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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读 史史

徐雪英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末期，朱棣还
是北平藩王。朱棣听说民间有位非常
神奇的相面大师，相人能“百无一
谬”，他决定让此人给自己相相面。

这 人 就 是 宁 波 鄞 县 人 袁 珙 ，
《明史·方伎传》 称其“在元时已
有名，所相士大夫数十百，其于生
死祸福，迟速大小，并刻时中，无
不奇中”。袁珙一见朱棣就语出惊
人，认为朱棣“龙行虎步，日角插
天”，是个“太平天子也”。这个预
言对朱棣影响很大，后代学者评
价 ，“ 太 宗 之 有 大 志 久 矣 ， 珙 之
相，特决之耳”。认为朱棣后来下
决 心 发 动 夺 取 天 下 的 靖 难 之 役 ，

“柳庄神相”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399 年，靖难之役爆发。1402
年，朱棣杀进南京，夺了侄子建文帝
的皇位，自立为帝。伐战期间，帝师
方孝孺为建文帝多方策划，力阻朱
棣燕兵南下，而征讨朱棣的诏书檄
文几乎都出自方孝孺之手。

朱棣杀入南京后，建文帝不知
所终，原官员多惶惶投降自保。但
方孝孺拒不投降，被捕下狱。燕王
后又给他投降机会，令其替自己草
拟即位诏书，结果又被拒。盛怒之
下，燕王决定对这个顽固的前朝老
臣施以最严厉的惩罚——族刑。

族刑又叫族诛，是一种一人犯
罪、亲族全诛的连坐酷刑，也是中
国古代最残酷、最令人闻风丧胆的
恐怖重刑。在罪责自负的今天，很
难让人想象，这种不公平的株连刑
罚，曾存在几千年。在中国，把族
刑正式纳入法律制度的，是春秋时
期的秦国，不过当时“夷三族”。
之后族刑案例几乎代代都有，但少
有诛九族的。明代，受“重刑”思
想影响，族刑较前代更为残酷，方
孝孺被判诛九族。算上朋友、门
生，民间因此传言方孝孺被诛十

族，八百多位宗族亲友因他前后坐
诛，受牵连被发配者更是数千之
众。

方孝孺的家乡，位于宁海象山
港畔一个叫溪上方的地方。这里田
舍青青，溪水潺潺，两岸桃花灼
灼。方孝孺家族择桃花溪上游而
居，得名溪上方；王姓家族择桃花
溪下游而衍，得名溪下王。

溪上方与溪下王首尾相望，一
桥相通，岁月静好。但方孝孺罹难
后，这个原本闲云淡月的清静之处，
顿成杀机重重的是非之地。溪上方
全族连诛，村庄尽毁，最终消失；溪
下王因不同族，又与方孝孺划清界
限，逃过一劫，延存至今。除溪上方
外，宁海其余亲族也或抓或诛，尸横
县城。宁海现存一古井残碑，上面记
载宁海有一个叫马子同的义士，把
那些横曝于宁海城邑的方氏族人残
骸收拾起来，投入一井中。明万历
间，知县吴莱在上面盖起了义井。

宁海深甽镇下横山村和清潭村
之间还有尽忠潭。尽忠潭原名斗岩
潭，史料记载，方孝孺被诛时，其
好友张岵守丧在家。听闻消息，悲
愤难抑，自溺于双溪斗岩潭，以明
殉志之心。后人感其忠义，易“斗
岩潭”名为“尽忠潭”，并建“尽
忠亭”录其事迹。

但是，也有人躲过了这场诛族
灾难。现宁海盘龙山之上，有个偏
僻的山上方自然村。史料记载，方
孝孺罹祸时，其家溪上方被毁，同
族方克浩幸免于难，改姓为郑，匿
居于此间深山。然附近村人固知方
姓隐藏于此，遂称此地为山藏方。
清康熙三十年，山藏方村民才恢复
姓方。村名后也被谐作“山上方”。

宁海深甽镇的下横山村、长街
的张家村、越溪的下盘屿村、象山
西周的赖岙村等，都和“山上方”一
样，曾是方孝孺族诛惨案幸存者隐
居之地。下横山村民主姓张，据上张

《张氏宗谱》记，张氏先祖因与方孝
孺族沾亲，曾避难到新昌雪头，直到
洪熙元年（1425 年）才敢回归故土
定居。张家现位于长街岳井村境内，
岳井《张氏宗谱》记，张传章系方孝
孺学生，因方孝孺受株连，逃至新
昌，后转迁此地繁衍成村。

下盘屿村为宁海越溪山间村
落。《盘屿陈氏宗谱》 记，陈氏原
居宁海水东 （即水车），后为“避
姻戚方氏之难，世和公迁海滨而处
盘屿”。因村处盘屿之下岙，故称
下盘屿。

象山西周镇的赖岙村以赖姓为

主姓。《赖氏宗谱》 记，方孝孺诛
族惨案发生时，天台方山赖氏系方
孝孺舅家，亦被满门抄斩, 唯丫
头张氏，抱遗孤龙一逃至宁波，辗
转静家山，后迁此定居。因此赖氏
宗祠楹联拟为“世戚念方家荣宗耀
祖，至亲思张氏蒙难抚孤”，并悬
挂“品重儒林”匾额。

在残酷严惩异己的同时，明成
祖朱棣又大力提拔功臣。袁珙因凭
神奇的相术预测燕王为“太平天
子 ”， 被 召 拜 为 太 常 寺 丞 ， 赐 冠
服、鞍马、文绮、宝钞及居第，荣
极人臣。作为故家旧族，袁珙后来
一直深受朱棣信任，凡朱棣拿不准
的事，看不透的人，都会找袁珙商
量，连储君人选也不例外。袁珙儿
子袁忠彻因传承父术，又博涉多
闻，也深受重用，被明成祖封为

“尚宝司少卿”。袁珙晚年回乡，定
居宁波西门外，宅邸四周遍植柳
树，自号柳庄居士。

永乐八年（1410 年），袁珙卒于
家，有《柳庄集》等文集遗世。朱棣除
了赐钞，还官营葬事，遣中官祭于其
家，命有靖难功臣第一之称的姚广
孝为其作墓志铭，享尽明代皇家优
渥之礼。1454 年，宁波知府为柳庄
建坊，横书“柳庄”二字，当地百姓遂
把原“新塘桥北”易名为“柳庄坊”，
直至上世纪 60 年代，石坊被毁。柳
庄街亦由柳庄坊派生而名。

柳庄坊北原还有圣旨亭，建于
明洪熙元年，为袁家迎接圣旨之
用。1914 年，宁波出 《最新宁波
城厢图》 时，柳庄坊、圣旨亭还赫
然在列。1930 年，时人认为“圣
旨”已成历史，建议改名，遂以当
时袁氏宗祠梁上曾长出形以灵芝的
蕈，谐音改为“新芝亭”。现新芝
路便由“新芝亭”得名。西门袁氏
一直家道顺通，代代有闻人显要，
为昔日宁波望族之一。

新芝路与新高路交叉口原还有
后马村，为昔日袁家养马之地，因
建有马舍，又处柳庄之后，故名后
马。上世纪末期高塘墩修建住宅小
区时，该村拆没于住宅楼群之中。

明成祖朱棣死后，方孝孺一案
得到平反昭雪。作为中国“骨头最
硬的读书人”，方孝孺深受后人敬
重。1507 年，宁海知县在方孝孺
故乡桃花溪畔建起“方正学故里
祠”，其他地方也纷纷保留方孝孺
遗迹以示纪念，如“方正学读书
处”等。桃花灼灼的溪上方村虽已
不复存在，但方孝孺和他的宗族成
了宁波人心目中永远的望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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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永官 孙善根

秦润卿是近代宁波帮的代表
人物之一，少年家贫，后经人介
绍到上海谋生，从学徒起步，做
到钱庄经理，其后更是身兼数
职，担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多
年，被称为“钱业巨子”。

《秦润卿日记》 原名“抹云
楼日记”，藏于浙江省图书馆。日
记 起 于 1936 年 1 月 1 日 ，止 于
1951 年 12 月 31 日，历时 16 年，内
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军事、中外关系等，成为了解
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阅读

《秦润卿日记》，可以感知这位“钱
业巨子”的家国记忆。

危难之思

秦润卿虽是一介商人，但时
刻关心国内外局势，日记中关于
国内外事件的记载非常丰富，从
日记中可以看到秦润卿对国家未
来的思考。国内的“西安事变”

“两广事变”“重庆谈判”“北平
和谈”，国外的日本“二二六兵
变”“欧战”“珍珠港事件”等，

都有记载。其关于中日关系的记
载与思考，凸显出一位宁波帮人
士忧国忧民的情怀。

秦润卿日记中有大量关于中
日冲突和抗日战争的记载与思
考。1935 年日本在制造“华北事
变”同时，在华北走私。鉴于日方
咄咄逼人，秦润卿感叹“中国对外
不战一次，难以立足。好得现在民
气一致，或有否极之望”。1936 年

“绥远剿匪”战役，秦润卿日记中
认为“此虽伪匪，后幕即中日关
系，人民不能忽视，想国民热忱居
多，必有闻风兴起矣”。在国难日
深之际，秦润卿日记中时常提及
要严格要求子女，请他们艰苦奋
斗，以应对国难。对国人则希望

“精诚团结，一致对外”。
“七七事变”之后，秦润卿参

与上海各界发起的救国捐和救国
公债运动，多方奔走筹集钱物支
援抗战，为抗战贡献力量。从

“七七事变”至同年底，秦润卿
日记关于抗战的记载几乎没有中
断过。上海沦陷之后，秦润卿陆
续辞去大部分职务，退居租界。
处于日寇铁蹄之下，秦润卿不得
不小心谨慎，与日方周旋，但日
记中依然有关于中日双方军队的
交战战况、日军对中国军民压迫
等方面的记载。抗战胜利之际，
他记录了人民欢欣鼓舞的情景与
对民族未来的憧憬。

钱业变迁

钱业是秦润卿安身立命之
道，日记中对财经方面的记载尤
为详细。

钱 业 风 潮 、 币 制 改 革 是
1935 年中国财经方面十分重要
的两个事件。1936 年，日记中
有许多关于钱业风潮和币制改革
的记述。银行的发展，银钱业的

“保人制度”也开始发生变化，
到 1936 年 有 人 开 始 提 出 废 除

“保人制度”以保证金替代。从
侧面说明近代中国金融制度特别
是金融监管制度出现体制机制性
的变革。值得一提的是，秦润卿
日记中关于金融的思考对今天依
然具有参考价值。

1936 年在中日两国一些城
市设立了“中日贸易协会”，从
秦润卿日记可知，该协会并非完
全贸易组织，而是“当局为中日
亲善计，暗令设立”，具有缓和
中日关系用意。经济组织背后是
深刻的政治背景。

据日记记载，抗战时期，日

占区物价飞涨，日军于 1943 年 4
月开始停用军票，“华中均用储
钞”“人心又觉恐慌，物价、地
产统统飞涨，势莫能遏”。到 5
月 底 ， 日 军 又 打 算 统 制 金 融 ，
并于 6 月 1 日取消汇划票据。可
知日军在经济方面面临严重困
难，垂死挣扎，也再现了日占
区中国人民生活之艰难。

抗 战 结 束 后 的 一 段 时 间
内，以秦润卿为代表的上海工
商界致力于经济复苏并满怀希
望，但随着内战的爆发，通货
膨胀，秦润卿日记中充满着对
未来的担忧。日记对国统区经
济状况有详细的记载。特别是
月底、年底之际，秦润卿会对
本月、本年经济状况做一些总
结，为我们了解当时经济状况
提供了重要资料。

如 1946 年 12 月 31 日，日记
记载“今年胜利后结束之第一
年，市面各货尚无大跌，尚属平
顺。惟币制二百对一之后，生活
指数依然不减，凡薪给者流无不
痛 苦 ， 失 业 者 流 更 属 万 分 痛
苦”；1947 年 10 月 30 日，“本月
生活指数，工人为四万九千一百
倍 ， 职 员 四 万 二 千 五 百 倍 云 ”
等。从 1948 年的日记更可知货
币贬值、物价呈几何级数增长、
人民生活困苦的惨状，国统区人
民日益高涨的反抗活动在日记中
也有体现。日记还暗含着秦润卿

对国民党贪污腐败，巧取豪夺，
不顾人民死活经济政策的批评。

日记中也可见因内战导致经
济动荡、财政不敷对宁波帮各项
事业推进的不利影响。如秦润卿
创 办 三 十 余 年 的 普 迪 学 校 ，到
1947 年就因经济问题运行困难，
上海钱业公学、同乡会小学、四明
公所、慈溪云华堂等教育、慈善组
织也不例外。一方面经济发展陷
入困境，收入有限，另一方面货币
贬值、物价高涨导致开支繁重。日
记随处可见秦润卿为支持教育和
慈善事业而汇款的记载，字里行
间流露出深深的担忧。

爱国爱乡

爱国爱乡是宁波帮文化的重
要内容。秦润卿虽然身处上海，
但是对家乡事业极其关注，日记
中有大量关于宁波故乡的记述。

1936 年陈谦夫等人筹备发
起 《慈溪日报》、慈溪县修志工
作等，日记里都有十分珍贵的记
载。对于创办 《慈溪日报》，秦
氏虽然感觉“慈溪一隅地，日报
恐 无 材 料 ， 殊 难 出 色 ”， 依 然

“函复允赞助”。重修县志之际，
秦润卿更是被推荐为修志馆副馆
长，为筹集修志经费奔走，详细
记载了战前慈溪修志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秦润卿
时刻关心家乡宁波。“宁波日机
轰炸车站，死伤数十人，致人心
惶惑。镇海全行封港，甬轮离开
须泊口外。”“宁波有投弹说，公
路铁路又有破坏，人心不免又加
恐慌。”1940 年日军在宁波投放
病毒，鼠疫暴发，秦润卿忧心忡
忡，“甬地鼠疫甚厉，慈溪永明
寺相近亦有延及，惟望早日消灭
为幸”。类似记载可见多处。

此外，日记中围绕宁波地
区 建 设 事 业 、 教 育 事 业 发 展 ，
宁波民食问题等都有比较详细
的记载，有关民生事项的记载
尤其详细。1948 年 3 月 22 日记
有“慈溪每种工资均照谷价计
算，谷每斤一百二十五万，以
致生活奇高，居家为难，观大
势尚非就此为止。”日记记载一
方面是秦润卿爱国爱乡、关心
桑梓的体现，另一方面也为我
们了解近代宁波地方社会生活
提供了重要资料。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科学
技术学院、宁波大学历史系；本
文系宁波市民国文化研究基地课
题（JD20MG-2）成果）

“钱业巨子”秦润卿：

日记中的家国记忆

宁波地名谭

老话新聊

桂晓燕

阿拉宁波人有几个特点：会读
书，会做生意，还会“做人家”。

“做人家”是宁波方言，意为勤俭
节约，持家有方。老底子人们普遍
收入不高，挣点钞票大多数用来买
吃的，所以“做人家”的主要内容
也就是管牢嘴巴。

首先，除了一日三餐之外，严
格控制各种“闲食”（零食）。老宁
波常说：“宁可买勿值，勿可买吃
食。”这里说的吃食，基本上就是
指闲食。大人可以管牢自己的嘴
巴，但小孩子难免嘴馋。那时候的
小孩子，口袋里常常是“瘪得生
司”，没有铜钿买闲食。最盼望的
事情之一，就是听到墙门外的巷
子 里 ， 传 来 “ 冻 米 大 王 好 爆 唻 ，
冻米大王好爆唻”的吆喝声。一
听到这声音，小家伙们便缠着大
人 ， 要 讨 一 把 米 去 爆 冻 米 大 王

（爆 米 花）。 因 为 原 料 是 自 备 的 ，
只要几分钱加工费，就能为孩子解
馋，让他们开心半天，所以大人一
般总能答应。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又多是独生子女，孩子们吃的闲食
不要太多哦！其实，家长们在这方
面还是应该适当控制一下。吃闲食
太多，影响正常餐饮和生活规律，
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何况闲食
中常有垃圾食品“潜伏”，那就更
应该管一管了。

管牢嘴巴非常重要的一条，是
杜绝浪费食物，尤其是粮食。“民
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粮食是
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物质基础，任何
人不能不吃饭，不能不珍惜粮食！
宁波老话说得好：“家有万石粮，
挥霍勿久长。”“浪费无底洞，坐吃
山要空。”“冬勿节约春要愁，夏勿
勤力秋无收。”⋯⋯从前一家人在
一起吃饭，有时候小孩子不当心漏
掉几粒饭，如果是掉在桌子上，大
人是一定要让孩子捡起来吃掉的；
如果是掉在地上，那就喂鸡。老底
子许多人家在家里养两三只鸡，平
时它们负责“打扫战场”，帮助主
人消灭残羹剩饭；过年时就成为餐
桌上的一道美食，也算是“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了。

现在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

化，城市居民不再养鸡，而改为养
宠物狗猫。人们的收入增加了，花
钱大方了，到饭店吃饭的也多了。
中国人特别好面子，在饭店吃饭喜
欢甩派头，好像不剩点菜，就是小
气鬼。也许有人认为，只要是花自
己的钱吃饭，别人管不着。其实不
然。近日看到一帖，发人深省。大
意是：几个去德国考察的中国人，
和驻地同事一起在汉堡的一家餐馆
吃饭时，多点了一些菜，结果剩下
三分之一，引起同在餐馆吃饭的几
位德国老太太不满，批评他们浪费
食物。当地社会保障机构的工作人
员闻讯赶到，向他们开出 50 马克
的罚单，并郑重地对他们说：“需
要吃多少，就点多少。钱是你自己
的，但资源是全社会的⋯⋯”几句
话说得他们既感到脸红，又深受教
益。为此他们特地将罚款单复印
后，人手一份留作纪念，以便时时
提醒自己，管牢嘴巴。

确实应该认识到，资源是全社
会的，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浪费。还
应该认识到，粮食来之不易，是农
民 千 辛 万 苦 种 出 来 的 。 老 话 说 ：

“小小一粒米，汗水嗒嗒滴。”“一
粒 粮 食 千 滴 汗 ， 吃 饭 莫 忘 种 田
人。”“敬重泥水师傅敬重屋，敬重
田头客人敬重谷。”不但要敬重农
民，还要敬重耕牛，牛也是出了大
力、流了大汗的。从前宁波民间曾
有 一 种 传 说 ： 啥 人 不 爱 惜 粮 食 ，
不尊重农民，不善待耕牛，下世
就会变成牛，让你去耕田！曾碰
到过一个女孩，她为了避免洗碗
时手上沾上油腻，竟然每次用一
个白面馒头当海绵擦，去擦碗盏，
擦了后就随手扔掉。像这样肆意糟
蹋粮食的人，真应该让她变成一头
牛，尝尝耕田的滋味，知道种粮的
艰辛。

尽 管 人 类 对 牛 的 评 价 不 错 ，
“老黄牛”“孺子牛”“初生牛犊不
怕虎”等也都是好话，但谁愿意当
真成为一头牛呢？尽管“下世做
牛”的说法只是民间传说，却旗帜
鲜明地表明了老宁波对浪费行为的
愤懑。在当今某些人以奢靡为荣的
社会环境中，老宁波尊重劳动、珍
惜粮食的精神不能忘，勤俭节约

“做人家”的传统不能丢。

家有万石粮，挥霍勿久长

柳庄巷柳庄巷 （（图片由作者提供图片由作者提供））

1914年《最新宁波城厢图》里
的柳庄坊和圣旨亭清光绪《宁海县城图》上的义井

晚年秦润卿 秦润卿日记原稿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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