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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以后，宋神宗“以黄州团练副使安
置”了苏轼。这个时候苏轼就叫苏轼，没有苏东坡这
个名字。被贬到黄州以后，苏轼“不得签署公事，不
得擅去安置所”，生活穷困潦倒。因为政治原因，朋
友大都不与其来往。黄州太守徐君猷怜惜诗人，在
黄州东边给苏轼找了块长期荒芜的旧营地和两间破
茅屋，从此，近五年苏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
筑室于东坡”，一家人在这块荒地上开垦种地，种桑
养牛，过起了清苦恬淡的田野生活。而且，这种生活
很快让苏轼其乐融融——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
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
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
寄余生。”

苏轼深深爱上了这块地，爱上了这种耕作的田
园生活，爱上了黄州的山山水水、父老乡亲，乃至鸟
鱼花蝶，把自己的名字都改成了苏东坡，“自号东坡
居士。”

这片“东坡”何以让苏轼如此舒心畅快？研读相
关史料，品嚼苏轼相关诗词，加上自己十多年前也有
了一块菜园子，深切感到有片“东坡”，是人生很惬意
的事情。

首先，有片“东坡”，乐在其中。“自笑平生为口
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
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
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不在“东坡”里，苏轼是
无法体会鱼鲜笋美的。脚踩一片地，头顶一片天，躬
身挥锄把，天、地、人三位一体，交互作用，乐不可
耐。翻着地，闻着泥土香，左边鸟跳跃，右边鸡捉虫，
忽见一条大蚯蚓，两只母鸡各啄一头，拼力相争，搞
起了“拔河比赛”。倚锄柄相望，自己都笑出声来。
梅尧臣说：“雨脚收不尽，斜阳半古城。独携幽客步，
闲阅老农耕。宝气无人发，阴虫入夜鸣。余非避喧
者，坐爱远风清。”有片“东坡”，读此诗句，心里真是
美滋滋，乐融融。

其次，有片“东坡”，悟在其中。翻地种菜，不仅
仅有躯体之乐。晚清重臣左宗棠，奉旨带部队到新
疆驻扎。他要求所有军营开垦种地，自己经常一大
早起来，不顾年迈的身体，与将士们一起种地。他是
要让每一位将士知道土地的宝贵、百姓的艰辛、使命
的神圣。电视剧《香山叶正红》里，毛泽东住进双清
别墅。他与卫士们开垦了一片菜地，经常牵着小李
讷到菜地里劳动。他是要让李讷从小就知道粮食的
珍贵、百姓生活的艰苦。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
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
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思量，能几
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
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
酒，一曲《满庭芳》。”

“东坡”让苏轼悟出了人生真谛：何须争逐朝堂，
不如建立一段回归自然、爽爽落落的生命情感。

第三，有片“东坡”，得在其中。我有深切的感
受，自己的菜园，自己耕种，菜总比外面买的清香，瓜
总比外面买的清甜。青脆的黄瓜，架子上摘下，袖子
上蹭两下，一口下去，脆生生，甜滋滋。连我的小外
甥和外甥女，只要进了菜园，总是不愿意出来，天天
要吃清蒸茄子、凉拌黄瓜。这是物质上的收获，更是
精神上的收获，丰富多彩，万般滋味。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
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
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无有中。’一千顷，都
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
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
气，千里快哉风。”

苏轼这种旷达豪迈的处世精神，一定与“东坡”
的生活密切相关。

第四，有片“东坡”，释在其中。苏轼变成苏
东坡以后，觉得浑身轻松，没有什么不可以放下。
他经常会到黄州的夜市里去喝酒。有一次，他无意
中碰了一个身上刺青的壮汉。壮汉一拳，把苏东坡
打倒在地，并恶狠狠地说：“什么东西！竟敢碰
我，也不张眼看看我是谁！”他肯定不知道被打倒
在地的是苏东坡，可倒在地上的苏东坡忽然哈哈大
笑了起来，回家给好友马梦得写了封信，说：“自
喜渐不为人知。”他过去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名人、
大家、才子。放在过去，他一定不会轻饶壮汉。可
有了“东坡”，有了平民生活，他看轻了虚名、地
位、金钱。既然已处“东坡”，不如满心喜悦；既
然难求抱负，不如静心；既然无法如愿，不如释
然，用一颗通透无瑕的心，去拨开布满欲望的云
障，静观万物之变，坐享天地之奇。一代名相陈廷
敬，一旦遇到不快事，会经常钻到自己的菜园里，
施肥、浇水、锄草，忙着忙着，心中的忧愁就全没
了。因为那粪桶，那钉耙锄头，那扁担水桶，让他
想起未入仕的生活，让他想起平民日子的艰辛。与
平民百姓之苦愁相比，自己还有什么苦什么愁呢！

近日在读江苏省纪委组织编写的《江苏
历代贤吏为官之道》一书，受益良多。该书
遴选了汉魏至清末 200余位在江苏任职或
江苏籍在外从政的贤吏，其中，明朝嘉靖年
间句容县令徐九思被多次提及，特别是他画
菜辅官立白菜碑的故事，广为传播。

徐九思(1495～1580 年)，字子慎，江西
贵溪县人。他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出
任应天府句容知县，在任9年。他曾在县署
门前的石屏上刻画了一棵青菜并题词：“为
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
此色”，两旁且有副对联：“方丈石墙为户屏，
一丛画菜辅官箴”。他清廉勤勉，处事公正，
深得民心。他离任时被百姓苦苦挽留，致使
行程延迟月余。当地百姓自发为他建生祠
多座，并将刻有青菜的石屏称作“菜铭碑”。
在当时官场声名亦佳，被誉为“纯白之行，惠
利之政，当为天下第一。”

许是我孤陋寡闻，之前对家乡历史上这
位颇有政声的知县竟然知之甚少。为了一
探究竟，我广泛搜集查阅相关史书方志和研
究资料，发现其事迹行状多有记述，后人对
菜铭碑研究褒扬的文章也多见诸报刊。

《明史·循吏传》中有徐九思正传。大明
王朝有成千上万的官吏，但《明史》认可的循
吏寥若晨星，正传总共载录循吏 30位。徐
九思传，凡近500字，所占篇幅位居前列，足
可见其非同一般。所谓循吏，即为“奉职循
理”之官吏，能够治理好国家和地方且抚循
百姓的官员。《明史·徐九思传》主要记述了
他在句容知县和工部主事、郎中任上的嘉德
懿行，结尾处载：“句容民为建祠茅山。九思
家居二十二年，年八十五，抱疾，抗手曰‘茅
山迎我’，遂卒。”《光绪续纂句容县志》卷三
亦有载：“茅山有徐（九思）、丁（宾）两公遗爱
祠。”由此可见，他不仅深受句容百姓尊崇爱
戴，而且他对句容山水百姓一往情深。遗憾
的是，《明史·徐九思传》中未见“菜铭碑”的
文字记载，但是在《乾隆句容县志》有两处载
录，且较为详细。

《乾隆句容县志》卷第二·公署：“嘉靖二
十五年，令徐九思于县治东隙地建‘仕优亭’
三间，环以石池，今废。又于县前建石屏，画
丛菜镌之，复题其上曰：‘为民父母不可不知
此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傍曰：‘方

丈石墙为户屏，一丛画菜辅官箴’。”
《乾隆句容县志》卷第七·秩官志：“徐

九思，一名九经（笔者认为此处误将九思与
九经视为一人），江西贵溪人。由举人为句
容令。清介爱民。尝图一菜于壁上曰：‘为
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令
有此色。’报政将迁，民诣部遮留再三……
今刻菜于石，移置县堂之西。”

可惜的是，句容县志中记载的这块
菜铭碑早已无迹可寻。历史竟然如此有
意思，80 年后，在徐九思的故乡贵溪的
邻县——江西铅山立起了一块同样内容
的碑，而且还是出自一位句容人之手！据

《铅山县志》载，立此碑者，为明朝万历四十
四年（1616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间在铅
山任知县的笪继良。此碑材料为青灰石板，
长四尺，宽二尺。下方及铭文均为笪继良手
书，下方为一株大白菜，上镌刻“为民父母不
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落款
为：“万历己未仲冬谷旦，句曲笪继良勒
石”。“句曲”即为句容。

笪继良，句容人，字我箴，一字抑
之，号我真，明万历十九年 (1591 年)举
人。清初著名书画家笪重光系其曾孙。
1616年，笪继良到江西铅山县任县令，因
勤政廉洁，爱民如子，治县有方，政绩卓
著。六年后，他被擢升为赣州州牧，后又
被擢升为汀州 （福建长汀） 知府。笪继良
调离铅山后，铅山百姓深怀其恩德，集资
在永平镇北彭溪桥兴建了“笪公”生祠以
祭祀，供奉他的塑像，将白菜碑立于祠
内。此碑现存于永平镇报本坊内。

这两块碑，一先一后，一块出自在句
容任县令的江西人之手，一块出自在江西
任县令的句容人之手。这绝不是历史的巧
合，而是一种为官之道的传承。我想，笪
继良可能在句容见过徐九思的菜铭碑，更
应该听说过徐九思的故事。徐九思及菜铭
碑在年轻的笪继良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行文至此，我又产生了一个疑问：“为民
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
色”的原创者是徐九思吗？经过一番查阅资
料发现，原来与这句相似的话此前早有人说
过，此后更是有人沿袭采用。

清朝初年著名文人画家恽寿平曾绘一

幅《蔬果园》，画中一棵水墨大白菜，画面左
上角的题跋：“不可使士大夫一日不知此味
黄涪翁语”黄涪翁是何人？就是大名鼎鼎的
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黄庭坚（1045—
1105年），一生为官清正，治学严谨，以文坛
宗师、孝廉楷模垂范千古。其实，黄庭坚的
原话是“不可使士大夫一日不知此味，不可
使小民一日有此色 。”是黄庭坚本人在一幅
画上的题跋。此题跋与徐九思、笪继良的菜
铭碑文字虽不完全相同，但是思想一致，都
是勤政爱民的精神体现。

黄庭坚之后，也有人说过相似的话，分
别见之于南宋林洪所撰《山家清供》和南宋
罗大经的《鹤林玉露》。林洪《山家清供》“满
山香”篇有句云：“昔人赞菜，有云‘可使士大
夫知此味，不可使斯民有此色’，诗与文虽不
同，而爱菜之意无异……”林洪，南宋晋江
人，宋绍兴间(1137-1162年)进士。《鹤林玉
露》卷二·论菜：“真西山论菜云：‘百姓不可
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
谓百姓之有此色，正缘士大夫不知此味。若

自一命以上至于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则
当必知其职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无饭吃。”
罗大经，南宋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笔记作
家，约宋宁宗嘉定末(1224年)前后在世。文
中的真西山是指南宋理学大师真德秀
(1178—1235年)。我想，林洪所述、真德秀
所论也应该是受到前辈黄庭坚的影响。

徐九思效仿先贤，以天下兴亡改善民生
为己任，立菜铭碑以自警。笪继良追步循吏
楷模并将其精神发扬光大。他们也因此成
为后世的榜样。清代南阳知府刘拱宸就曾
照着他们的样子自刻一块文字完全一样的
青菜碑。据说，这块碑现存于河南南阳知府
衙门内。

岁月无情，历史有幸。“为民父母不可
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此色”的菜
铭碑，已然成为清廉善政的一道丰碑，成
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家国情怀的最好注解，是清风镇江的基因
密码，也是奋力书写“镇江很有前途”大
文章的精神力量。

省镇中即将迎来百卅校庆，百卅老校
的辉煌激励着镇中人，引发着曾经在这里
工作过的教工和从这里走出的一届届学子
的回忆。

1981—1984年应是百卅老校校史中的
一段特殊年段。由于特殊年代的阴差阳错，
失去“重点”“示范”称号的省镇中竟从1977
年教育新起点开始大大落后于同城的另两
所中学。1980年省镇中重又成为省重点中
学，上级拨发了14万元专款（其时可算一笔
巨款了），将年久失修的校舍刷漆一新，木质
门窗换成了钢门钢窗。校园校舍的改观，让
省镇中又看到了希望。

著名校友于漪在省镇中恢复重点的第
一时间，让镇江中学与上海杨浦中学建立起
交流学校关系，邀请教师赴沪学习，让教师
们深受鼓舞，纷纷表示当起而行之，不能仅
坐而论道。新入学的81级高中年级配备了
最强师资，陈自立、洪蒲生、翁启天、解信鹏、
刘学娴、梅敏丽等一批曾经历过省镇中辉煌
年代的骨干教师的“加盟”，显示了学校的决
心。学校将历年来留下的常规管理条例和
规定整理成册，让学校教育教学、校园管理
等诸方面有章可循。

当时学校还是以教研组为办公单位的
管理机制，大量抓常规实施的工作给班主任
提出更高的工作要求。为适应常规管理，我
们81级的六个班级六名班主任组成了一个
不同于后来“年级部”的“年级组”，由 3班
班主任翁启天老师任组长并开始了有声有
色的工作。

“做好操”“扫好地”“写好字”这些看似
琐碎的事，在当时的教育环境和学校万事刚
起步的状况下却不是易事。我们的“年级
组”做得有板有眼，学校师生们看到新高一
年级不一般的精神面貌，士气大振，认为“镇
中的振兴从这里开始”。年级组的碰头会安
排在每周三上午第四节课，写在班主任的课
表中，每次李开朗副校长、分管主任陈自立
必到，将班主任抓常规工作落到实处，从要
求学生包书、包作业本等最基本要求开始，

对学生的作业、课堂笔记整理等都作了明确

要求，“年级组”的介入，对教学管理的强化、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起到了保障作用。“年级
组”参与教学管理，在培养学生的自学、动手
能力等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洪蒲生老师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报告，
以美好的语言向全年级同学们讲述着爱祖
国、爱人民的朴素道理，感染和教育着大家，
他介绍小说《高山下的花环》的讲座，用其优
秀语文教师的特殊表达能力向同学们全方
位地推介和展示着小说，梁三喜、靳开来、雷
军长的形象，自卫反击战战场的残酷，无不
给同学们深刻的教育，那是一节精彩到称得
上是享受的语文课，同学们意犹未尽一次又
一次地传听着洪老师讲座的录音磁带，几十
年后的同学聚会中依然有人提起听讲座传
磁带激发语文学习兴趣的当年。

全年级开展各学科的兴趣小组：窗帘紧

闭黑洞洞的物理实验室内，在一束束光线的
交叉中，学生们兴趣盎然地听着“激光”知识
讲座；化学实验室中，同学们做着“水中花
园”，展现着化学世界的多彩缤纷，学生们在
认真弯曲玻璃导管，打洞橡皮塞，连接导管，
自己动手完成实验装置。

……
这些都印证了李开朗副校长在“年级

组”提出的，让我们的学生们感到学校是可
爱的、老师是可敬的、学习是有趣的。

班级管理工作是年级组最为关注的。
如何建立良好的班集体，自然也成了大家关
注的热点。陈自立主任、翁启天组长多次提
出开展讨论和交流，并专门请洪蒲生老师做
专题讲座介绍对建立班集体的理论思考。
因此我们提出的“建立良好班集体”理念，和
省内其他学校相比要早好几年。

洪老师的专题介绍会当时邀请了正在
省镇中实习的南京师范学院化学系实习
组。十多年后，当时的实习生组长陆一鹏已
是省内知名化学特级教师、南师大附中的校
长。谈起当时的那场专题介绍，他依然印象
深刻。

为迎接 1984 年元旦的校文艺演出，
“年级组”组织了大型节目《长征组歌》，全
年级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洪蒲生老
师教歌、排演都是利用午休时间，翁启天老
师从组织到后勤忙前忙后，陈自立老师有
条不紊地协调各班主任工作，各班主任各
尽其责。李开朗副校长弹钢琴，翁启天老
师等手风琴伴奏，正式演出时大合唱队伍
整齐、歌声洪亮，一个个红军战士的造型英
姿勃发……久违的场景展现在学校礼堂
内，震惊了全校，团结向上的氛围鼓舞着所
有师生。“镇中学子又回来了！”师生们这样
的赞叹着。

年级组三年的工作总是紧跟着学校领
导的总体思路。严克群校长振兴镇中的决
心，“实、活、严”的教风起了指导和决定
性作用；周丰昌书记思想工作的深入细
致；三年来住宿生班主任每晚和同学们一
同上晚自习……

1984年高考，沉默三年的镇中再现雄
风。高考的成绩完全在预料之中，开始奠
定了镇江两所学校伯仲之间的地位。在低
起点中奋起和振兴，是84届毕业班的重要
特色，鼓舞着全校师生振兴镇中的激情和
信心。

洪蒲生老师在 1984年 5月被提拔为市
教育局副局长，此后陈自立、翁启天、解
信鹏、邓干成等老师也都先后走上了领导
岗位，显示出 81 届年级组教师团队的实
力，也是对81届年级组所做的卓有成效工
作的肯定。

这是百卅老校的一个特殊转折点，
省镇中再次振兴之路也就是从此开始
的。在此，感谢省镇中一届届师生们的
不懈奋斗。

人生惬意
有“东坡”

□ 滴石水

永远的菜铭碑
□ 曲云进

白菜碑白菜碑青菜碑青菜碑

省镇中的再次振兴之路
□ 张正杰

第二排左起：（左7）语文老师金基美，（左8）本文作者、班主任、化学老师张正杰，（左9）物
理老师陈自立，（左10）时任镇中党委副书记钱进，（左11）语文老师洪蒲生，（左12）数学老师
杨承宏。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