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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 7月 5日，新仓中心小学退休老
教师胡锡宗用钢板、铁笔加蜡纸，刻印了新
仓镇老年人体育协会和新仓镇关心下一代
协会编辑的《闪光的人生（江受百先生专
辑）》，以表对江受百先生的追悼、怀念和敬
仰的心情。

《闪光的人生》专辑，是江受百先生一生
真正无私奉献的写实。该专辑收录了陆宝
华的《江受百青年时期革命生涯》、江受百本
人在市老年体协十周年会上的发言稿《保持
晚节，多作贡献》和四首诗作，以及徐成墉、
胡锡宗的悼念诗词、在遗体告别仪式上的悼
词等。

如今，江受百先生离开我们已经 25年
了，他一生的许多闪光点依旧在闪烁。

江受百（1914～1998），出生书香门第，
祖居在平湖县西小街178号。江氏祖宅住有
江受百先生的大伯父江伯萍，字元泰，1906
至 1909年任当湖小学堂（原当湖书院院址）
堂长；叔叔江杏农，字元嘉，后在天津一家洋
行工作，精通英文，早年读书期间所购的一
批英文书籍还留在家中。江受百是祖宅西
厅江家的后裔。

江受百高小毕业后在亲友的举荐下，在
上海由嘉兴沈钧儒创办的一家商务公司做
学徒，满师后留用，当公司的跑单伙计。

“九·一八事变”后，江受百在上海由同
学江麟丰介绍参加了“抗日救国会”。“抗日
救国会”是中国民主同盟会的前身，会长沈
钧儒。江受百担任支会负责人，积极开展读
马列著作、宣传抗日救国等活动。

1936年5月31日，沈钧儒等人在上海成
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1月 23日，国
民党反动派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在上海将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
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逮
捕入狱，制造了“七君子”事件。“七君子”被
捕后，江受百身先士卒，走上街头，进行抗日
救国的宣传活动。他拿了条长凳，站在警察
局门口，进行“抗日救国会”演讲，高呼“救国
会发表的宣言和告国人书，不会因领袖的被

捕而放弃抗敌救亡的主张，而是要继续奋斗
下去”，呼吁国民政府“释放七君子，团结起
来，一致对外，抗日救亡”！引起群情激奋，
连警察也深受感动。

“淞沪会战”失败后，上海沦陷，江受百
先生和他的同事们一起撤退至浙江金华。

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浙江省政
府南迁，金华就成了浙江省的政治、经济、文
化、军事的中心。1938年 10月，经中共地下
党员洪流介绍，江受百参加了战时金华抗日
政治工作队。期间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中
共浙江省工委统战委员会又密派中共党员
进入政工队工作。金华抗日政工队队长由
国民党县长出任，其他则有进步青年参加，
四十余人的队伍中有20%以上是共产党员，
除队长外其各级领导中都有中共地下党
员。虽不公开，但在政工队内大家都心知肚
明。当时中共浙江省工委就利用这一合法
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后该政工队升
格为浙江省抗日政工宣传队。江受百先生
也曾受组织派遣，在敌后安吉晓墅、嘉兴新
塍一带，开展茶店读报、编写墙报与黑板
报、教唱抗日歌曲、编演抗日文艺节目等抗
日宣传活动。同时，他结识了中共地下党
员刘明。

1940年夏，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将各县政
工队集中金华净明寺训练，名曰训练，实则
是借机排挤政工队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
年。集训结束，宣布解散，剩下部分改编为
三青团政工队。作为接近共产党的进步青
年江受百，也被列入排挤解散名单，离开了
政工队，回到了家乡平湖，但仍继续与金华
抗日政工队被解散来平湖及周边地区活动
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来往不断。

江受百回到平湖后居住在老西门城脚3
号老家。因地处僻静，地下党员刘明在平湖
地下活动时，经常去他家，与他畅谈革命形
势和抗战态势，启发他参加革命。

1942年 6月，江受百在亲朋好友中筹资
后，携幼弟到新仓镇，租借“西当”踏渡西首
面北、已倒闭的马氏银匠店 3个门面中的西
侧 2 个门面（门牌号为中大街 139 号、141
号），开设了兄弟文具商店。

营业后不久，兄弟文具商店就逐步成了
中共平湖地下党外围的联络站。中共浙江
海北工委，就是从金华抗日政工队撤出来的
部分中共党员组建的，其余部分与地方党组
织共同组建成新四军三五支队。中共海北
工委组建的乍浦支部等都与他有秘密来往，
部分人员他还给予资助。那时，兄弟文具商
店还接待过许多来平湖一带活动的地下党
员，联系的范围很广，为海盐、金山等地的地
下党员提供落脚、留宿。

1941年 4月起，中共浙江海北工委负责
人刘明曾多次与其来往，并深交，有培养发
展江受百为共产党员的意向，并表示只要补
办手续，党龄可从“抗日救国会”失联、参加
金华抗日政工队起始计算。不料，1947年11
月 11日刘明在上海不幸被捕。因为是单线
联系，江受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就此搁
置。

刘明随身的笔记中有江受百的姓名，因
而江受百受牵连，被认定为赤色分子，被国
民党平湖当局抓捕，后送杭州关押审讯。在
杭州陆步桥“自新人员招待所”关押了三个
多月，严刑审讯下他坚贞不屈，拒绝认罪，因
此吃尽皮肉苦头，但始终没填写什么“自新
人员登记表”，国民党当局只得释放了他。
后来，因为此事，在不同历史时期，江受百先
生多次被审查，蒙受怨冤委屈。

1949年 5月 11日，平湖解放。1950年 1
月，曾秘密担任中共平湖县城区支部书记张
筠秋的丈夫金洪声，出任平湖城郊区副区
长。县委指派金洪声出席浙江省供销合作
总社，在杭州召开第一届供销合作社工作者
会议，会后，负责筹组平湖县供销合作社。
平湖县供销合作总社理监事会筹备组县委
（书记）政委戴奎兼任，理事会筹组具体由金
洪声同志操办，监事会筹组由张筠秋同志代
为操办。总社成立后，农协委主任张守邦兼
监事会主任，县妇联主任张筠秋同志兼任县
供销社监事。

1950年2月24日，平湖供销合作总社成
立。同年 6月 14日召开新仓镇供销合作社
社员代表大会，通过了业务计划和章程，选
举产生了社务委员会。6月20日，正式开展
业务经营。选举产生第一任新仓供销合作
社主任，新仓镇中大街兄弟文具商店老板江
受百先生以社员身份出任，由姚照福担任理
事会副主任，具体负责选择社址、店址，组织
招聘业务人员与设立供应门市部经营机构
选择经营品类等。首批老职工有周祖洪、诸
玉英、孙传贤、顾瑞林、叶发祥、张指南、戴熙
荣、盛新观、钟明芳、陈秀其……

1952年 12月，县社试点实行大社体制，
以改变小社力量薄弱局面。新仓、新港、建
全、建新、复兴等五社合并。新仓供销合作
在五社合并后，迅速改变了面貌，干部能力
调配得到均衡，姚照福任主任，李水根任副
主任，领导干部、业务干部的能力得到提升，
职工队伍力量得到加强，理监事试行制度得
到进一步规范完善。江受百先生的兄弟文
具商店合并进新仓供销社，他也不再担任供
销社主任，结束了以社员身份在外挂职兼职
的理监事会决策供销合作社管理事务。

江受百先生还参与了新仓供销社五金
生产资料部的筹建。在他的努力下，五金生
产资料部于1964年前还孕育出“农具生产资
料门市部”“陶瓷门市部”“五金交电门市
部”。1964年后又孕育出“农机配件门市部”

“农机修理门市部”，促进了农业生产，壮大
了供销合作社自身发展的需要。

江受百先生一直在五金交电门市部工
作，直至退休。30余年中，始终以店为家，他
就在店堂后面的角落里搭张床铺，一直吃住
在店。工作上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勤勤恳
恳，任劳任怨，就像一条踏踏实实的老黄牛，
工作态度始终如一。

他管理的门市部经营品种不断增加、经
营规模日益扩大，为孕育分解门市部、创造
更高经济效益，打下结实基础。到他退休
时，已打下了五金部在供销社内部可分为农
机配件门市部、新仓农械电器修理门市部 2
个创利大户的扎实基础。

五金部商品都为轻工机械加工产品，顾

客购买后大多需要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才
会使用。对营业员来说，客观上需要掌握商
品的专业知识，以辅导顾客掌握基本的使用
方法。学徒工出身的江受百文化程度虽不
高，但钻研业务的精神可嘉。他首先自己细
致地钻研有关商品知识，同时还要辅导部门
中的青工共同宣讲，帮助顾客掌握商品操作
技术和注意要点，因此深受农民顾客的欢
迎。1972年初，五金部新增加农机配件经
营。听农机公司的同志说，第一次来培训的
这位老师傅特别认真，培训时笔记特别详
细，记得最多，培训结束后又在仓库多耽搁
了半天，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对号入座、检
验辨别。江受百老先生为此花了多少心血，
付出了多少辛劳，旁人恐怕是难以知道。

江受百的服务态度在新仓镇上是有口
皆碑的，他真诚无私，敬客如宾，笑脸迎送，
童叟无欺，礼貌用语更是到位。那双粗糙得
长满老茧的手，一刻不停地整理着柜台里、
货架上、仓库内的经营商品。值得称道的
是，农民朋友上镇拿只竹篮子常常喜欢寄放
在五金部店里，先到隔壁茶馆里吃壶茶，然
后再到五金部店里取篮购物，但江受百老先
生从不厌烦。

“新仓经验”的创立，少不了一批奠基人
物。江受百先生就是“新仓经验”奠基人物
中的一员。一生闪闪发光的他，成为我们后
辈敬仰的先贤人物。

江受百先生的青年时代是在战乱动荡、
颠沛流离中度过，中青年时代是在艰难曲
折、横生枝节中度过，致使他终身未娶，直至
晚年还孤身一人。但他酷爱看书学习，至死
未变。

江受百先生有一个好习惯，爱书买书，
阅读写心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以个人
名义购买工具书、业务技术书收藏为多。“文
革”结束后，书禁逐步开放，七十年代后期出
的新版老书越来越多。江老先生更喜欢买
书收藏，古典文学作品、历史名著，看到一部
好书便买回一部，买回后江老先生就认真研
读起来，经常挑灯夜读，直到半夜，乐此不
疲。他还经常同青年同事交流学习心得。
江老先生那个眉飞色舞、自我陶醉的高兴样
子，简直像个大小孩。

职员刘富根与江老先生在一个部门前
后同事十年，似若师徒。刘富根是近水楼台
先得月，每次都是江老先生所购新书的忠实
读者。江老先生很支持刘富根看书，对他的
唯一要求是读后要交流心得。经过一段时
间的用心收集，江老先生逐步买全了四大名
著及科普系列丛书等，其中有《十万个为什
么》全套。

有一次，江老先生从平湖出差回来，一
进门就一副笑逐颜开的样子，径直走到刘富
根面前，神秘地说：“你猜猜，今天淘到了什
么？”看着他那高兴的样子，刘富根一时有点
摸不着头脑，一下子愣在那儿猜不出来，想
了一会儿后说：“你提示一下好吗？”他说：

“你最想要的是什么？”刘富根一下子明白过
来了，猜是历史方面的书。他竖起大拇指
说：“聪明！猜对了！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
简编》，一套四本，我已经寻找好久了，今天
运气真好，买到了！以后我俩可以好好看看
了。”这种自觉学习，不仅陶冶了情操，增长

了知识，在潜移默化中思想境界也上了一个
台阶。

江受百先生还会作诗，一首《奋蹄》“甘
蔗头甜姜老辣，觅径识途唯老驹。夕阳似血
层林染，桑榆暮景自奋蹄”，表达了他活到
老、学到老的志趣。

江受百先生生活俭朴，穿着上从不讲
究，春秋两季外套就是劳动布工装和蓝色纱
卡上装交替轮换，里面穿的是蓝白细格土布
做的衬衣，布是他弟媳妇送给他的，冬天是
灰色的中式棉袄及罩衫，一件毛衣算是上档
次的衣服了。到了夏天，也就是两件白色的
圆领汗衫，即使到平湖出差进货也是如此。
一日三餐是食堂购买的，早饭是稀饭咸菜，
中饭、晚饭都是三两米饭一个菜，中饭菜如
果好一点是一毛或一毛五的，那晚饭菜必定
是五分的，天天如此。一个月的伙食费控制
在十元左右。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江老先
生每月工资四十元多一点，每月支出五元钱
零存整取，除了理个发、洗个澡，另外也没有
什么开销，从来没见他买零食、水果吃，只是
偶尔喝一点小酒，也只是喝黄酒，加一个便
菜而已。屋里摆设简陋，家里唯一值钱的是
一台用了几十年的14寸黑白电视机。

如此勤俭节约的江老先生，让人敬佩的
是他默默资助贫困学生的事迹。在退休以
后没多久，他就已经与两名贫困学生建立了
帮困关系，定期给他们汇款，那两名学生也
经常给老先生写信，汇报学习情况。那时老
先生已经搬到西面竹木部东旁的平房里住，
他谁都没说，大家也都不知道。他私下对刘
富根说：“现在每月领着国家发的退休金，兄
弟家经济状况也较好，不用操心，这些钱自
己也用不完，每天无所作为虚度年华，岂不
浪费，现在我这样做，是想尽自己的力所能
及，帮助几个最需要帮助的人，把他们培养
成才，有朝一日服务社会、贡献国家，这样对
国家、对社会、对他们、对自己都是皆大欢
喜，我心里也就有安慰了。”他还打算搞个循
环资助计划，分批进行，这一批好后，接着再
资助下一批。虽然每次汇款最低只是30元，
显得微薄，但对于贫困条件下的学生来说，
肯定是雪中送炭。从 1994年 8月至 1998年
5月，江老先生共向“中国希望工程”汇款
3100余元，资助了 8名学生。他先后共捐赠
资助了15名困难学生。

1990年，江受百先生向新仓镇老年体协
赠送价值 350元的日光灯、电风扇、象棋、打
字台和 8只方凳，用以改善协会条件。并提
议成立阅览室，带头为阅览室提供各类报
纸。1996年，新仓镇老年体协乔迁新居，他
又向协会赠送8只方凳。4次动员慰问镇敬
老院，带头捐资达260元，让孤寡老人分享中
秋欢乐。1997年，他先后用于公益事业的钱
竟达1500元，占全年工资收入的40%。

1998年6月25日，江受百先生因胃出血
急病住院，5天后终因心肺并发症抢救无效
与世长辞，享年85岁。他晚年把资助贫困学
生当成自己的神圣义务，把培养困难家庭的
子女当成了自己的晚年事业。

让人敬佩的是，江受百先生所做的这
些善举、义举，都是自发的、默默无闻的。
他平凡而闪光的一生，值得我们后辈怀念、
追忆。

《《闪光的人生闪光的人生》》

一、抗日救国会中的一员

二、金华抗日政工队中的一员

三、中共地下党外围中的一员

四、基层供销合作社中的一员

五、学习积极分子中的一员

六、爱心人士中的一员

■■ 马禹门马禹门

——追忆江受百先生

闪光的人生闪光的人生闪光的人生闪光的人生

在东湖景区东湖广场和九峰一览楼之
间有一座造型别致的桥——三元桥。南北
走向，南北南端为柱梁式，桥面平坦，桥的中
间呈八字形，两边各十二级台阶。桥的北侧
有一石碑，碑文记述，有三位状元出生于平
湖，后入籍他郡。据笔者多方查证，史籍均
无此记载，应该只是民间传说而已。但三元
桥与古代科举息息相关是毋庸置疑的。

科举制度是古代中国通过考试选拔官
员的制度，从隋朝开创，历代不断完善，持续
了一千多年，到清代时，科举制度达到鼎
盛。清朝的科举考试，包括院试、乡试、会试
和殿试。院试一般在府城举行，由省学政
（相当于教育厅长）监考，考中者称为秀才，
才有去省城参加乡试的资格。乡试成绩优
秀被录取的称为举人，其中第一名叫“解
元”。中举后才有机会去京城参加会试，会
试也是选拔性的考试，由礼部主办，在京城
的贡院举行，会试成绩优秀被录取的人，称
为贡士或进士，有资格参加殿试，其中第一
名称为“会元”。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不淘
汰，殿试结果分为三甲，相当于现在讲的一
二三奖等，其中第一甲第一、二、三名分别称
为状元、榜眼、探花。所以三元指的是解元、
会元和状元，连中三元相当于全国高考第一
名，是超级学霸。在古代很多地方修建三元
桥，体现了当地对科举的重视，古代考生参
加科举考试前，都要走一走三元桥，以期取
得好功名。

东湖边的三元桥原为单孔石梁桥，建于
清代，位于汤家浜，2006年在东湖景区建设

时拆除，并南移百米，重建为钢筋水泥桥。
平湖历来重视教育，书香浓郁，科举兴

盛，人才辈出。据史料统计，自明宣德五年
（1430）平湖建县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科举结束，平湖考取举人 668人，进士及第
221名。在清代 172次岁试中，平湖县考生
101次获嘉兴府第一名，在嘉禾各县中独占
鳌头。明清时平湖出了七解元、两会元、三
榜眼、一探花，平湖历代没出过状元。尽管
有点遗憾，但对人口仅仅过万的小县来说已
实属不易。三位榜眼，一位是明代当湖的施
凤来，另两位是清代清溪（今平湖林埭）的沈
初和当湖的钱福昌。

施凤来是平湖历史上科举考试中获取
功名最高之人。他在明朝万历三十五年丁
未年（1607年）获会试第一名，廷试一甲第二
名，即榜眼。施凤来的官位在明朝平湖县志
《程志》所撰序中的记录是：赐进士及第，授
编修，光禄大夫、少师兼太子太师、礼部侍
郎，礼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首辅大臣等官
职。施凤来才高八斗，但由于其在当朝做官
时，献媚大太监魏忠贤，因而受到当时其他
士大夫的鄙视。当时明熹宗昏庸，魏忠贤排
除异己，专断国政，被称为“九千九百岁”，以
致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施凤
来附和一些阿谀奉承的权臣，提议为魏忠贤
在全国各地建生祠（即纪念魏忠贤的祠
堂）。魏忠贤被诛后 ，施凤来“冠带闲住”
（免去现任职务，但保留官员身份，回家自
省）。其著述颇丰，有《历代名文通考》8卷、
《四书提襄集》《澹宁居士集》《举业古今摘粹

玉圃龙渊》10 卷，传奇有《五节记》《三关
记》。死后，葬于现钟埭街道大力村，当地人
称“施阁老坟”。

宋时，鲁氏以科举入仕成为平湖第一大
族。根据明天启《平湖县志》，在北宋咸平三
年（1000）至南宋景定三年（1262）的263年时
间内，鲁家竟出了20位进士。其中最有名的
即是鲁宗道，他于咸平三年登进士及第，曾
任海盐县令，官至参知政事。为人刚正疾
恶，言骨鲠如“鱼头”，人称“鱼头参政”，死后
葬于当湖镇桑园弄。古“当湖十景”即有“鲁
公古墓”。现在解放东路的“鲁公亭”，就是
为纪念宋名仕“鱼头参政”鲁宗道所建。平
湖另一望族屠氏一门出过七进士、五御史，
在明代时“一门四世进士”，轰动全国。

平湖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当数陆陇其，康
熙九年（1670）中二甲进士。历任江南嘉定、
直隶灵寿知县、四川道监察御史等职，职位
虽不高，但为官清正廉洁声名远播。陆稼书
还是清代著名理学家，著有《困勉录》《松阳
讲义》《三鱼堂文集》等。因为出生在平湖，
世称当湖先生。乾隆元年（1736），加赠内阁
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从祀孔庙，追谥“清献”，
因此后世又尊称他为“陆清献公”。陆稼书
从祀孔庙后，每到他农历十月十八日的诞辰，
平湖都有隆重的致祭仪式。乾隆八年
（1743），在平湖县城东南隅，建起了陆清献公
祠和三鱼堂，供祀陆稼书。陆氏为平湖望族
之一，仅清献支在明清时中进士者就有二十
多人，除陆陇其外，著名有的陆淞、陆光祖、陆
光祚等。

平湖科举繁盛与重教兴学密不可分。
平湖历来耕读传家、出资兴学风气浓厚，官
学私学遍布城乡，还广设书院。仅明清两代
就有14家之多，为嘉兴七邑之最。书院是古
代一种特殊的教育模式，是集教育、学术、藏
书为一体的文化教育机构。由于它介于官
学和私学之间，既得到官方的认可和支持，
又能够吸收私学的优势。平湖境内先后设
书院11所，涉及元、明、清三代。到清末兴新
学前夕，县内仍书院 3所。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起，陆续改为小学堂。

平湖境内第一座书院为靖献书院，原为
陆正私塾，陆正为唐陆贽后裔。宋亡改名
正，隐居乍浦陈山。元至元间，翰林集贤直
学士、侍御史程巨夫奉旨亲访求见，陆正推
身疾谢绝；决然不仕，潜心理学，设私塾于陈
山，以“仁义礼乐”“慎独”“存心”为本，学规

严正，重于身教。著有《正学编》《乐律考》
《七经补注》等。卒后归葬于武原乡，元泰定
年间，由陆正门人改为书院，以祀陆正，平湖
境内影响比较深远的一座书院。

嘉靖三十七年（1558），知县陈一谦在平
湖南门报功祠建崇文书院，聘请饱学之士讲
授理学及五经，陆稼书就是其中一名。乾隆
十五年（1750），知县阎公铣把崇文书院迁到
陆清献公祠后面，改为当湖书院，“集邑之
隽，讲学会文于祠，月以为常。”监生张诚捐
赠良田 166亩，作为书院的义田。因当湖书
院的迁入，所在弄堂得名“书院弄”。光绪三
十二年（1906），书院废止，在书院旧址开办
当湖小学堂。

三元桥当湖书院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历
史见证，更是平湖重教兴学文化昌盛的缩
影。

三元桥与平湖科举
■■ 方 良

三元桥三元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