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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前，在湖州
城南苏台山（又名学士山）过去一点的
山湾处，史称“张公钓鱼湾”，在山脚
处的小道上，建有一座凉亭，名“张先
亭”，此亭是为纪念北宋著名词人张先
而建。

张先 （990—1078 年），字子野，
乌程 （今湖州市） 人。北宋天圣八年
（1030年） 进士，十年起，任宿州掾，
历任吴江知县、嘉禾判官、屯田员外
郎，后官至尚书都官郎中，治平元年
（1064年）致仕归故里。他工诗词，在
词坛上名声极响，与当时著名词人柳
永齐名。他的词清新工巧，颇受人们
的喜爱，因他词中有“眼中泪”“心中
事”“意中人”之句，被人们称“张三
中”，又因有“云破月来花弄影”“娇
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坠
飞絮无影”之句，被称为“张三影”。
他还善画，为了纪念父亲张维，将其
生前喜爱的10首诗，集中画于一幅图
中，创作了《十咏图》，这幅绢本淡设
色的山水人物画留传至今，也是张先
唯一留存世上的作品。1995年，翰海
拍卖公司在北京举办的秋季拍卖会
上，国家故宫博物馆以1800万元购得
而收藏。

张先与苏轼是好友，熙宁七年
（1074年）九月，苏东坡由杭州通判升
迁密州事，临行前，与张先等人同舟从

杭州来湖，欢聚于碧澜堂，赋诗填词，
歌伎弹唱，意犹未尽，当日，又泛舟至
淞江，畅饮于垂虹亭，后人称这次相会
为“前六客会”。

张先衷于声色，80岁时，还迎娶
了一个 18 岁的小妾。有一次，他与
苏东坡等朋友相聚，苏东坡他们问其
感受，张先笑道：“我年八十卿十
八，卿是红颜我白发。与卿颠倒本同
庚，只隔中间一花甲。”苏东坡当即
和诗戏道：“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
白发对红装。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
梨花压海棠。”可见他们之间是不拘
于泥的。

他生性疏放不羁，喜游山水，致仕
归故里后，定居于南园故园（今莲花庄
附近）。但他经常隐居在乡间，驾扁舟往
来于杭州、湖州之间。特别是湖州城南
碧浪湖至道场浜的河岸上，留下他跣足
散发，游山登高和绾纶垂钓的身影。清
同治《湖州府志》载：“晚岁，优游乡
里，常泛扁舟垂钓为乐，至今号张公钓
鱼湾。”乡里意指家族久居的农村或小
城镇。由此是否可以认定，张先的老家
是在道场乡道场浜一带？也许就是这个
原因，人们在当地建起了这座凉亭以示
纪念。

张先亭为敞开式四角亭，飞檐翘
角，亭基、亭柱和横梁都是用岩石琢
成，十分坚固。南北向为通道，东面置
一横石条作凳，可供游人休息，还可领
略附近美丽的山水。西面砌墙，墙下有

青砖砌成的台阶。天热时，附近怀有善
心的农民常置一茶缸在台阶上，缸上写
有“奉茶”两字，盛了茶水供路人解
渴。笔者在读小学时，春游道场山，路
过凉亭，曾喝过缸里的凉茶，至今回想
起来，仍觉得满嘴清香，舌上生津。

凉亭的西墙上，绘有一幅彩画。据
湖城耆耋老人回忆，题材取自西汉文学
家刘向所著的鲁姑弃亲子救侄儿的感人
故事，画面为一女子左臂环抱一孩，右
手携一孩。传说这幅“鲁姑弃子画”是
清代同治年间一位画家所作。在笔者少
年时，此画已色泽斑驳，看不大清楚
了，只有上面涂满和刻着“某某某到处
一游”以及一些打油诗。

张先亭建于何时？笔者查阅多种
明、清时期的湖州地方志书，都没有
记载，令人费解，疑是清末民初时所
建。如是，传说中的画在时间上也不
对了。笔者曾听一些老人说过，张先
亭一度被讹传为道教的吉祥送子神
——张仙，误称为“张仙亭”。由于张
冠李戴，可能就在那时，有好事者在
墙上画了这幅“鲁姑弃子”的画，从
此，引来一些善男信女为了求子，在
凉亭里烧香求神拜佛，直到新中国成
立后，才逐渐杜绝。

遗憾的是，张先亭在“文革”时被
拆除，甚为可惜。如果凉亭保存至今的
话，也可作为古迹了。

张先殁后，安葬于弁山多宝寺西，
不知他的墓还在否？

张先亭
苕上漫笔

洪明强

吉山、红丰新村，是湖城上世纪
80年代初建成的老小区，因小区面积
大，居住人口多，在湖城家喻户晓。
早年，湖城东城墙外以东就是吉山大
队的地界；西城墙外，就是西门上下
塘和红丰大队，70 年代，吉山、红
丰，还是湖州镇直接管辖的2个农民生
产大队。

吉山村历史悠久，原名东濠村，宋
代又称“稷三”圩，水田以《千字文》
次序排列，此地排为“稷字圩第三”，简
称“稷三”，因“稷三”与“吉山”同
音，后改为吉山，其实，吉山的地界为
平原，没有山。

据湖州地名志上记载：“吉山村在
湖城临湖门外，西傍罗城，东北紧挨龙
溪港，清雍正七年 （1729年） 推行顺
庄法，吉山属临湖门外第二十二庄。民
国初，属吴兴县苕东镇；1929年，分
属吴兴县第一区龙泉里，第二区新民
村；1931年改里、村为镇、乡；1935
年分属湖州城区龙泉镇、新蜀乡；1936
年分属龙泉镇第九保，新蜀乡第一保；
抗日战争时期属城区大通镇，抗战胜利
后属龙泉镇。”新中国成立之初为龙泉
镇吉山村，升山乡湖东村，1951年隶
属第五镇，1954年属第五街道，1969
年建立湖州人民公社时改为吉山大队，
建湖州镇时为镇直属大队。其中，吉山
村有248户，592人（农业户口），男的
289人，女的303人，主要有潘、孔、
费、顾4个姓氏；吉山大队1979年前
除吉山村外，还辖龙泉渡、小高前（南
墙壕）、小桥头、高桥头、章计村、北
漾墩、梅家庄（北墙壕）、石柱村、西
城湾、叶家村10个自然村，9个生产
队，耕地 1500 亩，全大队共有村民
1172人，区域面积约1平方多公里，以
种植蔬菜为主，供应湖城各大菜市场的
蔬菜批发，还兼营其它副业，养活了9
个生产队的村民。

据后来的吉山村党支部书记顾志
林、村委会主任许莲根回忆：由于吉
山村紧靠湖州古城，1980年，随着城
市发展的需要，湖城的主城区向东拓
展，吉山村大批耕地面积率先被征
用，1980年至1992年，先后建起了吉
山新村外环城东路以内的几个小区，
共有 540 余人的农业户口，转为城市
居民户口，并进入湖城各企业成为国
家职工。同时，村党支部解放思想，
抓蔬菜种植、水产养殖，1978 年起，
办起了龙泉汽车修理厂、绸厂、建筑
公司；1982年，吉山村被拆，原址上
建造了吉山电影院；这一带成了湖城
繁华地段；1986年，吉山绸厂与上海
外贸联营，发展成为湖吉丝绸联营
厂，年产 140 万米丝绸，创税利 200
多万元。随后吉山新村内开设了商
场、商店、酒店，1994年，吉山村实
现工农业总产值3273万元，人均年收
入3188元，超过了城市居民收入，走
上了富裕之路。

1994年6月，吉山10村、文苑小区
的相继建成，吉山大队的耕地已所剩无
几，只剩龙泉渡、北漾墩、梅家庄3个
自然村，及章计村一小部分土地，计耕
地180亩，鱼塘113亩。

这期间，村民徐德妹，1978年进湖
州少体校集训，启蒙教练朱美玲，1982
年进入浙江省田径队，1987年进国家田
径队，1990 年在第 11 届亚运会上以
61.92米的成绩获得亚军；1991年 9月
在日本东京的世界田径锦标赛中，凭借
她奋力的一掷，以 68.78 米的优异成
绩，力压标枪世界记录保持者费尔克，

勇夺冠军。夺冠时，市委领导专程去吉
山村看望了徐德妹的父母，并向他们表
示祝贺。1990年和1991年被评为全国
十佳田径运动员，1991年被评为全国十
佳运动员，曾荣获国家颁发的体育运动
奖章，徐德妹是吉山村的骄傲！也是湖
州人的骄傲！

红丰大队，位于湖城环城西路（古
城墙外西南），横渚塘港东南侧，北至环
城河，今为朝阳街道红丰社区，爱山街
道上下塘社区。20世纪80年代，大队
辖高地上、下塘范家田、西门城下、墙
豪4个自然村，8个生产队，拥有耕地
497亩，总人口为1041人。大队以原高
级社命名，村民大多居住于西门上下塘
古镇上，和镇上的居民杂居在一起，主
要靠种植水稻、养鱼为生，今红丰新村
的地界全是红丰大队的水稻田、鱼塘、
桑树地；陈板桥东南的水稻田，全归红
丰大队所有。

红丰大队与西门上下塘古镇紧挨
着，可以说，西门上下塘古镇就是红丰
大队的地界，只是镇上的居民属上下塘
居委会，湖城第三街道（今爱山街道）
管辖，红丰大队的大队部驻地在老海关
大楼处 （今红旗路与红丰路十字路口
处），大队长诸忠忠。

据闾里记书中记载：“西门上下塘
宋、元时，为乌程县霅水乡；明朝为乌
程县五区十六都；清代为湖城西源门外
二十五庄，为吴兴县第九区仓石里，新
中国成立初为仓石镇。”笔者出生于西门

上塘72号，是土生土长的西门上塘人。
50年前，亲眼所见家中一扇被废弃的
旧门上，曾留有一块“倉石鎮 72號”
的门牌号码，白底黑字，门牌上的字已
锈迹斑斑。1951 年为双塘乡的上塘
村、下塘村。

1956年，为解决城市蔬菜供应保
障，建立红丰农业生产高级社，其寓意

“永保红色，生产丰收”。1958年红丰生
产大队隶属道场乡，1960年属白雀公
社，1960年6月，湖州人民公社成立，
改为公社直属红丰大队，1961 年 12
月，湖州人民公社终止，红丰大队由湖
州镇直属管辖。1984年 3月，大队改
村，1991年村农民集体转城市居民，村
委会解体。

1980 年，为建造红丰新村，征
用了湖州酒厂南面，至湖州汽车站
以西，近 0.5 平方公里的田地、鱼
塘、桑树地，包括墙壕村，后又征
用了下塘范家田，土地仅存陈板桥
村 104 国道 （今杭长桥路） 南侧的一
小块农田。

由于人多地少，红丰大队承包了
嘉地建堆场上的装卸，还承包了五一
大桥下煤场的装卸，田地少了，妇女
难得出去干点农活。时值改革开放的
起步阶段，红丰大队男人们，几乎每

天能看到他们在嘉地建堆场上装卸黄
沙、石子、水泥、黄砖、多孔板等建
筑材料，他们走在跳板上翘上翘下，
嘴里哼着“嗨呦、嗨呦”声，2人肩扛
着建筑材料，在跳板上上下起伏的情
景，令笔者钦佩，至今仍历历在目。
当年，农村里男劳力每干一天农活，
到年底折算不到一元钱，而红丰大队
的每个生产队，每干一天活到年底折
算近2元钱，到年底分红，男劳力多的
能分到近2000元，这在当年是一笔不
小的收入。

在争工分的年代里，男人的全劳
力满工分是10分，女人的全劳力为6
工分。生产队每天早上派工时的场面
耐人寻味，7 队的男劳力，每天早晨
坐在市河上永丰桥两边的石栏上，听
着队长徐鼎才的派工，派谁到远的地
方干活，有时会说几句牢骚话，但只
能服从。

80年代初，红丰大队逐步转型，办
起了很多工厂，最先承包鹿山石矿。当
年红丰大队按劳力分配，每个家庭派出
一个成年男人，去鹿山石矿采石、运输
石块。男人们戴着头盔，脚穿山袜，在
石矿上每天干得热火朝天，吃住在矿
上，每周末回家一次。几年后，红丰
大队进行了大规模的体制改革，几乎
同时办起了红丰石粉厂，红丰酒厂，
接管了将要倒闭的湖州保温材料厂，
体制仍是农民，不过，土地经征用，
许多农民进了企业，成了城市居民。
当年红丰大队的男青年找对象很吃
香，只要恋爱成功，结婚后的农村老
婆，户口都可以迁入红丰大队，并能进
入湖城任何一家企业，成为城市居民。
1991年，随着红丰大队解体，农村女青
年和红丰大队的男青年结婚，户口准于
迁入，但不能农转非。

红丰大队有几位名人，70年代初，
军队画家张天霖，就是红丰 7队的农
民，他边干农活边绘画，年轻时爱画花
卉，尤其是荷花，后应征入伍，凭借着
对绘画的执着，受教于宋玉麟、刘大伟
等名家，绘画技艺突飞猛进，他的代表
作《生路》《东海扬波》《潮来潮往》等
作品获奖于全国美展，是红丰大队走出
来的一位骄子。

虞炳泉，是一位农民优秀企业
家。1978年，他接手濒临倒闭的湖州
保温材料厂，他瞄准了国内的耐火材
料市场，勇于开发新产品，很快在国
内市场站稳了脚跟。有人说他接手湖
州保温材料厂，是一时的冲动，实际
上虞炳泉正是瞄准了实体经济的广阔
前景，企业的高科技新产品，销售网
已覆盖国内的大中型钢铁厂，部分产
品还远销东南亚、北美、欧洲等国家
和地区，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虞
炳泉说：“以耐火材料为主，打造国内
一流、国际耐火材料的知名品牌，奋
力赶超、砥砺前行。”这是他的信念，
也是他的寄语。2000年，红鹰集团兼
并了 2家濒临亏损的中华老字号“丁
莲芳”千张包子店和“周生记”馄饨
店，20多年来，2家老字号除保留了
原汁原味的千张包子、馄饨外，不断
开发适合于大众口味的新产品，“丁
莲芳”辣酱、粽子，“周生记”的卤
味系列食品，卤味鸡爪、酱香牛肉、
卤蛋、扎肉等，是湖城市民餐桌上的
一道道美味，在湖城有几家分店。
2010年，“丁莲芳”系列食品入驻上海
世博会，站上了国际舞台。

吉山大队、红丰大队，在时间的
流逝中，离我们已越来越远，而在湖
州的历史中，早已记录下这浓重多彩
的一笔。

吉山大队和红丰大队

吴永祥

2021年是伟大的水利学家、河工专家潘季
驯诞辰500周年。潘季驯是浙江湖州人。他于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乡试中举，于嘉靖二
十九年 （1550年） 得中进士。1996年出版的
《潘季驯评传》中附录的《潘季驯年表》中记
载，1549年潘季驯乡试第一。2005年出版的
《潘季驯传》也是这样记载的。但事实真的如此
吗？答案是否定的。

乡试是明代科举制度中的省一级层面的考
试，为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
举行。为什么《潘季驯评传》《潘季驯传》都认
为潘季驯是乡试第一名呢？这是因为误读了潘
季驯墓志铭中的“以麟经魁于乡”这六个字。
王锡爵撰写的潘季驯墓志铭中说，潘季驯“十

九廪于官，二十九以麟经魁于乡”。“麟经”就
是《春秋》。

而明代乡试考试一共有三场。其中第一场
考试内容是《四书》《五经》，这一场主要是考
考生对《四书》《五经》以及各家注疏的基本掌
握情况，类似于基础知识的考试。第二场考试
内容是“论”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语”五
条：诏、诰、表、内科任选一道，这一场主要
检验考生是否具备做官的基本条件。第三场主
要考经、史、时务策五道，可视为考安邦定国
的见解。而乡试又重视第一场，基本上明代乡
试每科前五名分别是某一经的经魁。潘季驯墓
志铭中所谓“以麟经魁于乡”就是说潘季驯获
得了当年乡试的《春秋》第一名。那么事实真
的是如此吗？答案也是否定的。

笔者查阅了《嘉靖二十八年己酉科浙江乡
试录》，潘季驯并不是当年的 《春秋》 第一
名，而是第二名， 第一名是台州的陈锡。在
这本乡试录上，明确记载了潘季驯的乡试名
次，即第九名。所以潘季驯墓志铭所说的“以
麟经魁于乡”可以理解为潘季驯以《春秋》在
当年乡试中名列前茅，而他也未在乡试中获得
第一名。

潘季驯乡试名次考

记者 余 夫

本报讯 一幅长10米、高3米，堪称湖州艺
术史上“吴兴清远”“绿水青山”类写意山水题
材尺幅最大，亦特质之著的巨幅国画《浙北揽
胜》（见图），历时数月，在我市画家王新新笔
下诞生。据悉，该作品目前展陈于湖城东南的
王新新艺术馆内，吸引着诸多爱好者前来观赏。

“浙北揽胜，峰峦清积，石林清润，疏林
远眺，村落临溪，绕溪而上，深树影斜，气
势洒然，行至巅顶，遥望急浪，千载深情”，
这既是气象万千的 《浙北揽胜》 上的题跋，
也是王新新散笔书写的浙北湖州山水之胜——
这方青山远水，一直“促发”着生于斯长于
斯的王新新拳拳之心，让他掮起使命，探求
它在新时代里的艺术表现。王新新说，以前
湖城的天际线，城中是飞英塔，城南是道场
山的多宝塔。今时，整个城市日新月异，由
双子塔划出的天际线已干云霄，高楼鳞次栉
比，如是，城市的发展已从“苕溪时代”转
向“太湖时代”，在国画中也必须有新的图式
来“承载”“传达”。在 《浙北揽胜》 中，天
目余脉的青卞山与浩渺的太湖构图上几乎

“对开分”，湖州的山水符号一目了然；其
二，此图中，我们可以“读出”自然地理中
蕴含延续的文脉，山川里，承续了赵孟頫、
赵外孙王蒙 《青卞隐居图》 的艺术精神，环
太湖文化艺术带中，“元四家”另外三家的倪
瓒、黄公望、吴镇，也涵育其间；第三层的

冀望，即湖州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的诞生地，《浙北揽胜》图中，山石的“喀斯
特”状貌，对应着余村的山石，飞溅的浪
涛，澎湃着时 代 的 潮 音 ， 山 水 间 云 雾 缭
绕，诠释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时
代气象。正如观赏者所品评的，“整幅巨
构呼应着‘吴兴清远’在新时代的艺术图式
之召唤！”

1955 年出生的王新新，自幼迷恋丹青，
庭训诗词歌赋“童子功”。从艺半个世纪，不求
闻达。他事业古书画整理与鉴定，于画史、画
论素有研究，加之观赏、临摹许多大型博物馆
藏品真迹，沉潜、索隐，在“师古”中，得蒙
养、探义奥。又深入生活，写生浙西山水、天
目峰峦，察造化之妙趣。可贵其“得心源”，在
承继中勇于创新，此次即是其“拈纸择句写不尽
千秋文章，挥毫作画描不完大抵江山”之艺术膂
力一次集大成般的实践。《浙北揽胜》在笔墨语
言上，追寻着自己的“王家样貌”，即充分表现
自然之郁郁生机，是从大自然中提炼而来；有
宏大气势，大势定局后，细细收拾，于磅礴
大气中见精微，于蓬勃生机中见率真。人说

“画山难画顶”，此番王新新笔下，《浙北揽
胜》 中诸多峰峦，横看成岭侧成峰，山峰轮
廓的线条，皆“一波三折”，达到多姿、立
体、善变的艺术效果；构图上的虚实，墨色
的浓淡，淡墨的笔触……使人物置身其中，可
游，可居，在畅想与遐思，欣赏者内参大
美，品受艺术佳作的大喜悦。

为“绿水青山”绘写时代新图式
巨幅国画《浙北揽胜》在我市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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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吉山大队走出来的田径女子标枪
世界冠军徐德妹

通讯员 周 皓

本报讯 为进一步培养学生的书写能力、审
美能力和文化品质，积极推行学校书写教育，
深入推进素质教育，近日下午，湖州市志和中
学在学校明达楼图书阅览中心举行“书法艺术
进志和”启动仪式暨庆“六一”书法交流指导
活动。据悉，这是继去年“白鹭颉颃，文韵悠
远”首届文学周活后，志和中学创新校园文化
建设的又一新举措。

中国书画艺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
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不但有着鲜明的艺

术性、广泛的实用性，而且还蕴藏着丰富的
教育因素，书画艺术融艺术美、人性美、生
活美于一体。而“中国书画史，半部在湖
州”，志和中学姜晖校长说，通过书画艺
术，能激发学生对美的事物、美的品行的追
求，并潜移默化为一种内在素养。目前学校
建有志和书法社团；初一年级每周三有一节
书法课。

启动仪式上，志和中学的少先队员们为
来自全市的10余位知名书法家戴上鲜艳的红
领巾。湖州市书协主席范斌在致辞中，表达
了在美好的日子里，青年学生应传承中国传

统书 画 文化 的 殷 殷期
待。启动仪式后，来自
湖州学院的杨建民老师
为近40名书法爱好的学
生们做了题为 《苏东坡
与湖州》的精彩讲座。在
艺术家指导点评教师学生
书法作品的互动环节，气
氛十分活跃，欢声笑语中
师生们收获满满。多位学
生表示，他们不出校园，
就能亲眼目睹书法家们的
风采，聆听精彩讲座，十
分开心，也很是受益。教
师们认为，这种形式既丰
富了学校的育人文化，也
提升了课后服务的品质，
让孩子们感悟到书画艺术
之美。

活动中，书法家们
还挥毫泼墨，现场示范
创作了多件作品。

首届文学周后又一校园文化创新举措

“书法艺术进志和”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