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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体例

编纂体例

一、本书主要辑录民国《时事公报》《四明日报》《宁波民国日报》《上海宁

波日报》《申报》《宁波日报》等甬沪杭等地报刊有关余姚一地及旅外余姚人及

团体的报道与记载，从中展示民国时期余姚丰富多元的历史面相与曲折艰难的

变迁历程，以便在日新月异的大变动时代为余姚留下一份历史记忆与乡愁。 

二、本书收录的地域范围为现余姚市行政区域，包括现属余姚的旧慈溪县

慈西、慈南部分地区，现属慈溪的旧余姚姚北部分地区则基本上不予收录。

三、为便于检阅，本书将所辑内容分为政治篇（包括行政、政治运动、军事、

司法、对外交涉、地方自治等内容）、经济篇（包括交通、农工商活动、农工商团体

等内容）、文化教育篇、社会篇（包括社会治理、慈善公益、世态人情、风俗习惯、

社会新闻、轶闻逸事等内容）、人物篇（有关著名的余姚籍人士活动的报道与记

载）五大部分。 

四、本书按内容分类后以时间（除 1910 年《四明日报》以农历纪年外均以公

元纪年）为序进行编排，每一则史料编排顺序为标题、正文、材料出处、时间。 

五、对原文中不甚符合客观史实的论述和前后不一致之处均不作更改，如

“候青门”有时为“候鲭门”，“费德昭”有时为“费德照”等；其中明显的错别字

则加以改正。

六、对原文中的繁异字，一般以现行简化字处理，有些古体字，则保留

原字。

七、对原文中因字迹模糊或印刷原因而辨别不清的字用“□”表示，X 符号

为原文所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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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篇

一、政治篇

衙署一般之嗜好

余姚县署迩来腐败不堪，除收发庄某外，其余官亲幕友家丁兵役各有嗜好，

非烟则赌，非赌则嫖，一切郑重要公，均属废弛。惟刑钱二幕嗜好最深，终日吞

吐烟云，刻不离床，至民间诉讼呈词至月久延搁不批，人言籍籍，皆有怨声。上

峰饬查预算决算之表稽、财政司法统计表册、清查地方公款公产等事，委员守催

数次，至今逾限，一无填报。闻日前该幕等向汤令要求加修，汤不悦，均纷纷辞

馆。嗣经账幕胡祥楚出面调理，议各加月修洋二十元，该幕始唯唯无辞矣。（《四

明日报》1910 年 5 月 29 日）

化妆演讲团近讯

余姚于去年四五运动以后，该县士民对于国事奔走尚称踊跃，如国民大会、

学生联合会、劝用国货会、国耻演讲青年会、奋勉会等种种组织，次第出现。同

时有该县青年陈介侯、施公猛、严介畴、夏幻影等四十余人所组织之警民化演

团，大受人士之欢迎，一时民气为之大振。以故该团效力既巨，声誉亦盛，近来

该团鉴于邑人抵制劣货一端日渐冷淡，殊堪隐忧，该主任施公猛、陈介侯二君爰

于昨日发出通告，邀集全体团员开会，议定暑假间重行化演云。（《时事公报》

1920 年 6 月 3 日）

所长更委

余姚贫民习艺所长陆益三君，任职数年，对于各工科毫不整顿，以致成绩不良。

现陈知事已改委沈成城办理，沈君曾卒业于杭州甲种工业学校，于工艺上确有心，

且平日研究有素，从此姚邑工艺前途必有可观也。（《时事公报》1920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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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当实事求是

慎勿以纸上空文　搪塞了事

余姚县知事陈毓陶君，前遵道尹令将地方兴革事宜应如何整顿，切实筹办，

并随时具复，以便察核。当经陈知事呈复到。昨得黄道尹批示云，是悉，察核呈

复各节，未始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办事当重切实二字，知事为亲民之官，地

方应行兴革之事，全赖平时实心实力筹划进行，慎勿以案奉行查一复了事，仰即

知照并仍遵前令单开各节，切实筹划进行，随时具报察核，切切。（《时事公报》

1920 年 8 月 3 日）

检送习艺所出品

余姚县知事陈毓陶君，日前呈省道文云，窃本邑贫民习艺所向设滕竹、皮

革、毛巾、纸布等科。除纸张较为适用外，帘床藤椅宜夏不宜冬，宜雅不宜俗，皮

鞋皮靴宜雨不宜晴，宜富不宜贫，即毛巾土布亦不足以为模范，致销路停滞。此

项成品日久陈旧，色质俱变，俨成废物，加以该所前所长陆斌因循怠惰，不求整

顿。经知事体察情形，当将该所长撤委，荐甲种工业校毕业生沈成城接充在案。

知事查姚邑监狱工场于七年八月间由知事添设闽漆一科，迄今两载所出各种漆

器，不下七八十种，式样轻巧，色泽鲜奇，绘画精致，价格便宜，为各界所欢迎，大

有供不应求之势。爰就该所添设闽漆一科，聘请闽省漆艺师一人，并以监狱工

场闽省绘图艺师兼任，教授该所漆画等事，寻常到所视察督率。迄今三月，出品

已有十余种，大抵艺徒年龄幼稚，资禀亦多聪颖，学画较狱犯速成。惟学漆因仅

三月，尚未得法，遇最后之修饰润色，必经艺师之手，然程度尚浅，预料将来工作

当驾工场狱犯之上。兹由知事检就数件，呈送察核，仰祈指示遵行云。（《时事

公报》 1920 年 12 月 26 日）

军官降级之原因

余姚县属方桥汇和典暨配昌京货店，去冬被由闽回浙之革兵抢劫一案，经

宁台王镇守使拿获盗犯阮志高等十名解送省军署审讯明白，将阮志高一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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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篇

枪毙，其余许小才等九名分别判处徒刑等情，曾志前月八日本报。兹悉卢督军

除将该革兵等惩办后，昨又查取约束不严之各军官，闻为驻扎牟山湖之四团一

营营长朱绂、三团三营营长吴旭初，俱在降调之列，某某两连长及连附等均有撤

差示惩消息云云。（《时事公报》1921 年 4 月 4 日）

监狱工场之佳况

余姚监狱工场原有基金三千余元，历年余利积算应存九千元左右，自蔡王

两人挪亏几无余存。去冬高等检厅陶厅长因有所闻，特将王嵩调省，以鄞县地

方看守所所长易传绶前往代理，大为整顿。予（记者自称）于前日到监参观工

场，异常整齐，作工之人，亦皆认真。虞官街开益线店，寄售该工场出品甚多，易

君又于宁波一埠亦时发寄售品，以期扩充营业。假使数年前易君到此姚监工场，

必不至亏耗如斯也。（《时事公报》1921 年 4 月 5 日）

挽留警佐未准

余姚马渚警佐丁时由警务处令行调省，更委罗蓉镜接充一节，已志上月卅

一日本报。兹闻该镇叶大森等商号十余家以丁警佐任事以来，地方安谧，特致

电警务处，请予挽留。得夏处长批复云，查该警佐丁时业经该县知事面请更换

在案，所请应毋庸议云。（《时事公报》1921 年 4 月 10 日）

警佐以荐任职升用

慈溪县陆家埠警佐留骏成系安徽武备学校毕业，历充军界要职，曾补授陆

军步科少校实官，而民国六年投身警界，对于地方办事勤能，成绩颇佳。闻该县

马知事考核该员成绩，详报上峰，拟改以荐任职升用云。（《时事公报》1921 年 4

月 14 日）

饬解被控自治员

余姚泗门乡自治委员谢葆濂光复后接充斯职以来，专以鱼肉乡民为其能

事，前因索诈就地里正周尧索洋二百元不遂，密报县署指为吸食鸦片，旋因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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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瘾，又假侵占田税等名，将周发押关节，重重呼白无门。上月间已将周某判处

三等有期徒刑四年在案。周因不服，上诉高等厅，已由厅传讯二次。谢知情虚

避不赴审。现奉高等厅决定，已训令余姚县知事务将该自治委员勒拘到案，以

凭核办云。（《时事公报》1921 年 4 月 21 日）

警佐认真禁赌博

南乡赫山龙王堂，每届香会之期，必有外来赌徒，在山上摆设赌摊，专诱一

般进香乡愚，铜质牌九，色色俱全，地方受害，实属匪浅。现闻本月十五日，又

为该堂香会之期，城区赵警佐得悉之下，即于十四日饬派巡长杨君，率领巡士多

名，前去认真禁止赌博。故此次香期，进香者仍络续不绝，而赌摊则禁止殆尽云。

（《四明日报》1921 年 7 月 21 日）

控诘自治员候查办

余姚县公民张承灿等，前为龙泉乡自治委员擅作威福，禀由省长请予核查

撤换，以副民望。昨奉沈省长批示云，据呈是否属实，候令行余姚县知事，秉公

查明核办，具复核夺结附。（《时事公报》1922 年 4 月 3 日）

龙泉乡组织公民协会

余姚龙泉乡公民，鉴于本乡二三奸绅，只知攘权夺利，不谋群众利益，特为

发起公民协会，结成强固之团体，以谋根本之改良。兹觅得该会小启及简章，附

录于下：

（小启）数年来龙泉风气之坏，已达极点，外来佥壬，牛恩李怨，倾轧横生，

二三奸绅，攘权夺利，风波迭起，礼门义路，填塞久矣，欲图改进，万难望于若辈

之手。夫一乡盛衰，匹夫有责，兴利除弊，责在我曹，同人有鉴于此，特发起一会，

定名公民协会，以和情洽意为意。左氏有言曰：协力同心，唯好是求。诸君宁为

圣贤，毋为禽兽，但问耕耘，莫问收获，有志之士，盖与乎来。[ 简章 ]（一）谋公

民群众利益，提高乡民知识程度，以改良地方为宗旨。（二）住居龙泉之公民，不

论职别，只要同情于我们之旨趣者，都十分欢迎入会。（三）进行之计划如下，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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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篇

开辟童山荒地，改革迷信无益之举动，如酬神赛会等，乙，排难解纷，维护愚弱，

丙，提倡平民教育，丁，促进民众运动。上列四项计划，由本会同志实地执行，概

为义务职。（四）会员分特别与普通两种，甲，特别会员定每年缴会费银一元，乙，

普通会员定每年缴会费银五角，丙，如有外界人士，赞成本会宗旨，肯予捐助者，

本会认为名誉会员。发起人肯逖仙、侠劲、赤忱祖、威天白。（《时事公报》1925

年 10 月 3 日）

监狱巡回教诲之报告

宁属各县前奉高等检厅令，设教诲师，按期宣讲，以冀各犯发生觉悟之心，

无如各县多未实行。日前高等检厅陶厅长遴委戚思周为监狱巡回教诲师，按程

前往各县演讲。兹得戚君报告上虞、余姚、镇海三县之经过情形如下，本月七日

由新昌动身，八日抵上虞。该县监犯已决八十二名，未决八名，女犯三名，商同

狱员吴琨如分作三班，自九日起轮班教诲，各犯听讲颇有秩序，尚生信仰。十一

日由上虞抵余姚，监犯已决一百八名，未决十七名，女犯六名，会同狱员张其楷

将在监各犯分作两班教诲，并赴看守所演讲一次。所以此次巡回绍属各监，始

自萧山，终于余邑，并经先后报告在案。抵镇海，该县狱犯共一百七十名，内有

未决二十一名，女犯一名，监内并无余屋，不能集合，当商同狱员陆宗赞在监房

前挨次教诲一过，并商县知事盛鸿焘就近延请高僧随时到监教导，以资感化。

谨此报告厅长钧鉴（下略）。（《时事公报》1922 年 5 月 27 日）

余姚县议会纪事（一）

余姚县议会于本月九日下午开会，出席议员二十人，由议长张宝琛主席。

报告各项来件毕，主席宣读议事日程：审查民国元年至十年会计年度有县刊布

自治经费收支征信录案，付二读，讨论结果该案办法：第一项照原案通过；第二

项（征信录除分致四十四区外，前议会之议员，亦应各送一份，尚提出不征信之

质问，得查明更正），即付三读，无异议通过。次议扩充县立女子高等小学校建

设案（县教育会会长邵梦同建议案），由主席宣付初读。徐介福首谓本案办法，

学校至少设三级，每级学生六十人，较该校现只有学生二十余人，相去远殊，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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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目的，一时恐难达到。又主张校长应聘完全女子师范毕业生，极合元年议决

规程。现该校由外干事员鲁载帱兼充校长，甚属不合。沈望农谓此案内容，如

裁撤附设女子国民校，改为附设妇女家事补习科，教员应聘请师范生，实为改良

女校之根本计划，惟经费年限二千三百元，恐有未敷，大体应认为成立。沈宗洙

谓女子为国民之母，女校为女子教育之母，关系何等切要，改组实不容缓。毛选

臣谓县有劝学所、县视学指导员，平时调查督察，岂一无所知，而认听该校腐败

至此，殊为不能。若要改革，应将教育机关，根本解决，为一劳永逸之计。吴国

昌谓该校办不好之原因，一在无良好校舍，设置上不能完备，二在学生稀少，三

在主持不得其人，因此想到昨天付议之增设县立第二高小校案，主张并付审查。

盖男女同学，为近来新学潮所主张，就我邑论，中校同学，非所敢望，小校同学为

部章所明定。按小校系包含国民与高小校，是依章无专设为高小之必要。本席

因此主张将该校校址移至城南阳明讲学处，改名县立第二高小校，男女生兼收，

寄宿限于女子，校长限聘女师生，年龄过大女生，编入妇女家事补习科。如此一

转移间，女校校舍有着，学生不患不多，内容藉可改组，经费更可加增，一举两

得，计莫善于此。陈锡康、沈望农等谓吴议员主张极是，惟恐社会对于男女同校，

不甚欢迎，反于教育前途有碍等语。讨论结束，本案成立，付庶政股审查。次议

整顿国民校补助费分配案，众谓照原议分配案，私立学校大抱向隅，或从此停

闭，反遭摧残教育之嫌，表决打消。时已五时，宣告延会。（《时事公报》1922 年

6 月 11 日）

余姚县议会纪事（二）

余姚县议会十日下午开会，出席议员十九人，有文牍报告金华道区县议会

联合会来函，并孝丰县议会来电毕。主席张议长宣读议事日程：男女高小校实

行增加农科案，付初读，经提案人沈望农登台说明意旨后，吴国昌首先赞成，略

谓：“学校科学，应注重实际，我姚系农产区域，自须注重农科，高小校每星期加

课一二小时，农业前途，不无裨益。”陈锡康、董春、徐介福、许士远先后发言和

之，宋维怀、沈宗洙、徐家麟等主张反对，谓部令酌加学科，农科而外，有外国语

等科，现在高小校学科已多且已加课外国语，再加农科，恐学童学力有限，徒属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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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名无实，且教授农科，必须聘请农业生，学校又多一重负担，利少弊多。讨论

长久，主席付表决，起立者多数通过，即付法律股审查。次议添拨附加税补助区

教育案，由主席宣付初读后，吴国昌谓：“附加税原充城乡自治经费之用，而城乡

自治之主要事务首推教育，添拨补助，合乎区款区用之原则，环顾各乡教育状况

荒芜堪甚，若不提款接济，危险万分。且分配附加税之权，查前议会成案，属诸

本会，该款又系参会管，借以代筹，实本会应尽之责职。”宋维怀谓：“补助区教

育款项，多被学务委员或自治委员侵蚀，宜力谋取缔之方，今不务此，而又拨款

补助，徒饱委员私囊，毫无实益，对于本案根本反对。”徐家麟谓：“附加税充城

乡自治经费，若许拨补，则将来城乡自治无费可办，本条主张打消。”杨宗洙和其

说，陈锡康谓有款可拨，应即取而补助，否则东挪西移，亦化乌有程语。又对于

分配方法，主张不一，吴国昌则主张按区分记，以昭平允。表决成立，付庶政股

审查，案经议毕，宣告延会。（《时事公报》1922 年 6 月 12 日）

余姚县议会纪事（三）

余姚县议会本月十二日下午一时照常开会，张议长因事告假，由副议长

宋维怀主席，检点出席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只缺一人），延至二时仍不足数，

改开谈话会。主席报告本会赴沪（因清丈案）代表周永年来电，谓绍属旅沪

同乡会副会长魏清涛君，明日因公来姚，关于清丈肇祸案，可与商榷等语。

致询大众，应否开会欢迎。在席议员并参事，均主张欢迎，遂推定代表陈锡

康、王仁佑、邵慎机、张一渠、朱镜涵等届时赴车站迎迓。又议定缘词，谓魏

君清涛因公来姚，县参两会假座明伦堂开欢迎大会，借领鸿论而表敬意，并

定开会秩序如下：一振铃入席；二主席致欢迎词；三全体致相见礼；四请魏

君发表意见；五致答词；六振铃散会。议毕，由主席宣告延会。（《时事公报》

1922 年 6 月 15 日）

清丈风潮中之欢迎会

余姚县议会及参事会，于本月十三日上午十时，假县会议开会欢迎旧绍属

旅沪同乡会副会长魏清涛，振铃入席，互行相见礼毕。魏君清涛登台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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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谓我姚清丈问题，万一不能暂行停丈，此后或官督民办，或改定章程，弭祸患

于无形，全在六仓下业务固结团体，从长讨论，实心行事云。众推吴国昌致答词，

略谓魏君热心桑梓之事迹，彰彰在人耳目，此次为清丈肇祸事，偕田时霖、徐乾

麟二君面谒军民两长，为民请命，本会同人，应代表人民致谢。惟此事前段虽或

可望圆满解决，而后段问题正大，更须顿起精神，一致进行，且宜未雨绸缪，毋可

临渴掘井，此本会同人深望六仓下之有利害关系者速醒猛进，而并恳旅外同乡

时赐南针相助一臂也。散会后，由县参两会特备馔款宴，座中畅论诸事，宾主尽

欢，颇极一时之盛。（《时事公报》1922 年 6 月 16 日）

余姚县议会纪事（五）

余姚县议会本月十五日下午开会，由张议长主席，出席议员十七人。经文

牍报告瑞安、绍兴、龙游、鄞县各县会来件，并县公署来函毕。主席宣读议事日

程，限止移借地方自治附加税案（见十七日本报），付初读，即由提案人俞宗藩说

明旨趣。沈宗洙赞成原案，略谓：“地方自治附加税，原充城镇乡自治之用，现经

停止，自应限制挪移，全数保留，以备他日发展自治之需。查预算案附志，公众

运动场、通俗讲演所经费，支自附加税，混乱已极，是项机关，系由县立，就县税

项下支给，方为正办。”董裕茂、徐介福、吴锡年先后和之。沈望农反对之，谓：“移

借应否限制，当以所办事业应否停废为衡，公众运动场，是全县公众人民运动之

所，亦即城乡之自治，通俗讲演所是到城乡各地去讲演，受益者亦在城乡，则不

应停废可知，既不应停废，则虽移借亦属无妨。”徐家麟附其说，彼此争论甚力。

陈锡康谓：“本案讨论，着眼须在附加税身上，但论附加税可否移借，不必论移

借之机关应否停废，题外争论，徒苦唇舌。”吴国昌谓：“本案事情虽小，宗旨殊

大，法治之精神，全系于此，盖划分财政为法治之要素，故国有国税，省有省税，

县有县税，城乡有城乡税（即所称附加税），界限分明，丝毫不容混乱，与专制时

代之四海之内莫非王土者大不相同。若谓可任意移借，违反划分之旨，则现在

各县会对于省署所定之警察费、准备金、教育费三项，经营办法，群起力争，岂非

多事，本案讨论已久，可付表决。”主席付表决，赞成原案者多数，即付庶政股审

查。次议扩充县立为高小案办法，第一项吴国昌主张加“其原设之国民部应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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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撤”，通过；第二项照原案；第三项吴国昌主张改为“附设妇女家事补习科，其

章程由校长按地方情形酌定试行”，众赞成，即付三读，全案通过。次议筹备实

施义务教育案，吴国昌谓：“标题教育下应加经费两字，盖本案内容系筹备义务

教育之经费，不是筹备实施义务教育。”众赞成。又乙项标目劝商会向花商特别

认捐，吴国昌主张改为“由商会劝花商特别认捐”较为稳妥，众又赞成，全案付三

读，通过。案经议毕，主席咨询大众，谓：“连日因出席议员不足法数，休会多而

议案累积，自明日起，拟全日开会，请公决。”多数赞成，遂宣告延会，时已五时半

矣。（《时事公报》1922 年 6 月 19 日）

余姚县议会纪事（七）

余姚县议会本月十七日下午开会，由张议员主席，出席议员二十人，主席宣

告开审议会，推胡百遒为审议长，众赞成。遂由胡百遒主席（张议长退复二十四

席），审议公益费岁出入预算案。先议第一款县议会经费，吴国昌谓：“公益费

既亏八千元左右，应就各款支出削减，而欲从事削减，应先就县会自身着手，本

席主张临时会期内，议员食宿费一律不支，勉尽义务。”张宝琛则主张议员每日

食宿费一元减为八角，不主张临时会期内不支。沈望农反对减费，徐家麟和之。

表决结果，减为八角，年可省七八百元。次议第二款县参会经费，吴国昌谓：“参

事员津贴月支十六元，未免不合，就各县论，月支十二元者居多数；就本县论，佐

理员有给职，亦月支十六元，则所谓津贴者，等诸薪金矣。本席按公益费情状，

主张修改为月支十元。”沈望农又反对削减。张宝琛主张改月支十二元。徐介

福主张改为十四元。主席付表决，多数赞成月支十二元。次议县农会经费，沈

望农主张逐目讨论，应减则减。张宝琛谓：“不必逐目讨论，但定一补助数目足

矣。”互相争论，各执己见。张宝琛又谓：“沈议员系农会会长，议及农会经费，

依法不便发言。” 沈望农答谓：“法但云不列入表决，并未禁发言。”陈锡康、陈松

云、黄裕茂、徐介福、许士远等相继发言，赞成张说。吴国昌谓：“农会系私人集

合组织而成，与教育会、商会同其性质，非可与贫民习艺所、高小校等纯属县自

治团体创办者相提论并，且此项支给，系补助名义，补助原有限度，各区立学校

之补助费，就不足数补助十成之几也。若谓亏欠若干，即向公益费项下支取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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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恐与补助之意义大相背谬矣。”张宝琛主月支二十元，徐介福主月支二十五

元。主席付表决，以月支二十元通过。时已三时，振铃休息。三时半复出席开

大会，主席张议长宣告县参会咨询食储事件。陈锡康谓：“仓储积谷，系古时之

制度，现在交通便利，不必积谷，但储现款可已，且我姚常平仓废止已久，不特无

仓款且无仓基，若欲回复，则区区万余元之备荒银，不足设备，万一遇荒，反无款

可赈矣。” 徐家麟主张设仓储谷，沈望农主张尤力，谓：“荒年无谷有银不可食，

非平时积谷不可。” 吴国昌谓：“本案道署令文大旨，系复旧有仓储，今我姚本无

仓储，无从回复，应办与否，是另一问题。”主席付表决，多数主张无可回复。时

已五时余，遂振铃散会。（《时事公报》1922 年 6 月 24 日）

余姚县议会纪事（八）

余姚县议会本月十九日下午开会，由张议长主席，出席议员二十一人。主

席宣读议事日程，开议筹设义冢禁止路旁浮厝案（初读）。讨论结果，认为成立，

即付庶政股审查。次议电灯公司应添设义务电灯案，提案人沈望农申述意旨后，

符鸿渐主张限定灯数，陈松云、徐介福、许士远等赞成其说。陈锡康以电杆使用

费，既由县自治团体征收，而添设路灯，系城自治团体之事业，既属越俎代谋，又

紊款项界限，本案殊无理由。吴国昌谓：“电杆使用费之征收，权属诸县自治团

体，已无异议，以县有捐款办城区路灯，是否适合，不言可知。陈议员之主张，固

甚正当，惟本案早经初读成立，果如陈议员之主张，则须改标题为‘征收电灯公

司电杆使用费’，是原案完全打消，二读可否取消一读之表决，是规则问题，此层

不先讨论明白，徒属空论无补。”主席咨询大众，咸赞成从缓讨论，改议实行禁绝

牛淘并贩卖牛肉案（二读），多数主张照原案通过。吴国昌主张不必作议决案，

但照本令成例，作为一种咨请事件，由本会备函咨送县署，照原案办理，以期官

厅实力奉行。盖禁止宰牛省有令，县有示，层床叠架，毋烦本会议定办法，抑且

有违通例。经众赞成。次议修正议事规则案（二三并读），众无讨论，主席以原

案付表决，全体起立通过。案经议毕，宣告延会，时已五时半矣。

又二十四日下午继续开会，出席议员十九人。主席张议长宣开审议会后，

即退归原席，审议长胡百遒主席，审议教育经费岁出入预算案。先议第一款，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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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高小校经费一目，校长修缮无异议；二教员修缮（教员十人计费二五二零元）

仍归裁减，主张不一。沈宗洙谓：“该校学生数固多至三百左右，而编成六级，

教员连校长十一人，要减还可减得。” 陈锡康谓：“全邑学校成绩推他最好，削他

经费，未免太不近理，且学校经费，当以在校学生数平均计算。该学校学生即照

二百个人计算，每名所花公费不过十三元另，亦属便宜。” 吴国昌谓：“若以在校

学生做标准，则核诸前次议决第二高小校经费，每名只花六元六角。同一县立

高小校，相去未免太多，且农校学生只二十余名，女校学生只十余人，以此核计

经费，所得仅数百元，如何措办，此种标准，不能成立，就校论校，方为正当。”沈

望农、陈松云、何维藩、黄伯元等赞成其说，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时已三时，振铃

休息。三时半议员复席，由张议长主席，开大会。先议整理通俗演讲所案（初读），

略加讨论，付表决成立，即付庶政股审查。次议提拨旧有县税征收费以抵备荒

案（初读），众以本案由二十余人联名提议，当然成立，即由主席指定特务审查员

交付审查，限期报告。次议限止移借地方自治附加税案。吴国昌谓：“原案办法，

尚有未妥，应改为是项附加税，此后无论何项机关，不准假名挪移，前此所挪移

者一律停支，但经本会议决许可者，不在此项。”经陈锡康、沈宗洙、陈松云、符鸿

渐、何维藩、许士远、黄伯元等先后讨论，修改为“是项附加税从前移借各项，一

律停支，此后无论何项机关，不准假名移借，但经议会议决许可者，不在此限”。

主席付表决，多数通过。又对于本议案施行日期，或主定，或主不定，全案即付

三读通过。案经议完，宣告延会。（《时事公报》1922 年 6 月 25 日）

余姚县议会纪事 (九 )

余姚县议会六月二十一日下午开会，出席议员十九人。由张议长主席，宣

开审议会后，退回本席，即由审议长胡百遒登台主席，宣告审议教育费岁出入预

算。第一项县高小校经费，众主张就校论校，不必指定标准，张宝琛主张照原案

削减教员二人，经众讨论赞成。又末项设备费二百元，说明归还前因修理校舍

向劝学所借用（就学校预备金支借）之款。张宝琛主张将此项削除，前借学款

无庸归还；吴国昌则谓既借用有案，应照原议归还，虽说是盐缸倒得酱缸里不分

彼此的，然总须分清界限，以免混乱。讨论结果赞成张说削除。吴锡年动议查



余姚旧闻录12 

▼

县校向有杂费名目，每学期向学生征收二元，合计全年收入在千元左右，原案并

未列入。若谓充工役费，则工役工食已列入支出项下，此款究竟到那里去了，须

查明根底，方可着手议费。吴国昌主张由本会函询参事会，俟得回报再付讨论

可也，众赞成。次议农校经费，有主张停办者（因该校学生稀少，极无成效），有

主张大加裁减者。讨论结果主裁减。吴国昌谓是校学生既不及三十名，教员人

数当然可减，何必置五人之多，实习农场有己地十数亩尽可敷用，何必租田数十

亩，年费租金一百三十九元，另雇用农工四名，年费工食银四百八十元，又何必

多费农工实习二百元，农科实习一百元。本席主张各减半数，即教员二人（连校

长兼任，合三人）、农工两人，农工实习费百元，农科实习五十元，地租费七十元。

所以然者为农校地点不合，父兄不喜子弟们习农，致学生稀少，就是孔子再世来

办也办不好，这叫做胎里疾无法治疗，说到这里，实在心痛，目下为撑场面计，只

好公家化些费，不知众意如何。徐家麟、何维藩、黄伯元、吴锡年、许士远、俞宗

藩、岑商尹、符鸿渐等多数赞成其说，独张宝琛反对减得太多，讨论后付表决，多

数赞成吴说。次议女校经费校长兼教员一人，膳修月二十四元，教员三人，月定

膳修各二十元外，干事兼会计月定膳修二十元，于照原案通过。时已三时宣告

休息。三时半振铃入席，由张议长主席，宣开大会，开议整顿通俗讲演所案（二

读），照原案办法第一项通过。第二项学务委员兼义务讲演员付表决，起立者未

过半数。吴国昌主张反对表决，略谓本案标题原系整顿，整顿要着，全在于此，

若不予通过，整顿其名，腐败其实，何必要此一案，果尔则前项讲演员，仍一人可

也，何必增设一员，虚糜经费，此案未经从长讨论，恐大家未明其故。众赞成反

对表决。议长付表决，起立少数，遂再付审议修正，时已五时余，宣告延会。（《时

事公报》1922 年 7 月 2 日）  

余姚县议会纪事（十）

余姚县议会于上月二十二日上午开审议会，到会议员十六人，由审议长胡

百遒主席。审议教育费岁出入预算，第五款劝学所经费，照原案通过；第六款

小学教育研究会经费，减四十元，以全年八十元通过，审议完毕休会。下午开大

会，到者议员二十一人，由议长张宝琛主席。开议整顿通俗讲演所案办法，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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