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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平湖的求是斋与雪映庐
■ 陆起荣

DONGHU·RENWEN

东湖·人文 C3平湖版

85年前的7月7日，日本侵略者为达到以武力吞并
全中国的罪恶野心，悍然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
的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爆发。

“七七事变”的最初，从表面看起来似乎只是日军在
华北所制造的一次不大不小的军事摩擦。也因而，当时
很多人并不认为日军此举旨在对华全面开战，所以也没
有做好与日本全面开战的准备。但日军稍后的一系列
惨绝人寰的侵略行径，让全面的武装抵抗成为了中国人
民的唯一的选择。

血腥的浩劫拉开了序幕，平湖自然也是难逃此劫。
笔者综合相关记载，大致描述当时情形。1937年

11月 5日一大早，晨光熹微，平湖城内突然响起刺耳的
警报汽笛，接着就是远处沉闷的隆隆炮声。民众惶恐不
安又不知所措。午后，有人从新仓方向逃奔进入城内，
城内的人才知道日军登陆，金山嘴已经沦陷了。平湖城
内顿时弥漫起恐慌的气息，有条件的家庭都行动起来，
打算出城投亲靠友。

第二天，天色将明时分，空中突然有敌机袭来，声音
极为刺耳。形势已极趋严重，只见敌机围着东湖一圈又
一圈地盘旋翻飞，城内人心大乱，各店铺纷纷闭门，各自
仓惶整理。午后一时左右，敌机再次袭来，且连续不断，
接着就听到了轰炸声。日军在平湖投下的第一颗炸弹
落在小南门内当地驻军的军部，紧接着又是连续十余
弹，弹片横飞，烟雾弥漫。到了晚上，县政府后边、杨家
桥附近、北门内仓弄烟纸公所、仓弄口、电话公司暨梯云
桥堍县立梯云小学等处都已经被炸。其中仓弄口一弹，
直接炸毁房屋二十余间，地面下陷一丈多。南河头对港
一弹，也炸毁房屋十余间。据记载，当时，居民沈吉修的
儿媳雇了一只小船装了几个箱子，原本已经驶出了南水
门，不知为何突然中途折回，不先不后，人和船都被击
沉。这天，平湖城中的居民还有十分之九没有离开，因
而被炸死的人相当多，据官方记载，达到一百五六十人，
非常惨烈，但其中最惨的，莫过于南河头张氏一族。日
军飞机投掷的一弹，震倒了张厚本住屋三楹。张厚本及
妾还有一子二女全都被压死，他的幼女年才十四岁，身
上的衣服都被炸裂，片片飞舞，高挂树梢。当时同住张
家的还有张厚本侄子张莲生，还有程级初和妻子及儿
子、孙女三人。此次房屋被炸，张莲生当场被炸死。程
级初自己虽然仅伤头部，但他的妻孥次日被人从瓦砾中
翻出，均已压死。程级初的儿子程鹿仙正在壮年，被翻
出时虽然已经血肉模糊，但还是呻吟了好久才断气。

第三天，黄昏后，大雨如注，平湖城里的人开始扶老
携幼，肩挑背负，四处逃难，而那些出城后无处投宿的
人，只能蜷缩于城外的水车棚中过夜。

11月7日，风雨大作，日军飞机无法飞行，这让尚未
出城的百姓有了喘息的机会，冒雨尽数逃出平湖城去乡
下躲避，城里只留守了数十个作为保安的壮丁。

11月8日，天放晴了，日军继续轰炸平湖城，而此次
主要的轰炸目标是城东。除了几十枚炸弹，还夹杂了一
些燃烧弹。当天路上行人绝迹，因为只要行走在无隐蔽
处，就会被敌机的机枪扫射。

日军的轰炸持续了十来天。平湖城内焦土一片，一
路从瓦砾中及焦木上曲折而行，烟火及秽恶之气时触鼻
孔。随路可见断垣残壁，碎瓦零砖。瓦砖经过烈火焚烧
后，都成了赤色，堆在街心，行人须跨越而过，景象之惨
淡，让人尤觉有阴森之气。

从当时的新北门进来，门的左右，还有伏尸数具。
掩鼻而过，可以看到杨家桥已经被炸毁，桥旁原本那座
始建于明代，虽小却极其庄严肃穆又文雅而幽邃的文武
宫也被炸塌了。出阴阳弄口，满目疮痍，唯有北寺门前

两塔，依然高耸。城隍庙、沈氏牌坊及一些比较进深的房
屋如景贤祠及王公昌内宅等还在，其他的房屋则一概不
存了。市河几乎已被炸得飞起来的泥土瓦砾填满，状如
小溪。大街上的电线杆都倒下了，电线就像乱糟糟的头
发丝互相缠绕。大街房屋，西自酱园弄起，直烧到东市儒
学弄前为止。泮水池旁，学宫总算无恙。奇怪的是，汉水
桥堍汪震懋鞭炮店楼屋二楹，前后左右房舍都成了灰烬，
而此屋巍然独存，可能是建筑得特别牢固吧。东城外横
街、后街两地，一直都是平湖商业最繁盛的地方，现在都
被炸成了瓦砾场，在焦木中还能看见星星之火，余焰未
消。南廊下从三元桥以北焚毁不少，三元桥北堍的米行
等店屋尽化乌有，只有猪行浜等处幸存。

11日这天，最凄惨的莫过于上午北寺观音殿中庭前
落下一弹，此弹入地成坑，坑深四五尺。当时平湖城里
有名的段一尘先生，他一生守旧，脑后还留有前清发辫，
正在殿上佛前诵经求签，却正好骤罹此难，被炸弹铁片
铲去前额而死。看来，佛祖也有不灵验的时候。

这段时间，平湖城每天傍晚从六点到八点，准许外
出避难的人入城探视。不过，进城的人们多半会发现自
家物件早已不翼而飞。比如平湖城的知名人士冯养浩，
他家 6日晚举家出城避难，只带了被褥，7日，冒雨回家
取了点必需品。因为暂住离城仅三里的时浜，所以能常
回家看看，每次都是将大门小门锁好。但到了 11日晚
上他回家探望，只见东首小门被打破，大门洞开，箱柜俱
空，连床帐都被人拆去了。

16日晚上，日军过境。
17日以后，城内城外更是抢劫风大盛，乡民们成群

结队进城而来，沿途挨户搜刮，不论大小人家，无一可
免。城内人家十门九开，箱笼物件，全被窃负而去，据说
当时城区河道挤满了满载而归的船只。汤家浜的大家
族王氏，轰炸时也避居城外，将自家贵重物件装置了十
箱，本来想运往乡间的，但是那时工人也都逃散了，船也
找不到，不得已封锁在了东花厅，等到能回家再取。谁
知到时开门一看，连一只箱子都没有了，家里的红木器
具，也是一件不剩。尤其可恨的是，他们抢劫后为了灭
迹，还要纵火焚屋。据说被焚毁最多的是县署东到城
门口大小街的房屋，其次是县署西到仓弄口。在这样
的劫掠之中，最让平湖民众惋惜以致让很多人捶胸顿
足的就是葛氏校舍的被焚。这火连烧两昼夜，到 18日
晚上火熄，从外面轿厅，到内室，东连祠屋暨“守先阁”，
西到葛寿康布庄、大厅，葛氏四世精华，付之一炬。“守
先阁”是葛氏藏书楼，里面收藏了元椠、明刊以及两浙
往哲文献不下数千种；各省、府、厅、县、州志一千六七
百种，其中的方志、禁书、别集三种最为罕见而难得，还
有其他金石书画。因为之前全都没有运出去，这次全
部煨烬。这何止是葛氏一家所遭之劫，实在是全平湖
文献之大劫。说来也奇，葛氏虽遭此焚劫，内室尽毁，
而头埭墙门间以及四周墙垣，竟完全无损，依旧巍然高
耸，就仿佛从未遭劫……

事实上，不仅是葛氏，此次平湖遭劫，古物的损失不
可估量，这当然也和当时平湖的士绅对时局预料不及造
成的。之前卢沟桥战事爆发后，平湖的有识人士，知道
本县地处海口，是国防最前线，东南如果有事，平湖难免
遭受兵戎，所以富有之家，都在上海等地另购了住宅，家
里收藏的有价值的书籍，也都预装箱中，打算一旦遇警，
就先行运出。但“七七事变”以后，历时两月，并没有见
多大战乱动静，所以很多人心理上又由紧而松，迁居到
上海的也都纷纷返回平湖。直到11月5日铁鸟临头，才
匆匆出走，那时保命都来不及，身外之物，只能都弃之如
敝屣了。再加上16日日军过境后，那些乡民，趁城内阗

无人居，肆无忌惮，结队而来，无论巨室细户纷纷打门而
入，抢取物件。他们看见锁着的沉重箱子，以为里面不
是上好衣物就是珍贵物品，就立即抬走。到了家中，打
开一看，都是书籍，于是大呼晦气。后来听说各乡成立
所谓维持会，要抄查进城抢劫的人，于是他们惶急万分，
将抢得的书，一一用草绳束缚，系上巨砖，抛弃到附近河
道中。有平湖读书人乘船进城，行经之处，只见浮沉又
随风飘荡的书籍沿路皆是，此中不乏宋元名著，其价值
何止连城！古书遭殃，真让读书人欲哭无泪。另外还能
一说的是，当时城内外居民，逃避一空，对于自家养的猫
狗之类牲畜根本无法顾及，因此，当时城内猫狗大都饿
毙……

日军轰炸过后的平湖城，景象无限凄惨。但生活仍
需继续，平湖城还是恢复了一点点的生机，可市面却转
了方向。原本平湖城的繁华是在东门一带，最热闹的是
东城外，但此次遭灾，十分之九被焚毁。不过县城仓弄
往西，尤其是糖饼桥到方桥一带，却逃出劫外，房屋得以
保存，因此相对热闹的市面就往西转到了这一段。随着
店铺、摊位的重新开设，城西热闹了起来。但乱世之中，
人们最大的需求就是维持生活的必需品，其他的都顾不

上了，因而那些原本应该极其珍贵的物件遇到了前所未
有的冷落。这里有一二家旧货摊，除了冬夏衣服，还有
印章、瓷器、玉器等古董以及形形色色的东西，当然还兼
卖一些破书。如果你懂书的话，会发现这些破书大部分
都是珍贵的古籍善本。不过这个时候，即便是最有钱最
热衷收藏的人也不肯去捡漏购进了，因为此时的平湖民
众普遍认为现在就是暂时苟安，时局还会更乱。至于那
些真正爱书的穷书生们，见到了心爱的东西，但囊内无
钱，只有在摊前一饱眼福而已，或者有时花上很少的一
点钱买几本旧书，归家细读，酒酣耳热之后，高声诵读前
代人所著沉痛文章，未至终篇，热泪已经是夺眶而出，让
人疑为发疯。

除了城西，平湖的一些小镇市面也忽然兴盛起来，
因为城内的人都避居乡下了。比如钟埭镇上，上午七时
起就已经人声嘈杂，九时后街上更是行人推背而走。市
面上除原有的店铺外，其余从平湖城里前去摆摊出庄
的，如绸布衣庄等，形形色色，无一不具，还有就是赌摊
林立，骰子与骨牌之声，振人耳鼓。此时的乡村，各色人
等，一定都无法想象，此后艰难的日子还将有八年之久，
而对劫难的记忆更是长久……

平湖自明宣德五年（1430）建县起，因经济繁荣，文
风昌盛，故有“金平湖”之称。到民国时期，平湖的文化
事业更加得到进一步提升，私人藏书亦极丰富，除了南
河头传朴堂葛氏的“守先阁”藏书楼与宁波范氏天一阁、
南浔刘氏嘉业堂齐名外，南弄陆氏求是斋、青阳地孙氏
雪映庐也曾名噪一时。

平湖陆氏支系繁多，这里要说的是关于南弄陆氏。

南弄陆氏属于祥里支之后，祥里支有家谱传世。
平湖南弄也称米棚弄，就是西小街望云桥西堍转南

的弄堂，现在大致是中百商都地块东面的一部分。陆氏
建筑考究，体量也大，其中有一幢三层楼很漂亮，是民
国初年的房子，窗户玻璃全部是进口的彩色玻璃。陆宅
正门朝东开在南弄，另有室内小弄通往西小街。他们家
有著名的求是斋藏书楼。

求是斋主陆惟鍌（1888-1945），字清臣、清澄。他是
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秀才，后入上海英语书院学习三
年，学成回平湖后曾设私塾授徒。课余时间常至葛氏

“守先阁”藏书楼博览群书，对平湖历代乡邦文献和乡贤
著作尤为熟悉。后经营木业，曾在杭州、嘉兴等地从
商。但好学不倦，原杭州大学著名学者胡士莹教授曾赞
其“虽营货殖而不废学好藏书”。陆惟鍌经营木业有方，
在积累一定资金后特辟求是斋专门藏书。在藏书上，他
尤其注重对乡邦文献的收藏，据统计：本县的文献文化
类著述中有519种原刻本或稿本收藏在他的求是斋中，
而这只是其中藏书的一部分，可见他的藏书之丰富，也
真令人叹为观止。我生也晚，没有机会亲眼目睹求是斋
的藏书盛景。但是后来因为历史原因，他的藏书也失散
了。

陆清臣先生最值得后人铭记的，也是他对平湖社会
最大的贡献，即是他以毕生心血编辑出版了《平湖经籍
志》这部巨作。全书三十六卷，另有续录一卷，补遗一
卷，约八十万字。其中1至8卷于1938年在杭州刊刻，9
至 16卷于 1941年在上海印行，刻本 16卷四册为木刻
本。此书由泉江高野侯题签，清史总纂、平湖乡贤金兆
蕃作序，原籍秀水吴县王大隆叙，陆惟鍌自序，胡士莹
跋。前十六卷书稿刻印之时正值战乱，先生一度颠沛流
离，无力刊印，遂将后面部分二十卷及补遗、续录，抄录
誊清珍藏。此稿本现珍藏于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我市图
书馆古籍部也有一部珍藏。

上世纪八十年代，平湖文化志编辑部的陆松筠等先
生耗费数月时间，将此书抄录。2011年，我市史志办在
获得全书稿件后，郭杰光先生等重新整理、标点，并作了
笔画和拼音索引，内部印行。

陆惟鍌先生的《平湖经籍志》为我们这些平湖后学
留下了学习我邑前贤的珍贵文献资料，他搜罗了我邑名
家及骚客畸人、隐士逸俊、方外、闺秀等几乎所有著述，
而且，各著述者的书有藏处者均注明藏处。存佚未明者
凡确存而未睹者，均注未见，确定已佚则注佚。

全书始于三国，止于民国年间，共收集著述者 1108
家，著述2625种，较平湖旧志经籍所收多了近一倍。《平
湖经籍志》对著述者个人有简介，后面列有书目、版刊年
代及序跋，序跋多者择要采录。

后人借助《平湖经籍志》可以查得平湖历代文人的
作品等详细资料，特别是经历了“文革“的浩劫，因绝大
多数地方文献原书遭毁损，在资料奇缺的情况下越发显
现出《平湖经籍志》的重要。

我家祖上所有的著述书目我就是通过阅读此书后知

悉的，所以陆惟鍌先生编纂的《平湖经籍志》真是一册传
世之作，为邑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功德无量！

雪映庐藏书楼的楼主是孙振麟先生（1903-1952），
字秉之，号涤斋，故居在当湖青阳地（即现在大致人民西
路税务局大楼西侧地方）。

孙振麟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从本邑小学毕业
后入上海南洋中学学习，十九岁后入外资公司工作。业
余时间他补习英语，还经常习字绘画，喜爱文史并专心
收藏乡邦文献，并筑雪映庐藏书楼。经多年苦心收藏，
雪映庐终于与葛氏传朴堂、陆氏求是斋并称为民国时期
平湖的三大藏书楼，名噪当时。

雪映庐的藏书，以地方志书、乡邦文献为多，也有珍
贵古籍，藏书质量、数量均属上乘。其藏书虽经战乱，但
到解放时仍保持完好，这方面是非常不容易的。

孙振麟先生于1952年过世后，其夫人顾赞玉女士于
当年即把藏书慷慨捐赠给了相关机构，其中大部分捐给
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后转上海市图书馆），其中志
书类就达二千余种，还编有目录。另外一小部分古籍捐
给了浙江省图书馆及嘉兴市图书馆。

2009年 8月，孙振麟先生后代孙德芳、孙德庄向嘉
兴市博物馆捐赠了先生的书画、信札、手稿、收藏清单等
十七件遗物。孙氏家族的无私奉献精神，是令人钦佩和
值得永远铭记的。

孙振麟先生在收藏的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学识，
他编撰了《当湖历代画人传》九卷、补遗一卷，民国24年
（1935）乙亥刊本，有鄞县赵时棡、余杭褚德彝、云间黄海
序，振麟自序，胡士莹题词。

至于《孙氏家乘》六卷，由近人顾言行手写，民国28
年（1939）影印，嘉兴金兆蕃、海宁张宗祥、同里顾言行
序，振麟自序及记：此谱纂辑，始戊辰，迄癸酉，历时六
载，费亦盈千……

而后编辑的《雪映庐丛书》，孙氏雪映庐藏。稿本，
未刊，太仓唐文治、嘉兴金兆蕃序。

孙振麟在收藏古籍图书的同时广交文友，结识了很
多大家，从他收藏的印章中就能得到结论。“雪映庐”藏
书楼楼名印便是陈巨来大师的杰作。为孙振麟先生治
过印的还有齐白石、王福庵、陈半丁等书画篆刻大家。

陆氏求是斋

孙氏雪映庐

1937年，惨遭轰炸与蹂躏的平湖城（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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