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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盛名，它广
泛搜集了从上古流传至清初的历代典籍，用经、
史、子、集四大部分类，共收书 3461 种，总计
79337卷，约 97700万字。它不仅全面总结和系
统整理了三千年来中国封建文化的学术成果，保
留了丰富的典籍，而且任职于“四库全书馆”的官
员学者，多是当时学术名流，他们倾十年心血而
成的《四库全书》，无疑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一
大贡献。可以说，《四库全书》承载了中华民族文
明，是中华民族的宝藏，是世界性巨制。

镇江以文宗阁收藏《四库全书》闻名。镇江
籍史学家唐邦治在民国期间撰写的《镇江文宗阁
先后赐书考》中，评述了《四库全书》庋藏对镇江
的巨大影响。他说：“当时帝室自享其四，以江浙
为人文渊薮，分享其三，而苏省又独得三之二，而
吾镇江乃竟得二之一，即金山文宗阁所颁贮者是
也。”“金山文宗阁为镇江无上光荣之故实”。江
苏学者陈庆年也说：“文宗、文汇两阁，相隔不过
四十里，独得四库书两部，天下艳之。”

值得镇江人骄傲的还有一点，就是《四库全
书》中选录了一些镇江人的著述，反映了镇江这
座城市在历史文化方面的厚重。通过对《四库全
书总目》的考证，发现镇江人被收录到《四库全
书》中的书籍有：

《补斋口授易说》无卷数。此书没有著录著
者的姓名，仅题“门人永丰周佐编次”，这里书名
中的“补斋”是其师的号，周佐记录了其师所讲授
的易学方面的内容而编辑成书。朱彝尊《经义
考》题曰《周氏佐补斋口授易说》，盖如胡瑗《口
义》题倪天隐之名，非佐所撰也。补斋不知何许
人，佐亦不详其始末。今以方志及史传文集中考
得“补斋”，姓丁，名玑，字玉夫。号补斋，丹徒
人。成化十四年 (1478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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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下弟子有周佐、周
价、靳贵、唐侃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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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易本义述蕴》四卷，清朝姜兆锡撰。书取
名《述蕴》的意思，盖取《通书》“圣人之精画卦以
示，圣人之蕴因卦以发”之义。大旨恪遵朱子《本
义》。姜兆锡（1666年-1745年），字上均，江苏丹
阳人。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举人。选授湖北
蒲圻县知县，以病辞归。乾隆初年，因大学士鄂
尔泰的推荐，他出任三礼馆纂修官，“寅入申出，
以勤博称时”。长于经学，尤致力于《三礼》之阐
发。先后撰成《周礼辑义》《礼记章义》《仪礼经传
内编外编》。

《他山字学》二卷，清朝钱邦芑撰。钱邦芑，
字开少，丹徒人。晚为僧，号大错。此书本于郭
忠恕 《佩觿》、李文仲 《字鉴》, 辨正字画及声
读之误, 共 43类。 缺陷是搜辑不广。 如“一
字数音考”内有的多音字读音没收全; 《广韵》

《集韵》中开卷即可见到的重音, 也很少收录。
有《四库全书》本传世。

《靖炎两朝见闻录》二卷，旧本题曰陈东撰。
陈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人。宋钦宗时，贡入太
学。尝伏阙上书，请去蔡京、王黼而用李纲。高宗
即位，召至行在，又弹劾黄潜善、汪伯彦，为二人所
构论死。后追赠承信郎，加赠朝奉郎秘阁修撰。
此书中编记徽宗北迁，高宗改元时事非常详细，但
未及绍兴以后事，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足资考据。

《陆右丞蹈海录》一卷，明朝丁元吉编。丁元
吉（1427年-1491年），字无咎，丹徒人。明初文

学家，人称“易洞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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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家庭十分贫困，但这些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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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谆谆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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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婉言辞谢。为人宽厚仁爱，考古议事，兼及
养生治疾之方，博学多才。著有《陆右丞蹈海录》
1卷补1卷，《丁易洞先生文集》64卷。

《客杭日记》一卷，元朝郭畀著，元至正十五
年(1355年)俞希鲁曾为之作序。另著有《云山日
记》二卷，亦称《元郭髯手写记》，清人厉鹗摘抄成

《客杭日记》一卷，鲍廷博刻入《知不足斋丛书》
中，今有传本。郭畀(1280年-1335年)，字天锡，
号退思，又号云山，京口(今江苏镇江)人。因美须
髯，被称为“郭髯”。他的书画生前就已受文人追
捧，今存世有《溪山烟雨图》等。《客杭日记》是其
所作日记之一。原本共四册。真迹在扬州程氏
家。《客杭日记》记录时间从至大戊申九月初一日
至次年二月初九日，逐日琐记交游闻见。其中记
录了一些官场上的请托吏胥之事，是他在江浙行
省求充学正山长时作。著有《郭天锡文集》。

《京口三山志》十卷，明朝张莱撰，顾清订正。
现存明正德七年(1512年)刻本，清宣统三年(1911
年)横山草堂刻本。张莱，字廷心，号心庵，本姓
雷，镇江人。明正德九年(1514年)进士，授户部主
事，管理国储诸仑，后任留都宣谕，办理粮政很有
成绩。《京口三山志》是他应镇江推官史鲁请，考证
三山名迹、沿革及历代诗文后汇集成编，并经松江
顾清裁订，是我国著名的山志之一。全志共分为
十卷，书前有顾清撰写的《京口三山志序》，书后有
史鲁撰写的《京口三山志后序》。《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认为:此志考证典核，颇能订伪正谬。

《北新钞关志》十六卷，明朝荆之琦撰。荆之
琦，江苏丹阳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殿试金
榜第二甲第 7名进士，历任户部主事等职，官至
广东惠州府知府。此书分十六门。北新关，全称
为北新钞关，因明朝政府据北新桥设关命名，始
设于明宣德四年（1429年）。明代京杭运河上有

七大钞关，由南而北依次为：北新（杭州）、浒墅
（苏州）、扬州、淮安、临清、河西务、崇文门（北
京）。在这七大关中，北新关最为复杂，《北新关
志》中对此有多番表述。明万历年间主政过北新
关的荆之琦（员外郎）则有“关控武林以西，距河
之尽而隔钱塘江，越杭城三十余里，非临清、淮
扬、浒墅，据往来要冲者比”的叙述（雍正《北新关
志》卷一），盖因杭州水系众多，水网发达。北新
关就成了这张纵横连贯之水网中的榷要之所
在。杭州大运河东岸有一条“三善”之路的荆
街。荆街之名，源于修筑者北新关主事荆之琦。
明代家住荆街边的陆玄锡撰有《北关修筑荆街碑
记》云：“荆公鸣玉润之……慈祥侃直，风流倜傥，
有苏眉山（苏东坡）、白香山（白居易）之韵，余心
向往之……”荆之琦不但主持修路，还自掏腰包，
所耗 2300多两银子，未花一分公家钱、百姓财。

新路落成，“廓然周行，坦然磐石”。他的无私奉
献与慷慨之举一目了然，同时代的士绅将他与苏
东坡、白居易并举，将荆街与苏堤、邺侯井并论。

《素问钞补正》十二卷，明朝丁瓒编。丁瓒，
字敬夫，号点白，丹徒人。明正德十二年（151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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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目中。

《芸隐横舟稿》一卷、《芸隐倦游稿》一卷，宋
朝施枢撰。施枢，字知言，芸隐其号也，丹徒人。
宋嘉熙时，曾担任浙东转运司幕属，又担任过越
州府僚。《横舟稿》首，有嘉熙庚子《自序》。《倦游
稿》前，有丙申《自序》。

“萧规曹随”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成语，通
常的解释是指汉朝第一国相萧何创立了汉
代的规章制度，曹参继相后，完全照搬实行，
比喻后人完全按照前人的成规办事。读《史
记》《汉书》《资治通鉴》相关传、纪后，我感觉
这种解释没有完全体现当年萧何和曹参前

“规”后“随”的全部意义。
首先，“萧规”本身就是刘邦、萧何和曹参

等汉初统治者法、规思想的集成。刘邦虽然
出身布衣，但其政治智慧过人。初入关中，在
张良等人的策划下，他就与父老乡亲约法三
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其他秦朝的苛
刻法制一律废除。”夺得天下，西汉初立，刘邦
确立“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国策，命萧何系
统改革秦政，制订汉律。《汉书·刑法志》载：“三
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
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史称‘九章汉律’。”

《九章律》以约法省禁，蠲削烦苛为原则，大幅
度删除秦律中不利于百姓休养生息的条文，
对一些定罪、刑罚给予减缓，确定了盗律、贼
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兴律、厩律。

《九章律》被誉为律令之宗，“百代不易之道”，
对后世法律建设影响巨大而深远。史书中没
有记载曹参在《九章律》中的具体贡献，不光
曹参没有，张良、陈平、周勃等汉初政治精英
都没有具体记载。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萧何
曹参等人在汉初的所有政治思想、政策取向，
都统一在刘邦“休养生息”的国策之中。在所
有大汉开国功臣之中，曹参一直是刘邦贴身
贴心之人，早期他任刘邦的中涓（侍从官）、舍
人，是刘邦的核心幕僚。萧何奉命制订汉律，
我认为是牵头者、组织者，不可能是独行者。
曹参既然是汉初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他不
可能袖手旁观。而且，萧何与曹参在刘邦起
事之前，就是上下级，可谓知心好友，曹参内
心一直很佩服萧何这位自己的老上司。两人
又都一直是刘邦的左膀右臂，所以“萧规”曹
随有根深蒂固的政治渊源，“萧规”是汉初统
治集团的集体意志。

其次，公元前194年，曹参被刘邦任命为
齐国丞相，佐助齐王刘肥。此时的齐国，在
汉初王朝举足轻重，有七十座城邑。天下刚
宁，刘肥年轻，没有治国经验，政事依赖曹
参。他上任伊始，礼贤下士，广泛了解齐人
的思想，并召集齐国的众多名儒和地方实力
人物，开了类似现在的学术峰会，讨论如何
治理齐国。齐国读书人众多，在一起可谓百
家争鸣，曹参觉得急需统一大家的思想。史
书上记载，齐国胶西有一个在全国很有影响
力、精通黄老学说的智者，名为盖公。曹参
把这位智者请到相府，与之促膝长谈，虚心
请教，并把自己办公室的正厅让出，给盖公
作寝室。盖公说的核心思想是：治道贵清
静，而民自定，即清静无为，而这正是“萧规”
的精髓。于是，曹参通过盖公，把“萧规”润
物无声地在齐国上下推行，自己逐渐成了

“萧规”的坚决维护者和运营者。曹参任齐
相九年，齐国在他的治理下，安定繁荣，百姓
富足，时称贤相。史书记载，当时汉朝对各
地的治理，会定期考核。曹参治理齐国的理
念和业绩，第一时间会传送到丞相萧何的案
头。“萧规”在齐国“曹随”的情况，萧何了如
指掌。所以，“曹随”“萧规”，不是曹参接任
萧何成为大汉第二丞相时的状况，而是他们
长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存在。

公元前193年，萧何临终时向孝惠帝刘盈
推荐让曹参接任，这既是刘邦的政治交代，也
是萧何根据曹参治理齐国实绩的精心安排。
大汉刚立，天下初治，太需要坚定贯彻休养生
息的治理国策。曹参最理解刘邦和萧何的治
国理念，又有九年的实践业绩，萧何当然认为
曹参是担任汉相的不二人选。因为《史记》里
司马迁对曹参任相后终日饮酒的描述，后世
很多人认为曹参只是一切照“萧规”办，政事
不勤。我认为这种理解不全面。史载，他上
任后做了一件看似平常实质非常重要的事，
即他考察属官，精挑了一些质朴而不善言辞
的忠厚人，斥退了一批嘴巴能生蜜笔下能生
花、一味追求声誉的人。这实质上是从组织
措施上保证“萧规”能在大汉天下扎扎实实地
实行，可谓“萧规”不变，但曹相抓执行更力。

综上所述，“萧规”曹随并不完全是萧何
立“萧规”，曹参只是“曹随”。在刘邦的统领
下，他俩的治国思想是一致的。“萧规”要不
要“随”，关键看“萧规”施行的社会效果，史
界公认，“萧规”在他俩的精心推进下，为“文
景之治”奠定了基础。所以，曹参之“随”，根
本不是无所作为，而是顺应民心，顺应时代
的需要！

1988年的夏天，因为可以靠家近些的原因，
我主动申请从上海机关调至位于圌山脚下的海
军某部任副营职干部。这座与镇江城区相距数
十公里的圌山，自大路镇起绵延数里一直向北延
伸至长江边，终止于龟山头。山顶，有古时一名
人为报恩而捐建的报恩塔，历经数百年，巍峨耸
立，成为长江上著名的地标物。山中，有一座与
金山寺齐名的绍隆寺，有着许多经久不衰的宗教
传说。而与长江毗邻的山的北面，则建有一座抗
英古炮台，当年 80余清兵曾在这英勇抗击过英
舰，以至于香港回归日时这里曾被央视重点报道
过。圌山，是一座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名山。
在与圌山相伴的九个春秋中，留给了我很多值得
回忆的东西。

圌山坡上的救火兵。圌山上的林木葱郁，而
一到冬天，落了叶的枝条极易引发山火。上山烧
纸祭祖的，孩童们玩耍点火的，时不时都会引燃
一片火丛。往往在这时，救火便成了驻扎在山脚
下的我们这支部队的首要任务。闻火出动，官兵
们带着拖把、铁铲、扫帚，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一个冬天，类似的救火行动要有七八次。记得有
一次我参加灭火时，一阵山风吹过，火随风势，直
向我们扑来。好在我们的后方有一排巨石可以
躲避，不然后果很难设想。在我们的严防死守
下，山火都在第一时间被及时扑灭。圌山，虽屡
遇山火，但从未形成蔓延之势。山中树林能够越
来越茂盛，得益于官兵的救火之举。

将军楼里的水雷迷。在部队营区里，有一座
依山而建的小楼。小楼建于上世纪 50年代，为
青砖结构，有台阶拾级而上，掩映在翠竹之中，很
是雅致。部队新建营房后，这座原来住人的小楼
便废弃不用了。由于造型雅致，且又在翠绿之
中，官兵们都戏称它为将军楼。1992年，部队接
到了组队参加海军首届水雷专业知识比武的通
知。当时身为少校的我，从士兵中挑选了6名优
秀的战士组成参赛队。为有一个良好的备战氛

围，我让人把将军楼重新修缮一下，6个人入住其
中集中进行训练。功夫不负有心人，将军楼圆了
我们的冠军梦。在上海举办的比武中，我们代表
队一举夺魁，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在报经基
地机关的批准后，6位参赛选手均荣立了三等功，
获得了奖牌奖章。基地军械处也破例拨出专款，
一人给予了 1000元的奖金。1000元的奖金，在
那个战士们只拿二十多元津贴的年代，可谓是一
笔巨款。将军楼中走出一批水雷迷的故事，也从
此在整个基地传为佳话。

捆山河中显英豪。在部队营区前不远，有一
条叫捆山河的河道蜿蜒十多里穿过村庄，当时开
挖该河道也是为泄洪而备。记得那是 1991年夏
天，一连下了多日的大雨，雨水加上山水，在几天
内就飞涨越过了河道的警戒线。八月的一天凌
晨，村民们发出了河堤决口的呼救声。我们所有
的官兵在第一时间冲到了河边。眼见决口越冲
越大，在场的官兵不约而同地跳入河中，用身体
搭起人墙去阻挡湍急的河水。经过近两个小时
的封堵，终于化险为夷。这次部队跳入河中抗洪

抢险的行动，被多家媒体报道。
难忘百姓拥军情。军队与百姓，从来就有着

鱼水般的深情。在圌山军中时，更深切感受到了
老百姓浓浓的拥军之情。记得我当政治处主任
时，那时的大路镇党委书记是王明龙。考虑到军
营文化生活的单调乏味，他隔一段时间便会带镇
团委的一群青年来军营联欢，或唱歌或跳舞，或
集体拉歌，那个热烈而欢快的场景，至今记忆犹
新。逢到入秋进冬的季节，一支拥军服务队便会
走进军营，洗衣洗被，缝缝补补，令官兵们感恩在
心。那个时候，部队与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流传了很多军爱民、民拥军的佳话。为此，镇江
市政府、双拥办还专门在我们部队召开了以双拥
为主题的“三队一兵”活动现场会。

舰艇模型的爱好者。山区驻守的日子是单
调的，抬头是山，放眼远望是山脉，寂寞的时光占
据了日常生活的很多时间。除了正常的学习训
练外，官兵们都有大把的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
闲易生非，八小时外的时间如果无所事事，极易
引发问题。那会，一位四川籍的老兵忽然萌发制

作舰艇模型的念头，想着复员回去时能带上一样
有军营永恒纪念的东西。他用铁皮铅丝等物，按
照导弹护卫舰的模样裁剪下料，一点点焊接，不
久便做出了一件颇有样子的舰艇模型，经油漆并
挂上彩旗后，十分逼真威武。一人带头，众人跟
上，在我们领导的引导下，几乎所有的战士都加
入了制作舰艇模型的行列。制作越来越精细，工
艺愈加精致，造型更趋逼真，日渐完美。几个月
后，在当时我所在的部队中，几乎所有的战士人
手一个舰艇模型，样式也从最初的护卫舰发展为
驱逐舰、航母等舰型，如果收集并集中进行展示，
完全可以办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舰模展览了。
舰模的制作，让战士们的业余生活更有了情趣和
内容，快乐的感觉因此而生并永驻心底。

“萧规曹随”
之真义

□ 滴石水

《四库全书》中收录的镇江人著述
□ 徐 苏

北新关遗址

关于圌山的记忆
□ 刘卫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