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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崇福镇为浙江省首批小城市培育试点镇，位于杭嘉湖平原腹

地———桐乡市西南部，西邻杭州 48公里，东距上海 166公里，总
面积 100.1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 10.2万人。境内气候温和，四
季分明；水陆交通便捷，京杭大运河、320国道横贯镇区，沪杭高速
公路、沪杭高铁穿越境南。

崇福历史悠久，远在五六千年前已步入农耕文明，新桥遗址

和新地里遗址的挖掘发现即是力证。如果说良渚文化是中华民族

升起的曙光，那么，我们的先人也为这片曙光添上了一抹亮丽。

春秋时崇福镇域处吴、越边界，古称御儿。今镇西郊的何城遗

址，传为吴国拒越所建城池。至汉，御儿改称语儿。梁天监二年

（503）建常乐寺（后改名崇福寺，俗称西寺）。隋大业六年（610）开
凿江南运河（京杭大运河古道），来往人舟增多，市镇逐渐形成。唐

乾符六年（879），建义和镇。后晋天福三年（938）设崇德县，即为县
治地。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后，崇德遂成畿辅之地，为京城通达

北方必经的水陆交通要道。元元贞元年（1295）崇德由县升州，为
州治地。明洪武二年（1369）改崇德州为崇德县，复为县治地。清康
熙元年（1662），因避讳皇太极年号，改崇德县为石门县，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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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复称崇德县。1958年 11月，崇德县并入桐乡县，由县治地改为
县直属镇。中华民国 圆1年（员怨猿2）始称崇福镇，此称得名于崇福
寺。在这之前，因古时镇东的南沙渚塘称语溪，南宋淳祐十一年

（1251）编纂的首部崇德县志称《语溪志》，故崇福又有“语溪”之
雅称。

崇福因运河而生，依运河而兴。京杭大运河孕育了我们先人

坚韧、聪明、勤劳的品格，使崇福成为一个“地饶桑田，蚕纱成市”

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它还哺育了一大批闻名遐迩的俊杰

朗才。仰望崇福的历史星空，沈晦、辅广、吕留良、吴之振、吴滔、徐

自华、程庆国等名人，如群星璀璨，数不胜数。他们以道德文章、精

神风骨、杰出才华，堆积起一片滋润的文化沃土，使崇福有了十分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一直以来，崇福人秉持着谦谦君子之风，不善张扬自己拥有

的那一份灿烂。殊不知,我们拥有太多可以说一说的东西，比如：运
河在境内数次改道，形成了隋代运河、元代运河、明代绕城运河与

现代新开运河“四河并流”的独特景观；承载着“崇文厚德”乡风的

崇德学宫是现今浙北地区唯一尚存的孔庙；西寺金刚殿业已成为

古镇文明坐标；拥有众多传说的“七十二条半弄”历史悠久；得名

于宋代莫家“五子登科”故事的“五桂坊”以及被专家学者誉为“京

杭大运河沿线历史风貌最为完整的历史街区”的崇福横街，等等，

都是崇福灿烂历史文化的代表。步入横街，仿佛穿越时空隧道回

到了过去，那一幢幢老宅的墙门堂恍惚不定就会走出一位让你景

仰的名人来：“友芳园”的思想家吕留良？“守愚堂”的浙派诗人吴

之振？“颐志堂”的义肝侠胆徐自华？“善长当”的辛亥英烈陈英

士……一位现代诗人说得好：崇福横街的每一块石板，都能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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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出一段历史与文化来。此外，我们还可以说说崇福城隍庙会的

热闹，西寺前喧阗的市声，以及种种充满水乡风情的生产和生活

习俗，名点小吃,它们无不浸洇着水乡特色文化的秀影。
如今，我们在小城市培育建设中，将崇福定位为一个以中国

皮草之都、杭州都市经济圈示范结点新市和江南运河文化名城为

特色的工贸新城，我们应该骄傲地展示自己拥有的那一份具有独

特魅力的历史文化底蕴。为此，崇福镇党委和政府适时组织编写

了这套“崇福历史文化丛书”。丛书共有 5册，分别为《崇福史话》、
《崇福名人》、《崇福风情》、《崇福故事》和《崇福诗文》。如今，历时 3
年，业已告竣。编者们从浩繁的历史卷帙中梳理历史脉络，搜集乡

风民俗，辨味文坛芬芳，采撷动人传说，从不同角度生动地展示了

崇福历史文化的风采。

历史文化是一条长河，“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历史文化是先人给予我们的一份无比珍贵的馈赠，珍视、传承、丰

富、开拓则是我们后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编纂这套丛书的首要目

的就是为了配合小城市培育试点工作，弘扬传统文化，提升居民

素质，开发旅游资源，扩大崇福影响。从这一点上说，“崇福历史文

化丛书”是一套通俗易懂的乡土历史教材，又是一张对外宣传的

文化名片。

我们希望和读者一起跟着这套“崇福历史文化丛书”，在崇福

的历史时空中穿行，滋生出对崇福深深的情愫，衍化出浓浓的崇

福情结，从而更加热爱崇福，为崇福的小城市建设尽心出力！

“崇福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2013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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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大运河孕育了一代又一代俊杰朗才。流经我们身畔的她，粼

粼清波映现出了许多前人的身影：北宋状元沈晦、“传贻先生”辅

广、种菜诗人吴之振、罹祸文字大狱的思想家吕留良、慷慨赴义的

志士吕宣忠、抗日文化战士郭后觉、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庆国……桨

声橹音中，我们耳畔还可以辨味他们亲切的乡音。

他们仿佛是一颗颗耀眼的星辰，把崇福历史的星空点缀成一

片璀璨。

生于斯地、长于斯地，这些先贤以道德文章、凌凌风骨、翰墨

诗词让崇福后人能一睹他们思想的光芒和才情的华彩，瞻仰他们

为崇福构筑的一座座精神丰碑。

是的，他们身上凝聚了历代先贤的才情和智慧，延续着千年

“崇文厚德”的乡风，为崇福积淀起一片深厚的人文沃土，打造出

崇福钟灵毓秀、人文荟萃的千年水乡古镇。

崇福因他们而骄傲，崇福的后人也因有他们的榜样而常常惕

惕自励，发愤图强。

《崇福名人》共计 21篇，集萃了 32位先贤的事迹，一一介绍

001

前

言



    

文
化
丛
书
历
史

崇
福
名
人

给读者，希望读者能因此接近他们，触摸他们，从他们身上汲取到

一种精神的力量，内化为一股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正能量。

人们常说，名人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熠熠闪光的

名片。许多鲜为人知的地方，因为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人而蜚声

世界。丹麦小镇欧登塞，因为是安徒生的故乡，而成为世界各地孩

子们的憧憬之地；英国斯特拉斯福小镇，因莎士比亚而成为著名

的观光地。就近说我们桐乡，乌镇的名字因为茅盾而熠熠生辉，石

门湾因丰子恺而名闻遐迩，崇福也因为吕留良而闻名全国，五桂

坊莫氏五子的故事让崇福远近流芳。为寻迹辛亥英烈的故事，多

少文人学者踏访过徐自华的故居、陈英士当年学做生意的“善长

当”旧址。

可以说，名人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文化形象的重要标志，某种

意义上他们还是整个地域的形象代表，甚至是国家形象的象征。

当我们阅读名人，津津乐道于他们立身行事的轶闻趣事时，名人

文化无疑成为一个地域文化中的经典，因为它引导我们见贤思齐，

激励我们昂扬前进———名人文化就是陶冶人情操的一个载体。

毋庸置疑，我们的 32位乡先贤已经为崇福打造出了一张“金
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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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罹祸累白骨

雍正十年农历十二月十七日（1733年 1月 27日），一道杀气
腾腾、字字充满了血腥味的圣旨颁达内阁：

……吕留良父子之罪，罄竹难

书，律以大逆不道……吕留良、吕葆

中俱著戮尸枭示。吕毅中着改斩立

决；其孙辈俱应即正典刑，朕以人数

众多，心有不忍，着从宽免死，发往

宁古塔与给披甲人为奴……

一场历时四年三个月，牵连之广、影

响之大、株连之多、处理之严、规格之高，

为清代文字狱大案之最的吕留良案终于

画上了句号。

紧接着浙江巡抚李卫奉旨着嘉兴府尹会同石门知县执行将

吕留良和其子吕葆中戮尸枭示，石门县城顿时陷入一片恐怖之中。

凄风冻雪，离县城西“二九”路程的积善乡十四都东长板桥吕

氏墓园，这天涌进了成百名虎狼一样的兵士和衙役，他们挖开留

良先生和他儿子葆中的坟茔， 杂乱的斧子声里吕留良“砰砰啪啪”

先生父子的棺柩被劈开了，两人的尸骸被倾在一边，在地下安卧

001

吕留良画像



    

文
化
丛
书
历
史

崇
福
名
人

了 45年的吕留良还有他儿子葆中都被执行最高统治者下达的
“戮尸枭示”令；与此同时，被拘近 5年的吕氏亲属 4人被斩首；吕
氏 12户亲属一共 111名男女老幼开始了流放北漠宁古塔之路：
寒风冻雨，踯躅彷徨，一路颠沛，一年多以后这一行人方才到达宁

古塔，在这里西关一条大路边赁下的一间“寒威透体，冻雪堆墙，

冷风穿壁”的破屋里栖身下来，吕氏后裔从此开始了 100多年备
受欺凌的贱民生涯。

而吕留良的门人弟子还有他们的许多亲属，如沈在宽，常自

称吕留良私淑弟子的黄补庵，曾刊刻留良书籍的车鼎丰、车鼎贲，

私藏吕氏书稿的孙用克、周敬舆，以及他们的学生房明畴、金子尚

等数十人都遭株连，有的甚至被判罪处死。

历史的册页记录了这桩大案一幕幕血淋淋的情景。

后人有诗吊吕晚村墓：

白杨瑟瑟草芊芊，

长板桥东泣杜鹃。

荒冢不容留朽骨，

沉冤何竟到重泉？

行人有泪挥秋雨，

翁仲无言卧晚烟。

难得河山光复后，

比干遗墓表崇阡。

数点梅花亡国泪———风雨的青少年时代

吕留良（1629—1683）字庄生，号东庄，又字用晦，号晚村，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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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耻翁、南阳布衣、吕医山人等，晚年做了和尚，更名为耐可，字不

昧，号何求老人。

如果我们给这位家乡先贤作一个身份定位的话，他首先以思

想家名世，因为在明末清初理学研究的学者群中吕留良“不愧清

初讲朱学一大师”（学者钱穆语）。他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

的人生里其实还有许多角色，如教书、行医、选评时文、创办刻局，

每个角色都做得很出色，当然，这些在吕留良都不过是作为谋生

的手段，和他思想家的角色相比较，似不足挂齿。吕留良作为一个

历史人物天下知名却是他因思想罹祸、在去世 45年之后成为清
代最大一桩文字狱的首犯。到了民国，他马上被平反，浙江都督汤

寿潜颁令改西湖三潭印月彭公祠为“三贤祠”，奉祀吕留良、张煌

言和黄宗羲三位秉持民族操守的浙人。

吕留良先祖吕继祖籍贯河南，随宋高宗南渡，建炎时曾任职

崇德尉，于是就在崇德定居了下来。留良的祖父吕心源娶明王室

宗亲淮庄王女儿城南郡主，成为淮府仪宾；父亲吕元学曾任繁昌

知县，因此，吕留良有一个很不错的家世背景。

吕留良自幼聪慧过人“，方在髫龀时，即能发明紫阳之学”，8岁
能赋诗作文，13岁时就参加了孙子度等人发起组织的“征书社”。

可惜他生不逢时。16岁———就是崇祯 17年（1644），清兵入
关，攻占北京，建立了清王朝，明王朝覆亡。又不到一年，清军直指

江南。一路纵兵屠戮，烧杀淫掠，达到了残暴甚至疯狂的地步，震

惊全国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灭城”等骇人听闻的惨

剧，都是用鲜血写进史册的。面对异族统治者的暴行，江南百姓纷

纷组织抗清义军，武装反抗。而清政府又施行高压政策，强迫汉族

人民剃发留辫和改制易服，更激起汉族知识分子的激烈对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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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矛盾愈加激化。

明王朝的覆亡对于吕留良来说仿佛有一种“天崩地裂”的感

觉。他毅然“散万金之家以结客”支持抗清义军，他还毅然投笔从

戎，与侄子宣忠同时参加了太湖义师，“窜伏林莽，往来湖山之

间”，全身心投入了抗清斗争。顺治三年（1646）三月，太湖义师和
清军在澜溪（今乌镇北栅附近）进行了一场恶战，义军兵败。吕留

良在战斗中左腿中箭，他的《后耦耕诗》中说过这次受伤留下的创

痛：“箭瘢入骨阴辄痛，舌血溅衣洗更鲜。”又不久，侄子宣忠被捕，

次年被杀害于杭州，吕留良陪伴侄子直至刑场，回来之后“痛心疾

首，呕血数升，几度昏绝”。

随着清王朝政权的日渐巩固，江南抗清斗争的星火渐渐隐

熄。顺治五年（1648），自知复明无望、身心俱疲的留良回到故乡，
开始了他蛰居乡里的生活。

二分明月故臣心———坚执的遗民情结

蛰居乡下的吕留良，心头交缠国恨家仇，他“悲天悯人，日形

寤叹”，心情十分苦闷，同时，两个兄长和好友孙爽又相继过世，加

上留良一家身背抗清的“前科”，时常遭受怨家威胁。顺治十年

（1653），因各种情势压迫，他违心参加了这年的科举考试，以第二
名考取秀才。但这次违心的科考在吕留良心中却留下了“永远的

痛”，他后来有诗证之：

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

雅集图中衣冠改，党人碑里姓名非。

苟全始信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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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

他因此天天陷在懊悔和自责之中。

纠结的遗民情结，使他终日苦闷彷徨。幸好一段时间之后，征

书社友人陆雯若邀他“同事房选于吴门”——— 一块儿到苏州为书

商选刻时文。

所谓时文，就是书商为牟利，延请文人点评一些科考高中的

优秀试卷，结集刊刻出售给应试的举子，相当于现在的高考复习

辅导资料。

陆雯若邀请吕留良去苏州做的就是这样一份工作———不

曾想到时文点评竟然成了吕留良宣泄对清朝廷残暴统治愤懑

的一个平台，他借点评用激烈的语言宣传他“严夷夏之防”的政

治主张。“其议论无所发泄，一寄之于时文评语，大声疾呼，不顾

世所讳忌。”他的见识很受士子尊敬，因此声名远播。

从顺治十六年（1659）开始，吕留良先后结识了黄宗羲、黄宗
炎、高斗魁、黄周星、高世泰等一批文友，他们身上都贴着“明遗

民”的标签，许多人都参加过抗清斗争，强烈的民族意识使他们

在政治上声气相求。和他们的结交让吕留良渐渐摆脱了苦闷和

彷徨，他决心脱离科场，耦耕田园，过自食其力的生活。

但是，顺治十年（1653）参加了那次科举考试成为长期压在吕
留良心上拂之不去的心病。

康熙五年（1666），浙江学使循例按临嘉兴府开考生员，吕留
良拒不应试，当即被革去诸生，这事件让嘉兴一府的生员感到很

震惊。但在吕留良本身，却有去除了胸中块垒后一种解脱的轻松。

他从此安心隐居城郊南阳村东庄（今崇福镇新桥村），提囊行医，

又开设南阳讲习堂，设馆授徒，同时以弘扬朱熹学说为己任，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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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正人心，救风俗，探讨治乱之源的学术研究。又自开天盖楼刻

局，选刻时文出售。仍借时文评选宣扬自己“严夷夏之防”的思想，

倡导民族气节，激励民族精神。许多原先的诗朋文友这时候大半

散去，只与张履祥、何商隐、张佩葱等相互切磋学问。

因为教书、行医、创办刻局，此时吕留良全家的生活有了很大

改善，日常经济已“颇足支吾”。

这时的吕留良遇上了两件事。

当时的清政府对汉族知识分子在加强专制统治的同时，还有

一手怀柔政策。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开博学鸿词科，浙江首荐
吕留良，可是吕留良拒不受命；康熙十九年（1680），清廷又征聘天
下“山林隐逸”，嘉兴知府又荐吕留良，当时吕留良正因病卧床，听

到这个消息，立即命家人给自己剃去长发，做起僧服，宣布出家。

“这样，他们总可以放过我了吧！”他说。

在病体稍愈后，吕留良就去吴兴埭溪妙山盖了一间平屋，题

额“风雨庵”。每天裹着头巾，拄着竹杖，徜徉山水之间，过起了不

僧不俗、不参宗门、不讲义录、不吃斋念

佛、戒律难缚的“和尚”生活，展示了一个

知识分子坚持民族气节，视仕途为粪土

的铮铮风骨。

吕留良的身体原本羸弱，加上心情

长期抑郁，经历过这一番折腾，终于病

体难支。这时的他已经自知存世无多，格

外加紧对自己旧作的修改整理。直到临

终前几日他还支撑着补辑《朱子近思录》

吕留良手迹 及《知言集》，他的子侄、弟子劝他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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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淡淡地回答：“一息尚存，不敢不勉。”

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三日（1683年 10月 3日），我们这位先
贤终于走完了他历尽风雨沧桑的人生旅程，终年 55岁。
他留下了《四书语录》、《四书讲义》、《论文偶钞》、《家训》、《天

盖楼偶评》、《惭书》等洋洋几百万字的著作和大量的诗词。就学术

“晚村不愧清初讲朱学一大师。

吕留良先生给后人留下了很大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成就而言，著名学者钱穆评价说： ”

“吕留良”符号的意义

现在，当我们再来阅读家乡这位先贤时，固然可以从他身上

读到令我们后人景仰的品格，为其秉持民族气节而感到骄傲。但

是，我们不能不说在历史的册页上“吕留良”三个字其实是一个血

淋淋的符号———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统治者手造的文字狱中因

“思想罪”罹祸的受害者典型。

吕留良是在他故世 45年之后陷进一桩文字狱案的。案子缘
起于当时湖南一位名叫曾静的教书先生，他在靖州参加科举考试

时读了吕留良评点的时文，对留良的“严夷夏之防”议论生出了强

烈的共鸣，回乡之后便让弟子张熙赶去吕留良故乡求访吕留良遗

著。张熙来到崇福之后得到了吕留良后人相赠的很多书稿。曾静

读了之后对吕留良更是崇拜，书生的迂阔让他竟然异想天开要去

策反当时的陕甘总督岳钟琪，由此引发了一桩震惊全国的文字狱

大案。

不过，曾静和张熙这两个肇事者，最后被处理时雍正却说他

们不过是“乡曲‘迂妄之辈’不足为大患”，被免罪释放。而已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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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45年的吕留良却成了元凶，对于这位江南的普通文人，雍正咬
牙切齿、恨之入骨地表示：“此人乃朕君父宗社之仇雠也！”哪怕吕

已死去 45年也不放过，朱笔亲拟吕留良“大逆”之罪，圣旨“开棺
戮尸”，同时禁毁吕留良所有书稿著作。

雍正对吕留良的仇恨，简直达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这是什

么原因呢？

17世纪中叶，清朝入主中原，以灭绝人性的杀戮建立了清王
朝，激起了汉族人的反抗。特别是汉族的知识分子，亲历了国破家

亡之痛，面对异族统治者的野蛮和血腥，多以“士节”自励，不但在

心理上以明遗民自视拒绝做新朝的顺民，在行动上也张帜反清复

明的大旗。吕留良对国破家亡更有切肤之痛。他毁家纾难，跟随兄

长投入了抗清武装斗争的行列，特别是他侄儿吕宣忠兵败惨遭杀

害后，更使他把国恨家仇交织到了一起。因此，他对异族统治者的

反抗情结，对丧志辱节的士人新贵的抨击，标举的“春秋严夷夏大

防”思想，无疑能得到清初抗清知识分子们的极大认同。在他逝世

40多年之后，他的思想还让曾静、张熙等有极大的共鸣，可见其影
响力之大。

雍正正是从曾静一案上警觉到吕留良宣传的“严夷夏大防”，

对汉族百姓特别是汉族知识分子特别有煽动性，“实属为患非

小”，不大加挞伐，恐后患无穷。因此，他一边对死去的吕留良科以

“大逆”重罪，用以震慑，一边把两年来有关吕留良案的上谕，以及

曾静口供和写的悔过书《归仁录》，辑合成《大义觉迷录》，对曾静

等人指责他的十大罪状进行了一一辩解。全书共 4卷，特别强调
清王朝的正统性和“华夷一家”，意图借批判消弭汉族士人的“夷

夏之防”意识，他还派大员带领曾静、张熙到江宁、杭州、苏州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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