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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桥在绿水桥西，具体位
置是在钓鱼巷与道署街交接的地
方，是古城镇江关河上的一座石
桥。《嘉庆丹徒县志》记载，太平桥
旧为板桥，即为一座小木桥，康熙
二十一年（1682），僧普贶募款将
木桥改建为石桥。《丹徒县志摭
余》记 载 ，古 太 平 桥 民 国 七 年
（1918），邑人凌敏成重修。

说太平桥古，《嘉庆丹徒县
志》记载，是僧普贶在康熙二十一
年募款将木桥改建为石桥的，木
桥何年建筑的呢？史志没有记
载。《嘉庆丹徒县志》说是僧普贶
将木桥改建为石桥，但是，《京口
山水志》、《光绪丹徒县志》却记载
了太平桥由木桥改建石桥是夏太
史以子过继而改建的故事。

故事出自清代法嘉荪写的
《养疴谰语》。《养疴谰语》说，镇江
有一个很有功名的读书人，名叫
夏沅，中过进士，入翰林院做过编
修，人称夏太史。因不善官场，干
脆辞官回归故里，落得与世无
争。回到家乡，在关河河边祖屋
修缮了宅院。宅院后临关河，不
远处就是北水关。当时，河上有
一座小木桥，供人们通行。因为
桥小，常常有人落水，夏太史看在
眼里，筹划在心中，一心想做好
事，总想废掉小木桥，建一座石
桥。因为他是清官，虽然当过官，
手上却没有钱。当他正在为没钱
建桥发愁时，丹徒镇有一个姓周
的表亲来串门。他的这位周氏亲
戚虽然结婚多年，可是一直没有
儿子。两位老表交谈中，说起造
桥缺钱的事，周氏就跟夏太史说，
如果夏太史肯把小儿子过继给
他，他愿意出钱重建太平桥木桥

为石桥。夏太史心想，反正我们
都是亲戚，周氏亲戚不仅富裕，而
且人很善良、正直，与自己个性相
似。把小儿子过继给他，既能造
福于社会，方便那么多的人，又能
进一步密切两家亲戚关系。想到
这里，夏太史也就爽快地答应
了。石桥建成了，夏太史亲自送
小儿子过桥交给周氏，并以自己
小儿子乳名“太平”取作桥名，以
示吉祥之意，以慰心中之愿。

按《嘉庆丹徒县志》记载，太
平桥是康熙二十一年由木桥改建
为石桥。两百年多后，到了民国
七年，太平桥损坏需要重修。镇
江有一位绅商凌敏成捐资重修，
续写了历代传统“筑桥铺路”积德
之善举。凌敏成名字叫凌焕曾，
敏成是字。凌敏成自幼家境贫
寒，早年在上海一家颜料店学
徒。出师后经人资助，在镇江老
西门大街开设“增泰来”颜料店。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与德国颜
料商人素有往来。大战爆发后，
德商奉召回国，将存货全部卖给
凌焕曾。大战后，颜料价格暴涨，
凌敏成顿成巨富，后又增开布店、
药房，并在江浦、金坛、丹徒等县
购置、经营房地产业，成为江南一
带有名的巨商。

凌敏成民国七年捐资重修太
平桥，民国十年(1921)秋，凌敏成
出资3万余元，在太平桥东道署衙
门旧址，即曾经丹徒县政府和解
放路小学位置创办敏成学校。学
校先开办了初中 1个班，附小学 1
个班；民国十二年（1923）后停办
初中，改为两等小学，初高级共设
4班，有学生百余名。贫寒子弟入
学，一度不仅免收学杂费用，还免
费供应学生一顿午膳。敏成学校
重视教学，教养兼施，设备较全，
管理井然有序。其后改为六年制
完全小学，办学成绩显著，得到了
江苏省教育厅的赞许和省主席的
明令嘉奖，颁给“矜式南邦”匾额
一块。民国二十六年（1937）秋，
学校扩充至 13 个班级，学生 500
余人。

古城那座太平桥，又是百年
过去了，昔日的关河和太平桥早
已无存，遗址已经成为繁荣的街
市。曾经的敏成学校遗址、围墙、
过街劵门的存在，可能还能联系
到古太平桥的一点追忆吧。

当代美术理论家马鸿增
曾在“京江画派美术论坛”中
总结道：“京江画派是中国古
典时期最后一个山水画派，
它为中国古典山水画派画上
了一个句号。”既吸取古人传
统艺术精华，又掺入山水写
实真趣，形成“气象雄伟，落
笔浓重”风格的京江画派，为
画坛带来一股清流，京江画
人对实景山水情有独钟，坚
持百年，实属罕见。京江画
派后期殿军人物周镐的《京
江二十四景》图册，即是京江
画派实景山水的精品佳作之
一。

周镐（生卒年不详），字
子京，镇江人。清代嘉庆、道
光年间镇江的知名画家。因
家境贫寒，不求仕宦，卖画为
生，故名不见诸画史。他擅
长山水，笔势雄浑苍劲，设色
精湛，色调淡雅明快。更精
于用墨，皴法异于常人，常在
浅淡处用焦墨数笔，使画面
笔韵生动，构图跳出前人窠
臼，设色上屡有创新，后人师
之者甚多。

镇江博物馆收藏的《京
江二十四景》图册，设色纸
本，每开纵37.5厘米，横63厘
米，每幅一景，既描绘了云雾
缭绕的山城，通向境外的关
隘，迎宾送客的驿站，晨起晓

渡的码头，江上救生的设施，
亦描绘了四月迎神的赛社，
市河通衢的名桥，历史名人
的故园，多视角多维度记录
了一幅美轮美奂的“山水镇
江”。

二十四幅图分别是“林
开古驿”“山绕瓮城”“京畿晓
发”“梦溪秋泛”“范桥流水”

“刁坞藏春”“浮玉观涛”“海
门泛月”“狮岩消夏”“龙洞吟
秋”“兽窟危亭”“鹤林古木”

“西津晓渡”“北固晚钟”“竹
林听泉”“蓉楼话雨”“岘山策
蹇”“招隐听鹂”“八公早梅”

“半江红树”“城南赛社”“江
上救生”“九华层云”“五洲积
雪”，独辟蹊径，精心构图，工
雅瑰奇，江南小城的闲适与
悠然令人耳目一新。

其中，二十四景最后一
景“五洲积雪”右下角题“道
光壬寅春月。笠农二先生雅
正。周镐。”据此判断，此册
应 为 周 镐 道 光 二 十 二 年
（1842 年）绘制，赠予笠农二
先生。据查，笠农二先生名
叫赵霖，字笠农，丹徒人，在
家中排行第二，是一位字画
收藏家，历任户部主事、员外
郎、郎中等职，其时正署福建
光泉永兵备道（为清代道员
带兵备衔者，为正四品官）。

《京江二十四景》图册以
近乎写生的绘画风格和独特
技法，将城市中的物象——
城垣、驿站、码头、道路、桥
梁、社事、名园等与山水画结

合融于一体，对研究镇江的
名胜掌故具有很高的资料价
值。墨中有笔，笔中有墨，运
用自如，变化万千，其重墨的
山脊，浓墨的密林，细墨的小
景，淡墨的水波，浓中有淡，
粗中有细，表现出画家对家
乡山水情深意切。

“实景山水”是“京江画
派”的首创，是“都市山水画”
的一种雏形，也是“京江画
派”的艺术灵魂，周镐用手中
的画笔留住了镇江城市的历
史记忆。《京江二十四景》创
作于 1842 年，约莫在周镐画
作完成之后，1842 年 7 月 21
日，英军进犯镇江，大肆烧杀
抢掠，镇江名胜古迹、市井街
巷多遭破坏。1860 年，太平
天国攻占镇江，镇江古城建
筑十有八九毁于战火。百余
年沧海桑田、城市变迁，周镐
的二十四景犹如一曲古城绝
唱。

作画体现士气，讲求自
然，抒其性情，是京江画的另
一特色，正如评论家邵大箴
教授在论坛演讲中所说：“京
江画派画家用平静的情绪和
沉潜的创作心境、意境使百
年后的现代人看到他们的作
品，令人肃然起敬。”这种平
静的心态正是当前国画创作
所需要的，也是继承“京江画
派”传承的精髓。京江画人
心无旁鹜、潜心作画，共同记
录下镇江的美丽静雅、山河
壮阔。 （张剑 马彦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