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湖位于东海海滨，平湖人民是英国对
华鸦片战争的直接受害者。平湖人民永远
不会忘记，1842年 5月，英军 2000多人凭借
坚船利炮，分三路进犯乍浦。清乍浦海防同
知韦逢甲、水师右营把总韩犬荣等将领誓死
抵抗，光荣殉职。英军攻入乍浦。乍浦昏天
黑地，惨雾愁云。朱翔青《乍浦之变》记载：

“英夷破乍浦，杀掠之惨，积尸塞路，或弃尸
河中，水为之不流。妇女先奸后杀，受害更
惨。”平湖人民永远记住这屈辱的国难史、民
族的仇恨账。在今年国际禁毒日前夕，情不
自禁地怀念历史上敢于反帝反毒的志士仁
人、禁毒先驱黄金台。

黄金台（1789—1861），字鹤楼，平湖新
仓人。17 岁入平湖县学，道光二十四年
（1844）贡生。然而他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
十赴秋试，终不得志。他便潜心学问，任芦
川学堂山长多年。他刻苦钻研骈体文写作
要领，终成江南地区赋文大家。他作诗新
颖，诗名远传遐迩。著有《木鸡书屋文钞》
《木鸡书屋诗钞》等。在英国大举倾销鸦片、
中华大地深受鸦片毒害之际，他秉持爱国文
人的正义感和良知，挺身而出，勇敢揭露鸦
片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大声疾呼反毒禁
毒，成为平湖反毒禁毒的先驱。他的诗文如
警钟，警醒吸食鸦片者的迷梦；如号角，号召
国人投身禁鸦片的斗争。兹分述如下：

作者苦口婆心地劝告深陷鸦片毒害的
友人乡亲，要清醒认识吸食鸦片的危害，及
早抽身脱离这茫茫苦海。他在《劝友人止食
倭烟书》中，振聋发聩地揭示，一切沉迷鸦片
的人，必然落得这样一个悲惨的结局：“既罄
百年之蓄积，复捐七尺之躯骸。”“无何血脉
暗消，精神顿困。春风照镜，华面渐非；夜雨
支床，瘦骨高耸。莫解长卿之消渴，竟通平
叔之枯浮。尸居余气，可不哀哉”①。作者形
象地描写吸食鸦片的病态鬼相，又语重心长
地劝告友人，顾念父母子女、珍惜家产家计：

“足下上有高堂，下有弱息。年华壮盛，宜知
稼穑之艰；家计萧条，岂暇浮华之务……而
乃沉迷弗悟，嗜好浸多。初无养性之方，偏
多腐肠之药。岂司空之生圹，先已经营；陶
氏之挽诗，预教索取乎。”②作者发人深省地
指出，吸食鸦片就好比生前掘好坟墓、写好
挽联一样，措辞尖刻，警告有力，交织着爱恨
情仇，浸润着胆汁与眼泪。为了更好地向文
化水平较低的同胞宣传，作者还作诗浅显直
白地指出吸食鸦片的危害。如《鸦片叹》∶

自有此物来，因循贻大患。
无人不涎垂，无地不染遍。
蓄积由是空，精神由是困。
消渴类相如，枯浮等何晏。
时时耸瘦肩，渐渐失华面。
已成鹄鸠形，那得雕鹘健。
余液当琼浆，残灰当美饭。

未死与鬼邻，虽生犹梦幻。③

白日忍空过，青山定早窆。

面对英帝国主义在华大量倾销鸦片，清
廷处于内外交困的危急局面，黄金台义无反
顾地站在反毒前线，发出了忧国忧民的呐
喊。他在《感事》诗中写道：

侧身南望一长嗟，鹤唳风声满耳哗。
谁使狼烽惊海甸，只缘莺粟误中华。
时平长吏成痈毒，事变妖人起孽芽。

草野早知今日祸，不胜忧国更忧家。④

作者忧心如焚，感慨中国人民饱受苦
难，海疆烽烟频起、国势危急，一针见血地指
出一切祸患都来自英商在华倾销鸦片。作
者在诗中强烈抒发了担心国家前途和人民
命运的忧患意识。

黄金台强烈谴责英帝国主义发动侵华
战争，愤怒控诉英军在乍浦犯下的滔天罪
行。如《乍城陷》：

一角孤城逼烽火，天狼横行天狗堕。
东门街达南门街，血殷满路横尸骸。
居民乱窜如惊雀，谁能以身尝鼎镬。
人家尽在锋镝中，曲突十室炊烟空。

鸡跳屋，犬哭市。
孰非太平民，降灾何至此。

自经倭变三百年，沧海又经横流矣。⑤

作者描绘了一幅人民遭殃、惨绝人寰的
画面，流露出对饱受苦难的同胞无限同
情。作者还以十分的虔诚与恭敬，反映了坚

持守土抗敌的清军官兵的昂扬斗志、坚毅精
神。如《唐湾战》∶

关西一军踊跃起，大呼格斗东山嘴。
不许长鲸掉其尾，齐军坐视秦军孤。
四百余人陷阵死，日射寒涛血凝紫。

吁嗟乎，健儿尽如关西军，
岛间鲸鳄应歼群。⑥

作者还描写了英勇抗战，血染战场，以
身殉职的守土将领的形象。如《山下鬼》：

九峰磷火飞青莹，战血幻作苔花腥。
怒潮夜打荒山脚，过客惊听啾啾声。

韦公韩公能死职（署同知韦逢甲、水师把总
韩大荣俱死难），壮士糜躯同报国。
狼析骸，鹰撄肉，新鬼烦冤一齐哭。
十围松栎风萧萧，白昼一处猫头鸮。

长安远隔万里外，家人何处招魂拜。⑦

山花开向战场红 。
黄金台的诗刻画了有敌无我的爱国将

领的英雄形象，对战争的失败表达了深深的
遗憾与叹惜。

黄金台的愤怒和悲哀，集中表现在他的
《鸦片叹》中，如：

岂无黄鸿胪，抗疏能极谏。
岂无林尚书，奉诏能严办。
立制如秋霜，出令如夏电。
方庆鸩毒消，自此少滋蔓。

谁料边防疏，外夷得乘间。
虿船集海滨，狼燧盈郊甸。
巨浪翻长鲸，华堂堕巢燕。
遂使庸妄徒，因而逞欺谩。
反谓缘禁烟，干戈致激变。
天意竟如何，我心实抱恨。
时事有变迁，世风有流转。

此害终当除，鄙人恐不见。⑧

作者连用两个反问句，赞扬黄爵士（官
鸿胪寺卿）接连上疏力主禁烟和加固海防的
远见卓识，赞扬林则徐雷厉风行、虎门销烟
的壮举，并用生动的比喻“立制如秋霜，出令
如夏电”，极赞林则徐禁烟命令的严格和禁
烟动作的迅猛。作者还用“耿耿孤臣抱赤
心，岭南经画竭忠诚”（《感事》）这样的诗句，
赞美林则徐禁烟的历史功绩。作者痛心回
忆清廷疏于边防，使英军进犯得逞的教
训。“反谓缘禁烟，干戈致激变”，作者愤怒地
揭露了清廷投降派的丑恶嘴脸。但是面对

“虿船集海浜，狼燧盈郊甸”这样悲惨的现
实，作者既愤怒又无可奈何地发出沉重的慨
叹：“天意竟如何，我心实抱恨。”诗的结尾，
作者抒发了心头的郁闷和忧愁。“此害终当
除，鄙人恐不见”，在日趋腐败的清廷统治
下，作者又怎能见到禁烟胜利的曙光呢？

（注：①②引自中州古籍出版社2022年6
月第一版黄金台著《木鸡书屋诗文集》第92
页，③同上第 471 页，④同上第 458 页，⑤⑥
同上第 462 页，⑦同上第 465 页，⑧同上第
471-472页。）

一、揭示吸食鸦片必然导致破家亡
身的悲惨后果，警示同胞乡亲要洁身
自爱、珍惜生命。

二、深刻揭露英帝国主义倾销鸦片毒
害中国人民的阴谋，抨击其发动鸦片
战争的罪行，赞扬守土抗敌的清军将
领

三、批评清廷应对英国鸦片侵略，从
麻木不仁到惊慌失措、嫁祸诿过，是
非颠倒，表达了沉重的历史遗恨。

■ 刘宗德

纪念平湖禁毒先驱黄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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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新埭镇旧埭村的“年字圩 89号陆宅”
传统民居，最初是在2008年平湖市进行第三
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市博物馆认为，

“年字圩 89号陆宅”至今已至少有百余年的
历史，对研究平湖地区民居建筑的发展，提
供了一处实物资料，同时也是记录日军侵略
中国、犯下滔天暴行的又一个实物证据。

平湖市文广新局（现平湖市文旅体局）
于 2014年 12月 15日颁发文件，将“年字圩
89号陆宅”列为平湖市第三批文物保护点。
我们平湖境内的六戗屋曾经随处可见，以其
独特的建筑风格在江南独树一帜，代表着吴
根越角之地传统民居的文化符号。但时至
今日，已不多见，大量的五路头、七路头或九
路头的六戗屋已经消逝；屋龄超过一百年的
更是凤毛麟角，因而弥足珍贵。而作为典型
六戗屋结构的“年字圩 89号陆宅”，饱经风
霜，历经磨难，记录了诸多辛酸，见证了百年
沧桑，更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旧埭陆氏历经明清两代，其门第大有名
堂。

旧埭，原名“旧带”“陆家带”。据考证，
旧埭形成较早，约在13世纪后半叶，所谓“陆
淞入居”（1483年），逐渐成市，之后，旧埭成
为陆氏的聚居之地，子孙繁衍，兴旺腾达。
据《平湖县志》记载，旧埭“三宅屋宇数千
间”，其中还有“宝纶堂”“天心书院”“来鹤
楼”等。这么大规模的房屋和书院，反映了
当时旧埭的繁华和陆氏家族的兴旺，而耕读
传家，诗书礼乐，更能体现陆氏家族对当地
社会的影响和贡献。旧埭的集市就在陆氏
的聚居地逐渐形成，也是当时平湖境内较大
的集市之一。

其时旧埭陆氏可谓盛矣！旧埭陆淞一
门在明清曾有过辉煌的时期，出现了九位进
士，其中四位为尚书，人称“一门三代四尚
书”，在江南一带名震一时。陆淞（1466—
1524），字文东，号东滨，弘治己酉年（1489）
解元，庚戌三年（1490）进士，官礼部主事、郎
中，光禄寺正卿，赠都察院副都御史，加赠刑
部尚书，著有《东滨逸稿》《东滨集》。陆杰
（1488—1554），字元望，号石泾，陆淞长子，
明正德八年（1513）举人，翌年进士，官兵部
主事、员外郎中、湖广参议、陕西副使、工部
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赠工部尚书，著
有《石泾集》。陆杲（1506—1578），字元晋，
号胥峰，陆淞四子，嘉靖十七年（1538）经魁，
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历任刑部云南司主
事、礼部祠祭司郎中，赠刑部尚书，倡建平湖
报本塔及新埭蕴真塔，为陆氏后裔撰《陆氏
家训》。陆杲长子陆光祖（1521—1597），字
与绳，号五台，别号小峰，嘉靖十七年（1538）
举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北直浚
县知县、礼部主事、工部右侍郎、吏部尚书，
赠太子太保，谥庄简，《明史》有传，著有《庄
简文集》。陆杲次子陆光裕（字与容，号剑
石）、三子陆光祚（字与培，号湛庵）、四子陆
光宅（字与中，号云台），先后一一中举。父
子五人全都是举人、三人为进士，都有建
树。一门中“光”字辈的堂兄弟陆光弼、陆光

畿、陆光宇、陆光宙、陆光岳等，个个都有名
望。

明代嘉靖年间，倭寇入侵，烧杀抢掠，无
恶不作，一些大户人家及其建筑也纷纷被毁
坏。旧埭在遭受多次洗掠后，于嘉靖三十二
年（1553）被倭寇彻底烧毁，之后便成为一片
废墟。清里人陆增在《鹦鹉湖棹歌》中有诗
云：“尚书旧第宝纶堂，家塾天心三宅旁。广
厦惜遭兵燹后，颓垣蔓草顾荒凉。”

旧埭被烧毁后，陆氏东移约一公里重建
陆家埭，逐渐形成现在的新埭。《嘉兴城镇》
志载：“新埭原称旧埭（旧带），明嘉靖三十二
年（1553）为倭寇焚毁，后东移一公里重建市
镇，遂称新埭（新带）。”故民间就有“先有旧
埭，后有新埭”之说。

自陆淞始居旧埭后至清代中叶，陆氏在
此建有数千间房屋，有私塾、书房及大量住
宅。而历经兵燹之后，至清嘉、道年间仍有

“天心书院”及北墙门、南墙门、东墙门等三
宅。至民国年间，北墙门所剩房屋仍较多，
经济实力也最雄，田产达四千余亩，有“平湖
出北门第一家”之称。南墙门则衰落较早，
已有日不揭锅之虞。东墙门也已所剩田产
无几。

这所老宅历经风风雨雨，其历史已有些
年头。

旧埭民居在明代嘉靖年间遭兵燹烧毁
后，又逐渐兴建，包括部分陆氏家族，至清末
已经形成多姓择地而居的局面。

旧埭年字圩89号陆宅，大约建于清代末
年、民国之前，具体的建造年份已无从考证，
但根据推算应该有一百余年的历史了。据
陆氏后裔陆智毅介绍，其父亲陆金付1922年
出生，2008年过世，一生都在这所老宅里度
过；祖父陆昌明一生手里未建造过房子，此
老宅是曾祖父陆和尚为其儿子娶亲前所
建。从曾祖父陆和尚算起，老宅里至少有五
代人生活过，如今第六代儿孙也已是少年初
长成。陆智毅本人也出生在这所六戗屋里，
度过了少儿时代，直至80年代考上大学后参
加工作；他的兄弟姐妹也都在这里长大。陆
智毅父亲兄妹五人（三姐一妹），其中“大嬷
嬷”（姑妈）年长其父 11岁，于 1911年所生。
如此算来，这所老宅至今已经超过一百年了。

这所老宅呈砖木构建，其结构很有特
色。

年字圩 89号陆宅，坐北朝南，为六戗屋
结构，平面近“凹”字形；面阔四间，通面宽
17.5米；进深两间，通进深 8.65米；庑殿顶，
正脊两端上翘；小瓦屋顶，瓦当上有“喜鹊蝙
蝠纹”等吉祥图案。

六戗屋，又称落戗屋，是过去平湖农村
最常见的民居样式。“平湖民居落戗屋建筑，
有五大特点：整体和谐、结构科学、用材节
约、宜于人居、文化深厚。它是劳动人民智
慧的结晶，是传统建筑文化精品，也是一笔
宝贵的文化遗产。”“平湖落戗屋一般进深为

五路头、七路头、九路头，也有叫前七后九
的。所谓“路”是以柱梁为计的。后拖的厨
房都为五路头。”（摘自潘法官《平湖落戗屋
——传统建筑文化的地域特色精品》）所谓

“戗”，即“支撑，支持”的意思，用梁柱与横梁
形成戗脊。“戗脊”就是在有不同方向的承梁
板的屋顶中其两个斜屋面交接处所形成的
外角，因有六个戗脊外角，故称“六戗屋”。

现存的陆氏老宅为七庐头六戗屋，外形
为“长落戗”（即从正柱正梁顶端朝四角扎
戗），砖木一层，建筑面积达160平方米左右，
面阔四间（即四开间，六戗屋一般是三开间
或五开间，四开间比较少见）。东南间是正
卧，后拖一间厢房。中间为堂屋（俗称“前头
屋”），中间开两扇大门，两侧有两扇侧门；后
墙按了两扇木格开关窗，并与后天井相连。
西南间为侧卧，后拖一厢房，因前有长廊，故
南北进深比正卧小。在侧卧西侧南面有一
方小天井，后也拖一厢房。堂屋、侧卧、南天
井前为长廊，平时常放置柴草，冬季则可晒
太阳取暖，是妇女做针线活的好场所。正屋
东侧有一竖头小屋，是豢养家畜的房舍。屋
前种有榉树（至今仍有一棵枝叶茂盛），屋后
有朴树、槐树与竹园，“榉”谐音“举”，意为后
代可出举人。如此植树格局，符合本地民居

“前榉后朴，代代享福”的信仰习惯。
在此老宅西侧原还有与它一模一样的

一幢房子，是曾祖为其次子而建，后因叔祖
子嗣翻建房子而拆除。两兄弟房子原有长
廊相连，以南天井和厢房分割，东西两侧的
厢房后面还各拖了一间厨灶间。因此，总面
积应不会少于400平方米。

陆氏老宅建筑设计，看似简单，实际上
结构设计相当科学。它没有承重墙、承重柱
（全钳空的连廊除外），而把整个屋顶负荷合
理分解到各构造柱、壁、廊上。屋面瓦片铺
在瓦板（薄形砖）上，瓦板铺在椽子上，椽子
钉在木梁上，木梁架在柱子上，柱子之间用
木川串联，廊柱支撑边梁，填砌单砖墙，靠柱
边砖斩切“咬口”，使柱砖混为一体。这样，
整个负荷由所有材料支撑，其坚固度可想而
知。这样的建筑式样不但坚固，而且容易维
修，屋面扫漏，换椽子、调瓦片都很方便。即
使房屋年久倾斜，只要拆壁将柱子牮正，重
新砌上，就可纠偏。所以这所上百年的房
子，现在除了西侧天井外墙略有破损外，其
余基本完整，至今屹立不倒，真正做到了“百
年大计，牢固为本”。

不仅如此，而且整个建筑物的每个细节
都被考虑到，每个空间的利用达到了多功能
化。檐口不是很高，这是由本地多雨水、刮
台风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由于本地煤炭
能源缺乏，冬季的取暖设备也只是利用砻糠
抄脚炉或手炉，房子低，利于抗寒保温。屋
顶四面都是斜面屋，一则利于雨水快速排
泄，二则强台风或大西北风刮来时，能缓冲、
减少冲击力，避免房屋受损。它的门窗都是
木制的，门为木板门，房门在190×85公分，考
虑家具或大件物品搬运，门可脱卸。采光、
通风条件好，每间房间和厨房的两侧都装有
木格开关窗，开关窗可脱卸。此外，采用装
天窗的办法来解决室内光线不足，在厨房土
灶外侧与四开间建筑的正中房后步梁下装

玻璃天窗。在设计上还充分考虑了给排水
设施，在天井的屋檐口装了落水檐沟，用毛
竹制作。在天井檐沟落水处安有一只大水
缸，用来接天落水，在没有污染的年代，食用
天落水既干净，又节省了去河边提水或挑水
的时间和精力。

这所老宅见证百年沧桑，其背后很有故
事。

如今老宅外墙略有破损、屋脊稍有坍
缺、瓦板少许掉落、老椅多数瘸腿……仿佛
在无声地诉说着无情岁月的沧桑。

陆氏后裔虽贫富不均，但仍遵循着祖训
的遗示：“居田里者，畏法度，谨赋役，勤学
好问，修己乐群，孝养父母，勤俭守分……”
故而几百年间，陆氏后裔均以耕读传家为
乐。

陆智毅曾祖父陆和尚一生勤劳节俭。
他起早摸黑，克勤克俭，从无到有，慢慢积
累资产，朝着要在自己手里营造起两幢这
样考究坚固的砖木六戗屋这一目标而奋斗
不息。

陆和尚大约生活在清咸丰年间至民国
时期，除了耕种自家的几亩薄田外，还租种
着地主家的不少田地。陆智毅家里至今还
保存着祖上代代留传下来的一些票据，其中
有四张租田“执业印单”，表明陆和尚在光绪
元年（1875）十二月从地主俞耕馀手里一次
性租用了位于市一圩 93号、94号、100号和
101号四块大小不一的耕田，共计10.306亩，
成为一个须日日辛勤劳作、收后缴纳租米、
其余自给自足的佃户。如此几十年如一日
不辞劳苦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于积聚
起了一定的资产。这座百年老屋估计就在
光绪末年、最迟是宣统初年建造起来的。
陆和尚还用余钱购置了少量田地。现有两
张立据表明，陆和尚于宣统三年（1911）六
月从潘金海手里购买了耽字圩童坟浜口一
块五亩的滩地。除此之外，有三张民国二
十一年（1932）平湖县农民银行的“带征股
本收据”证明他还参股赚息，足见其精打细
算。

勤俭持家的陆和尚，不仅勤谨，而且安
分守法。陆家现存的票据中，有两张民国十
七年（1928）的税收单，表明该年陆家分别缴
纳了 2.466元和 4.764元的税收；有两张“平
湖县征收田赋执照”，表明陆家缴纳了民国
二十一年（1932）上、下两期分别为 7.092元
和 6.236元的田赋税；有两张“平湖县保卫
团经费收据”，表明陆家分别缴纳了民国二
十年（1931）、二十一年（1932）两年的保安
费……

1942年农历正月初五，驻扎在枫泾的日
本侵略军沿途烧杀抢劫，下午来到新埭镇，
宪兵队头目奥川、白石和汪伪军赵忠贤部串
通一气，向旧埭年字圩、墙门浜一带进发，围
捕“支那兵”。

丧心病狂的日寇见人就杀。当地一些
居民慌忙躲进小茶馆，但被日寇用机关枪一
阵乱扫。在墙门浜，22岁的金银根、金阿二、
24岁的金孟中、38岁的陆则成、22岁的朱阿

福、曹友年、张宝山、年轻妇女汤玉清等十
几人先后被日兵枪杀或刺死，史称“墙门浜
血案”。

十恶不赦的日寇见房就烧。在墙门浜
开火枪到处烧屋，金东和、金四金、金阿妹、
金阿大、杭进余、杭进才、杭祥生、杭文庆、杭
阿川、杭天生、杭二毛、朱文弟、朱昌生等 15
家房屋计46间被烧了三天三夜，成为焦土瓦
砾，百姓家的家什、衣被、家畜、耕牛、粮食
等，统统被烧成灰烬。

在墙门浜西侧陆和尚这所房屋边，28岁
的姚阿照和30岁的曹阿补正好走过，日寇就
把他俩当作“支那兵”当场刺死。26岁的农
民张阿六一看不好，慌忙逃避，躲进陆家廊
下的柴堆里，日兵就用刺刀朝柴里猛刺，又
怕他没有死去，就放火焚烧这座房屋。张阿
六趁着浓烟逃离，才幸免一死。

再说陆和尚的次子听得“东洋人来了”
就一家及时出逃，而长子陆昌明一家还来不
及逃走，女眷们都被关进了东南房，陆昌明
的肚子上被日军刺了一刀（后来虽四处就
医，但不到半年，陆昌明便去世了）。陆昌明
的儿子陆金付被日军抓住，在日军正要对其
开枪时，由于日军翻译官的通融而免于一
死。房子起火后，经邻居相帮解救，一家人
都安全逃了出来。

所幸这座老宅及时得到扑救，没有被
烧毁，所以该屋屋檐下至今仍有多处“火
烧”的痕迹。因此，村民俗称该房屋为“火
烧房子”，成为日军侵略中国的又一个罪
证。

抗战胜利后，陆家人已无财力修建房
屋，就只好用毛竹衬补被烧成炭化了的椽
子，一直撑到现在。

（本文图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 邓中肯

闲话旧埭年字圩89号陆氏老宅

一、旧埭，陆氏聚居宝地

二、陆宅已逾百年历史

三、陆宅独特的六戗屋结构

四、陆宅里鲜为人知的故事

整修前的年字圩89号陆宅

修复的陆稼书祠堂

编者按：每年的6月26日被定为“国际禁毒日”，全称是禁止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国际日，旨在引起世界各国对毒品问题的重
视，并号召全球人民共同解决毒品问题，抵御毒品的危害。在今年国际禁毒日前夕，谨以此文怀念平湖禁毒先驱——黄金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