元巷”。说起这条巷子，则有一段动人的慈善故事。

当年的“耿德和巷”，位于东市街中部，东边是“万民洞巷”（后称
“如意巷”），西边是“增新池巷”和“陆家巷”。“耿德和巷”的旧名是什
么，现在也无从考证了。这条巷子是条南北贯通的巷子，南巷比北
巷宽，全长216米，当年，在海安县城的巷道中，称得上是条大巷口。
一般巷子桌子大，此巷可开小汽车。

说到这条巷子，不得不说东市街周边地区的地理环境，海安中
学地理老师储祥林对东市街的地理环境曾有一番研究。当年的东
市街是条“马背梁”式的老大街，现在海安韩公馆地段还能看得出，
大街的南端“上河边”与石板街落差1米多，发大水时，雨水都涌向石
板街南端的“上河边”流入老通扬河。而巷子东边的“万民洞巷”，由
于地势比“耿德和巷”还要低，洪水阻塞退不掉，即使在洪水稍退后
的几天内，“万民洞巷”中段的洪水仍然排泄不畅，给这里的居民带
来了诸多不便，特别是上学的孩子都要由大人背着绕道从“耿德和
巷”中段出行。

清代以来，“万民洞”因排水问题，一直未能解决，还打过几场官
司，调解过一次又一次，修复过好几次，但一直未能解决洪水阻塞的
问题，直到解放后重建镇西的“三里闸”，才从根本上解决了海安城
区排水不畅的大问题。

听先辈人讲：民国二十年（1931）里下河大水，海安同样遭难，
“耿德和巷”中段的小拐弯处，也就是当年海安名人朝良言先生老住
宅的南边，情况与“万民洞巷”差不多。中段向北，地势开始抬高，发
大水时，情况稍好一点。如果能顺势把地基加高一点铺一下，那可
是一件为民解忧的大好事。

但在那个年代，地方官员不作为，谁来修好这段“出脚路”？当
权者只想着每个月的薪水，哪里还想到百姓的行路之难。老百姓自
己的事，自己很想办，但又有谁能出这个钱呢？

就在这时，东市街酱园店的老板耿德和站出来了，他公开宣布，
他出钱来铺这条巷子。这个决定不容易啊！一个小小的酱园店老
板，一年能赚多少钱，铺一条200多米长的巷子，从巷道的改造设计，
到最后的巷道成型，勘察、施工、原材料的采购，施工人员的选择，缺
一样都不行，还要协调巷道两边居民的矛盾。耿德和是个说话算数
的人，既然答应了乡亲，就要负责到底，他顶住了诸多困难，克服了
诸多难题，解决了诸多矛盾，最后终于把巷道铺竣完工，受到乡亲们
的一致称赞。

乡亲们知道，铺就一条好的“出脚路”绝非易事，绝不是举手之
劳，除了花钱之外，工程的进度和质量，也是一般人不能胜任的。为
了感谢这位“大善人”，乡亲们开始称呼这条巷子为“耿德和巷”，又
称“耿善人巷”。这一叫就是几十年，以回报乡贤耿德和的善举。直
到解放后1956年合作化，“耿家酱园”并入了“海安酱厂”，这条巷子
才更名为“三元巷”。正是：

古镇海安一乡贤，独铺巷道得巷名。
海安慈善历史久，更看今朝善意浓。

孙星衍（1753—1818），字渊如，号伯渊，别署芳茂山人等，江苏
武进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榜眼。他是清代名望颇高的经学家、
书法家、藏书家。乾嘉时期，他先后任刑部郎中、山东督粮道、山东
布政使诸职。

孙氏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他曾像如皋籍高官戴联奎那样，拒
绝贪官和珅的提携。他在山东任职时，更是看透清朝官场的腐朽。
嘉庆四年（1799），他致信同科进士何兰士：“州县不能托名亏空矣。
烟酒可取重税，以资国用……近日风气，州县成谳，至院司改而从
轻，抽换卷宗，非独后患也。其流弊，书吏幕宾借此招摇，则杀人者
不死，遂开行贿之门矣！”只言片语，孙星衍说明官场弊端：地方财政
透支，贪官通过“托名”贪污朝廷经费；办案不公，贿赂送礼，便可黑
白颠倒，即便杀人罪行也可从轻发落。

嘉庆十三年（1809）上半年，如皋丰利（今属如东）富家子弟汪为
霖，补山东兖州府知府，再又接替孙星衍，擢升山东督粮道。入秋，
孙星衍复任山东督粮道，汪为霖署兖沂曹济南道。次年春，母亲生
病，汪为霖辞职卸任。其间，作为知心同僚，孙星衍数次去鸿汪为
霖，吐露心事，痛斥官场腐败。

在一封信中，孙星衍满是无奈：“山左宦途光景，来此半年，较悉
情形，公事束手无措，亏累日甚一日，智者莫能为计，与十年前迥不
相同。阁下擢任在即，脱离此地亦妙。粮道一席情况更出意料之
外，阁下来自知之。”孙氏所述若真，足见当时山东官场的腐败，令人
触目惊心，无可救药。即便像孙星衍这样的名宦，也甘拜下风，无从
下手。腐败不是山东一地的问题。孙星衍又向汪为霖述及：“东省
光景大异十年前，而阁下家居又不止十年。弟此番出任，所见闻大
不如前，但非一省如此，问之别省，往往而同，惟广西、贵州差胜耳。
云南、广东、福建等亦复不可问，江西近日大坏，河南得马抚台培养
之力，楚中亦不可问。”在孙氏眼中，江西和山东一样，腐败问题严
重，相比之下，只有广西、贵州两省情况稍好。

将汪为霖视为知己的孙星衍，还向友人吐露退隐的心声。嘉庆
十三年秋，他要复任山东督粮道之际，去信汪氏：“老父在金陵，亦于
九月东来，恐弟此行不敢拂老人之意，未能竟赋遂初耳，然亦不便久
在官场，阁下知其素志也。”

友人的真心叙述，对于汪为霖或多或少是有作用的。汪为霖为
官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便以母疾为由，告老回乡。自山东南归，孙星
衍作《赠汪春田太守南归》四首以示祝贺:“他日同寻旧游处，栖霞山
馆虎丘船……草草官场真恶梦，不曾沉醉在明湖。”两年后，孙星衍
也辞职回家，脱离宦海，又逢生子之喜，汪为霖有诗祝贺：“有子心生
大欢喜，休官名著小神仙。却教今日公输我，我着先鞭公后鞭。爪
迹栖霞更虎丘，雪泥我欲续前游……鹊华山色难忘处，梦里明湖一
片秋。”

大明弘治十二年（1499）的那一年
科考很有名，因为那是一场轰动全国的
考场舞弊大案，有人告发考生唐寅和徐
经事先获知了考题。后经皇帝亲自主
审，查无实据，但还是判了主考官失职而
勒令致仕，徐经与唐寅被革除去功名永
远不得应试。其实那一科躺着中枪的还
有一个人，王阳明，本被主考评为第一的
他被改为第二，最后仅取得二甲第七
名。据说那年考题真的很刁，许多人都
读不懂题意，根本无法下笔。不过，一名
来自江南通州的青年举子却顺利通过了
会试、殿试，中了第三甲六十五名进士，
虽然排名不高，但与王阳明成了同年，他
就是凌相。那一年，王阳明二十八岁，凌
相二十五岁。

王阳明大名鼎鼎，天下皆知。那凌
相也绝非一般人物，他字忠甫，号芹溪，
先祖在元末由湖南迁通，至他已是第八
世，其家为军籍。与王阳明一样，他二
十一岁时就中了举人。不仅他聪慧绝
伦，三弟凌楷也是冰雪聪明，与兄读书
于狼山西麓的龟田草堂，小小年龄就文
望蔚起，二十余岁以礼经亚魁中得正德
戊辰科进士。观政结束后，王阳明被授
予刑部主事，而凌相则外放山东沂水任
知县，从而开始了他三十余年的政治生
涯。沂水民风彪悍，讼徭役岁不均，凌
相年纪虽轻，但处事极有主见，他覆恶
树善，定额限征，没有多长时间，当地的
老百姓就很感怀他的恩德。很快，凌相
被擢升为南京广西道监察御史，关于他
此阶段的表现，后来崔桐给他写墓志铭
时用了“守正不阿，苞苴不入”八个字。

他弹劾的不职大臣有数十人之多，就是
一代名臣王琼也在论列，一时间，整个
朝廷肃然惮之。正德六年（1511），凌
相迁广东按察司佥事兵备。其时，程乡
人李四子等占据大峰嶂十四巢为乱已
有数年，呼啸惠潮等地而成巨患，罹害
尤甚。凌相下车伊始，率军剿之，他身
先士卒，击火其巢穴，巨寇悉平。其后，
不论在山东，还是辽宁，不论任太仆寺
少卿，还是苑马寺正卿，他都是干得相
当出彩。值得一提的是，在辽期间，他
负责督修边城，城背有一山，高数十丈，
广可十里，上有十方寺，为敌方驻军所
在，故城中的一举一动，都被敌人看得
清清楚楚。凌相深知其中利害，他指挥
部队打散敌人，围之境内，告谕此山为
我故土之地，并与之签订条约，双方不
可违背。至此，这块险地始为大明所
得。五十三岁那年，他被任命为四川右
布政使，两年后任云南左布政使，仅一
年，又出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湖
广兼督理军务。每到一处，他都从容筹
划，动无遗策，为当世所器重。两年后，
他以病恳请辞官，皇帝温旨抚慰不许
辞。凌相因眼睛近视，曾于云南任职内
偶有失礼之处，后来有人犯了同样问
题，追论到他，他便再次上疏乞休，在嘉
靖十一年（1532）得以致仕。八年后，
他病卒于通州。皇帝知道后，赐葬祭如
礼。凌相著有《芹溪奏议》《龟田诗文全
集》若干卷。他的奏议被评为“言言剀
切”，诗与赋“纵笔所如，情景自见”，而
古文则是“若不经意而风力遒劲，气不
可遏”，可惜这些已不见存世，唯《五山

耆旧集》卷二收有他的诗作五首。
自那年观政后，王阳明与凌相在各自

人生轨道上奔波不息。虽然两人都曾任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但凌相任职于王阳明之
后十二年，而那时王阳明已经去世了。近
有某小说写王阳明在江西剿匪的时候，凌
相为广东兵备佥事，曾经提兵相助，又说凌
相曾追随王阳明剿匪数年云云，纯属无稽
之谈，因为王阳明驰骋江西之时，凌相正在
辽东。倒是他弟弟凌楷曾以户部出督江西
诸郡收缴钱粮，不过那时王阳明还未到江
西任职。

虽然他们在职场上没有交集，但不妨
碍两人成为至交好友。凌相的母亲杨氏
去世于正德八年（1513），两年后，凌相准
备将之安葬在祖茔之左，因为当时凌相父
亲凌云还在世，他有一个疑问，就是“先孺
人附于祖茔之左，昭也，家君百岁后将合
焉。葬左则疑于阳，虚右则疑于阴”，他不
知该如何处理，就问葬于王阳明。王阳明
回答说：“附也，则祖为之尊，左阳右阴
也。阳兼阴而主变者也，阴从阳而主常者
也。阳在左则居左，而在右则居右；阴在
左则从左，而在右则从右。其虚右而从左
乎？”于是，凌相按照王阳明的指点，将母
亲以虚右而从左的方式安葬于狼山之
西。凌相还请王阳明为母亲撰写墓志
铭。说实话，王阳明一向不肯轻易为人撰
写墓志铭，尤其是妇女，更为谨慎，但也非
绝对不写，要求就是“必其贤者也”。然
而，他却很乐意为凌母撰志，因为杨氏就
是一位贤者，他是通过多方面证实的，其
中有其夫之状，有乡人之所传，也有其子
之言。他在文中写道：

子佥宪相，与同年，贤也；地官员外郎
楷，又贤也；孺人之慈训存焉。相尝为予言
孺人之贤，十余年矣。

十几年前，凌相就曾与王阳明说起过
他的母亲，可见他们中进士时，关系就非
常亲密。此外，王阳明还写道“吾乡之士
游业于通者以十数，称通之巨族以凌氏为
最”，说明王阳明对南通州这个地方一点
都不陌生。

王阳明还给凌相写过两首七律：《谢凌
佥宪惠吕四鹤两首》。原来，凌相曾经送给
王阳明通州名产——吕四鹤。当年，吕四
鹤与辽东鹤、华亭鹤并称天下三大名鹤。
王阳明收到后，非常开心，就写了这首诗以
谢之。民国期间，南通名士费范九还选诗
中“雪衣喜见风前舞，清唳常思月下闻”一
句书作对联，为其外甥，也是凌氏后人凌君
钰收藏。至于原诗手迹以及全诗内容，已
经邈如云鹤，不知所终了。

世人皆知王阳明有湛若水、黄绾、王文
辕、许璋等最为相契的莫逆之交，也有徐
爱、王畿、冀元享等心意相通的诸多弟子，
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凌相这样相知甚深
的好友。两人固有同年之谊，更重要的是
性格相投，性情相近，兴趣相同，都是一心
为国为民的贤之大者。能够遇到至交好友
实是人生幸事，“得引手一扶”，他们相互激
励，相互映照，用彼此的精神照亮沉闷窒息
的暗夜。王阳明在一步步成为圣贤的大道
上阔步奋进，凌相也在自己的道路上砥砺
前行。

文字有时会丢失，故事有时会消亡，而
隐匿于时间深处的友情，总会在不经意间
缓缓浮现。

《五山耆旧集》书影与王阳明画像

筹建赤岸社学 事迹感人肺腑

赤岸社学创办于清嘉庆二十一年
（1816），地址在如皋县治东北的李堡镇
（旧名赤岸，当时属如皋县管辖）。据创
办人周佩华所记，当年他曾听到父亲周
珊性与外舅童灏谈论锺山紫阳书院和皋
城雉水书院的事，二人感叹李堡僻处海
滨，偏安一隅，学子就学艰难，有心在家
乡创办一所社学，他们的愿望得到了周
的另一位外舅彭希尧的赞同。后来彭希
尧、周珊性相继辞世，办学的担子就落到
童灏一人身上。

丙子年秋季，周佩华赴江南贡院省
试。这时童灏病笃，中秋后基本上粒米
不进，弥留之际想起办学之事，强打精神
喝下粥糜数勺，等待周佩华归来。等到
周去探视他时，老人让他和彭希尧之子
彭寿同至榻前，交给他们多年积蓄下来
的钱一千二百贯，谆谆嘱咐他们不要忘
记上辈人的初心与志向。后来，周佩华、
彭寿又各捐二百贯，一起购房五十间，置
田四十九亩五分，另有秦文士、秦文达兄
弟捐田二十五亩，这才向上请示办学。
童灏的寡媳、彭寿的弟弟都拿出积蓄来
捐助，学校终于办成。

如皋贺崇禧记赤岸社学规模设施情
况说：“学在镇，门临大河，有房五十余
间，中设进修堂，为生徒讲业所。堂之后

为培桂楼，奉奎宿（即魁星）；其东为双愿
堂，董其事者议公地也。余皆诸生诵读
寝兴处。又东偏有园，为假山其中，引水
环之，构亭曰‘会心’，杂植佳花异木，以
供游息。又有田五十余亩，岁出租以为
束脩、膏火、修葺之费。”从这段记载可
以看出，赤岸社学可能不收费或收费甚
微，它更具有一种“公益”与“慈善”的性
质了。

局长女儿安心乡镇教学

沙元榘自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即主管如皋地方教育，先后达23年。历
任县劝学所视学兼总董、劝学所所长兼
县视学、县民政公署学务课课长兼县立
师范学校校长、县公署第三科（教育科）
科长、县教育局局长等职。其在任期间，
如皋县（含今如东县大部分地区今海安
市东部地区）联合创办321所学校，其中
他亲自创办的学校7所。为振兴如皋的
教育事业，沙元榘把他的三个女儿先后
送到师范学校学习，师范学校毕业后又
全部送到乡镇任教，这是他重视农村教
育，心系农家子女的具体体现。

1933年，沙元榘的女儿沙令祥从如
皋师范毕业，即被分配到离如城45里的
李堡小学任教。1936年，沙元榘的又一
个女儿沙令寿从南通女子师范毕业，同

样分配到李堡小学任教。对此，沙令寿很
不理解，姐姐分到李堡小学了，她怎么也分
到李堡小学，难道局长的女儿就不能在城
里工作吗？沙元榘是这样对沙令寿讲的：

“中国农民苦于耕耘，得不到温饱。身受钳
愚，得不到教育，人口亿万却世代文盲。以
往君主专制，朝廷腐败，上无道下无学，国
家积弱不振。我们深感普及教育时不可
待。现今如皋县虽兴学二三百所，但远未
达到普及教育之目的。要振兴文化，办学
救国，变贫弱为强盛，势必要办好乡镇乡村
学校，我和你母亲把你姊妹都送去学师范，
就是想让你们担当起这副重担。你在南通
女子师范学习成绩很好，你从小好强，我想
无论到哪里工作，你都会成为为人师表、受
人尊敬的好教员。你三姐令祥在李堡工
作，学生喜欢他，同事和校长赞许他。下学
期栟茶小学缺教师，她将派到栟茶工作（栟
茶到如城的距离更远），你到李堡小学顶替
你三姐不是很正常吗？”沙令寿母亲又接着
说：“你父亲为办好乡镇学校，几十年来费
尽心机，他时刻牵挂着乡镇教育事业发
展。他希望你们到农村去，把农村教育事
业搞上去，做一个乡镇好教员。”

在父母亲劝导指点下，沙令寿的思想
豁然开朗，到乡下去做一个乡镇好教员的
决心顿时就定了下来。初到李堡小学，她
担任六个年级的音乐课，还兼任一个班的
班主任。她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踏实工

作，埋头苦干，和她姐姐一样，受到校领导
和同事的好评。

四个小学生投奔抗日前线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
烈反响。当年秋季开学，李堡小学将开学
典礼改成了“声讨日本侵略者全面侵华大
会”。丁文校长和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相继
作声讨发言。

丁文说：“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平津
危急，华北危急，小日本想吞并大中华，早
有此野心。明朝嘉靖年间，三千倭寇上岸
骚扰到我们家门口，被抗倭英雄邱陞、刘景
韶在西场全部歼灭。今天我们要聚沙成
塔，万众一心，抗战到底！”教务长周老师上
台宣讲了驻守长城喜峰口二十九军的抗战
事迹。音乐教师沙令寿登台发言时顺着
《义勇军进行曲》歌词，还教同学们学唱
《松花江上》，要求学生们就当自己是东北
家乡人，亲身经历被日寇掳掠，过着被迫
离乡背井、饥寒交迫的困苦日子，以强烈
要求打回老家去收复故土的决心和力量
来唱这首歌。

这场特殊的“开学典礼”举行得很成
功，全校师生抗日情绪高涨。当天下午就
有4名高年级学生（当时高年级学生大多
十五六岁）去驻角斜的部队参加抗日了。
他们的抗日义举引起全校师生人心振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