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乍浦历史文化研究会

乍浦世家大族的祠堂、家规家训和家谱初探

乍浦历史上出现过不少世家大族，如清
代的伊、颜、陈、邹四大望族。这些世家大族
人口众多，一代一代相接相连，虽然很多后
人从乍浦走向祖国各地，但不少后人仍然保
持联系，他们除了靠血缘关系这个天然的组
织纽带，确保这个宗族长期和谐共处外，世
家大族同时通过建祠堂、置族田、整理族谱，
订立家规、家训（宗规、宗约）等，使世家大族
组织能够长期和谐共处代代相传不断得到
巩固。本文将对乍浦世家大族创建祠堂、家
规、家训和家谱，维护世家大族的历史发展
作一点探讨。

（一）

建家族祠堂是乍浦世家大族最明显的
表现。祠堂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文化的
延伸，它记录着家族的辉煌与传统，是一个
家族的象征。历史上，每个聚族而居的大家
族几乎都有一个至几个宗祠，真正做到了

“族必有祠”。祠堂，通常是指供奉祖先的祭
祀场所，实际上是一种儒家文化的潜在体
现，在中国古代儒家伦理中，家族观念相当
深刻，往往一个村落，就生活着一个姓的一
个家族或者几个家族，这些家族大多建有自
己的祠堂，除了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之用
外，各房子孙平时有办理婚、丧、寿、喜等事
时，便利用祠堂宽广的场所作为活动之用。
在古代，祠堂是一个家族的圣殿。所以一个
家族一旦有了丰厚的财富，就以建宗族祠堂
为荣。在乍浦历史上，不少世家大族都建有
宗族祠堂。清代道光年间乍浦的邹璟编纂
的《乍浦备志》中，就列有乍浦世家祠堂九
家：即王氏、冯氏、陈氏、唐氏、许氏、邹氏、杨
氏、刘氏、钱氏。

乍浦刘氏宗祠建在乍浦李衙街（弄），据
史料记载，乍浦刘氏为乍浦地方巨富，在乍
浦李衙街（弄）建有刘氏宗祠，清代刘氏府第
已成废墟，

乍浦世家大族伊家，在伊忍时代，他弃
举业在乍浦从商，家道渐丰。伊忍于咸丰四
年（1854）独立捐资，在乍浦西门内当天圩建
规伊氏祠堂，置办族田 1260亩。可见，当时
乍浦世家大族伊家在乍浦西门内当天圩的
伊氏祠堂有一定规模。前不久，有平湖文史
爱好者在上海嘉定一处庙宇场地，偶然发现
民国时期的一块与乍浦伊氏有关的石刻。
这块石刻为乍浦警察所的一份布告，全文
是：“乍浦警察所布告：照得仓浜西首石街驳
岸并踏步二处，原系伊氏祠产，现已乐捐归
公藉。”从乍浦警察所立的这块石刻布告可
以了解到，民国时期，乍浦伊氏一族已将他
们在乍浦仓浜西首原来属于伊氏祠产的石
街驳岸并踏步二处一并捐归公用。

乍浦世家大族的邹氏一族在四世邹思
九的努力下，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置田45
亩，设立册号邹追远。建册时告诫儿子邹
琦、邹瑚、邹璟、邹璞，邹家现在衣食外，稍有
盈余，是田作为祭田，待家资丰厚，希望后代
能建立宗祠。乾隆五十四年（1789），邹九思
过世。邹九思的四个儿子邹琦、邹瑚、邹璟、
邹璞同心协力持家，不负父望，家产日丰，四
个儿子遵父邹九思遗命，续置田产100余亩，
又以乍浦市房 20间租充作祭资。于嘉庆元
年（1796）购得乍浦北门沈氏屋，环境安静，
遂于嘉庆五年（1800）仿朱子家礼，动工兴建
邹氏宗祠。期间邹琦卒于嘉庆七年（1802），
邹瑚、邹璟、邹璞承父兄之志，于嘉庆十年
（1805）完成了邹氏宗祠建设。从现有史料
中看到，乍浦邹氏宗祠历时5年而竣工，宗祠
计堂三楹，门三楹，东西室又两楹，两廊庑及
外门左右屋各二楹。邹氏宗祠初建时，以邹
琦之子二铭为宗主，祀高祖以下五代。始迁
祖为邹阿宝、王玉弟，始祖为邹见山。乍浦
邹氏利用宗族祠堂，遵朱子家礼，尊敬宗亲
长辈，和好同族之人，让族人永远不忘自己
的根。这在当时的乍浦小有名气，当时的地
方名儒乍浦东陈九世陈谟在称赞邹氏祠堂
时说：“余尝观邹氏追远之祠，规制整饬，不

华不陋，有适中之美”。邹氏宗祠在 20世纪
70年代后陆续拆毁，庆幸的是，邹氏九世一
房后代在邹氏祠堂宅地翻建住房时，保留了
邹氏宗祠西厢房的一个门框，使邹氏祠堂尚
可找到其遗址和些微遗迹。

乍浦钱氏也在黄山脚下建有钱氏宗祠，
其堂名爱存庐，为钱洪所筑，家多藏书，有数
万卷，爱存庐内多亭榭楼阁，为地方名园。
至今只闻爱存庐其名，来见钱氏宗祠其遗
址。

乍浦许氏也建有宗祠，许氏宗祠只见史
料记载，不见其宗祠遗址。

光绪二十年（1894），乍浦南内坊当天圩
（今雅山中路、天妃路交汇处西南侧），徐应
良建造了徐氏宗祠，乍浦人俗称徐家祠堂。
徐家祠堂祀始迁祖徐春历，置赡族义田一千
十七亩。徐家祠堂应该是乍浦建得较晚的
一家祠堂，所以徐家祠堂在解放初期还保存
得相当好，一度成为国立乍浦高级水产学校
和浙江省属平湖初级师范学校学生的宿
舍。现在徐家祠堂在城镇改造中消失，但幸
运的是当年徐家从苏州引进种植在祠堂中
的两棵广玉兰被保存了下来，这两棵广玉兰
经过一百年多年成长，现已成为雅山中路与
天妃路交汇处一道亮丽的风景，这也算是徐
家祠堂留给后人的唯一见证物。

除了世家大族建宗祠，乍浦那些大族还
发起为乍浦名人和无后人建祠。光绪二十
五年（1899），里人朱怀德、徐应良等集资改
建乍浦南城内荷花池王家弄西，原刘姓（无
后人）旧屋楼房三间作丛祠，名慰幽祠。中
间供刘姓木主，并附供乍浦无后之家的木
主。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里人范祝崧慨
其师林寿椿无后，和张麟奎等，在光绪十二
年时所建陈山介节祠后咏梅亭旧址建鞠泉
祠，并将乍浦无后的诗人一并合龛祀之。所
祀诗人有：林寿椿、王路、王端、周弘起、李
璧、黄密、宋景关、蒋元、朱钟、陆榕、刘东藩、
胡兼金、刘丕烈、罗振邦、姚恭銮、陈文藻
等。由此可见，历史上的乍浦，除了世家大
族建祠堂外，也十分重视为无后之家的名人
建祠祭祀。

祠堂作为一个宗族组织的标志和象征，
对宗族统治的巩固起了重要的作用。通过
祠堂的一系列活动，强化了族众的宗法思想
和宗法观念，缓和了宗族内部矛盾，加强了
宗族的联系；通过读谱、教育、惩治等手段，
强化宗族管理，维护了宗族组织的稳定，从
而巩固了宗族制度。

（二）

古人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出于兴
族旺宗的目的，乍浦世家大族在建设祠堂的
同时，往往在自己族规中还立下劝谕和奖赏
族人求功名、立学业的规定，并形成了具有
本家族特色的家训、家规，由此成为世家大
族祠堂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乍浦望
族邹氏就有很完整的《邹氏追远堂家训》和
《邹氏家规》。《邹氏追远堂家训》有立身、为
学、就业、治家、社会、乡国共六个方面组
成。《邹氏家规》有倡导六德、切戒六忌两个
方面组成。下面我们将《邹氏追远堂家训》
《邹氏家规》一并摘录如下，去看看其家训、
家规的内容。

《邹氏追远堂家训》
立身：人生天地间，首要养正气。持躬

务严谨，蓄德心地宽。切戒自私心，损人即
害己。待人宜宽厚，律己深自省。临财须廉
介，见色守本分。掌权勿恋栈，浮名少牵
心。胸怀无邪念，风雨立得定。踏实沿正
道，迈步有前程。

为学：人于初生时，浑然无所知，牙牙学
语始，积学懂世事。诗书开智慧，技艺凭传
习，学者靠博学，专业赖精研。最怕懒与散，
蹉跎好年华，不学必无术，愧对养育恩。读
书在明理，不在中科第，事事有学问，好学万
事成。

就业：百业无贵贱，士农工商等，行行出

状元，贡献受尊敬。创业最可靠，守成亦非
易，尽心竭力做，成败均安心。道路须自选，
切莫随波流，人各有志趣，才能自知明。方
向既坚定，坚持勿松懈，乐在敬业中，有志事
竟成。

治家：亲情贵逾金，家和万事兴。波澜
寻常事，家规作准绳。尊老敬长辈，爱幼戒
偏心。祖宗年代久，感念须永恒。子孙有贤
愚，教导务尽心。宗族同血脉，不以贵贱
分。互励共上进，持家赖勤奋。淳朴立家
风，忠孝传久长。

社会：社会大家庭，百姓共组成，祸福常
相依，一姓难独成。公益共扶持，急难同关
切，矜恤鳏寡孤，协助残老幼。亲和众乡邻，
诚信交友朋，见义勇援手，排难助解纷。去
蛀除仇寇，守身如守玉，崇德遵法纪，齐家国
治平。

乡国：居安须思危，家国难永恒，富贵无
三世，承平鲜百稔。红毛船炮利，倭寇时窥
伺，明清五百载，警讯未停息。身处海湾边，
祸福不由己，颱洪岁岁来，灾难常天降。未
雨先绸缪，有备减损伤，男儿当自强，保国卫
家乡。

《邹氏家规》
倡导六德：忠孝友爱、诚心和谐、诗礼传

承、兼熟书史、立德立言、敬业勤俭。
切戒六忌：切戒吸毒、嫖娼纳妾、赌博投

机、取不义财、徇私枉法、游惰好闲。
具六德者，举族共敬之，视为邹氏楷模；

凡违禁忌，合族视为耻辱，告戒不听除名。

邹氏一族以内容如此丰富的《邹氏追远
堂家训》《邹氏家规》为传承世家所必需，维
护世家名门传统。不但使自明末清初从山
东移居乍浦的邹氏一族成了乍浦世家大族，
而且三百年来不论时代如何变迁，代代出人
才。邹氏五世的邹璟以一人之力，收集了
省、府、县中资料和乍浦的地方传记，独自修
志，历经四年，五易其稿，到道光六年（1826）
终于修成《乍浦备志》36卷，为乍浦留下了一
部地方史志。邹氏七世的邹宏宾是一位有
社会责任感的知识人，他是乍浦邹氏第一位
官费留学日本取得高学历的人才。在留学
期间，他结识了孙中山、陈英士，并加入了同
盟会，参与了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抗日
战争期间，邹氏一族先后有四人弃文从戎投
身抗战。新中国建立后，邹氏一族更是涌现
了一批教授、博导、研究员、厅级干部、作家、
翻译、医师等为国家作出卓越贡献的优秀人
才。而最让乍浦邹氏一族自豪的是邹氏八
世九世连续出了两位国家院士，邹氏八世邹
元燨成为我国冶金物理化学活度理论研究
的先驱，一位杰出的战略科学家，中国科学
院院士（学部委员）；另一位是邹氏九世的邹
竞，她是我国著名的感光材料专家，首批中
国工程院院士。一门两代院士，在新中国并
不多见。这与乍浦邹氏培育好的家规、家训
和传承好的家风是分不开的，家风正，是家
庭兴旺的基础；家风正，才能让家庭和睦，让
家运兴旺，才能人才辈出，才能为国家、为社
会建功立业。

（三）

中国历史上都讲究盛世修典，修典就是
为了能让后世子孙，知道祖先们当时在做什
么，把那些优秀的文化通过文字记录在案，
让后人能够以史为鉴。修家谱也是一样，祖
上哪里，有何丰功伟绩，对于一个家族的凝
聚性不言而喻。乍浦的世家大族除了建祠
堂、立家规家训外，也重视记录血缘关系和
血统世系的族谱。

族谱，又叫家谱、宗谱，现在一般都称家
谱。家谱是维持宗族血缘关系的主要纽带，
是宗族生活的一件大事，是一种以表谱形式
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
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形态。它产
生于上古时期，完善于封建时代。几千年

来，家谱在不同时代显现出不同的形态，发
挥着不同的作用，很值得我们今天去了解、
认识和研究。

在乍浦地域内，有家谱、宗谱的大族也
不少，如乍浦刘氏，永乐十八年（1420）首次
修谱，至嘉庆二十二年（1817），曾修谱14次，
前后跨远近四百年，可见当时刘氏大族的修
谱传承确实非同一般，为嘉兴及平湖修谱最
频繁的家族。第十四次主修者即卷勺园主
人刘潮，刘潮在第十四次主修家谱时，请嘉
庆年间乍浦海防同知周镐为其家谱作序，周
镐《刘氏十四修族谱序》言：“其先世居大梁
之陈留，有讳衍字世昌者生子仁山讳恂，元
至正间以明经擢第，授海盐学正，卒于官，因
家焉。永乐十八年庚子，学正之元孙景仪以
子贵，敕赠河南道监察御史，始辑家乘。”刘
氏家谱因兵乱，原有陈留谱牒散佚，但我们
还是能从一些资料中看到刘氏家谱中记下
刘氏一族的名人名事。

而乍浦东陈族谱是目前发现的又一部
很详细的家谱，据目前尚居住在乍浦的乍浦
东陈十七世陈克强先生说，乍浦东陈族谱多
次重修、增补，使乍浦东陈族谱不断完整并
得以传承，至今已传到十七世。在乍浦东陈
家谱里，可以看到有南皋公下事迹考、汝师
公谟，重修族谱序，附跋，禾献公珍，世谱，传
志，启云公所志传略等内容。乍浦东陈的家
谱确实是一部很完整的族谱，记载了乍浦东
陈远祖及始迁乍浦的历史及家族中的重要
人物事迹等。如乍浦东陈于明代嘉靖年间
自江南应天府徙乍浦后，以医为业，家族中
相继八世有名医。九世陈朝伟（1768-
1844），是太学生，授二品封。道光二十二年
壬寅（1842）英军侵犯乍浦时，移家至乡下，
出白银2000两，命子佩莲团练义勇。承上官
意旨，协助守卫乍浦，他捐资钜万，将流寓游
手无艺之徒，都编入义勇籍，名在籍者达
1200人。浙江巡抚刘韵珂下一年到乍浦阅
兵，嘉奖赞美之。陈朝伟以勤俭起家，积产
殷厚，而性甚慷慨，仗义疏财。平时热心社
会公益事业，当时地方上的义举，他都是首
创人之一，如修建城河上石桥，置办城内外
防火器具，病疫发生时就施舍药材棺木等。
贫困窘迫之人来求助的，总给予酌情帮助。
族中孤寡者，及无力办理婚丧之事的，皆尽
力资助。当时闽中出现大饥荒，以所储米
1.5万石（白米一石折 78公斤）运过去平祟，
救活不少人。官府因此给予他“义重恤邻”
的匾额以奖励。

十世陈佩琏（1805-1856），道光二十年
（1840），英军攻陷定海，乍浦戒严。佩莲奉
巡抚刘韵珂军令，筹募军源，募集乡勇，防堵
海口。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军攻陷乍
浦，他倾尽家产解救国难。战事平息后，经
考核后保举为知府。接着又接到巡抚梁保
常军令，处理浙西战后善后事宜，筹款修筑
沿海炮台，竣工后，奉旨得赏戴蓝翎。清道
光二十九年（1849）发生大水灾，佩莲倡议劝
捐赈济灾，救活的数以万计。事情上报朝廷
后，钦颁“乐善好施”匾额。平湖万程桥将坍
塌，平湖籍侍郎徐士芬倡议重建，未成而
卒。佩莲广为劝募，逾年修复。其他如夏天
施药，冬季施棉衣，准备水龙以防火灾，疏通
河渠以防水患，莫不亲自督办，任劳任怨，陈
佩琏 52岁逝世，“卒之日，人咸惜之”。在光
绪年间修的《平湖县志》里，把他列入尚义人
物，有传。

近代乍浦东陈十三世陈巨来（1905-
1984）篆刻铁笔元朱文第一人、十三世陈左
高（1924-2011）研究中国日记史第一人，他
们在乍浦东陈家谱中有一文一艺两兄弟之
称。

乍浦东陈如此完整的家谱资料在乍浦
目前还比较少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乍
浦东陈一族一代一代人对家谱传承的重视。

从上述略举乍浦世家大族的家谱资料
来看，家谱作为宗族生活重要的内容，对宗
族本身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它首先具有辨别
世系、昭穆、明确族人血缘关系，联系族人的

作用。在一个拥有成百上千人口的姓氏中，
没有明确的家谱记载族人的辈分、血缘关
系，就无法辨别族人之间的亲疏关系。有了
一部家谱，并且每三五十年一修，历经几世，
族人之间的关系和功绩便一清二楚地被记
录下来，代代相传。同时，通过家谱记录宗
族变迁史和重要人物的生平成就，让后人弘
扬传承、发扬光大。

（四）

一个家族的兴衰，事实上祠堂、家规家
训和家谱都起到传递和引领作用。而在不
断变革的时代，祠堂、家规家训和家谱作为
一种历史文化，其意义也在不断变化。

从传统意义来看，古代的祠堂虽然是用
来供奉和祭祀祖先牌位、瞻仰祖先德能的地
方。但也是族人进行礼制、礼法、礼教宣传
教育的活动场所，是处理家庭内部事务、树
优立榜、赏勤罚懒、化解纠纷、处理矛盾的地
方，起到团结、凝聚族人合力的作用；一座祠
堂，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更重要在于，它告诉
后世子孙我们的家族从何而来，家族的历史
是怎样的，有哪些家族的人做了哪些事，这
些事对今人又有什么影响。一座祠堂更像
一位母亲，虽历尽沧桑，却总是天下儿女向
往的地方。在那里，有先前的风气，有祖宗
的老规矩；在那里，血脉绵延，传承赓续，生
生不息。祖宗都想让后人学好、过好，和睦
兴旺，一门清正。而后人对祖先的祭拜，已
然成为血脉汇聚、感恩思孝、端行修德、精神
认同、心灵慰藉的人生功课。让一个人不管
走向何方，都知道背后还有这么一个家在等
着你，这个家就是故乡。

在现代，祠堂已成为历史，但它在历史
上起到的家族变迁史的集中地这一作用也
不可否认，古代的祠堂其实就是一个地域的
民俗博物馆，是家族内的精神家园。我们现
在通过了解祠堂的建筑风格、文化起源、社
会历史作用；祭拜祖先的含义，达到了解家
族、传承、变迁的缘由，掌握家族、民族历史，
进一步掌握民族文化、民族风情。同时影
响、教育族人承前启后，与时俱进，为家族、
为社会、为国家多作贡献。

我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孝道一直是我们
中华文化里面最核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
一。树有根则旺，水有源则流，过去我们对
祠堂、家规、家训和家谱都有误解，甚至一概
当作封建残余和糟粕。其实，祠堂没错、族
谱没错、家规家训更没错。错的是封建统治
者们拿它当工具进行了一个错误的应用。
新时代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的主
流价值观，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去遵守去学
习的，特别是良好的家风家规家教传承更是
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我们作为
一个多元化、开放包容且富含历史的民族，
家规、家训、族谱和祠堂在新时代下仍然有
它积极的一面。我们向往未来，但不代表我
们可以遗忘过去。当有一天我们的子女问
起我们从何而来，我们作何回答呢？从这一
点上，族谱记载的不仅是一代代人的名字，
更有一代代人一生有好的有坏的事迹，后代
人通过家谱学习前辈好的一面，并以前辈们
走过的弯路为戒。祖辈已经逝去，来过这个
世上的后代人虽然很平凡，但为了生活也做
出了不小的努力，后人也会怀念前辈，怀念
曾为这个家庭作出贡献的每一个人。

今天我们通过梳理探讨乍浦世家大族
的祠堂、家规、家训和家谱，从中看到了祠
堂、家规、家训和家谱所蕴含的先祖开拓创
业精神，历代贤达明智的进取意识等方面。
也从中了解到乍浦世家大族的祠堂、家规、
家训和家谱所起到的承前启后、学习礼俗、
言传身教，感化后人和尊重掌握家族传统道
德修养的作用。可以这样说，乍浦世家大族
的祠堂、家规、家训和家谱作为一个家族的
象征，是一代一代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
重要精神遗产和精神基础，在新时代仍然有
着非常深远和重要的意义。

■ 陆爱斌

广陈出了个武进士“陆强人”

能拉开 300斤的大弓，举得起 400斤的
石担，这个人的力气有多大。俗语说：“长巨
之物，强力之人，乃能举之。”俗语称，强有力
之人，叫做“强人”。这个人就是出生在平湖
市广陈镇港西陆家宅基的陆毛诗（广陈镇人
叫陆毛四，音同字不同），人称“陆强人”。说
起“陆强人”，上了年纪的平湖人都知道，就
是指平湖市广陈镇的陆毛诗。平湖方言里
把“强 qian”读成麻韵“强 jian”，如“强叫化，
强头强脑”。

关于陆强人的资料实在不多，因有科举
这一记载，不然的话，这个人也会很快淹没
在历史的长河中，销声匿迹。陆强人是武
举，文化水平不高，诗词歌赋根本沾不上
边。所以，留下来的文字记载和事迹传下来
的很少。既然说到了陆强人，这也是缘分，

有必要对这个人进行梳理。一来消除一些
以讹传讹的不正确讲法，；二来从整体上认
清陆强人这个人。说到清末，平湖确实有一
位武进士，他的名字叫陆殿魁。陆殿魁是中
进士以后，据说是光绪皇帝赐名的，估计原
来的名字太土气，根本拿不出手，更与武进
士的称谓不相配。光绪皇帝的赐名，意为

“金殿夺魁”。根据史料，再规范一下他的名
字。陆殿魁（1871-约 1937），字毛诗，号干
城，别号廷芳，行四，俗名“陆强人”。清同治
辛末，也就是同治十年（1871）农历正月二十
二出生，约1937年过世。

据《民国平湖县续志》选举条载：光绪十
九年（1893）癸巳恩科，陆殿魁（六名），中武
举人。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恩科，陆殿魁
（七名），中武进士。23岁中武进士，应该说

是年轻有为，前程似锦。后官花翎侍卫，直
隶古北口参将。在这里普及一下“花翎侍
卫，直隶古北口参将”这两个官名，也为更好
地理解陆殿魁这个人。花翎，是明清官员之
冠饰，花翎用孔雀的尾羽制成，插于冠顶顶
珠下部，拖于脑后。如古之珥貂，以翎端眼
数不同而分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用以
分等弟、别品秩。花翎侍卫，一般指蓝翎侍
卫，官级在五品或六品。道光（1821-1850）
以后赏翎渐多渐滥，并开捐翎之例。侍卫，
在清朝就是负责宫廷宿卫及扈从皇帝之官
员，汉侍卫中分一、二、三等及蓝翎侍卫。诸
侍卫中，以御前侍卫为最高，乾清门侍卫次
之。直隶古北口参将，是一支军队建制的官
名。古北口是通往北方的古道，用于军事的
古关，加强防御的古城。参将，清朝绿营军

之将领。绿营系统中，以提督为最高长官，
下设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
总、把总、外委等。一般参将作为武将官级，
应为正四品。

嘉兴吴藕汀先生在《药窗诗话》中有关
于陆强人的记录。因为，吴先生见到过陆强
人，所以，记录的文字相对可靠。在这里也
一并参考记录。有关陆强人的籍贯地或出
生地，吴先生是搞错了。吴先生说陆强人是
张掖人，张掖（堰）现在是上海市金山区，在
平湖广陈镇的东边，只是隔壁。而陆强人确
是广陈镇港西陆家宅基人。陆强人本是嘉
兴钱氏的佃户。因为有一次从广陈到嘉兴
还租，担子前坐着他的母亲，后担有一石多
米，挑起来毫不费力。所以，陆强人的名号
从此传开了。每逢小孩子打架，口头上就说

“你又不是陆强人”。还有说此人力气大，就
说你像“陆强人”。可见陆强人三个字在嘉
兴民间的普遍性。钱氏看他力气特别大，
又身材魁梧，虎背熊腰。主人就请了教师，
教他武艺，又教他兵法和识字。虽然，要考
武科举，但总要写一些简单的“文章”，才能
进得了考场。这样从县试、乡试，直到殿
试，成功取得了进士。也从一个农民陆毛
诗到了进士陆殿魁，诠释了“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还做到了蓝翎侍卫，直隶古北口参将。也
算实现了从奴隶到将军的人生蜕变。后来
回到嘉兴，在南堰盐仓街的高士祠嘉兴盐
务缉私营主持营长职务。六十岁那年在嘉
兴烟雨楼做过寿，不久辞去职务回到了老
家平湖广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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