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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科大西校区生物技术楼蚕业研究所
展览室里，有一块民国 22年 （1933年） 中国
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的“百年
储金”碑。这块碑，长 84公分，宽 56公分，
碑的正文采用篆体雕刻，共159字。碑的正文
之后，采用柳体雕刻，附注了“百年储金”
章程，至今已有 90多年的历史，可谓是中国
合众蚕桑改良会女子蚕业学校在镇江办学不
可多得的文物。

提起这块“百年储金”碑，应当说我与
它是有缘分的。我虽然出生、生长在蚕研
所，但听说栽桑研究室所在的红楼 （镇江女
子蚕业学校校址） 二楼墙体里有一块碑，还
是 1980年入职蚕研所之后，至于碑文记载了
什么内容，镇江女子蚕业学校办学前后的细
节只是从蚕研所黄为民老师那里了解了一点。

2001年年初，听说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
究所和华东船舶工业学院要合并，科研区二十
世纪二三十年代建造的一批老建筑大部分将
被拆除，熟知蚕研所，已是 80多岁高龄的镇江
文史专家杨瑞彬先生立马来到了蚕研所，他领

着我把蚕研所仔仔细细地走了一遍，拍摄了许
多老房子照片，还向我讲述了一些抗战前后他
所知道和亲历的有关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镇
江蚕种制造场鲜为人知的事。最后他又领着
我来到了栽桑研究室所在的红楼，查看立嵌在
二楼墙体里的“百年储金”碑。

第一次见到储金碑，我有点小激动，只见
眼前的碑体文字部分被石灰涂抹。杨老告诉
我：这块碑之所以叫“百年储金”碑，是因为在
存储女子蚕业学校师生办学捐款时，将一百年
分作十期，每期十年，存满为一百年。杨老说，
以前我看到这块碑文是裸露在外面的，现今碑
体被石灰覆盖了，不过也是好事，或许“文革”
那段时间是对它最好的保护。杨老接着说：

“女子蚕业学校原来在无锡，1929年迁至镇江，
才改称镇江女子蚕业学校。我们现在所在的
这栋楼就是当年镇江女子蚕业学校集教室、礼
堂、图书室及办公室为一体的综合楼。1933年
下半年，学校号召师生捐款，并刻碑嵌于综合
楼二楼礼堂南墙壁内。听了杨老如数家珍的
叙说，使我对他更加敬佩，杨老不愧为“镇江的
活资料库”。

离开蚕研所前，杨老反复叮嘱我：如果这
栋房子要拆除，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这块石碑。

2001年4月，校所商议决定，只保留蚕研
所第四蚕室和第五蚕室以及两座岗楼。得知
红楼也在拆除之列，我非常担心，同时也为
不保存红楼而感到惋惜，因为红楼除了是镇
江女子蚕业学校综合楼外，它还是 1958年 4
月 19日国家副主席朱德视察蚕研所时和科研
人员座谈的地方。我立即找了研究所领导，
告诉他们，红楼是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的校
址，二楼南面墙体里有一块 “百年储金”
碑，拆房子时无论如何要提醒工人多加小心。

2001 年 8 月 3 日，得知那块“百年储

金”碑完好无损地拆卸了下来，并存放到了
蚕研所东大门传达室后面的防空洞里，我心
中的那块“石头”仿佛也落了地。

不久，我去行政楼办事，特意去了东大
门传达室后面的防空洞查看，只见那块“百
年储金”碑平躺在防空洞的地上，碑体湿漉
漉的，还散发出刺鼻的异味，这样的环境不
利于对石碑的保护。

2002年秋，我自掏腰包找了 4名工人对
“百年储金”碑进行了清洗，然后将石碑抬到
了生物技术楼一楼蚕研所展览室里。

“百年储金”碑在蚕研所展览室里安家
了。杨瑞彬先生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蚕
研所黄为民老师也对我的果断措施大大赞赏。

那几天，黄为民老师特别开心，他先是
联系蚕研所高志成老师到展览室里拓碑，并
帮助辨认碑文上几个尚不清楚的篆体字。经
过高志成老师的辨认，“百年储金”碑的内容
全文清晰了，碑文写：“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
附设女子蚕业学校百年储金募捐启 管子云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
计莫如树人国家培植人才必期以百年之久才
难之艰千古同揆自古以来菁莪造士棫朴匠人
良有已也此本校百年储金之举所由具焉经年
累月子女兼权积少成多为数匪细鼐以之发扬

光大俾将来蚕桑事业日盛月新其收效有甚大
者惟吁吾同志慨为解囊集腋成裘无任翘企。”
接着黄老师将他陆续收集到的有关中国合众
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的资料复印一
份给了我。黄老师说：镇江女子蚕业学校从
创办到停办历经了 18年，虽然只培养了九届
毕业生近700人，但是这些蚕桑技术人才毕业
后散布于全国各地，扎根于祖国蚕桑事业沃
土，为扩大中国的蚕桑丝绸生产，推动科技
进步，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黄老师叮嘱我：这些资料虽然零散，但非常
珍贵，有空好好整理一下。

2002年年底，由我执笔的 《百年储金碑
考》 一文完成，先后发表在 《中国农科院
报》 和 《江苏蚕业》 期刊上，后经修改充
实，我又将此文投给 《镇江日报》“文化周
刊”，并于 2008年 7月 7日见了报。杨瑞彬先
生告诉我：碑考一文见报后在镇江文史界引
起了强烈的反响。

如今，我已退休，江科大西校区及蚕研
所也于 2020 年暑假搬到了十里长山高校园
区。“百年储金”碑能否继续妥善保存，现在
成了我的担忧。真希望有关部门早日谋划，
在四摆渡建成一个“蚕桑文化博物馆”，让

“百年储金”碑能够移至博物馆内永久珍藏。

“物物而不物与物”，是 《庄子·外篇·山木
第二十》 中的一句名言，意为利用物质而不被物
质所控制和奴役。年轻时读之，并未品出其醒世
之意。随着阅历的增加，读华夏历史，观古今官
场现象，深深感悟到庄子“其学无所不窥”（司马
迁语），“物物而不物与物”，至今仍是警世之语。

一个人有一点兴趣爱好，乐于“物物”，是很
正常的。步入甲子之年后，很多同事、好友都会
体验到有点爱好是多么美好。有的工于书画，有
的乐于摄影，有的钟情垂钓，有的喜于旅游……

“物物”其乐融融，不可厚否。然而，“物于物”，
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白居易写过一篇十分经典的评石赏石美文——
《太湖石记》，仅从文章上欣赏，此文可谓是中华
赏石文化史上第一篇全面阐述太湖石收藏、鉴赏
方法和理论的经典散文，是中国赏石文化史中非
常重要的文献。但如果透过文字去看其背后那场

“牛李党争”的血腥历史，又可谓“物于物”的绝
妙注解。

此文是白居易应牛僧孺之邀而作。当时，牛
僧孺在洛阳城内建造归仁里园，园内“嘉木怪
石，置于阶廷”。李德裕在洛阳城南建造平泉山
居，园中“江南珍木奇石，列于庭际”。如果仅仅
是牛李两个党魁的个人爱好，“物物”之乐，那些
嘉木奇石人见人爱，都是怡情之物。然而，“物于
物”，性质大变，那些奇石珍木首先成了很多人的
跳板。史书记载，开成三年 （公元 838 年） 夏
天，苏州刺史李道枢知道牛僧孺酷爱藏石，赠送
牛僧孺一块太湖石。牛僧孺获之异常珍爱，曾作

《李苏州遗太湖石奇状绝伦因题二十韵奉呈梦得乐
天》，邀请刘禹锡、白居易一起作诗题咏。不久，
李道枢升为浙东观察使。此例一开，各地官吏广
搜博采，奇石源源不断地进入归仁里园。李德裕
平泉山居里的珍木奇石，路径同出一辙。更有甚
者，那些嘉木奇石不仅仅是很多官吏谋求升迁的
敲门砖，最后还成了“牛李党争”之外的第二战
场，“物于物”不仅让李德裕、牛僧孺英名尽毁，
还严重毁坏了中晚唐的政治生态。

“物物”如何才能“不物于物”？苏东坡在为北
宋著名画家、收藏家王诜的《宝绘堂》作记时说得非
常到位：“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
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
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
无论什么样的珍木怪石、奇珍异宝、字画古玩，只要
寓意于此，仅品赏怡情，陶冶情操。而沉溺其中，

“留意于物”，一定会给自己带来灾祸，再珍贵的东
西，都不可能给自己带来真正的快乐。“凡物之可
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然至
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钟繇至以此
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
舸，王涯之复壁，皆以儿戏害国，凶其身。此留意之
祸。”苏东坡用钟繇为此而呕血盗墓，被后人唾弃；
宋孝武帝与王僧虔因此而互相猜忌；桓玄败亡逃跑
时还不忘把书画装上船；王涯快死了，还要把书画
藏到夹壁里去。如此种种，皆留意物之“足以为
病”，其害甚烈！“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家之所
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
自笑曰：吾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岂不
颠倒错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复好。”苏东坡看
破了“物于物”，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但有些人
被物所物，至死不悟，甚是悲哉！

苏东坡“自是不复好”，说得很轻松，但是
真正对自己钟爱的东西，“不物于物”是很难
的。嗜好嗜爱嗜欲，之所以谓“嗜”，皆深染其
中，大多像吸食鸦片一样，不能自拔。无论达官
显贵，还是腰缠万贯的巨富，抑或满腹经纶的文
人墨客，只要役于钟情之物，等于踏进“鬼
市”，无论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会感到知
识的贫乏和浅薄；无论你权势熏天，无所不能，
也会感到力不从心，万般无奈；无论你家财万
贯，富甲天下，也一定会感到囊中羞涩，捉襟见
肘。昔日的孤傲、清高、自矜、骄横，都会被

“物”所役所累。
北宋的周侗 （正史中称周同），人称“陕西大

侠铁臂膀”，是北宋末年名震天下的武术大师，是
岳飞的恩师，在演义杂史中，他更是被宋神宗封
为天朝教师。就是这么一个臂膀上能跑马的铁血
名将，也曾经被古董所役。某日，他邀好友欣赏
其藏品，在向大家介绍最心爱的古瓶时，不慎瓶
从手中滑落。凭着自己的一身功夫，他迅疾抱住
了古瓶，幸未摔碎。但他吓得面如土色，虚汗直
冒。此后，他常做噩梦，时而古瓶落地，时而梁
上君盗走，时而房子倒塌砸碎古瓶……周侗很是
迷惑：自己戎马倥偬，在刀光剑影、腥风血雨中
过日，从没有害怕过什么，为何这么一只花瓶让
自己神魂颠倒。夫人见此，说那古瓶还不如摔
碎，瓶碎了你也就心安了。周侗大悟，自己是被
瓶所役，狠狠将古瓶摔碎。从此，他天天得以呼
呼大睡。

渣泽村是我的故乡，我曾在渣泽村工作二
十年。我已年过八旬，眼前事瞬间即忘，但渣
泽村曾经的历史传说、风土人情，一直留在记
忆的深处，村庄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依然历
历在目。

历史上的渣泽村

儿时听老辈们说，明朝时就有渣泽村。渣
泽村村北有座山，叫藏马山，相传是太平天国
运动时，天京（即现南京）失守，败兵骑着马逃
到渣泽村村北的一座山里，人马藏在里面，后
来此山就叫藏马山。村东南方有座山，经常去
放马，后来此山就叫马山。我想，口口相传可
能真有其事，但无从考证，只能当作趣谈。

渣泽村历史悠久，知名度很高。1908年沪
宁铁路通车，渣泽村村西设有火车站台。每天
上行上海方向两次车，下行南京方向两次车。
车站虽小，但在当时交通基本依靠步行的年
代，坐火车出门已经足够时尚，方圆几十里的
老百姓都来此乘车，村庄靠有火车站台的交通
便利，带来了人流，拓宽了村民的视野，激发了
村庄的活力，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渣泽村的近代史，和中国大多数乡村一
样，遭受了日军铁蹄的践踏。渣泽村因战略
交通位置重要，一度被日伪占领，日军在车
站两头各建有一个混凝土碉堡。根据在车站
帮日伪军烧饭的老人蒋家猛回忆，碉堡中驻
有一个小队的日本兵。有一次发现一名可疑
人员到渣泽村，日军前来搜查，当天枪杀村
民一男三女。

据史料记载，1939年 9月 25日，新四军挺
进纵队、丹阳独立支队联手夜袭了盘踞在渣泽
车站的日伪军，并伏击了从镇江方向赶来的两
批援军，此战击毙日伪军100多人，击毁敌人军
车1辆。经此一战，打出了新四军的军威，灭了
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渣泽村

1949年至 1957年，行政区域启用渣泽区，
从丁卯到丹徒、谏壁、到辛丰区北面，三山镇的

秀山村、大山村、平山村、邵家村、高家楼、严岗村
等都属于渣泽区的范围，面积约50平方公里；渣
泽区下面还有渣泽乡，面积约15平方公里。

1957年以后的渣泽村，在方圆几十里范围
内是个比较大的自然村，位于镇江老城区东南
六七公里处。全村主要有蒋、任、华、张、吕、
袁、戴七个姓氏组成，分十一个村民小组。渣
泽村全村 538户，人口 1593人。全村共有九处
祠堂，其中蒋姓二处，任姓一处，华姓一处，吕
姓一处，袁姓一处，周姓周家礼堂一处，张家祠
堂一处，戴家祠堂一处；另有个建于清朝时期
的浮山庙，占地20亩，1978年改建成渣泽中学，
有老师22名，学生300多人。

渣泽村属丘陵地区，以旱田为主。
渣泽村十一个村民小组村前村后都有水

塘 。原来全村大小水塘有57个。这是老祖宗
的智慧，这些水塘不仅解决村民生活用水，
还是火灾时就近取水灭火的水源，因此这些
水塘又叫风火塘 。如渣东组有下张塘约 8
亩，小塘约 2 亩，门口沟 （扩大后） 约 10
亩，蒋家组有荷花塘 （扩大后） 约 20亩。孝
塘约 2亩，村民吃水专用；官塘约 5亩，村民
淘米洗菜专用；尿布塘约 1.5亩，洗尿布刷马
桶专用。任家组村前新塘 5 亩，双马塘约 5
亩，小村组村前杨树塘约5亩，吕家组有门口
大塘 5亩左右，袁家组村前有袁家大塘 6亩左
右，张家组村前有张家大塘 20亩左右，戴家
一组、戴家二组、戴家三组村前有丁角塘2亩
左右，荷花塘 2亩左右，吃水塘 2亩左右，门
口大塘5亩左右，上角塘2亩左右。

渣泽村虽然水塘较多，但主要解决生活用
水，农田灌溉用水不足。村东有一条大坝沟长
约3000米。戴家湖心戴家一组有条狭沟约200
米，中沟约 100米，戴三组大肚沟约 300米，这
些水源只能解决30%的农田用水，干旱时，村民
生活用水都困难。新中国成立后，渣泽村每年
冬春都大搞水利建设，苦干三十年，终于改变
了水源状况，农业灌溉用水和村民生活用水情
况得到充分改善。

在农田水利建设中，首先扩大了水塘面

积，增加容水量，如村前的门口沟原来只有1亩
地大小，开挖后扩大到约10亩面积。荷花沟也
只有 1亩左右，开挖后扩大到约 20亩面积，黄
树塘原来也只有 1亩左右，开挖后扩大到约 10
亩面积，上张塘原来也只有1亩左右，开挖后扩
大到约5亩面积，下张塘原来也只有1亩左右，
开挖后到8亩，吕家门口塘原来只有一亩左右，
开挖后扩大到约5亩。其次，新开挖9座水库，
共开挖约 101亩左右，如马山水库约 8亩，丰家
山水库约 10亩，荷花塘水库约 20亩面积，对过
山水库约 8亩，万连山水库约 15亩，楼巴山水
库约 8亩，宗家山水库约 12亩，牛头湾水库约
15亩，大万里水库约5亩。开挖水库后，增加蓄
水量，灌溉面积增加到50%左右。再次，新建一
座扬程 30米高的电灌站。不等不靠，自力更
生，在藏马山上开挖近 4000米的电灌渠道，翻
长江水灌溉农田，电灌站建成后，95%以上农田
得到灌溉，确保旱涝保收。在兴修水利解决用
水的基础上，开始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旱田改
水田约190亩，格田成方、平整土地三个片共约
70亩。

渣泽村在搞好本村农田水利建设的同时，
服从大局需要，听从上级号召，连续多年组织
村民外出支援水利建设，如今南京的秦淮河、
丹阳的香草河、姚桥的姚桥河、粮山的粮山河、
横山凹水库、于北村平整土地等，都留下了渣
泽村民辛勤的汗水和奋战的身影。

在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渣泽
村大力发展教育医疗卫生事业。新中国成立
前村中只有一个私塾，两名私塾先生，新中
国成立后，在蒋家祠堂建渣泽小学，有5名老
师，本村及临近村的孩子都来此校上学。
1954年，上级派来6名医护人员来渣泽村开诊
所，负责人林敏，全科医生陈显发，中医高
广德，外科医生李德宏，二名护士兼管药
房，有病床三张。1958年撤区并乡，成立丹
徒人民公社。同时成立丹徒医院，林敏等6人
到丹徒医院任职，另派了二名医务人员来渣
泽诊所工作，直至 1969年。之后村里自己培
养了三名医生先后在诊所工作，直至 2010年

结束。

改革开放中的渣泽村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渣泽村。村里先
后办起了鞋厂、五金厂、油坊、茶场等村办企
业。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鞋厂的皮鞋销
售到全国，还有十二家个体皮鞋厂，外界评价
渣泽是皮鞋之乡。茶场的茶叶也有名气，甘露
茶是省市品牌。渣泽村逐渐发展成远近闻名
的富裕村，从村容村貌就能看出，全村都是砖
瓦房，97%以上都是时尚的楼房。全村很早就
通上了自来水，村前建有一条水泥路，交通出
行极为方便。

渣泽村坚持走绿色发展、共享发展之路。
渣泽村村南从东到西有三座山连成一线，统称
对过山，长约 2000米，春夏林木茂盛，生机盎
然，青山绿水环抱，环境优美，景色宜人。得天
独厚的自然环境，成为富裕后渣泽村的另一种
财富。

因国家建设需要，渣泽村分期拆迁。拆迁
过程中，村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老党员、老干部，协助工作，
发挥带头作用，拆迁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戴三
村民组 1998年拆迁结束。戴二、戴一村民组
1998年和 2004年分二次拆迁结束。吕家、袁
家、张家村民组 2007年拆迁结束。渣东村民
组、蒋家、华家、任家、小村村民组 2010年春节
后拆迁结束。截止到2010年，渣泽村全部拆迁
征用。拆迁后的村民分别归入谷阳、潘宗、西
苑、武将四社区管理，由世代耕种的农民变成
了城市新居民。

曾经的奋斗和奉献，曾经的辉煌和荣光，
随着渣泽村的拆迁落下帷幕。渣泽村的村民
在归入各个社区后，在享受国家改革发展的红
利的同时，又积极地投身到祖国新时代高质量
发展的大潮中。

渣泽村虽然因拆迁不复存在，但这个村悠
久的历史不会消失，这个村在艰难环境中的奋
斗历程不应被遗忘，这个村在改革开放浪潮中
取得的令人骄傲的荣耀不应被忘却。

物物而不物于物
□ 滴石水

我与“百年储金”碑
□ 王福海

记忆中的渣泽村
□ 江 华

“百年储金”碑

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综合教学楼

1934年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第四届毕业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