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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丁氏家族源远流长。镇江丁氏的远祖
世居北方。北宋末年靖康之难，金人掳走徽宗、
钦宗及大批官员，族人丁略，元祐年间（1086-
1093）以“懋才科”进士授中书，历官洗马，也在其
内。靖康年间，族人丁素在朝为官，随康王赵构
（后为南宋高宗皇帝）一起南渡，初寓居金陵（南
京），后因故死葬镇江丹徒。南宋后期，族人丁煜
权知镇江府事，因祖茔在镇江，离任后遂“卜宅丹
徒城东而家焉”。由此可知，后人把丁煜作为镇
江丁氏的始迁祖。

丁煜（1195-1264），字景暘。以恩荫补朝散
郎，南宋进士，绍定二年（1229）通判镇江，迁太府
少卿、淮东总领；嘉熙四年（1240），权知镇江军府
事历，总辖苏、湖、常、润四州军民事兼督粮饷。

丁氏家族发迹于北宋，占籍镇江丹徒后，支
系衍增、族丁兴旺，传承有为、人才辈出，读书求
学和科举为官者不绝，成为江南望族。他们世代
以儒为业，以读书为荣，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人才，
族里的进士、举人不断，读书风气特别浓厚，许多
人著书立说，修身养性，成为知名的学者。

明代族人读书成才的典范

丁元吉（1427-1491），明代初期文学家。字
无咎，人称“易洞先生”。丹徒人。他的父亲丁
宁，考中过举人，做过建宁右卫经历这样的小
官。因饥荒连年，弃官家居，所以家庭十分的贫
困。但这些都没有改变丁元吉喜欢读书的习惯，
他精研《易》理，并将自己的居所名为“易洞”，这
就是后来学者为什么尊称其“易洞先生”的原
因。为了生计，丁元吉放弃了科举业，未弱冠即
教授乡里，并以谆谆善教而受到生徒的敬重。

明代宰相靳贵对丁元吉非常敬重，曾从学于
他的门下。丁元吉去世时，他专门写了《哭丁易
洞先生》的诗，诗中有“华岳中峰一夕摧，南徐衿
佩更谁依。行藏空载伊川易，笑语宁闻坡老诗”
的句子，表达了对先生的怀念之情。

丁元吉为人宽厚仁爱，才思宏远，他的诗词
古文都很好，对史学也做过研究，喜欢考古论事，
又精通医学，所以在地方上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后来官府慕其学问深，人品好，聘请他编纂《成化
镇江府志》。镇江知府林一鹗欲推荐他出来做
官，以不愿做官而辞。著有《陆右丞蹈海录》1卷
补1卷，《丁易洞先生文集》64卷。

丁玑（1457-1503）字玉夫，号朴斋，丹徒人，
成化十四年(1478)考中进士，授中书舍人。成化
二十年、二十一年星殒，皇帝令其直言，曾上奏数
千言，论治道本末，时政得失。主张“振纲纪，正
风俗，慎用人，苏民困，理财用”等，又弹劾李孜省
及僧继晓等人，疏留中，因他事被谪普安州判，历
任广东按察副使、提学副使、四川按察使等。丁
玑对经学有兴趣，读过许多经学方面的著作，也
通诗文，喜吟诵，著有《洪范正误》1卷、《四礼仪
注》4卷、《大学疑义》1卷、《初斋集》10卷。

丁瓒，字敬夫，号点白，丹徒人。明正德十二
年（1517）进士，授吏部主事，改工部，任温州知
府，升浙江兵备副使。为官时，他注重民生，并发
挥了自己精通医学的特长。他发现温州当地的
行医人大多不喜欢读《内经》《素问》等书，这样不
利于医术的提高，他就找来了元滑寿的《素问钞》
作为蓝本，又参考了唐人王冰的《素问注》，最后
编辑成《素问钞补》12卷行世，并在书后附上了

《五经六气主客图》和《诊家枢要》，后来此书被列
入了《四库全书》存目之中。

清代族人传授学业的楷模

丁绍周（1821-1873），字濂甫，号亦溪，丹徒
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翰林院编修，历任
詹事府中允、国史馆协修、实录馆纂修、功臣馆纂
修、湖广道监察御史、京畿道监察御史、内阁侍读
学士、太仆寺少卿、光禄寺正卿、浙江学政等职。

丁绍周是一位勤于政务、忠于职守的好官
员，他出任浙江学政时已年过半百且体弱多病，
却仍然带病坚持工作。终因操劳过度，于同治十
二年（1873）卒于浙江督学官署任上。他还是晚
清的著名诗人、书画家，其山水画笔墨淹润，不以
枯俭为尚，《清画家诗史》中载其传；其诗文和联
语正统而工整，不尚奢华，著有《蜀游草诗集》《浮
玉山房试帖》等。

丁立瀛（1844-1907），字丽生，号伯山。咸丰
三年九岁时随父亲丁绍周从镇江迁徙苏北东台
城。同治十年（1871）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
士，散馆授编修，后任六科给事中（礼部掌印），再
任顺天府府丞。光绪二十二年（1896）奉旨在镇
江开设商务局；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京参与

“戊戌变法”。光绪二十八年（1902）起任“江苏全
省高等学堂”（原江阴南菁书院）总教习。

丁立钧 （1854-1902），丁立瀛胞弟。光绪
六年 （1880） 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
授编修；光绪二十一年在北京参加“强学会”，
当选为总董；光绪二十三年出任山东沂州府知
府 ； 光 绪 二 十 四 年 辞 官 ； 光 绪 二 十 五 年

（1899），丁立钧应“南菁书院”之聘出任书院
山长。光绪二十七年 （1901），“南菁书院”改
为“南菁高等学堂”，又经江苏学政李殿林奏请
改称“江苏全省高等学堂”，丁立钧改任学堂总
教习。他担任总教习后，即以当初“推新政”
的精神和勇气来改革学堂教育，彻底废除旧式
教育，全力推行新式教学，在每月的朔日 （初
一）和望日（十五）开设“会讲”，由学堂监督
及教员集诸生于讲堂，开讲伦理、掌故以及科
学和外文等科目，从而将学堂办得生动活泼、
朝气蓬勃。丁立钧晚年时因右手患疾，改用左
手写字作画。著有《历代大礼辨误》《昭代尺牍
小传续集》《清画录》《东藩事略》《历朝纪事本
末》《南菁书院文集》等。

近现代族人博学多才的榜样

近代族人丁传靖（1870-1930），字秀甫，号闇
公，丹徒人。宣统二年（1909），经帝师陈宝琛推
荐，丁传靖赴北京担任礼学馆修纂。民国二年
（1913），入江苏督军冯国璋帐下为幕僚。民国五
年（1916）冯国璋当选为总统后，随冯氏到北京担
任总统府秘书。民国七年（1918）冯国璋被段祺
瑞胁迫下台后，丁传靖亦移居天津。从此以后，
他专心致志笔耕写作，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流
传后世的优秀作品，被公认为清末民初时著作等
身的文坛奇才。

丁传靖的著作现可考知的约 30种，他的作
品题材广泛，涉猎戏曲传奇、诗词歌赋、古文骈
文、文史考证等方面，诸如《霜天碧》《沧桑艳》《闇
公文存》《闇公诗存》《宋人轶事汇编》《清大学士
年表》《督抚年表》《历代帝王世系宗亲谱》《清代
名人齿录》《东林别传》《甲乙之际宫闱录》《张文
贞公年谱》等。

丁琪（1895-1975），原名丁家琪，镇江人，字
柏岩，书画评论家。1920年南京法政大学毕业，
先任交通部主事，后任职国民政府胶济铁路管理
局、正太铁路管理局等。1949年后在上海市博物
馆、上海市图书馆工作。家富收藏，特别对本邑

历代书画家的作品着力搜集，热心研究历史及书
画理论，根据清代镇江以张夕庵为首的诸画家的
特点及成就，首先提出“京江画派”的理论，现已
为美术史界所确认。著作有《中国女画家小传》

《京江画人征略》等。
丁石孙（1927-2019），原名丁永安，生于上

海，祖籍镇江。数学家、教育学家，长期从事数学
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在代数、数论、应用代数、
代数理论的研究方面取得多项成果。历任北京
大学数学力学系助教、讲师、教授，数学系副主
任、主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海外交流协
会常务理事，中国外交学会理事，欧美同学会理
事会会长，周培源基金委员会副主任，民盟第六
届中央副主席、民盟第七届至第九届中央主席，
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丁石孙长期从事代数与代数数论的教学与
研究，对数学教育的目标和方法提出了独到的见
解。提出了程序自动化的研究课题，是在中国开
展代数数论研究的倡导者之一。在平衡教学与
研究上，丁石孙从长计议。在他看来，中国数学
起点相对落后，数学家的重心不是要放在自己搞
研究和出论文上，而是要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方
法和理论，并把学生教好，培养下一代人才，让后
来人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为此，他编著了《高等
代数讲义》《高等代数简明教程》等教材，常年被
高校数学专业使用。季羡林先生在北大百年校
庆时这样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位校长值得记住，
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丁石孙。

建安十八年（公元 213年），曹操为报赤
壁之仇，在平定凉州后，亲率步骑四十万，欲
一雪前耻，痛击孙吴。当时，曹操的势力范围
已抵居巢，含山、无为则被东吴控制。曹操要
南下伐吴，一定要从巢湖经濡须水入江。东
吴十分清楚，如果濡须水口不保，长江防线就
会洞门大开，曹操随时都可能直逼东吴的都
城建业（南京）。孙权早知曹操必有雪仇之
战，于建安十六年，用吕蒙之策，扬水军之长，
在濡须口搭建城寨。两军接战，曹军就被孙
权斩“得三千余人”“溺死者亦数千”。双方相
峙，曹军坚守不出。孙权数次挑战，甚至亲自
乘小船进入曹军大营，“行五六里，回来还作
鼓吹”，曹操则“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
发”。两军对峙月余，孙权给曹操写了封“春
水方生，公宜速去”的书信，曹操接信竟然说：

“孙权不欺孤”，撤军而归。
在《三国志》《资治通鉴》里读罢此事，甚

为不解。曹操是“天下之雄”，此战四十万大
军对七万东吴军，即使初战有失，充其量也不
过万，怎么会孙权屡次挑战，而他会胆小如
鼠，坚守不出？“公宜速去”，作为子辈的孙权

“此令”一出，他怎么会如此“听令”，率大军而
归呢？

研究多种史料后，我深深感到，曹操此
举，正是孔子所说的“勇于不敢”。

曹操一生都不是耍狠斗勇的匹夫。“为将
当有怯弱时”，是他之所以成就霸业的奥妙之
一。《资治通鉴》和《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
记载，曹将夏侯渊勇猛如虎，斩梁兴、逐马超、
破韩遂、灭宋建，横扫羌族、屠各等外族势力，
虎步关右。越是打胜仗，曹操就越担心他，屡
次告诫他：“为将当有怯弱时，但不可恃勇
也。”夏侯渊并没有把曹操的告诫当回事，一
味恃勇，最终战死在定军山下。曹操身经百
战，大小之战都会想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全
心而战，全力以搏。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他
讲的“怯弱”，不是畏葸不前，也不是一筹莫
展，而是不恃“专勇”，知己不足，智勇兼备。
既有逢敌亮剑之勇，也有战战兢兢之心，不妄
狂，不逞匹夫之勇。

这使我想起《道德经》里老子说的两句
话：“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一个人
什么都不顾忌，一味恃勇，则充满凶险，而
勇于不敢，有所顾忌，则处事就能稳妥灵
活。子路曾经问孔子：您和我，谁比较适合
带兵打仗？孔子说：我适合。孔子一个大
儒，怎么适合带兵打仗呢？子路于是反问
道：您不是常说我很勇敢吗？孔子说：可我
不仅勇敢，还勇于不敢呀！”子路又请教孔
子：如果您统帅三军，您会选择谁来充当助
手？孔子答道：那种空手与虎搏斗，徒步跋
涉急流，纵然身死也无悔意的勇猛之人，并
不值得赞赏。而那些遇事谨慎冷静、考虑周
详、善谋良策去成就事业之人，则可以共
事。（见《论语》相关资料）

曹操“勇于不敢”，首先是“春水方
生”。他清楚东吴兵马善于水战，而自己的
部队不谙水战。兵临濡须，他本想迅即开
战，让东吴水军在上船之际未形成战斗力之
前，即被击败。可谁知东吴军不在岸上，而
在濡须口修建的水寨中。战事一开，曹军派
出许多小船渡到水洲上，而东吴兵则将其团
团围住，双方在水上展开了激战，东吴军扬
水上之长，曹军则充分暴露了水战之短，初
战竟失万人。而“春水方生”，江水大涨，
曹军将更加丧失战斗力。曹操一生征战无
数，胜多败少。然而数次南下都未能突破长
江天险，大多数都败在了长江上。赤壁之
战，江浪之中，将士晕船，又广染瘟疫，曹
操记忆犹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
（曹丕语）

曹操“勇于不敢”的第二个原因是，此战
相峙之际，刘备正在益州和刘璋争夺地盘。
如果四十万大军陷于水战之中，不仅攻伐难
以得胜，刘备则会乘机得个大便宜。这种欲
取不得反而有失的蠢事，曹操是绝不会干的。

当然，曹操“勇于不敢”应还有内政方面
的原因。他率大军南下，大本营中荀彧已经
去世。以前征战，荀彧主持后方，他比较放
心，现在荀彧一死，后方的稳固是他心中一直
放不下的。南征之前，他已经有了“参拜不
名，剑履上殿”的待遇。南下征战，他不是真
正为了那“令诸侯”的“挟天子”，而是为了自
己的霸业。朝堂之事，胜过一切。

所以“公宜速去”，不是孙权之令，而是曹
操之谋。他率大军南下，“临江饮马”是其为
一统天下的“勇于敢”，而战事一开，相峙月
余，“春水方生”“乃彻军还”，是其审时度势、
从长计议的“勇于不敢”。

勇于不敢何止战场，商场政坛都应如此。

春夏之交，江鲜鲥鱼正当季。嘉靖四十五年
（1566年）五月，明代布衣文人王叔承出游镇江，
先登金山后临焦山，亲眼看到江涛之中捕鲥船出
没。游完焦山之后，王叔承一行就地买来“鲜活
色青，鳃微开合”的江鲥，现烹现酌兴尽而返。这
些细节都写在王叔承的《游金焦两山记》之中，更
有王诗为证：“鸟外渔歌断水烟，隔江唤过打鱼
船。鲥鱼出网鲜犹活，笑掷船头三百钱。”

自古而今，天下鲥鱼出长江、长江鲥鱼出镇

江，按理说其价格也相当可观。要知道《金瓶梅》
里西门庆收礼，纹银百两都不曾放在眼里，却对
四十斤糟鲥鱼颇为得意，忍不住要跟帮闲应伯爵
显摆一番。清朝时，江南豪门抢尝鲜鲥，更有“江
城一尾卖千钱”之价。而王叔承出游镇江，陪游
的焦山僧人介绍，山下江中的现捕活鲥“斤可十
八钱”，只能感慨镇江渔民可真是相当朴实厚道。

王叔承是苏州吴江人，自幼生活贫困，很长
时间居无定所。年轻时应考未举，二十出头被推
荐到南京的赵王朱厚煜幕府，出游镇江前才入过
北京的大学士李春芳幕府。但他性格孤傲，不喜
寄人篱下，常因嗜酒误事，两次入幕都未长留。
此后他再无进取之意，终其一生好酒喜游，遍游
齐鲁燕赵闽楚等地。好在彼时名士出游吃喝不
愁，正如他这顿既鲜又活且便宜的鲜鲥小宴，区
区“三百钱”而已，不但可以笑掷出手，而且多半
有人主动埋单。

王叔承焦山品鲥之后，注意到焦山石壁刻有
多年前杨继盛所书“椒山”二字。杨继盛乃是明
朝中期著名的硬骨头谏臣，多年前弹劾严嵩“五
奸十大罪”，终遭严党诬陷下狱直至身亡。杨继
盛自号椒山，正与焦山同音。王叔承猜测杨继盛
当年勒名于石或有自我负重之意，于是感慨其

“竟以劾奸论死，忠臣处士，名节略等”。
杨继盛生前只是个从五品的员外郎，文化

史上也没什么建树，但却是个明史绕不开的人
物。他出身贫寒、胸怀大志，素以清廉出名，

虽贬谪而不悔。嘉靖三十一年，他被再次起
用，进京赴任时路过镇江游览焦山，留下一首
很有意思的诗：“杨子怀人涉扬子，椒山无意合
焦山；地灵人杰天然巧，仿佛神游太古间。”既
有杨子与扬子、椒山与焦山之巧，又暗含神游
六荒、宏图待展之志，正与其欣喜心境相合。
诗成后第二年，杨继盛上了《请诛贼臣疏》弹
劾严嵩，随后落狱，两年后被处决。

杨继盛的一些墨宝和遗物，经过相当一段
时间流转，曾收藏在焦山。两百六十多年后的
清朝名臣林则徐多次登临焦山，其中至少两次
是为此而来。第一次是在道光二年闰三月，林
则徐赴京补官，途中游览焦山想一览杨继盛墨
宝，“惜主者他适，未得借观，为怅然者久
之”，只好带着遗憾而去。林则徐随后进京面
圣，道光帝夸赏之余让他先回江南，承诺“遇
有道缺都绐汝补”。返程于六月初一再赴焦山仰
止轩，在镇江友人陪同下顺利看到杨继盛遗物
藏品，总算了却一桩心愿。

不过，明朝嘉靖年间出游的王叔承尚只见到
“椒山”碑刻。毕竟此时离杨继盛去世才十多年，
而签阅奏疏处决杨继盛的嘉靖皇帝仍然在世，杨
案尚不具备平反的条件，王叔承的游记里只能留
下十余字感慨。到了清朝林则徐登览焦山时，已
然时过境迁，则能看到焦祠之后供着杨继盛塑
像，还有两百六十多年里几经搜罗得来与杨继盛
有关的碑岾、诗作、信札等，其中包括“《寄凤洲》
札一通”。凤洲即苏州王世贞，有明一代著名的
文学家史学家，恰是王叔承的同乡文友。

王世贞与杨继盛同科进士，两人志趣相投多
年好友，都是不肯依附权臣严嵩之人。当年杨继
盛惨遭处决前后，王世贞跑前跑后施以援手，都

被奸相严嵩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加上王世贞父亲
王忬与严党向来不合，最终酿成嘉靖三十九年王
忬被斩的惨剧。之后，王世贞就带着弟弟王世懋
扶丧归乡，从此远离政坛文坛。

而王叔承焦山品鲥之时，四十岁的王世贞已
幽居太仓六年，处在惨痛家难之后的人生低谷
期。这六年里，他前三年为父亲守孝，后三年慢
慢从沉痛中走出，交游周边文士，足迹遍及太湖
周边。

好在这年已是嘉靖四十五年。虽然这年除
夕，王世贞笔下仍有着“飞腾向来意，空付一潸
然”的感伤，但实际上嘉靖皇帝已在半月前去世、
隆庆皇帝随后继位，父亲王忬和挚友杨继盛都将
迎来平反。只不过古代信息传递缓慢，王世贞尚
不知情。

一旦两朝更替的消息传到江南，随后的正月
初七，王世贞就将从苏州出发，经长江转运河进
京申诉。那时天气尚寒，但他路过镇江金山时将
留下“春山春望郁葱哉，矫首扶桑黛色开”的诗
句，情绪一展而新。确实，他很快即可走出家族
阴影，为自己的仕途与文途打开局面，稳步开启
独主文坛二十年的岁月。

对于王叔承来说，如果晚两年登游焦山品
鲥，就能使用隆庆皇帝赐予杨继盛的谥号“杨
忠愍公”，只怕游记里将另有一番春秋。但那有
什么关系呢？看王叔承面对“椒山”石刻油然
而生的感慨，想必他与杨继盛、王世贞诸士早
已惺惺相惜，毕竟他属于王世贞常有唱和交游
的人，而性情中人更易心灵相通——我敢打赌
有那么一次，当二王对酌时曾因杨继盛留在焦
山的二字石刻碰过一杯。至于有没有镇江鲥鱼
佐酒，可就难说。

勇于不敢
□ 滴石水

捋一捋镇江名门望族丁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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