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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清末民初著名史学家陈庆年，他的史学著作和爱国爱家的博大情
怀就像一座坐标坐落在家乡人民心中。他在史学研究上的不懈努力，为国
家和家乡史学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镇江市志》《丹徒县志》都作了记载。

陈庆年(1862-1929)，字善余，号困学主人、石城乡人、横山乡人，祖居丹
徒区白兔山南的西石城村。陈庆年幼年家贫，随父读书，稍长勤于自学。
志书记载了陈庆年读书的故事。说陈庆年寓居金坛时，由于家贫，购买书
籍有困难，他在书店里看书，边读边强记，回家后立即把所阅读的内容默写
记录下来，以备后来研究参考。

陈庆年生在清末国家内忧外患、列强弱肉强食的环境中，祖国的屈辱
他铭记在心，矢志不移专治史学。他特别注重社会、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史
学研究。正是他的钻研，把日本人意欲霸占的祖国东海东沙岛，又夺了回
来。《横山乡人日记》记曰：1907年初，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继取得甲午
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后，又进一步阴谋劫夺中国领土。日本驻北京公使
日置益向清政府总理大臣衙门提出交涉，称东海里的东沙诸小岛旧属琉球
国，日本将琉球归入日本版图。日方还提出：日本商人西泽幸二早在几十
年前就在东沙岛上雇土人打鱼晒盐，筑堤坝、蓄淡水，围垦土地，岛上早就
飘扬着日本国旗。并说这些都是东沙诸岛属于日本的证据。对此，执掌朝
政的醇亲王载沣等人感到很难办，日本人也太贪婪了！东沙诸岛离琉球很
远，靠近中国江浙海域，怎么会是琉球群岛的旧属小岛呢？

身为封疆大吏的端方，突然想到镇江史学家陈庆年，立即发电报给陈
庆年。陈庆年接到端方的电报后顾不上休息就赶到南京总督衙门，以正式
谈判代表身份参加谈判。日本人的颐指气使蛮不讲理激怒了陈庆年，陈庆
年在激烈的谈判中据理力争，寸步不让。日本代表矢野志三郎取出英国人
金约翰《海道图说》，说书中根本未标明东沙诸岛是中国的疆土。

陈庆年沉着应付，表示当以证据回应。他带领助手赶到龙蟠里江南图
书馆，经过两天的努力，终于找到清雍正五年（1727）出版的《海国闻见
录》。《海国闻见录》“沿海形势图”中清楚地标明了东沙诸岛为中国领土。
早在宋代，东沙群岛被称作云山岛，置于宋朝官员的有效管理之下。岛上
建有码头、蓄淡水池，防浪石堤及卫军堡寨等。岛中心山丘上还建有航海
信号灯塔。

陈庆年当即向日本谈判代表出示了此书证，矢野等人顿时理屈词穷，
无话可说。《海国闻见录》出版早于英国人金约翰《海道图说》80余年，证明
东沙岛为中国领域。在强大的证据面前，日本人才折服，日商不得不退出
所占东沙岛。陈庆年利用他广博的史学知识，为祖国争回了东沙岛主权。

《海国闻见录》为陈伦炯撰写。陈伦炯(约1685～1748年),字资斋，同安
人，中国清代航海探险家。袭父荫，由侍卫历任澎湖副将、台湾镇总兵、广
东高雷廉及江南崇明、狼山诸镇总兵、浙江宁波水师提督等职。在广东任
职期间，依据其亲身经历和咨询海外“估客”，撰写成《海国闻见录》一书。

《海国闻见录》是一部记述中国沿海地理和世界地理的综合性著作。
争回东沙岛主权，是陈庆年通过对史学的深入研究取得的历史性成

果。陈庆年以书证御敌，可称历史壮举。
日本人觊觎中国，看中国不管什么东西都是好的。当时日本人在中国

境内看中了中国古书并争购。适杭州丁氏欲售藏书8000卷，陈庆年闻讯，
捷足先登购买，使祖国文化遗产免于沦落东瀛。

陈庆年的史学研究，成果丰硕。《古香研经室笔记》，《著述要目》谓之陈
庆年作于光绪八年至十年（1882-1884年），即20至22岁期间，是陈庆年最
早的著述。《尔雅汉注辑述》作于光绪十年。虽未完成，证明陈庆年在22岁
的时候，已经在研究训诂学了。

陈庆年光绪十六年（1890）著有《司马法校注》《补三国志儒林传》《京口
兵事通纪》《润故述》。《京口兵事通纪》“述自汉以来，迄我朝咸同间，京口用
兵防守战诸大事，穷源竟委，刺缀正史、杂史及诸家著述凡三百数十种，成
若干卷，洵为巨观”。

陈庆年在清末极力提倡新学制，开设近代科学课程，编写教科书，改进
教学方法，亲自参加科学实验。陈庆年著作内容广泛，涉及社会生活、文
化、学术、军事等领域。《兵法史略学》是陈庆年最为著名之作。撰写的召陵
之战、城濮之战、邲之战、鞍之战、鄢陵之战、柏举之战、吴越之战，为中国近
代第一部以“战役”为基本单元的兵史著作。

陈庆年史学研究的领域之广，取得的成就之大，留下的著述之多，刊刻
的书籍之富，曾与刘师培、梁启超齐名。人称“江苏学者”“学术雄长海
内”。张之洞赞誉“才识开通，学问渊博。贯串无遗，洵为杰出”；吴稚辉赞
誉“冠民国儒林之军”；唐文治赞誉“学贯天人”；柳诒徵赞誉“精博冠时”；黄
兴赞誉“学识优长，士林推服”；京师大学堂创办人张冶秋推举为“近时江左
史家第一”。

陈庆年有着深厚的乡土情结，深入研究了家乡的史学，并在家乡传
承。他在文中写道：“吾之爱山爱乡，生于吾心之自然。”

他撰著的有关家乡的著作有《润故述》《京口兵事通纪》《丹徒农事述》
《丹徒民族志》《西石城风俗志》《西石城乡土志》《石城陈氏族谱序》《石城乡
人丛记》《横山乡人丛钞》《横山乡人类稿》《横山乡人尺牍》《横山乡人日记》

《横山草堂丛书》《瘗鹤铭考补校勘记》等。《横山保石牍存》，记录了陈庆年
保护白兔山（横山）“青山绿水”的努力过程。

陈庆年热爱家乡，光绪年间举人俞明震为陈庆年《题横山草堂图》赞美
曰：“先生爱乡土，日饮横山绿。横山有草堂，先生此耕读。”乡人丁传靖作

《横山草堂歌》云：“横山一角城南庄，烟岚竹树凝青苍。此中有人早闻道，
一编金石声琅琅”，以赞誉乡贤陈庆年。

我奶奶姓徐，出生于1908年，1994年去世。
我奶奶是一位有文化、有修养、有远见的人。奶

奶出生于清朝末年的书香世家，父母都是教书先生，
曾在甘肃陇西县办了一所学校，她父母很开明，不仅
不强求她裹脚，还送她上学读书。在那个女人“大门
不出、二门不迈”的年代，奶奶的几位嫂嫂看不下去，
劝婆婆别让奶奶读书了，学做饭、做针线活，将来好
嫁婆家。奶奶的妈妈回答，女孩子读点书总归有用的。

奶奶是第一位教我读书的老师。我出生于
1965年 11月，后来妈妈又生了两个弟弟，在那个生
活困难的年代，三个孩子妈妈确实带不过来，奶奶就
把我带回身边。记忆中除奶奶回娘家几天，我在外
地上大学4年，20多年我都是和奶奶生活在一起，直
到我结婚。正因如此，家人包括亲戚、邻居都说我是
奶奶的尾巴。

我自小跟奶奶一起生活，学龄前她就教我识字，
当时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标语，走在路上，奶奶边走边
教我识字。奶奶还是生产队的记工员，乡亲们都夸
奶奶能干。奶奶是家里的会计，每花一笔钱都记账，
经常教我算账，很小我就会算术。我的小学阶段在
特殊年代，学校不太重视抓学习，主要抓劳动教育，
但奶奶一直重视我的学习。她经常对我说，好好读
书，将来才会有出息。我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成绩未
达到录取分数线，奶奶鼓励我复读，记得冬天晚上看
书天太冷钻到被窝一会就睡着了，奶奶会把我手里

的书悄悄移开，我迷迷糊糊听到奶奶说：“睡吧，明天
早点叫你起床学习”。我上大学后奶奶快 80岁了，
她说要到我的大学看看，还在我的宿舍住了一宿。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家大型企业学校工作，奶奶听
说后特别高兴，说女娃娃当老师好。说实话，我和奶
奶一起生活了20多年，我对奶奶的感情比对父母的
还要深。

在我的人生成长道路上，奶奶的教育对我影响
很大。奶奶经常对我们几个孩子说，对人要好，心存
善良，好人有好报。记得奶奶总是喜欢帮助有困难、
家境不好的亲戚、乡亲。小时候她经常带我到有红
白喜事的人家帮忙，只要听说谁家有人生病了、家里
出事了都会买一些食物到人家看看。家里来客人，
不管离我家远近，她一定会留客人吃饭。

上世纪 70年代，大家生活普遍拮据，我爸爸
虽然有工作，工资一个月也不过三四十元，要养活
六口人。但是奶奶总很大方地给别人吃的。上小学
时邻居家郭奶奶经常到我家串门，可是每次当她准
备离开时，我家的狗总会扑向她叫。我问奶奶：“郭
奶奶常来咱家，狗咋不认识呢？”原来郭奶奶每次
走的时候，奶奶都会给她带一些吃的走，我家狗还
挺负责任，不许郭奶奶带走东西，使劲冲她叫。我
们当然也不愿意郭奶奶拿我家东西，奶奶说：“郭奶
奶可怜，郭爷爷去世早，儿子在外忙，管不了她，
有能力就给她一口吃的。”就这样好几年郭奶奶都

是我家常客。
上世纪几十年里，我们孙氏大家族几代人都住

在孙家大院，虽然陆续成家另立门户，总是有些家长
里短的是是非非，但是奶奶总是说忍忍，不要吵吵闹
闹，让别人看笑话。在奶奶的教导下，我们这个小家
庭几乎没有闹过矛盾、吵过架。我爸爸是医生，下班
回来总是喜欢在院子里弄弄花花草草，把院子收拾
得干干净净、温馨宜人。妈妈性格温和，待人和善，
印象中妈妈从来没有和奶奶吵过架，婆媳关系处得
好，经常被亲戚、乡亲们夸奖。上世纪90年代之后，
我们这一代也先后成家立业，受家庭教育熏陶，虽然
不住一起，大家都很孝顺老人，家人之间和和睦睦。
现在我妈妈年纪大了身体不大好，我的弟弟、弟媳们
都对妈妈细心照顾，老人家也很开心。我在镇江工
作生活也放心。

奶奶是我的人生导师还体现在我的择偶标准
上。我大学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找对象自然提上
了议事日程。1991年年初，我回老家过春节，奶
奶听说我交了男朋友，她让我邀请男孩到家里做
客。当时我还没确定男朋友就是我想嫁的人，结果
奶奶替我做主了。正月初二我男朋友如约到我家，
那年春节老家下大雪，奶奶起得早在院子里扫雪，
男朋友看到后立马起床帮奶奶扫雪，院子扫干净
了，他看奶奶干其他家务又赶快跟过去帮忙。几天
相处下来奶奶对这个男孩有好感。临走之时，奶奶
让我父母表态，我父母说还不了解，让我回去交往一
段时间再说。奶奶竟然拍板：“你们不定，我定了，不
管家里条件如何，这娃娃勤快，又会体贴人，品行端
正，以后不管社会怎么变，只要人勤快、品行好，咱家
女娃就不会受苦，就会过上安稳日子。”就这样，我们
经过大半年相处，到国庆节结婚了。奶奶眼光真不
错，婚后我爱人对我很好，对我家人也很好，每次回
娘家，他都会给家人尤其是奶奶带礼物，还帮做家
务。奶奶经常夸奖孙女婿，还让我两个弟弟向姐夫
学习。1994年 11月，奶奶去世前一周，我们回老家
和老人家见了最后一面，然后她很安详地离开了
我们。

奶奶虽然出生于富贵家庭，经历了旧中国动荡
穷苦的日子，经历了社会大变革，她一辈子善解人
意、乐于助人、识大局、明事理。得益于奶奶言传身
教几十年的潜移默化，我们大家庭一代接一代传承
好的家风，生活越来越好。

薛阳陶（813—？）是唐代著名的觱篥演奏家，
也是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更是江
南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人文符号。

薛阳陶生活于 9世纪的唐代润州城。他成名
很早，12岁时就已名闻整个江南。唐敬宗宝历元
年（825年），时为浙西观察史、润州刺史（均治于今
江苏镇江）的李德裕，于深秋初冬之季，一轮明月
高挂之时，在北固山上夜听薛阳陶吹奏觱篥，并写
下了《霜夜听小童薛阳陶吹笛》一诗：

君不见秋山寂历风飙歇，半夜青崖吐明月。
寒光下出松筱间，万籁萧萧从此发。
忽闻歌管吟朔风，精魂想在幽岩中。
李德裕把诗分寄给当时的浙东观察史、越州

刺史（均治于今浙江绍兴）元稹，苏州刺史白居易
以及和州（治今安徽和县）刺史刘禹锡。三位名家
均有和诗。元稹在《奉和浙西大夫李德裕述梦四
十韵》中题注说：“近蒙大夫寄《觱篥歌》，酬和才
毕，此篇续至。”但酬和的内容已失传不得而知。
白居易和刘禹锡二人的和诗今俱存。

写过《琵琶行》的白居易，又写下了《小童薛阳
陶吹觱篥歌》：

剪削干芦插寒竹，九孔漏声五音足。
近来吹者谁得名，关璀老死李衮生。
衮今又老谁其嗣，薛氏乐童年十二。
指点之下师授声，含嚼之间天与气。
润州城高霜月明，吟霜思月欲发声。
山头江底何悄悄，猿声不喘鱼龙听。
翕然声作疑管裂，诎然声尽疑刀截。
有时婉软无筋骨，有时顿挫生棱节。
急声圆转促不断，轹轹辚辚似珠贯。
缓声展引长有条，有条直直如笔描。
下声乍坠石沉重，高声忽举云飘萧。
明旦公堂陈宴席，主人命乐娱宾客。
碎丝细竹徒纷纷，宫调一声雄出群。
众音诊缕不落道，有如部伍随将军。
嗟尔阳陶方稚齿，下手发声已如此。
若教头白吹不休，但恐声名压关李。
数月前还在润州城盘桓的白居易，显然早在

李德裕之前就已听过薛阳陶的觱篥演奏，对其相
当的了解，不仅知道薛阳陶才十二岁，还认为只要
假以时日，薛阳陶的名声就有可能超越名家关璀

和李衮。
与白居易的嗟尔殷切不同，刘禹锡的《和浙西

李大夫霜夜对月听小童吹觱篥歌依本韵》一诗，则
写得烟冷霜寒：

海门双青暮烟歇，万顷金波涌明月。
侯家小儿能觱篥，对此清光天性发。
长江凝练树无风，浏栗一声霄汉中。
涵胡画角怨边草，萧瑟清蝉吟野丛。
冲融顿挫心使指，雄吼如风转如水。
思妇多情珠泪垂，仙禽欲舞双翅起。
郡人寂听衣满霜，江城月斜楼影长。
才惊指下繁韵息，已见树杪明星光。
谢公高斋吟激楚，恋阙心同在羁旅。
一奏荆人白雪歌，如闻雒客扶风邬。
吴门水驿按山阴，文字殷勤寄意深。
欲识阳陶能绝处，少年荣贵道伤心。
诗人张祜定居润州时，正是薛阳陶的中青年

时期。大约在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至唐宣宗
大中七年（853年）之间，张祜在京口写了一首《听
薛阳陶吹芦管》：

紫清人下薛阳陶，末曲新笳调更高。
无奈一声天外绝，百年已死断肠刀。
此时的薛阳陶，已经进入军营，在润州负责监

押度支运米事宜。中年的薛阳陶，生有两子。他
与江南的文士多有交结。吴郡吴县（今苏州）人陆
畅，曾赠予他觱篥歌一首。

晚年的薛阳陶，还有着一次谢幕性质的辉煌
演奏。

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40岁的罗隐投淮南
节度使李尉幕。李尉自咸通十一年（870）至乾符
元年（874）任淮南节度使。也就是在咸通十四年
的九月，薛阳陶由镇江监押度支运米过江到了扬
州。这一年，他正好六十花甲。

据唐李肇《国史补》等书记载：李尉“闻浙右小
校薛阳陶临押度支运米入城，公喜其姓名有同曩
日朱崖李相左右者，遂令试询之，果是旧人矣。公
甚喜，似获古物，乃命衙庭小将代押，留止别馆。”
随后，“一日，公召阳陶游，询其所闻，及往日芦管
之事。阳陶因献朱崖李相、陆畅、元、白所撰歌一
轴。”李尉大喜过望，即请薛阳陶奏之。薛阳陶取
出芦管，“于兹亭奏之，其管绝微。每于一觱篥中，

常容三管也。声如天际自然而来……”李尉“大佳
赏之，亦赠其诗”，其诗云：“虚心纤质雁衔余，凤吹
龙吟定不如。”李尉“于是锡赉甚丰，出其二子，皆
授牢盆倅职”。

时在李尉幕下的罗隐，听了薛阳陶的觱篥演
奏后，感慨万千，惺惺相惜，潸然泪下，亦写了一首

《薛阳陶觱篥歌》：
平泉上相东征日，曾为阳陶歌觱篥。
乌江太守会稽侯，相次三篇皆俊逸。
桥山殡葬衣冠后，金印苍黄南去疾。
龙楼冷落夏口寒，从此风流为废物。
人间至艺难得主，怀抱差池恨星律。
邗沟仆射戎政闲，试渡瓜洲吐伊郁。
西风九月草树秋，万喧沈寂登高楼。
左篁揭指徵羽吼，炀帝起坐淮王愁。
高飘咽灭出滞气，下感知己时横流。
穿空激远不可遏，仿佛似向伊水头。
伊水林泉今已矣，因取遗编认前事。
武宗皇帝御宇时，四海恬然知所自。
扫除桀黠似提帚，制压群豪若穿鼻。
九鼎调和各有门，谢安空俭真儿戏。
功高近代竟谁知，艺小似君犹不弃。
勿惜喑呜更一吹，与君共下难逢泪。
从少年时代的“碎丝细竹徒纷纷，宫调一声雄

出群”和“一奏荆人白雪歌，如闻雒客扶风邬”，到
中年的“无奈一声天外绝，百年已死断肠刀”，再到
暮年的“勿惜喑呜更一吹，与君共下难逢泪”，薛阳
陶始终没有放弃对觱篥演奏的热爱。

宋代的《李暮吹笛歌》赞道：“洛阳少年称李
暮……当时教坊第一部”“谁羡曹网善琵琶，未说
阳陶能觱篥”。元代的张宪在《铁笛道人遗筚篥七
绝》其三则写道：“长安城里紫葡萄，关塞遗声透
月高。一十八星清窍冷，无人唤起薛阳陶。”明代
的欧大任作《题画美人》一诗时，如此感叹：“吹罢
鸾箫斗柄高，旧人惟有薛阳陶。翻思十载扬州月，
曾照船头白锦袍。”清代的吴鲁是福建科举时代的
最后一个状元，他在点评老友的艺术成就时，脱口
而出的则是：“纵衡健笔挟江涛，评骘艺林眼力
高。雅量共推黄叔度，佳章自写薛阳陶。”

薛阳陶的觱篥，为唐代垒起了又一座令后人
景仰的高峰。

乡贤陈庆年
□ 王礼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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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已死断肠刀
唐代润州薛阳陶的觱篥歌

□ 董晨鹏

我人生的第一位导师
□ 孙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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