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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锦山是明朝嘉靖年间的一名举人，候
缺多年后被任命为青阳典史，即青阳知县属
下掌管缉捕、监狱的佐杂官。就任前，项锦
山特地拜访好友李一瀚，讨教为官秘诀。

李一瀚何许人？他是嘉靖十七年（1538
年）的进士，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直接为
皇帝监察百官。为官三十年，在朝野负有盛
名，史书称赞他“廉洁之操一尘不缁”，死后

“囊无长物”，“室庐田产无所增益，妻子婢仆
身无美衣”，被誉为“铁面冰心”，曾有大臣称
之为“天下第一流人物”。

《送项锦山捧檄荣养序》中说，李一瀚
问项锦山：“你出仕为官，到底是为了俸禄
呢还是为了奉养老母？”项锦山实话实说：
老母 26岁就守寡，如今已经 68岁了，自己
就盼着吏部尽快给自己一个职位，能有

“升斗之禄”奉养老母。李一瀚说：这就对
了！为奉养母亲而去当官，那么官职高
低，俸禄厚薄，都可以不计较，这与一心
只为利益去为官，完全是两回事。我知
道，如果不是为了母亲，你就不会这么着
急谋求官职，但你要记住，没有官职，就
没有俸禄；没有俸禄，你就不能奉养母
亲。你抱着这样的信念上任，就会在任何
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想到母亲，就能够
兢兢业业做事，战战兢兢自律，这就是保
全禄位、安身立命的方法啊！今后你如果
收到一毫不义之财，产生一念不忠之心，
就会立刻警觉，担心会毁了自己的禄位，
而失去了禄位，自己就无法奉养母亲了。
这样，你还会去谋取不义之财，产生不忠
之念吗？这就是为官的秘诀啊！”

品读李一瀚的这个秘诀，感到语言平
实，有些道理。后人有不少文章称赞李一
瀚的这个为官秘诀。一个人身在仕途，汲
汲奔走，谋求官位，目的就是为了谋取一
份俸禄来荣养老母，“职无虚设，禄岂妄
干”（《乐安李氏家训》 言），没有官位，
就没有俸禄；有了官禄，才能养母，小心
翼翼，谨慎尽职，千万不要贪图不义之财
而失掉官位，失掉奉养老母的官禄，格局
似乎不高，但律己确有作用。再推而广之
说，一个人，心中常怀奉养之心，从自己
的父母子孙开始，把这份奉养之心扩展到
自己管辖的一方百姓，“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就会成为一个
克己尽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官吗？

不过，这真能成为贤臣良吏的为官秘
诀吗？我突然想到了汉初被刘邦封为平原
君的著名清流朱建。《史记》说朱建“行不
苟合，义不取容”，为人有操守，做事有底
线，刻廉刚直，为朝野仰止。可是，也是
为了给老母尽孝，玷污了名节，被后人唾
骂。事情发生在朱建母亲去世时。因为朱
建廉洁守正，刚直不阿，家徒四壁，无钱
葬母，一筹莫展。正当朱建愁肠百结之
时，吕后男宠、无耻之臣、辟阳侯审食其
在别人的撮合下，以赙仪之名 （给丧者家
属赠送礼金） 给朱建馈赠百金。审食其多
次想攀结朱建，都被拒绝。这次朱建为了
尽孝老母，无奈之下收了此金，给母亲风
风光光地办了丧事，而朱建的清名为此尽
毁。不仅如此，后来汉惠帝刘盈即位，知
道审食其与母后不清，污秽后宫，羞愤难
当，抓捕审食其，准备问斩。朱建为那百
金之情，出面周旋，审食其因而免于一
死。到汉文帝时，审食其终因罪恶深重被
杀。文帝因朱建与审食其拉扯不清，派吏
抓捕。朱建不堪其辱，官吏刚踏进门，就
自杀了。

都是为了母亲，李一瀚的为官秘诀在项
锦山和朱建等各类人身上起的作用，就很难
效果一致了。可以肯定地说，这个秘诀在

“项锦山们”身上是会起到积极作用的，因为
奉养母亲这个直接原因，会促使他们不敢越
雷池半步，处处谨慎，步步小心，做一个踏踏
实实勤勤恳恳的好官。然而，又可以肯定地
说，这个秘诀在“朱建们”身上是起不了作用
的，也是因为母亲这个直接原因，子荣母贵，
他们感觉到自己身处高位，克勤克俭，廉洁
刚直是正确的，但母亲活着应该过得胜过天
下的母亲，母亲死了也应该比天下母亲风
光，这不正是朱建毁掉名节、牺牲性命的直
接原因吗？

由此看来，成为贤臣良吏的秘诀，不在
为母亲如何如何，根本的一点在于自己的内
心是否有道德和法律的底线。

如果提及过去各地农村常见的娱乐场所，
人们一定会想到那些土戏台、露天电影场、棋
摊、牌室之类，其实除了这些外，书场也是其中
之一，而且当时在农村中十分常见。

所谓书场，实际上就是人们听评书的场
所，有的地方称其为“说书场”或“唱书场”。如
今农村中的老人提起过去的书场，马上会想起
许多当年“听书”的往事，而且对那时书场上热
闹欢乐的氛围，听众们如痴如醉的情景一直记
忆犹新。

因为“听书”深受农村群众喜爱，因此过去
农村一些集镇上以及一些村庄上都设有书
场。记得我老家所在的那个小镇上，当年正式
挂牌的书场就有三家，只是里面条件与设施很
简陋，一般在大堂一角摆上一张小桌当“说
台”，下边再摆一些桌椅板凳就行。至于一些
非正规的书场也不少，有的设在茶馆里，人们
进去既喝茶又兼带听说书，门票费就打在茶
钱里。

由于那时候喜欢“听书”的人多，所以从事
说书的艺人也多，他们大多不是科班出身，只
要有点文化、记性好、能说会道、声音洪亮、口
齿清楚，加上会一些小口技、小演技，就能从事
这个行业了。他们平时把从书本上看到或从
别人处听到的一些经典或带有传奇色彩的故
事熟记在心，开“说”时只要在故事情节上做一
些“添油加醋”，在表述时加一些特殊语气、表
情、动作与声响，这样“书”自然会“说”得有声
有色、生动有趣。“说书”虽说是嘴上功夫，其实
在过去也属于清苦的行当，平时吃住在外、四
处为家，加上还要经常赶场子，有时一天要

“说”好几场，而由于门票价格很低，所以他们
的收入只够勉强养家糊口，。

我刚接触“书场”是在孩提时代，是我爷爷
带我去的，至于台上“说”什么我听不懂，只知
道“书场”里人多热闹，大人们在里边听，我就
和其他小孩在场外疯玩。那时“书场”外有不
少卖小吃的摊贩，爷爷在那儿常给我买些糖

果、瓜子之类，所以我也乐意跟着去。当我在
场外玩够了，偶尔也会坐在爷爷身旁听一阵，
只记得室内正前方有一张围有布幔的小桌，

“说书”人端坐在桌前，手持一把纸扇当道具
用，桌上摆有一块“惊堂木”，时不时拿出来拍
一下。在“说”的过程中，还经常配上一些通过
口技发出的风声、雨声、雷声、枪炮声等，而且
这些声响十分逼真，往往把一些抱在大人怀里
的小孩吓哭。

到我上学后会欣赏一些“说书”艺术，并能
听懂其中一些内容时，也会抽空与同伴们去听

“说书”，记得那时“说书”的内容很杂，但都是
健康向上的。“说”的无非都是《杨家将》《武松》

《三打白骨精》之类；另外是一些革命战争年代
里的战斗故事；也有一些地方上的奇闻趣事、
名人轶事之类。他们在开“说”前，先要在场
外贴出《告示》，告知所“说”的书名、内容简介、
场所地址、门票价格等，有点像现在电影院门
口张贴的海报。在场次上分为单场与连场两
种。单场就是一个故事当场讲完；连场就是把
一个长篇故事分若干场讲完，一场书大约在两
小时左右，每一场书都有一个题目。至于每一
场结束时正好也是故事最精彩之处，大家在此
时听得最尽兴，然而“说书”人像卖关子似的突
然停“说”，并以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
回分解”结束，为此弄得听众心里痒痒的，只
想听下一场。这就像现在电视台播放连续剧
一样，一场接一场衔接得恰到好处，观众会忍
不住一场接一场地去看。

过去乡村书场生意兴隆、喜欢去听的人
多，原因在于那时农村文化娱乐活动少，而“说
书”又无需多少人手、设备，加上门票便宜、内
容耐听；再说过去农村群众文化普遍低、看书
读报机会少，所以，“听书”自然成了当时人们
获取知识、享受娱乐的最佳选择。而随着社会
的发展，人们的娱乐方式多样化，各地乡间书
场也早已消失，但书场带给我的快乐却一直和
童年记忆一起保存在脑海深处。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是镇江最早的高等学府，
成立于1934年，今年适逢建校90周年，兹对其源
流嬗变略述梗概以为纪念。

1934年5月，江苏省政府筹建江苏省立医政
学院，筹备处设在当时位于省城镇江的江苏省政
府内，函聘胡定安博士为筹备主任。胡定安
（1898 年-1965 年），原名赟，字定安，浙江吴兴
（今属浙江湖州）人。1924年毕业于德国柏林大
学医科及普鲁士公共卫生学院，获医学博士学
位。回国后，曾在上海医学院任教，兼商务印书
馆编辑。1928年后，曾任南京特别市卫生处处
长、卫生局局长等，1930年冬，因南京大雪不及清
扫，宋美龄汽车过街不便，怒责卫生局长，胡定安
受谴请辞。

1934年，胡定安负责筹建江苏省立医政学
院。学院选址于北固山南麓，占地面积百余亩。

由省政府会议议决，“公推陈主席果夫兼任院长，
胡定安为教育长。”（《国立江苏医学院概览·沿
革》）陈果夫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只是名
义院长，实际主持院务的是胡定安。胡定安《江
苏之医学基础》称“卫生行政上各种重要的设施，
各地医疗机关的普设，都要靠着根本的医学智识
来推动的，江苏的医学教育机关——江苏省立医
政学院，就是受了这个使命而设立的。”（载于《江
苏省立医政学院院友会一周纪念特刊》）学院初
设卫生行政科、医科、卫生教育专修科，附设卫生
特别训练班，嗣后，新增附设农村医药初级服务
员训练班。卫生行政、卫生教育两科，均为一年
制，前者招收医本科毕业生或大学社会学系毕业
生，后者招收师范毕业生。卫生特别训练班第一
届训练期亦为一年，第二届改为两年，招收开业
中医师。农村医药初级服务员训练班，系因时因
地制宜，以供专治苏北黑热病之用，训练为期七
个月。又设防疟人员训练班二期，及中医外科训
练班一期。医科则依教育部颁布的学制办理（医
本科六年）。至 1937年秋因抗日战争爆发迁徙
至湖南前，除医科尚未有毕业生外，其他附设科
班毕业生参加抗战工作者凡三百余人。抗战军
兴后，医政学院处于淞沪战区后方，一面正常上
课，一面办临时重伤医院于镇江近郊乔家门，为
救护抗战负伤将士而服务。

1937年11月战局转移，镇江告警，医政学院
奉命内迁，陈果夫辞去院长之职，省政府改任教
育长胡定安为院长。胡院长率同师生西迁长沙，
继迁沅陵。据《国立江苏医学院概览·沿革》载，

“由战区随院抵湘之医科学生百三十五人，迁出
图书一千二百余种，各教室及附属机关仪器、标
本等二千六百余份，药品卫生材料及试药等二千
余份，其他车辆、用具、公文、运动器具等不与
焉。”当时借用沅陵油漆职校部分校舍，并临时建
筑草舍，租用民房，匆促开课。其时晚清状元实
业家张謇于 1912 年创始的南通医学专门学校
（1920年改为南通学院医科）亦迁至湖南衡阳。
因两校经费无着，办学艰难，分呈教育部请予救
济，经教育部统筹，令两院合并改组为国立江苏
医学院，由教育部领导，聘胡定安为院长。学院
于1938年8月9日在沅陵改组成立，仍假借湖南
省立沅陵油漆初级职业学校为院舍。11 月 14
日，举行上学期开学典礼。同年 12 月，暂移贵
阳，借用贵阳达德学校校舍临时上课。几经商
酌，始勘定重庆北碚为院址，购得北碚地方医院
房屋为院舍驻渝办事处，移设重庆纪明坊三号。
1939年4月，全院迁往北碚。5月23日在北碚开
课。随即，学院相继组织空袭救护队，成立军事
训练队，成立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并兼办卫生教
育施教区，筹办附设护士助理职业训练班，与红
十字会救护总队合作组织突袭流动医疗队。学
院存贵阳、沅陵公物先后运抵北碚后，随即撤销
学院驻贵阳、沅陵、北碚办事处。

抗战胜利后，1946年 8月，江苏医学院从重
庆北碚迁回镇江，院长仍然是胡定安。复校后，
以医本科为主。聘请国内著名教授洪式闾、邵象
伊、徐佐夏、颜守民、陈友浩、王历耕、许本谦等执
教。当时附设的寄生虫研究所闻名全国，由洪式

闾教授主持。洪式闾（1894年-1955年），浙江乐
清（今属浙江温州）人。1922年赴德国柏林市立
病院病理科进修病理学，后赴汉堡热带病研究所
攻读寄生虫病学。曾任国立北京医科大学校长、
杭州医院院长等。1936-1938年任南通学院医科
主任兼寄生虫学教授，1938-1949年任国立江苏
医学院寄生虫学教授。洪式闾教授培养的研究
生经考试合格，则授予硕士学位。1948年秋，院
长胡定安出国考察，由邵象伊教授为首组成三人
小组，负责校务领导。邵象伊（1909 年-1990
年），浙江杭州人。曾留学日本、德国。1939年，
获德国爱兰根卫生学院公共卫生博士学位。回
国后，在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国立江苏医学院任
教，积极筹建卫生系，开办卫生学专业、培养预防
医学人才。新中国成立初期，因高校院系调整，
时任江苏医学院院长的邵象伊教授带领整个卫
生专业130余名师生并入新组建的山西医学院，
并担任首任院长。邵象伊主编有我国第一部卫
生学教材《卫生学总论》以及第一部《卫生学词
典》，积极支援全国卫生事业的发展。

1949年 4月 23日，镇江解放，江苏医学院由
华东军政委员会派代表接管。据《镇江市志》载，
新中国成立前夕，江苏医学院，共有 9个班，412
名学生，252名教职工，其中教授28名，副教授17
名。1949年前，学院共培养本科生、专科生、进修
生804人。

1949-1957年，江苏医学院设有医本科和医
专科。1951年前，沿袭旧学制。1952年后，医本
科改为5年，医专科改为3年，设内科、外科、小儿
科、公共卫生科及眼科5个专业。1950-1956年，
共培养出本、专科生 600人。1957年，为适应江
苏建省后的形势需要，江苏省人民政府决定将学
院迁往南京，改名为南京医学院。1958年，在镇
江创办医学专门学校、中医专科学校等。1959
年，中医专科学校并入镇江医学专科学校。1962
年，镇江医学专科学校改为省卫生干部进修学
校，同年停办。1976年12月，在原址再建江苏省
新医学院镇江分院，1979年 3月，改名为南京医
学院镇江分院。1980年 5月，经国务院批准，在
原址复办镇江医学专科学校。1984年，学校升格
为镇江医学院。2001年，三校合并，镇江医学院
并入江苏大学，成立了医学院和医学技术学院。
2003年，学院开始硕士研究生招生，2005年获批
了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2008年，学
院调整为基础医学与医学技术学院和临床医学
院，2014年两院合并为医学院。如今，医学院的
医学检验技术和临床医学为国家一流专业建设
点和江苏省一流专业建设点，医学影像学为江苏
省一流专业建设点。

回溯往昔，九十载岐黄弦歌不辍，杏林雅韵
绵延悠长，学院为中国培养出了无数大国良医。

清明，作为中国传统节日，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
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个节日，既是祭祖扫墓的日
子，也是诗人墨客抒发情感的重要时刻。

“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瘗花铭。楼前绿暗分携
路，一丝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交加晓梦啼
莺。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赏新晴。黄蜂频扑秋千
索，有当时、纤手香凝。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
生。”这是吴文英的《风入松·听风听雨过清明》，这首
清明怀人之作，清雅素淡，细腻委婉。该词体现了古
代文人对于时光流逝、生命无常的感慨。

黄孝迈的《湘春夜月·近清明》，写得更加唯美动
人。“近清明。翠禽枝上消魂。可惜一片清歌，都付与
黄昏。欲共柳花低诉，怕柳花轻薄，不解伤春。念楚
乡旅宿，柔情别绪，谁与温存。空樽夜泣，青山不语，
残月当门。翠玉楼前，惟是有、一波湘水，摇荡湘云。
天长梦短，问甚时、重见桃根。这次第，算人间没个并
刀，剪断心上愁痕。”这首词充满了对于离愁别绪、时
光易逝的深刻思考，以及对于人生无常、爱情难求的
无奈和感伤。

清明郊游是这个时节的一大特色。秦观在《江城
子·清明天气醉游郎》中这样写：“清明天气醉游郎。
莺儿狂。燕儿狂。翠盖红缨，道上往来忙。记得相逢
垂柳下，雕玉珮，缕金裳。春光还是旧春光。桃花
香。李花香。浅白深红，一一斗新妆。惆怅惜花人不
见，歌一阕，泪千行。”此词上片描绘清明时节万物复
苏、热闹繁忙的景象，下片转而抒发对时光流逝、往事
不再的惆怅。全词情景交融，情感深挚，感人至深。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池上碧苔三四
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日长飞絮轻。”赏读宋词里的清
明，仿佛能听到那细雨纷飞中轻轻吟唱的离歌，看到
那落花时节寂寥的身影。每一首词，都是一幅细腻的
画，描绘的是词人内心的情感世界。

李一瀚为官
秘诀两面观

□ 滴石水

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嬗变纪略
□ 王 勇

国立江苏医学院校徽

江苏医学院徽章

当时的一些重要活动经常在江苏医学院举行，这是在此举行的省临时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开幕合影。

宋词里的宋词里的““清明清明””
□□ 魏魏有花有花

记忆中的乡村书场
□ 杨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