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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记忆”设有江海廉韵、传家宝、
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等栏目，欢

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图文结合
为佳。投稿邮箱：csjy1000@163.com。

征 稿

30多年前的港闸区“送瘟神”活动
□吴元进

今岁初夏，如皋市人民医院获赠一
块石匾（下图为该匾拓片）。匾上题字者
是海安籍名人韩国钧（紫石），捐献者是
如皋市人民医院老院长赵凯国。此院首
任院长、创办人是清末翰林沙元炳。

多年前，一位做慈善的如皋老人将
石匾馈赠赵院长的夫人杨庆美，托她保
存。如今，赵老院长以沙元炳为楷模，发
扬奉献精神，捐出石匾。匾中所刻大字
为：世界红卍字会如皋分会，落款：韩国
钧题，刻印：韩国钧印，紫石长寿。紫石
老人是社会名流，又工书法。因此，石匾
很有价值。

中国最早的大型慈善机构——世界
红卍字会创办于1922年。创办人中有
位如皋人——清末秀才洪士淘。《东皋话
旧》记载，世界红卍字会如皋分会成立于
1924年（此说有误），会址设在北门泰山
脚下，后来迁去文峰阁。会长是大德颜
料店主程化甫。1930年，黄哲人、戴吉
人、姜佐周等人集资，购入文德桥北尾东
侧旧房，进行重建。《黄哲人讣告·先府君
行述》记载，黄哲人生于1868年，讳文
濬，字哲人，又字喆人，如皋石庄人，慈善
家。清末，他入学如师，校长正是沙元炳
先生。他为沙先生所赏识。他肄业后，
学习沙元炳投身教育，执掌石庄公立两
等小学校。沙元炳知其才华，又聘其主
办如皋自治公所。沙元炳素来热心公
益，于1921年创办如皋县公立医院。同

年东南九区遭受水灾，黄哲人追随沙元
炳，捐资10余万救灾。1930年，黄哲人出
任世界红卍字会如皋分会会长。又查《江
苏人民团体概况》，世界红卍字会如皋分
会成立于1926年2月，负责人黄文濬，办
理慈善事业，地址位于城内文庙东首，即
文德桥北尾东侧。

黄哲人与韩紫石（1857—1942）关系
很好。1922年冬到1924年夏，黄哲人于
家乡石庄张黄港一带，出资修建江堤十余
里，确保一方平安。时任江苏省省长的韩
紫石为黄哲人题写匾额“保障有功”。日
后，黄哲人忙于慈善，不幸离世。世界红
卍字会会长熊希龄为其题赞：秉性率真，
慈以接物，和以待人，一乡称善，化俗为
淳，翊赞卍绩，宣德扬仁，掖才勤学，善诱
循循，推食解衣，普济饥贫。

韩紫石则为《黄哲人讣告·遗像》题
字：“黄哲人贤弟遗像 愚兄韩国钧题。”称
友“贤弟”，自谦“愚兄”，韩紫石对黄哲人
颇为尊重。至于那方“世界红卍字会如皋
分会”匾额，可能是分会1930年乔迁后书
写的。黄哲人与韩紫石熟稔，钤印“紫石
长寿”，说明韩紫石年事已高。那位世界
红卍字会会长熊希龄也是韩国钧好友。
1931年，韩国钧还应熊希龄之邀，前往北
京香山游览（《止叟年谱》）。

如今“世界红卍字会如皋分会”匾额，
重现如皋，但另一方韩国钧题写的“保障
有功”匾额，又在何处呢？

韩国钧为慈善机构题匾
□彭伟

沈其韩桑梓情深
□缪建红

据《南通市志》《南通市建设志》等记载，1934
年3月，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决定架设镇江（时镇江
为江苏省省会）—扬州—南通电话干线。线路由
镇江经江都、泰兴、如皋至南通，全长739里，成为
江苏省长江以北地区东西之间的联系线。当年
11月，架线工程顺利完工。12月，南通、如皋开办
国内长途电话业务。当年年底，全省共有12个县
开办了国内长途电话业务。

南通电信始于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设立

电报局，开办国内电报业务。1913年，张謇及商
界人士集资创办私营电话公司，至1920年，用户
已近200户。1922年成立私营南通实业长途电
话公司，经营南通、海门、崇明、如皋4县长途电话
业务。

1934年，江苏省政府架设镇江—扬州—南通
电话干线，改由电报局开办国内长途电话业务，撤
销私营长途电话公司。同年，江苏省建设厅在南
通县政府内设长途电话交换所，向公众开放长途

电话业务。其时，大聪电话公司在南通城内设有450
门电话总机，在唐闸、金沙、吕四等9处设立电话分机
（小总机），电话用户近500户，全县33个乡镇通电
话。至1937年年底，南通大聪电话公司与苏、浙、皖
各埠接通国内长途电话。1938年3月，日军侵占南
通城，大聪电话公司的电话线路被拆除，部分局、分
汇被关闭，公司被迫歇业。1940年逐步恢复了天生
港等分汇。1944年后，经多次扩容，至1946年，交换
机容量达到900门。

2022年11月29日，中国科学报社
主办的“科学网”以《百岁沈其韩院士逝
世：他带走了一个重要时代》为题，发专
稿缅怀南通籍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
地质学家沈其韩。该文介绍：沈院士自
述“误打误撞”结缘地质，“如果能帮助国
家建立十个八个矿山，我也就很知足了”

“嘱咐年轻人：条件很好也要勤奋努
力”……沈其韩曾在1949年前成立的

“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该所也是中国
建立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地质机
构，曾走出48位两院院士，沈其韩是其
中较有名气的一位。

我曾在南通市科协工作过十五年，
其间参与组建全国科协系统较早设立的
院士工作专门机构“南通市院士联系服
务部”，沈其韩院士又是2006年我们先
期开展联系服务的18名院士之一。同
时，沈其韩院士1942年考入国立重庆大
学矿（采）冶工程系，本人则于1985年考
入重庆大学冶金材料系，这样从母校院
系历史沿革说来，我和沈院士原本同属
一个系，他是早我43年的老学长。在与
沈院士接触交往的十多年中，我对他在
辽宁、湖北、山西等地孜孜以求为国找矿
的事迹印象尤深。

前不久，正在编撰沈其韩院士传记
的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张老师，与我辗
转联系接洽，希望提供更多沈院士与家
乡联系的情况，让我借此细细地梳理起
这位老学长与家乡的过往来。

感恩故土，祝福家乡母校
1922年4月27日，沈其韩出生在淮

阴。1925年，他随父亲沈瑞侯返回江苏
南通祖籍地原海门富兴（今启东海复），
在此磕磕绊绊完成中学学业。此后不管
身处何地，沈其韩总是心系母校。2000
年11月，沈其韩致函海门锡类中学：“得
知母校校名已经恢复，2004年将是150
周年大庆，十分高兴。我是母校1935—
1937年间的初中生……”2012年3月，
江苏省海门中学100周年校庆，沈院士
应邀题写贺词道：“我是1939年从母校
毕业的一名高中学子，在校期间曾受到
学校师长无微不至的关怀与教导，获益
良多，终生难忘。欣闻2012年 3月19
日将迎来母校100年华诞，谨向母校致
以深切的感谢与真诚的祝贺！”

江海骄子，南通人民时时惦念
1999年1月，南通市政协学习文史委

员会组织编撰的《智慧之光——南通籍院
士风采录》正式发行，收录了沈院士本人
撰写的《为地质研究竭尽绵薄》，以及另一
篇题为《沈其韩与前寒武纪地质研究》的
介绍文字，并附沈院士的个人简介、3张工
作照片及主要论著目录等。

2001年，南通科技馆（南通市科学会
堂）设置“南通院士画廊”，向公众推介了
沈院士肖像及简介铜版画。

2003年3月，南通市档案馆专人前往
北京，向沈院士补充征集名人档案，先后
共有学术著作资料、获奖证书、地质考察
与科研生活照片39件（组）永久收藏。

2017年8月，南通市委党史办、市地
方志所办刊物《江海春秋》中“江海骄子”
专栏刊发专稿《致力早前寒武纪地质研究
的南通籍科学家——沈其韩》。

2021年4月27日，南通市科协主席
陆军一行专程赴北京前往沈院士家中，祝
贺其百岁生日（按家乡传统贺“虚岁”）。
2021年6月29日起对外开放的南通群英
馆（南通文化馆）“科技翘楚”厅，展陈了沈
院士提供的院士证和《沈其韩文集》等实
物，以及个人简介专题展板。

关注家乡，倾心建言献策
2006年起，南通市科协每年春节前

都向工作生活在外地的南通籍院士寄送
《新春慰问信》，汇报南通科技进步和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征集相关意见建议，并附
寄南通市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2007年初依托南通市科协设立的“南通
市院士联系服务部”，将相关工作做到了
制度化、经常化，也得到沈院士的充分肯
定。

沈院士对家乡南通的发展十分关注，
每次收到资料都仔细阅读，认真填写《院
士信息反馈表》，并对南通科技经济社会
发展以及地方联系服务院士工作提出中
肯的意见建议。其中，仅在2008年初的
一张A4“反馈表”中有限的空白处，已届
耄耋之年的沈院士就亲笔写下了1000多
字的意见，涉及发展节能减排循环经济、
非矿石能源资源综合利用、“三农”问题与
低保医疗教育均衡等10多条建议。

拳拳游子心，殷殷桑梓情，沈其韩院
士永远是家乡的骄傲、学子们的榜样。

在通城东北阚家庵附近乡间，曾有一座寺
庙“弥勒院”，庙虽不大，但名气不小。尽管该庙
已被废近70年，但作为地名，“弥勒院”至今仍
为一方百姓所熟知。

弥勒院由来

附近老人只知道弥勒院本是蒋氏家庙。而
蒋氏后人、适逢米寿的蒋有遂，除了解其祖上来
自常熟，堂号为“乐安堂”等情况外，也说不出弥
勒院由何人何时建造等信息。

经多方查找，笔者在光绪《崇川蒋氏家谱》
中寻得答案：蒋氏始迁祖觉惠，原与其弟觉诚居
南沙（常熟古名），于洪武初分迁通州。至八世
祖蒋如山，“复筑室于阚家庵镇北”，后由“馨闻
公辈于康熙二十四年（按：即1685年）就宅附近
创建宗祠”“名曰‘弥勒院’‘蒋家庙’”“宗祠建在
郡城北乡二十里之阚家庵镇北三里也”。

关于弥勒院建筑布局，家谱《祠记》记述较
为详细：初建时为“正殿三间，专供弥勒佛……
前为东、西厢屋各五间，西供木祖，东募僧居，中
余宽阔隙地，再前大门一间，左右卫墙，墙外三
面凿池环抱，荫以丛木”。嘉庆初年，“因祠有隙
地，集赀附造中殿三间，供奉都天大帝神像”。
由祠图可见，弥勒院以子午线为中轴，建筑主次
分明，弥勒佛殿与都天堂、厢屋、门堂等呈左右
对称布局，形成一种庄重、稳定的视觉效果。

作为家庙，弥勒院初在其西厢屋供有木制
祖宗牌位。同治年间，因“阅年既久，祖牌字迹
剥落，各房牌式互有不齐，龛仅三座，牌较高大，
位次有限，即在东厢添设一龛”，对十世以上牌
位，“旧朽者易之，重加琢漆，移供新龛犹奉”。
自“十一世起，另购银杏木，概作新牌。”光绪丙
子年（1876），又在东厢添置二龛，并另造厨屋
二间。

弥勒院的经济来源主要依赖庙田田租。建
庙之初，“祠前后粮田各八亩，左右各四亩，召佃
承种，收租给僧，侍奉香火”。李福进老人生前
曾有回忆：弥勒院有6000步（约合24亩）田，他
家种了其中的3000步，每年都要换租（指交租）
给庙里的和尚。又据当地老者介绍，弥勒院另

外还有两项收入，一是端午节前庙中和尚放符
所得，二是信众布施的香火钱。

蒋氏家族

对于蒋氏家族而言，家庙最热闹的是一年
一度的祭祖仪式那天。蒋氏十六世裔孙蒋浩在
光绪四年（1878）七月曾记：“忆浩总角时，随父
兄从祀于阚家庵之宗祠，见夫同宗毕至，少长咸
集。”翻阅《崇川蒋氏家谱》，内有轮祭次序表，即
每年的祭祖活动早有安排，明确由哪一房、哪些
人轮流负责。蒋有遂老人至今仍清楚记得幼时
跟着大人来这里祭祖的情形。

在当地百姓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弥勒
院出会的日子。吴浦云（1937年2月—1940年
底任南通县教育局局长）对此也有记载，如
1934年10月某夜“月色甚好，弥勒院出会，殊
热闹，夜半经余家西路”。可见那时行会的路
线，往北要行走到酒店街。提及弥勒院行会，一
些老人更是兴致勃勃：“行会时就把庙里的都天
菩萨抬出来，要转上几天。”“小时候跟着看烧肉
香，就是把铜锣挂在手臂的肉里（指铜锣系绳深
陷入肉），边走边敲。”但从去年开始，当地信众
连续多年自发集资、定期举行的出会却停办
了，弥勒院旧址旁及乡村田陌之间，再也不见
旧日场景：招展的旗幡下，都天老爷端坐轿中，
众人肩扛出行，神船、神马随后，众多信众一路
尾随……问及原因，有老者一声叹息：“我们年
龄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少，已经凑不齐抬得动
这些东西的人了。”

晚清时期的蒋氏家族颇为兴盛，或许是弥
勒院香火较旺的原因之一。同治五年（1866）
正月，因蒋氏十五世孙、同知蒋来恩等办理团练
有功，经李鸿章奏请，皇帝下旨“赏加运同衔”。
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又因“总董蒋来恩经
办（花布）厘捐事务，廉勤正直，任劳任怨，洵属
可嘉”“以‘勤正济时’四字褒之”，后由官府制成
匾额，以资奖励。其十六世孙蒋澂则为优廪生，
逝后得乡谥“孝敏”。此外，十四世焕新为翰林
院侍诏衔；十五世则有宝琛为光禄寺典簿衔，及
附贡生大伦、监生宗勋；十六世另有贡生溥与

瀛，庠生浩。
该庙又因都天菩萨“凡有祈祷，颇著灵应，迄

今香火称盛”，故平时到此烧香许愿者不少。
1943年8月，家住酒店街南的吴浦云曾偕妻“赴
弥勒院烧香”。1946年元宵节当天，吴浦云又记
有“今日弥勒院拜忏完结。余前有约，前往焚香。
既至，香火尚盛”等。

见证多个地方事件

1927年春，石港、四安、平潮、川港等区遭遇
严重灾情，一片哀鸿。其中，“四安市近一星期中，
麻雀会（按：即‘吃大户’）之发生日必数起，每起必
数百人至数千人，且有他处饥民来境作祟”。为
此，经四安殷实绅商发起，以“每田一万步助赈捐
十元以下，五元以上，预算十日一赈，每饥民发钱
千文，孩童减半”。后即“假弥勒寺院发赈，大口给
钱一千二百文，小口铜元百枚”。

1938年南通沦陷后，朱东木（四安人，上海法
政大学毕业，1927年任国民党阚庵区分部负责
人，抗战时当选县临时参议会参政员，1943年夏
被日军抓捕，遭毒打后不久而死）组织四安一带青
壮年，成立抗日自卫队并驻弥勒院。9月13日，吴
浦云、王仪侃等曾率县党部、教育局慰劳团赴庙慰
劳并训话：“大意不外望各队士爱护民众，应存为
国牺牲之念。”

当地士绅的议事等活动，也常在此举行。
1947年，地方为便利乡民子弟求学，曾借弥

勒院庙屋新办小学一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新民初中补习班（今四安中学前身）常组织元
旦、“五四”等游行，弥勒院是必经之地。1951年4
月，该校又组织学生整队到弥勒院，欢送参军入伍
者。而此后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三类地区改造的
动员会、批斗会等，以及乡、村、工区一级的群众大
会，也常在这里召开。据老人们讲，虽然那时没有
现代通信工具，但“只要小学里汽油灯一升（意为
把汽油灯高高挂起来），锣鼓一敲，老百姓就很自
觉地从四面八方过来了”。

大约在1957年，庙里的大小菩萨、祖宗牌位
被悉数拆毁，庙僧等人也都被赶走，作为寺院或家
庙的“弥勒院”，从此不复存在。

下左：仅存的一排由弥勒院门堂屋改建而成的教室（校门已塞）。下右：上为蒋氏宗祠即弥勒院图，下为蒋氏家祠《祠记》及家谱内容。

弥勒院
□羌松延

1991年南通市区划调整。根据规划，原南通
县所辖秦灶、陈桥和幸福三乡并入南通市郊区，成
立南通市港闸区；原郊区所辖狼山、八厂、钟秀三
乡和任港乡部分村组并入城区，成立南通市崇川
区。这一年我们认真贯彻国务院、省、市血防工作
会议精神，再一次掀起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再送
瘟神的血防工作高潮。

港闸区面临诸多新情况、新任务。三月初，全
区血防工作会议召开，组织大家观看血防电视录
像，疫区血吸虫病这个瘟神卷土重来令人触目惊
心，大家进一步认识到血防工作的重要性和急迫
性。会上各乡政府分别与区政府签订了责任书。

区血防工作会议后，各乡迅速召开较大规模
的血防工作会议。各乡政府均与各村组签订了血
防工作责任书。通过初步排查，全区七个乡中四
个乡，62个村有查螺任务。其中秦灶乡16个村、
幸福乡18个村、陈桥乡20个村，以上均为历史流
行村。闸东乡8个村为毗邻村。

各乡在血防工作会后都组建灭螺队伍，并进
行业务培训，从而提高了队员素质。全区共组织
1200多人，其中专业队有90余人。我们采取村
自查、乡互查、区复查的办法，收到较好效果。

为了能尽快掌握一手资料，血防工作领导小
组成员骑着自行车，多次深入乡村田头进行督查、
指导。经过一个多月认真细致的工作，全区共查
各种环境面积近210万平方米，查到有螺村3个、
有螺面积32万多平方米，其中秦灶乡31万平方
米、陈桥乡90多平方米。包括河一条、沟7条、渠
2条、田17块。此次螺情有如下特点：一是新发
现多。在全部28处有螺环境中，新发现的有25
个。二是熟田多。田块18处，占64%。三是密度
高。最高密度达 311 只/框，平均超过 100 只/
框。查螺后取部分做了压片，共压片343只，未发
现阳性。

面对新发现的大面积螺情，南通市政府在秦
灶乡召开现场会。时任南通市副市长王湛（后调

任江苏省副省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到
现场指导。之后港闸区组织了专业技术力量，首先对
马家桥村的有螺环境中高密度的沟渠进行突击灭螺，
以降低密度。秦灶乡精心组织500多名村民和干部，
对当年查出的有螺重点环境东西大河（长3200米）进
行了灭螺，共铲皮11000平方米。村民顾全大局，把
河岸及十边田中的庄稼都提前收割或清除，并进行了
二次消灭，确保了灭螺质量。

此外，陈桥乡小面积有螺环境的灭螺工作也同时
进行，以后又多次对重点环境进行了消灭。秦灶乡马
家桥村结合农田水利建设，对有螺环境进行了一次彻
底改造。挖新沟500多米，填低田近4亩，共完成土方
4500多立方米。

遵照南通市统一安排，我们对查出大面积钉螺乡
村的村民进行了查病，受检人数计800人。分别为他
们做了皮试，并为其中166名阳性者做了环试，未查出
血吸虫病人。真可谓“万人灭螺留佳话，送瘟驱魔誉
通城”。

南通何时开办国内长途电话业务
□程太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