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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在其漫长的

沧桑变迁中，沉积着极为丰厚的文化底蕴。她既有
一 着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抗争，又有着情真意切、

催人泪下的情结；既有着宦海沉浮、商旅漂泊的名

宦巨商，又有着锐意创新、笔耕不辍的文化巨擘；

既有着流传千古、意蕴深邃的胜迹遗存，又有着亦

庄亦谐、雅俗共赏的轶闻传说⋯⋯真可谓人杰地

‘灵、物华天宝。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慧眼识宝，

， 将这些散撒各处，甚或行将湮没的珍珠，收集整

． 理，分类编纂，结集成《常州掌故》，为丰富地方文

， 化宝库，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新的

贡献。 ： ．

．

’

、 ，

。

。 《常州掌故》以掌故之名，行展示历史文化内

涵之实。它是一捧透香的泥土，来自广博深厚的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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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地；它是一片苍翠的树叶，宣示着四季多姿的风
! 采。文短意宏，生动活泼，寓思想性、知识性、趣味

。

性、可读性于一体，为我们多侧面地了解历史，认‘ ．

“

识地情，拓展知识面，提供了二-份不可多得的乡土

教材∥“．． ‘． ． r。』 ’j‘、．

、

‘，． 中共十五大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 ，

． 主义的文化，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标

志。一本届政府正遵循十五大精神，把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

的事业来抓j脚踏实地地抓出成效来，使常州的社 。‘

会主义文化事业真正成为促进两个文明建设的动一

力和标志。
‘

．： ，，

，

7 一

’； 。愿常州的文化事业更加灿烂辉煌，有更多的

好书、好作品面世。’。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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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充分挖掘地情资料的基础上，编写了‘

一本兼文史之长，熔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的《常

州掌故》。它生动地反映了常州历代著名人物、事

件、轶闻、趣事、遗存、特产、地名、民俗等等，兼具

? 知识窗口、旅游指南：乡土教材、袖珍档案等特点·
， 《常州掌故》分7个部类取事。

‘

· 人物珍闻：记述本籍或外籍在常州的著名人

．物、社会贤达的重要故实。’个别反面人物亦有涉

，猎，以儆效尤。：．
。

·．_ 史事沉迹：记述历史上重要战事、农民起义、

一重大事案及某些突发性事件等。 ‘．

， 艺海拾贝：收录本籍或外籍在常州的名人的

。 诗、文、联语等方面的趣事；与常州有关的词语典’
·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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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故的由来；常州文化、艺术、科技领域中有影响的

故实等。 ‘+

轶闻遗事：介绍朝野名流贤达的轶事、轶闻、

珍闻。

， ?要辅胜迹：收录自然、人文景观和历史遗迹及

与此有关的动人趣事。

毗陵风物：介绍常州有代表性又具地方特色

的风俗民情、土特名优产品的故实。．
．， 地名趣谈：介绍常州某些寓意丰富的地名由

来，．， ，

．一

．．《常州掌故》按类排列，每篇一人、一事、一物；

少则数百字，多者千余字，力求短小精悍。 ．：



季札让国承家风⋯eee,···ee eee·o#⋯⋯⋯⋯⋯⋯⋯⋯⋯⋯⋯⋯⋯(2)

常州历史上建立王朝的第一人．．．⋯⋯⋯⋯⋯⋯⋯⋯⋯．．．⋯⋯(2)

恭俭庄敬、艺能博学的帝王⋯⋯⋯⋯⋯00·00t 04PO⋯⋯⋯⋯⋯⋯(3)

。山中宰相”陶弘景⋯⋯⋯⋯⋯⋯⋯⋯⋯⋯⋯⋯⋯⋯⋯⋯⋯⋯(4)

文武全才唐荆川⋯⋯⋯⋯⋯⋯⋯⋯⋯⋯⋯⋯⋯⋯⋯⋯⋯⋯⋯(5)

善学西方的王肯堂⋯⋯⋯⋯⋯⋯OOO·0·⋯⋯⋯⋯⋯⋯⋯⋯⋯(6)

循吏名师李兆洛⋯⋯⋯⋯⋯⋯000 00·,oe#*e oo#·o#⋯⋯⋯⋯⋯⋯⋯(8)

著名人口论学者洪亮吉⋯⋯⋯⋯⋯⋯⋯⋯⋯⋯⋯⋯⋯⋯⋯(10)

段玉裁编著<说文解字注>000··e··e,llof)·,o⋯⋯⋯⋯⋯⋯⋯⋯<11)
五世儒医承槐卿⋯000 00·001(．000·00⋯⋯⋯⋯⋯⋯⋯⋯⋯⋯⋯⋯(13)

圆瑛大师与常州天宁寺⋯⋯⋯⋯⋯⋯⋯⋯⋯⋯⋯⋯⋯⋯⋯(14)

中国近代民用工业的开拓者盛宣怀⋯⋯⋯⋯⋯⋯⋯⋯⋯⋯(15)

吴稚晖不愿为官⋯⋯⋯⋯⋯⋯⋯⋯⋯⋯⋯⋯⋯⋯⋯⋯⋯⋯(16)

爱国报人陈范⋯⋯⋯⋯⋯⋯⋯⋯⋯⋯⋯⋯⋯．．．⋯⋯⋯⋯⋯(18)

何士准的早期革命生涯⋯⋯⋯⋯⋯⋯⋯⋯⋯⋯⋯⋯⋯⋯⋯(19)

中医“泰斗”恽铁樵⋯⋯⋯⋯⋯000,00,00⋯⋯⋯⋯⋯⋯⋯⋯⋯(20)

开国名记者徐血儿⋯⋯⋯⋯⋯⋯⋯⋯⋯⋯⋯⋯⋯⋯⋯⋯⋯(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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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掌故

辛亥革命中的庄蕴宽⋯⋯⋯⋯⋯⋯⋯⋯⋯⋯⋯⋯⋯⋯⋯⋯(23)

新剧先驱吴我荨⋯⋯⋯⋯⋯⋯⋯⋯⋯～⋯⋯⋯000 o@e⋯⋯⋯(24)

陈雨农与‘对日亭记)⋯⋯⋯⋯⋯⋯⋯⋯⋯⋯⋯⋯⋯⋯⋯⋯(26)

刺宋主凶洪述祖⋯⋯⋯⋯⋯⋯⋯⋯⋯⋯⋯⋯⋯⋯⋯⋯⋯⋯(27)

史良智斗县知事⋯⋯⋯⋯⋯⋯⋯⋯⋯⋯⋯⋯⋯⋯⋯⋯⋯⋯(28)

一块怀表寄深情⋯⋯⋯⋯⋯⋯⋯⋯⋯⋯⋯⋯⋯⋯⋯⋯⋯⋯(30)

多情奇男恽代英⋯⋯⋯⋯⋯⋯⋯⋯⋯⋯⋯⋯⋯⋯⋯⋯⋯⋯(31)

张太雷名字之由来⋯⋯．．．⋯⋯⋯⋯⋯⋯⋯⋯⋯⋯⋯⋯．．．．⋯(32)

王明三害恽雨棠00·0·0,,0·oo 000··o⋯⋯⋯⋯⋯⋯⋯⋯⋯⋯⋯⋯(34)

民主革命活动家许回天⋯⋯⋯⋯⋯⋯⋯⋯⋯⋯⋯⋯⋯⋯⋯(35)

雕刻孙中山凹版肖像的赵俊⋯⋯⋯⋯⋯⋯⋯⋯⋯⋯⋯⋯”(37)

陈毅团结纪振纲抗日⋯⋯⋯⋯⋯⋯⋯⋯⋯⋯⋯⋯⋯⋯⋯⋯(38)

抗日航空烈士恽逸安⋯⋯⋯⋯⋯⋯⋯⋯Q·0 0·0⋯⋯⋯⋯⋯．．．(40)

冯仲云智脱虎口⋯⋯⋯⋯⋯⋯⋯⋯⋯⋯⋯⋯⋯⋯⋯⋯⋯⋯(42)

针灸学家朱琏与董必武⋯⋯⋯⋯⋯⋯⋯⋯⋯⋯⋯⋯⋯⋯⋯(43)一

艺倾南中的马万里⋯⋯⋯⋯⋯⋯⋯⋯⋯⋯⋯⋯⋯⋯⋯．．．⋯(45)

钱名山写‘必战’⋯⋯⋯⋯“⋯⋯⋯⋯⋯⋯⋯⋯⋯⋯⋯⋯⋯(46)

著名书法家周子青⋯⋯⋯⋯⋯⋯⋯⋯⋯⋯⋯⋯⋯⋯⋯⋯⋯(47)

留青竹刻名家白士凤⋯⋯．．．⋯⋯⋯⋯⋯⋯⋯⋯⋯⋯⋯⋯⋯(48)

华罗庚与数学竞赛⋯⋯⋯⋯⋯⋯⋯⋯⋯⋯⋯⋯⋯⋯⋯⋯⋯(49)

史事沉迹 ．
． 。。

宋末元初的常州保卫战⋯⋯⋯⋯⋯o⋯⋯⋯⋯⋯⋯⋯⋯⋯(52)

‘南山集》案与赵风诏冤狱⋯⋯⋯⋯⋯⋯⋯⋯⋯⋯⋯⋯⋯⋯(54)

太平天国常州保卫战⋯⋯⋯⋯⋯⋯⋯⋯⋯⋯⋯⋯⋯⋯⋯⋯(56)

一2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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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侍王李世贤与溧阳城⋯⋯⋯⋯⋯一⋯⋯⋯⋯⋯⋯⋯⋯⋯⋯·(59)

金坛“砖石之战一⋯⋯⋯一⋯⋯⋯·一⋯⋯⋯⋯⋯⋯⋯⋯⋯⋯·(60)

，辛亥革命常州的光复⋯⋯⋯⋯⋯⋯⋯⋯．．．⋯⋯⋯⋯⋯⋯⋯(62)
’

t

‘。五四”风暴震撼下的常州城⋯函⋯⋯⋯⋯⋯⋯⋯⋯⋯⋯⋯(64)

天宁寺佃户抗租斗争⋯⋯⋯⋯⋯⋯⋯．．t⋯⋯4·0 4@·@000@9⋯⋯(66)

十八个。大先生”游街⋯⋯⋯⋯⋯⋯⋯⋯⋯⋯⋯⋯“⋯⋯⋯·(67)。t 。

日军洗劫茅山⋯⋯．．．⋯⋯⋯⋯⋯⋯⋯⋯⋯⋯⋯⋯⋯⋯⋯⋯(68)
j

九里湾伏击战⋯⋯⋯⋯⋯⋯⋯⋯⋯⋯⋯⋯⋯⋯⋯⋯⋯⋯⋯(69)．‘
‘

沈家大桥保卫战⋯⋯⋯⋯⋯⋯⋯⋯⋯⋯⋯⋯⋯⋯⋯⋯．．．⋯(71) ，．．

汪伪航空警卫营起义⋯“■⋯⋯⋯⋯⋯⋯⋯⋯⋯⋯⋯⋯⋯”(73)一

周城战役⋯⋯⋯⋯⋯⋯⋯⋯⋯⋯⋯⋯⋯⋯⋯⋯⋯⋯⋯⋯⋯(75)
。

怒捣国民党地方法院⋯⋯⋯⋯⋯⋯⋯⋯⋯⋯⋯⋯⋯⋯⋯⋯(77) 。

一‘ ；，

．。’

’
’t 。：I

“
．一·．

．。： ．．-。艺海拾贝 1．o．。一、二一一
’‘

， ‘ ，，^⋯ ，‘●

～

，．4．’‘

‘常州状元知多少⋯⋯⋯⋯⋯⋯一⋯⋯⋯⋯⋯⋯⋯⋯⋯⋯⋯·(80)。 ．

j天庆观泼墨画龙⋯⋯⋯⋯⋯⋯⋯⋯⋯⋯⋯⋯⋯⋯⋯⋯⋯⋯(81)
‘

“胡世将的‘酹江月>⋯⋯⋯⋯⋯⋯⋯⋯⋯⋯⋯⋯⋯⋯⋯⋯⋯(82)

。朱元璋乌龙山填词⋯⋯⋯⋯⋯⋯．．．⋯⋯⋯⋯⋯⋯⋯⋯⋯⋯(84)

于谦妙对虞谦⋯⋯⋯⋯⋯⋯⋯⋯⋯⋯⋯⋯⋯⋯⋯⋯⋯⋯⋯(85) ，

八岁陈洽巧对父联⋯⋯⋯⋯一⋯⋯⋯⋯⋯⋯⋯⋯·一⋯⋯⋯·(86) ．’

．桃园逸事⋯⋯⋯⋯⋯⋯⋯⋯⋯⋯⋯⋯⋯⋯⋯⋯⋯⋯⋯⋯⋯(87) o

j科举考试的有幸与不幸⋯⋯⋯⋯⋯⋯⋯⋯⋯⋯⋯⋯⋯⋯⋯(88)

钱维城因祸得福⋯⋯⋯⋯⋯⋯⋯⋯⋯⋯⋯⋯⋯⋯⋯⋯⋯⋯(89)
。

白袷少年题诗太白楼⋯⋯⋯⋯⋯⋯⋯⋯⋯⋯⋯⋯⋯⋯⋯⋯(89)’ ?

黄仲则一诗值千金⋯?⋯⋯⋯⋯⋯⋯⋯⋯⋯一⋯⋯⋯⋯⋯·(9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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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掌故

庄蕴宽的书扇艺术⋯⋯⋯⋯⋯⋯⋯⋯⋯⋯⋯⋯⋯⋯⋯⋯⋯．(92)

武进戏楼与戏楼楹联⋯⋯⋯⋯⋯⋯⋯⋯⋯⋯⋯⋯⋯⋯⋯⋯(93)

屠敬山隽语解“夫”字⋯⋯⋯⋯⋯⋯⋯⋯⋯⋯⋯⋯⋯⋯⋯⋯(94)

李宝嘉与‘官场现形记)⋯⋯⋯．．．⋯⋯⋯⋯⋯⋯⋯⋯⋯⋯⋯(95)

常州人与“两湖书院”⋯．．．⋯⋯⋯⋯⋯⋯⋯⋯⋯⋯⋯⋯⋯⋯(96)

．愿养搬楠作栋梁⋯⋯⋯⋯⋯⋯⋯⋯⋯⋯⋯⋯⋯一⋯⋯⋯⋯·(97)

从滩簧到锡剧⋯⋯⋯⋯⋯⋯⋯⋯．．．⋯⋯⋯⋯⋯⋯⋯．．．⋯⋯(99)

·个半秀才唱滩簧⋯⋯⋯．．⋯⋯⋯⋯⋯⋯⋯⋯⋯⋯·⋯⋯掣(100)“

钱名山爱国诗碑⋯⋯⋯⋯⋯⋯．．．⋯⋯⋯⋯⋯⋯⋯⋯⋯⋯⋯(101)

钱名山为。桃源村”征联⋯⋯⋯．．．⋯⋯·"⋯⋯⋯⋯⋯”⋯⋯·(102)

谢玉岑与张大千⋯⋯⋯⋯⋯⋯⋯⋯⋯⋯⋯⋯⋯⋯⋯⋯⋯⋯(103)

对子戏与锡剧《珍珠塔)⋯⋯⋯⋯⋯⋯⋯⋯⋯⋯⋯⋯⋯⋯⋯(104)

程蕙英与<凤双飞全传>⋯⋯⋯⋯⋯⋯⋯⋯⋯⋯⋯⋯．．．⋯⋯(105)

‘常州道情状元刘金海⋯⋯⋯⋯⋯⋯⋯⋯⋯⋯⋯⋯⋯⋯⋯⋯(106)

绝艺流芳季子莞⋯⋯⋯⋯⋯⋯⋯⋯⋯⋯⋯⋯”⋯⋯”⋯⋯”(108)

斌和社⋯”⋯一⋯⋯⋯⋯⋯⋯⋯⋯⋯⋯⋯⋯⋯⋯⋯⋯⋯⋯”(109)

。更生”名号入妙联⋯⋯⋯⋯⋯⋯⋯⋯⋯⋯⋯⋯⋯⋯⋯⋯⋯(110)

周木斋和鲁迅的一段“笔墨交锋^⋯⋯⋯⋯⋯⋯⋯⋯⋯⋯”(111)

陈毅校阅赠答诗四首⋯⋯⋯⋯m⋯⋯⋯⋯⋯⋯⋯⋯⋯⋯⋯(112)

谢稚柳的眼光⋯⋯⋯⋯⋯⋯⋯⋯⋯··：⋯⋯：⋯⋯⋯⋯⋯⋯”(113)

近现代常州的诗社⋯⋯⋯⋯⋯⋯⋯⋯⋯⋯⋯⋯⋯⋯”⋯⋯·(114) 。

出对难方丈⋯⋯⋯⋯⋯⋯⋯⋯⋯⋯⋯⋯⋯⋯⋯⋯⋯⋯⋯⋯(115)
。

杨守玉与吕凤子的交往⋯．．．⋯⋯“⋯⋯⋯⋯⋯⋯．．．⋯⋯⋯(116)
。 。，．

一 轶闻遗事 ．

’●

’
，

挂剑冢树重然诺⋯．．．⋯⋯⋯⋯⋯⋯⋯⋯⋯二．⋯⋯⋯⋯⋯⋯·(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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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录

’投金濑边吊女杰⋯⋯⋯⋯一⋯⋯“⋯⋯⋯⋯⋯⋯⋯⋯⋯⋯”(120)，’

诸葛亮常州有后裔⋯⋯⋯”⋯⋯⋯⋯⋯·0@·000 4P00 000·OB⋯⋯⋯(122)

梁武帝迷信种祸根⋯⋯⋯⋯⋯⋯⋯⋯⋯⋯⋯⋯⋯⋯“”⋯·(123)

o沈法兴毗陵建都称王⋯⋯⋯⋯⋯⋯⋯⋯⋯⋯⋯⋯⋯⋯⋯⋯(124)
。

苏东坡月下焚房契⋯⋯⋯⋯⋯⋯⋯⋯⋯⋯⋯⋯⋯⋯⋯⋯⋯(125)，

·陆子遁为民除。三害一⋯⋯⋯⋯⋯⋯⋯⋯⋯⋯⋯⋯⋯⋯⋯⋯(126)’

胡泼密访建文帝⋯⋯⋯⋯⋯⋯⋯一⋯⋯⋯⋯⋯⋯⋯⋯⋯．．．·(127)

唐荆川拒绝“走后门一⋯⋯⋯⋯⋯⋯⋯⋯⋯⋯⋯⋯⋯⋯⋯⋯(129)

王肯堂甘为良医⋯⋯⋯⋯⋯⋯⋯⋯⋯⋯⋯．．．I；00 O@t000 000··0 40@(130)

吴氏三兄弟建造三园林⋯⋯⋯⋯⋯⋯⋯⋯⋯⋯⋯⋯⋯⋯⋯(131)

恽南田灵隐寺获救⋯⋯⋯⋯⋯⋯⋯⋯⋯⋯一⋯⋯”⋯⋯⋯·(132)

钱名世歌功成罪人⋯⋯⋯⋯⋯⋯0"V0*tO 000⋯⋯m⋯⋯⋯m⋯1133)，

刘纶妙语答乾隆⋯一⋯⋯⋯⋯⋯⋯⋯⋯⋯⋯⋯⋯⋯004 000··*(134)

： 兄弟鼎甲誉天下⋯⋯⋯⋯⋯⋯⋯⋯⋯⋯⋯⋯⋯⋯⋯⋯⋯⋯’(135)

。 赵云松。状元”变“探花一⋯⋯⋯⋯0·41*@00⋯000·00··a*⋯⋯⋯⋯⋯(136)
’

段玉裁师事戴震⋯⋯⋯⋯⋯⋯⋯⋯⋯⋯⋯⋯⋯⋯⋯⋯⋯⋯(137)

：。徐青天一冒死平奇冤⋯⋯⋯⋯⋯⋯⋯⋯⋯⋯⋯⋯⋯⋯⋯⋯t138)

戆翰林孙星衍⋯⋯⋯⋯⋯⋯⋯⋯⋯⋯⋯⋯”⋯⋯⋯⋯⋯⋯·(139)

孙星衍返里湿书籍⋯⋯⋯⋯⋯⋯⋯⋯⋯⋯⋯⋯⋯．．．．．．⋯⋯(139)

洪亮青充军悲喜剧⋯⋯⋯⋯⋯⋯．．．⋯⋯⋯⋯⋯⋯⋯．．．⋯⋯’(140)
。

洪亮吉书赐和坤⋯⋯⋯⋯⋯⋯⋯⋯⋯⋯⋯⋯⋯⋯⋯⋯⋯⋯(142)

杨瑞莲京师遇乾隆⋯⋯⋯⋯⋯⋯⋯⋯⋯⋯⋯⋯⋯⋯⋯⋯⋯(142)

敬酒叩桌⋯⋯⋯”⋯“一⋯·····'·000 000000⋯⋯⋯⋯⋯⋯⋯⋯·一(143)

屠寄错买‘三国志)⋯⋯⋯⋯⋯⋯⋯⋯⋯⋯⋯⋯⋯⋯⋯⋯一(144)
闻门兵变中的庄蕴宽⋯⋯⋯⋯⋯⋯⋯⋯⋯⋯⋯⋯⋯⋯⋯⋯(14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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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掌故

盛宣怀升迁之谜⋯．．．⋯⋯⋯”⋯⋯⋯⋯“⋯⋯⋯⋯⋯”⋯“·(146)
。

盛宣怀与钓鱼岛⋯⋯⋯⋯．．．⋯⋯一⋯⋯⋯⋯⋯⋯⋯⋯⋯⋯·(148)

钱振锂赈灾⋯⋯⋯⋯⋯⋯⋯⋯⋯⋯⋯⋯⋯⋯⋯⋯⋯⋯⋯⋯(149) ．’“

‘陈范错认孙中山⋯⋯⋯．．．．．．⋯”“⋯⋯⋯⋯⋯⋯⋯⋯⋯⋯一(150)

、赵元任始创新式婚礼⋯⋯⋯⋯⋯⋯⋯⋯⋯⋯⋯⋯"⋯⋯⋯·(151) ，

史可法绝命书蒙难记⋯．．．⋯⋯⋯⋯⋯⋯⋯⋯“⋯⋯⋯⋯⋯·(152)- ．

李公朴改名⋯⋯⋯⋯⋯⋯⋯·””⋯⋯⋯⋯⋯⋯⋯⋯·⋯⋯⋯(154)

谢玉岑自号“孤鸾^⋯⋯⋯⋯⋯⋯⋯⋯⋯⋯⋯”⋯⋯⋯⋯．．．(155)

戏曲评论家张肖伧与“义伶”孙菊仙⋯⋯⋯⋯⋯·一⋯·?⋯⋯·(155)、

“一 周璇身世揭谜⋯⋯⋯⋯⋯⋯⋯⋯⋯⋯⋯⋯·”⋯⋯⋯⋯⋯⋯(157) ，

· 陆小曼与徐志摩的爱恋⋯⋯⋯⋯⋯⋯⋯⋯⋯⋯⋯⋯．．．．．-⋯(159)

．‘ 。蒋介石东山再起的关键人物朱绍良⋯⋯⋯⋯⋯⋯““⋯⋯”(160)
。

瞿秋自与女儿⋯⋯⋯⋯⋯⋯⋯⋯⋯⋯⋯⋯⋯·”⋯⋯⋯⋯⋯(163)

洪深大闹。大光明^⋯⋯⋯⋯⋯⋯⋯⋯⋯⋯⋯⋯⋯⋯⋯⋯“(16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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