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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HU·RENWEN

东湖·人文 C3平湖版

现在的东湖，旧名当湖，系东汉时期因地陷形成，到
唐宋时期湖面大大缩小。而到21世纪之初时湖面面积
最小，直至2002年时挖去了大湖墩东南斜对岸的一转角
衍生之地，只留下一块可称作“中瀛洲”，布设一弧形观
景台像只“水牛角”，挖去的土方堆成“案山”，东湖水域
面积明显增大。这一次东湖景区开发建设，“一湖三洲”
尽管洲形不变，但格局已变，变化最大的是鹦鹉洲（宝塔
圩）——修缮了报本塔，报本寺开始按中轴线逐步扩建，
由于东西向呈一体的东西宝塔桥的建成，视觉上已失去

“一湖三洲”的意蕴，故增设了“中瀛洲”；其次是大瀛洲
（大湖墩）——改建成叔同公园。基本不变的就是这个
小瀛洲（小湖墩）。

一

小湖墩是孤立于东湖东北部水中的一个圆形洲渚，
很小，面积不到5亩。与宝塔圩一样，两者都因水流冲积
而自然形成的洲渚。那么，与宝塔圩相比，小湖墩为什
么只有这么小？因为它原本是夹在上海塘与广陈塘两
条河流之间的宽带状陆地的南端顶点，因水流冲刷作用
而断开，最后形成一个四面环水的独立小洲。

小湖墩历来被看作是一个风水墩。堪舆家（风水
师，即阴阳先生）认为，平湖的山川灵气都聚集在东湖
里，两条向北外流的河道（上海塘和广陈塘）会让灵气跑
漏，幸好有小湖墩在广陈塘河口给挡住了一半，所以明
嘉靖年间在对准上海塘的河口，人工堆筑了个大湖墩，
这样就可以把山川灵气完全堵住在东湖里，平湖的文运
就能昌盛不衰。正因为如此，明清两代在“一湖三洲”的
构建（诸如鹦鹉洲上的报本塔、钓鳌矶，大瀛洲上的戏珠
亭、弄珠楼，小瀛洲上的文昌阁、瀛洲书院）均与祈求文
运昌盛有直接关系。

这里有一个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给小湖墩蒙上了
非常神秘的色彩，而且非常富有启迪意义（现附平湖方
言版）：

东湖里有个小湖墩，小湖墩下头有一根金链条，每
年到中秋节半夜里，总要显一次宝。这根金链条有三十
三丈三尺三寸三分长，像小囡臂膊那介粗。一到中秋节
夜里，总有勿少人守勒小湖墩，端正工具等金链条出现，
不过一直看勿见。有一年中秋节，天气勿好，雨湿麻花，
一只捉鱼网船停在小湖墩边上，到了下半夜，网船娘子
起来解手，眼睛门底一片亮晶晶。伊推开芦帘朝外一
望，一条金蛇沿着小湖墩游来游去，呒头呒尾。豪燥喊
男客拉起来，一看是条金链条，叫娘子快点捞起来。

哈人晓得，这条金链条滑来像条鳗鲡，男客跳到湖
里朝船里送，娘子拼命拉，拼死拼活，才拉起三丈长。勿
晓得金链条重来海万，网船装勿起，眼看要沉脱哩。夫
妻两个手忙脚乱，心一慌，手一软，金链条嗦落落朝湖里
溜下去。男客要紧用手揿牢，叫娘子拿刀来斩断。这个
断命娘子，勿看清爽，一刀斩落去，只听得“喔唷哇”，男
客的一根手指头斩脱了，男客痛来眼睛插到头皮里。金
链条呢，总算斩下一段。

后来，男客的手指化脓溃烂，鱼也捉勿成，还要请郎
中吃药，直到砍下的一段金链条都花光了，手指才看好。

在东湖构筑景致，最早是从宋代开始的，在明清两
代最为兴盛。但小瀛洲长期得不到开发，甚至到明代建
县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仍只是作为一个风水墩的存在。

二

到了清代，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小瀛洲上有人搭
了一个小草庵，有几个尼姑贫苦地守着一炷清香。

直到雍正十年（1732），平湖知县方以恭坐船返回县
城，路过小瀛洲旁，心情很好，就泊船上岸。时值夏天，
只见荒烟蔓草中有一介草庵，里面住着几个女尼，生计
艰困，景况凄凉，顿时心生怜悯，又见此洲位置极佳，就
捐资建造了三间平屋，供奉观音大士像，洲上还栽植杨
柳花草，这才使女尼栖身俢行条件有所改善。

为此，方以恭还写了一篇《鹦鹉洲庵记》来记述这件
事，文末谦虚地说：“余非敢好名，亦稍有裨于古迹而存
今后之名胜耳。”但他将小瀛洲误题为“鹦鹉洲”了。当
湖乡贤时枢在其《鹦鹉湖竹枝词》中，将方知县把小湖墩
误题为“鹦鹉洲”作了记述：

阁号文昌足逗留，镜漪堂前水悠悠。

首沿其谬方知县，世俗争传鹦鹉洲。

尽管如此，但毕竟是方以恭率先在小瀛洲搞了开发
修筑，使这个原本荒芜一片的小沙洲得到了新生。

三

那么，上述诗作《鹦鹉湖竹枝词》里提到的“文昌阁”
“镜漪堂”是怎么回事呢？在小瀛洲上是否真的存在过
的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亁隆二十七年（1762），知县刘国烜在小瀛洲上开始
建造三层高、祀文昌君的文昌阁，但因奉令调任而没有
完全竣工。

时隔14年后，即到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知县刘
雁题将它重建，题名为“镜漪堂”。他还亲自撰写了篇
《重建文昌阁碑记略》，文中记述：

亁隆二十七年，刘君始建阁于洲，已而今侍郎沈公、
编修陈君联翩及第，佥引为阁功。然湖于邑为巽，其去
入艮癸，而阁向壬丙，形家犹以为未善也。余莅平之明
年，邑士相与请曰：“移阁为庚向，则自学宫视之，楼居
巽，阁居乙，人文且蒸蒸日上。”因捐俸鸠工，而邑人复佐
之。拓址三丈有奇，为阁三层，奉文昌像。缭以垣墙，崇
以阶戺。既落成，署其门曰“鹦鹉洲”，昭其朔也；以“镜
漪”名堂，将与志道者续盈科之义焉。

这段文字，信息量很大。其一，解释了刘国烜（刘
君）建文昌阁半途而废的另一个原因是阁的朝向不对，
因为东湖在城邑的东南（巽位），泄流河道在东北向（艮
位），所以文昌阁应朝向西（庚向），而不是朝向南（丙
向）。其二，重建后的文昌阁改为朝向西，这样从孔庙
（学宫，即县学）向东看，弄珠楼居东南（巽位），文昌阁在
东（乙向），构成一个三角形而向心凝聚，从而使“人文且
蒸蒸日上”。其三，重建的文昌阁虽然仍是三层，仍供奉
文昌君，但扩大了面积（拓址三丈有奇），并且四周砌了
围墙（缭以垣墙），门前铺了石阶（崇以阶戺）。其四，此
阁名为“文昌阁”；正堂名为“镜漪堂”，希望本县科举更
加发达（续盈科）；墙洞门额题为“鹦鹉洲”，跟雍正年间
的知县方以恭犯了同样的错误，也把“小瀛洲”错成“鹦
鹉洲”。其五，建阁供奉文昌君肯定能使平湖文运昌
盛。有意思的是，刘国烜的文昌阁虽未建成，但平湖文
士却大有出息——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间的十年
内，就有沈初得了榜眼、曾任礼部右侍郎（侍郎沈公），陈
嗣龙得了探花、被授翰林院编修（编修陈君），陈朗得了
解元，于是大家认为这是建阁之功（佥引为阁功），所以
知县刘雁题很相信“阁功之说”，竟煞费苦心（捐俸鸠工，
而邑人复佐之）地终于建成了飞檐翘角、尖顶高耸、造型
美观的三层文昌阁。

至此，小瀛洲之阁与鹦鹉洲之塔、大瀛洲之楼，鼎足
而三，各据形胜，给东湖风光大为增色。

乾隆五十一年（1786），知县王恒捐俸重修文昌阁。
这次重修与上次刘雁题重建仅隔十年，但屋宇瓦瓴破损
不少，住持道士几经请求修缮。更重要的原因，王知县
在《重修文昌阁碑记》说得很清楚：

文昌为上天文宿，委照人间，掌录品流伦行之低昂，
主持学业科名之进退，允宜衹奉，以惕人心。且鹦鹉洲
（作者误，应为小瀛洲——笔者注）居邑治巽方而有阁巍
然，实关形势，断不可听其颓废。因捐俸钱一百二十四
千文，又有素行尚义之陆生子鑨、冯生锡贵、罗生纶等尽

心经理，不数旬而乐观厥成。
噫嘻！文昌为禄命之神，杰阁乃观瞻之系，一经葺

治，多士云兴，应有倍盛于往昔者，所关实非浅鲜。至阁
前景物，花柳争妍，栏楯临流，波光四澈，其与弄珠楼互
相掩映，为东湖耳目之助，登斯阁者当自得之。

其实，说白了就是两个意思：一是文昌很重要，事关
学业教育，不可偏废；二是文昌阁很重要，影响东湖景
致，不可或缺。

嘉庆三年（1798），乡贤陆拱斗与吴瓶斋又一次重修
了文昌阁。

道光八年（1828），乡绅们筹集又重修了一次。
至此，短短六十六年的时间内，文昌阁竟先后重修

了五次，足见人们对文运昌盛的祈望。
可惜，文昌阁与镜漪堂于咸丰年间毁于清军与太平

天国军的战火。

四

文昌阁毁于“咸丰之乱”战火后，平湖人又觉得文运
开始不彰，于是在光绪十八年（1892）知县吴佑孙捐俸又
进行了重建。此次重建，前为门，中为阁，后为堂，左为
宜春榭，右为稻香深处，遍植桃李，外缭柳堤，堤内引水
通小舟，跨堤架板桥，波光摇荡，宛如蓬莱，胜似瀛洲。
重建耗时九个月，费钱三千九百六十元，全为慈善捐资。

实际上，小瀛洲上的历次兴建，没有一分公款，全靠
社会捐资。七次动建，相关知县都带头倡捐，尚义人士
与实体积极响应，只可惜记录名单佚散不详，但这次重
建的捐助者，有案可查：“邑尊吴（即知县吴佑孙）倡捐洋
伍百元，怀德堂陆捐洋一千元，礼安堂王周力记捐洋伍
百元，米业公所、礼安堂王、张发茂、景和堂陆各捐洋一
百元，聚德堂沈、凝道堂沈各捐洋二百五十元，顺德堂朱
各捐洋五十元，周南记捐洋五百元，秀雅堂沈捐洋二百
元，承慎堂杨捐详一百五十元，诒谷堂赵捐洋一百二十
元，乍浦绅商捐洋一百十二元，景伦堂朱捐洋六十元，钱
业公所捐洋八十九元五角。”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商会和
公所的名字，说明平湖绅商对教育有着较高的认识，这
是一个城市市民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体现。捐兴文化
教育这个风气，现今应当继承并发扬光大。

此次重建，平湖衙门请了时任江苏按察使的平湖人
朱之榛撰写碑记。朱之榛（1840～1909），出身官宦之
家，以荫补官，初补苏州府总捕同知，因海运漕粮有功，
被晋升道员。他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江苏为
官长达四十年，署督粮道，历署按察使 12次、布政使 2
次，江苏几任督抚对他无不倚重，两江总督曾国荃、张之
洞、刘坤一对他都非常器重。他早年视力不好，中年就
几近失明，人称“朱六盲子”。但他过目不忘，悟性与记
性奇好，眼盲心不瞎，对于手下人更是听声音就可判断
是谁，被人称作“瞽能辨人”，是一个熟悉税务、善于会
计、精于复核稽查、毫无所误的官员，办事极为精干。他
还精于古籍善本，诗文俱佳，工书法兼能篆刻。吴趼人
所著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的人物“洪观察”即
以他为原型。他在职以剔除中饱为职责，地方利病，无
不洞悉。为此他常遭忌恨，屡被弹劾，但每次最后总能
被洗刷冤屈，官复原职。宣统元年，朱之榛被授淮扬道，
但未到任便去世了。

对于家乡的盛情厚意实在难却，朱之榛出于责任，
在目力不济的情况下，摸纸执笔写下了这篇八百多字的
《重建东湖文昌阁记》。他对“建阁利功名”并不完全相
信，认为其根本还在于注重教育，要出杰出人才关键在

于养成一种重视教育、喜欢读书的良好风尚。所以在这
篇碑记中，他写道：

必谓阁建利科名，吾人反己之学容不尽然。古人有
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结网此言虽小，可以喻
大。故临文求隽，孰若预修其业。譬之匠工度材，先利
斧斤，义无二致。

因此，朱之榛决定捐资在文昌阁内创办“瀛洲书
院”，以发现并培养优秀学子，这比重建文昌阁更为重
要。事实确实如此，平湖文风的振兴，跟明清两代兴办
县学和遍布全县各地不知其数的书院有着直接的关
系。东湖有了瀛洲书院，就等于有了魂。从此，这个绿
树成荫、楼阁掩映、风景如画的清幽胜地，传出了琅琅读
书声，和着风，伴着雨，化为鸥鸟飞翔，化为帆影出没
……

清末民初平湖才子钱红冰遗著《婴宁诗钞》中有一
诗《与钝剑饮小瀛洲》：“日落青蒲气已秋，蝉鸣柳外最高
楼。不堪一掬东湖水，难洗樽中万斛愁。今日相逢但解
欢，披襟我是倚栏杆。故乡松菊已零落，只有东湖浪影
寒。”“钝剑”即高旭，为南社三巨头之一，与钱红冰交往
甚密，曾在小瀛洲两人对饮。徐恭时先生在1992年时回
忆：“东湖东北的小瀛洲，要渡船以上。镜漪堂宽，文昌
阁三屋临空，花木扶疏，周围花墙，进内如入清凉境。记
忆中随父友长辈在此集饮……”

直至1905年光绪废科举、兴新学时，瀛洲书院才停
办。其余的书院大多转为学堂，也就是后来各地中心小
学的前身，但院址处在湖中、环境特别优雅、文化底蕴深
厚的瀛洲书院终因出入交通不便、活动空间有限而被放
弃。

1937年，日寇入侵，平湖沦陷。1939年，日寇以“防
止游击队破坏，肃清射界”为由，下令拆除具有一定高度
的楼阁，文昌阁（连同瀛洲书院）和弄珠楼、报本塔院一
同惨遭拆毁，报本塔成了一根“孤笋”。

五

抗战胜利后，作为园林，只有大湖墩恢复了生机，而
小湖墩仍是废墟一片、孤岛一个。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蓬勃发展，
整个东湖及四周被工厂、企业、码头、堆场、收购部等占
据，只有大湖墩作为人民公园和东湖公园成为市民休闲
与娱乐的唯一好去处。小湖墩被供销部门占领，成为物
资部堆放、浸养竹木的场所，而这里恰恰是历史上“东湖
十景”之一“西浦鱼罾”的所在地。而且，被圈围的水域
逐渐扩大，最严重时东、南到水岸，北、西只留出供广陈
塘、上海塘能够通行的水道。而小湖墩上先后搭建了三
个小平屋，作为物资部的仓库和看守之用的值班室。

旧时曳船渡水登洲生趣、波心楼阁荡漾湖面的景
致，已荡然无存，令人不免心生喟叹。陆维钊先生曾为
《东湖图》题诗，曰：“无边岁月怅东流，犹喜图中有故
丘。百里桑蔴来旧梦，一湖风雨感同舟。茫茫劫后苍生
泪，历历儿时竹马游。莫叹前尘同逝水，记曾文会小瀛
洲。”

小瀛洲这样被占为他用的状况，一直延续到2000年
东湖景区大开发时。东湖景区开发后的小湖墩，拆除了
洲上的搭建房屋，未作任何构建，美其名曰“原生态保
护”，日后就成了鸟的自由天堂，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

“鸟岛”。
东湖景区作为国家 4A级旅游景区，开发时动了大

手笔，花了大力气，投了大资金，取得大效果，但缺乏对
东湖历史文化积淀的挖掘与运用，造成景区的文化内
涵不够鲜明与凸现，游客认为“耐看的东西”不多。小
瀛洲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实际上是一个有历史、
有文化、有故事的宝岛，理应好好恢复它的璀璨面貌，
不是为了所谓的风水好运，而是为了增厚东湖的文化
底蕴。

如果回顾一下小瀛洲的兴建历史，就会发现自1732
年至1939年二百年间小湖墩上文事不断，弦歌不绝。两
次兴建间隔时间最长的为64年，最短的仅10年；兴废间
隔时间最长的为31年，最短的仅几个月。而现在，距上
次重建文昌阁已有130年，距上次被毁也有83年了。该
到再度文化兴建的时候了！不然，过久的岁月流逝容易
让文化的记忆断裂。

现在的大瀛洲和鹦鹉洲皆有桥与陆地相连，唯小瀛洲
孤立湖中央，四面环水，在水一方，默默地等待着什么……

■ 陆起荣

奚铭栋（1924.1-2008.5），平湖县城人。他出身于儒
医世家，书香门第，其父为近代中医大国手奚可阶。奚
铭栋从青年时代起即外出求学，从无线电专科学校毕业
后，长期在外地工作，健在时除其二哥从台湾返乡聚会
外，平时极少回乡，今日家乡的人们对他的经历极为陌
生，对于他原为“两航”之一——中国航空公司职员，且
参加过中外闻名的“两航”起义的经历就知之甚少了。

参加“两航”起义
1949 年 11 月重庆解放。11 月 9 日，在中国共产

党的直接领导下，原中国航空公司（中航）总经理刘

敬宜和中央航空公司（央航）总经理陈卓林率领 2000
多名员工在香港宣布起义，冒着可能遭到国民党突
袭的危险，“两航”总经理等人乘坐潘国定机长驾驶
的 CV—240 型飞机由香港直飞北京，其余 11 架飞机
（包括 3 架 C—46 型、8 架 V—47 型飞机）由陈礼达机
长带队从香港直飞天津，回到新中国的怀抱。这就
是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这一壮举受到了中国
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毛泽东主席致电起
义人员，赞扬他们“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
人民祖国的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
动”。

奚铭栋作为“两航”员工之一，也参加了这次中国
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与广大“两航”员工一起脱离旧政
权，回到新中国的怀抱。起义以后，奚铭栋继续担任民
航局重庆办事处报务员之职。1950年初，他受组织指
派去南温泉西南民航轮训队学习一年，结业时获得学
习模范称号。1951年初，调任贵阳航空站电台台长。
1952年去泸州导航台主持工作，当年又到北京民航总
局电讯处训练班学习无线电机务知识。1953年调去重
庆民航西南区台工作。1954年至 1956年在天津民航
学院学习，毕业以后于 1957年到成都民航管理局电台
任无线电技术员，其间曾出差到新津十四航校电讯科
协助工作半年。1958年 4月至 1963年 7月在西昌航空
站主持导航工作，并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1963年 7
月起调至四川省米易县，分配在米易县税务局工作，其
间曾先后主持过计划、会计、统计等工作。

致力统一战线，相助亲人团聚
因为二哥奚复一去台湾的原因，1966年至 1976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因所谓的“海外关系”，奚铭栋也受到
相应牵连，受到了不公正待遇。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
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拨乱反正，1981
年，奚铭栋当选为米易县政协常委，攀枝花市第一届政
协委员。

怀着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奚铭栋特地向身在台
湾的二哥奚复一报告喜讯，其二哥获悉后，颇有感慨地
回信道：“欣闻你当上政协委员的消息，我为你感动得流
下了眼泪！我们全家都要感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仁
慈与宽大。现寄我所著医书，作为报效祖国之薄礼，请
转给政府，以表我海外赤子之诚心。”

自1981年起担任政协工作以来，奚铭栋在米易县发
挥其特长，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卓有成效。1986年春，奚
氏昆仲四人，趁二哥自美国返回台北之际，会聚香港。
他们四人长者已逾古稀，最小也年逾花甲，见面之时感
慨万千，当时奚铭栋题《诉衷情》：“神州天时人地灵，统
一众人心，春风化雨滋两岸，明月待彩云。山河秀，家乡
水，故国情，朝朝暮暮，彩笺频频，遥寄佳音。”当年会亲
之时正值春节期间，奚铭栋也向大洋彼岸的侄辈们发出
盛情邀请，希望他们寻找机会回到祖国观光、探亲，看一
看他们先辈的生养之地以及祖国的新面貌，以免“数典
忘祖”。

同时，在担任米易县政协委员期间，奚铭栋还利用
年轻时积累的旧学根基主编过《重阳礼赞》杂志；与王景

瑜先生合著的《陈立夫与祖国医学》一文发表于1991年
第5期的《文史杂志》；协助其二哥奚复一先生编纂《当湖
奚氏家谱文献汇编》专著，并出任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一职，为编辑家谱文献尽心尽力，最终该书于1997年
12月由台北致良出版社发行。为当湖奚氏留下了珍贵
的历史资料，供后人及文史学者查阅参考。

享受离休待遇，加入致公党
多年来，奚铭栋始终兢兢业业地致力于工作岗位上，

1982年，他获得四川省先进税务工作者称号，1983年继续
当选为攀枝花市第二届政协委员，1984年当选为攀枝花
市第四届人大代表，1985年1月调离长达22年之久的税
务工作，进入米易县政协，并连任米易县六、七两届政协
专职副主席，1989年当选四川省三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
代表，攀枝花市侨联委员，米易县侨联主席，直至1990年
离休。

此外，奚铭栋于1987年加入致公党，是攀枝花市最
早的致公党员之一，1991年当选为中国致公党米易县支
部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一直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关心攀
枝花市和米易县的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始终
关心致公党市委领导班子建设，率先垂范，言传身教。

2006年致公党市委换届，奚铭栋找年轻同志谈心，
寄语他们继承发扬中国致公党的爱国传统，勇挑重担，
努力开创工作新局面。还特地书写了“赤子心、报国情”
条幅，赠予新一届市委领导班子。现在这条墨宝悬挂在
致公党攀枝花市委办公室，作为永恒的纪念。

奚铭栋——“两航”起义的参加者

■■ 邓中肯邓中肯

小湖墩史话小湖墩史话

知县方以恭捐资建造的三间庵 2000年，东湖景区开发时小湖墩上将被拆除的仓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