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97年10月30日，我的祖母秦纫蕙
出生于上海浦东陈行镇（距三林塘8里路）。

她曾对我说，上海的城隍老爷秦裕伯是
她们秦家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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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隍秦裕伯后人的故事
! 张渊

! ! ! !记得自我读小学后，祖母就常
住我家共同生活了。由于她小时候
读过私塾，故能看书看报写信。每当
夏天乘凉时，我祖母会教我唱本地
山歌、念乡间谚语，她讲的气象谚语
特别有道理。夏季的傍晚，若西边太
阳似火烧一般的层层艳红，她就会
用本地话说“着夜烧，明朝戴笠帽”，
意思是特别亮丽的傍晚，第二天是
要下雨戴笠帽的。她曾对我说，三林
学校是她的祖父、父亲创办的。

三林石刻记先人
我小时候对三林塘的印象，仅

仅是夏日吃到的著名的“崩瓜”（皮
薄而脆，稍稍一碰就崩开了，故名）
和“三白瓜”（瓜的皮、肉、籽全是白
的），但又觉得这个三林塘似乎很遥
远，弄不清在哪里。
近年，上海地铁!!号线通车了，

见到其中有个三林站，特别想去探
个究竟。"#!$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
子，我先生陪我走进了三林老街民俗
馆。在馆外长廊壁上，镶嵌着当地历
代名人的石刻。在那里看到了上海城
隍秦裕伯像及事迹，一下子就联想起
祖母说过的事，于是逐座石刻看下
去，看到了创办三林学堂的秦荣光及
其子秦锡田，顿时很兴奋，觉得这下
可对上号啦！民俗馆负责人让我翻阅
了柜子里陈列的《三林历史名人录》，
并建议我去召稼楼“秦裕伯纪念馆”
看看。数日后，我们去召稼楼，那里陈
列了秦家的各代名人，我见到了祖母
的祖父、父亲及她堂兄弟们的事迹介
绍。后来，又得张乃清先生所著《秦裕
伯研究》《上海乡绅秦荣光秦锡田》两
本书，内容更详实。
说到秦裕伯，先要说北宋高邮

著名词人秦观（字少游），他只愿跟

随苏轼而不跟朝廷。元军骑兵由北
往南进军时，秦观的后代逃离高邮，
渡长江，又经吴淞口定居上海。秦裕
伯是秦观八世孙，住南宋名刹长寿
寺旁，苦读二十年成为元末进士。明
太祖朱元璋三次发出聘裕伯公的御
书，秦裕伯两次不应，第三次勉强上
任，不多久就借口高龄多病，告老回
乡了，洪武六年病故。朱元璋说“生
不为我臣，死当卫我土”，封他为“上
海邑城隍正堂”。

先辈集资办书院
我祖母的祖父是秦裕伯第十七

世孙秦荣光（!%$!!!&#$），初名载
瞻，字炳如，号月汀，生于上海县陈
行乡（今浦江镇）。一生除研究学问
外，尽力为地方谋利。清光绪二十二
年（!%&'），他联合乡绅捐款捐田，劝
募集资创立书院于三林镇，自任总
理。光绪二十八年（!&#"）改书院为
学堂，亲自拟定“新学”科目，除经、
史、地、算外尚有英、法文及理化科，
延良师、置仪器、辟操场，开浦东风
气之先；又争得上海城隍庙大殿等
物业为校产，为学堂发展奠定经济
基础。在他的努力下，陈行、三林塘、
杨思三乡很快办起二十余所小学
堂，享誉沪上。秦荣光一生著书很
多，著有《补晋书·艺文志》，辑入开
明书店《二十五史补编》，另有《补晋
书·学校志水利志》《同治上海县志
札记》和《光绪南汇县志札记》等。他
编著的《上海县竹枝词》六卷，记述
了上海开埠以后的大量史实，!&#%

年由其门生胡祖德刻印问世，成为
后人研究上海近代史和地方文化的
必备资料。他还摘录前人笔记，辑成
《梓乡录》四卷、《梓乡杂录》四卷，还
著有《养真堂诗抄》《陈行秦氏支谱》
《淮海先芬咏》等。他去世后，被人们
追谥为“温毅先生”。

我祖母的父亲秦锡田（!%'!!
!&$#），字君谷，号砚畦、适庵，别署
信天翁，是秦荣光的长子。曾随父同
在三林书院就职，并寓居三林。清光
绪十九年（!%&(）与弟锡圭同科中
举。平生致力教育事业，热心公益，
擅诗书。主张教育救国，认为“盖二
十世纪之世界，以工战，以商战，实
则无不以学战”，曾协助杨斯盛创办
浦东中学，任学校校务、财政经理
员，后任监督、校董二十余年。他为
陈行、杨思、三林、六里四乡教育事
业出力尤多。!&#"年，承父命与赵履
福等改三林书院为新式学堂。父亲
去世后，他继任学堂总教习，后又历
任三乡学董、三乡学校联合会会长、
高小校长，任三林学校校董会主席
直至逝世。!&!$年始，先后受聘为
《上海县志》《南汇县续志》总纂。另
著有《享帚录》八卷及《享帚续录》，
辑成《梓乡丛录》《上海掌故录》等。

秦锡田侄子秦翰才（!%&)!
!&'%），名之衔，字又元。毕业于松江
三中，学业名列前茅，为清朝末代生
员。他长期积累并整理秦锡田生平资
料，撰成《秦砚畦先生年谱简录》。!&)'
年!#月受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另一位侄子秦伯未（!&#!!!&*#）+名之

济，号谦斋，现代中医学家。

祖母竟是娃娃亲
我的曾祖父张虞赓（!%)%!

!&((），字愚耕，号乐诏，咸丰八年
（!%)%）出生于上海莘庄西河浜。自
幼勤奋好学，身处僻乡，有志成才。
光绪五年（!%%#），"!岁时考入上海
县学，成了一名秀才。但他不爱走
仕途，“致力于农田，雨笠烟蓑，手
足胼胝，暇则手一编，高吟朗读，声
渊渊，如金石，风之晨，月之夕，即
景言情……”婚后有两个儿子。
张虞赓与秦锡田是上海县学同

学。张虞赓的好友李绮城到三林学
校执教，常与校长秦锡田谈起莘庄
西河浜张氏“治家之整，待人之诚”。
不久，张虞赓亲自将大儿子送到三
林学校读书，孩子在校期间“沉潜好
学，学日猛晋”。岂料学业未成不幸
因病身亡，身为校长的秦锡田心中
颇感内疚。后与李绮城同去莘庄西
河浜拜访张虞赓。刚进门坐下，张虞
赓即介绍在家读书的小儿子张铭
西，由于长子不幸夭折，故而不让唯
一的幼子出门游学而延师在家执
教，并由邻里儿童陪读。!"岁的张铭
西“恂恂儒雅”，秦锡田十分中意，当
即表示愿意将自己的四女儿秦之蕙
（字蕙祥，号纫蕙）下嫁到莘庄西河
浜，订下了“娃娃亲”。

出嫁丫头“报主恩”
张铭西，号鸿翥（小名安儿），与

秦纫蕙同年，订亲'年后，两人都已

!&岁了。!&!)年正月初二，张虞赓与
秦锡田在三林学校为他俩隆重举办
了新式婚礼。他俩就是我的祖父和
祖母。他们婚后生活美满，共生了四
个儿子，我的父亲是老二张守成。可
是天有不测风云，!&""年夏，我祖父
张铭西不幸染上霍乱病，突然离世，
年仅"'岁。家中一片悲伤，最小的儿
子还是个遗腹子！幸而曾祖父稳住
了大家庭。据家父张守成回忆，他$

岁时父亲去世，*岁搬到莘庄镇新盖
的大房子，他的祖父张虞赓仍住在
镇郊西河浜，每天早晨上镇喝茶后，
到新房子看他们。家中延请了一位
松江师范学校毕业的聂姓女教师，
学问很好，不但教新式的数学、外
文，还教《古文观止》。她除了教张家
四兄弟外，还教表亲的四五个小孩。
当时，我祖母娘家经济条件较

宽裕。祖母出嫁时，带了一个丫头到
张家作为陪嫁。后来又买了一个从
安徽逃荒来的小女孩做丫头。数年
后，丫头长大成人，祖母就将她俩嫁
了出去。我还记得她俩的名字叫秋
玲和金菊。秋玲嫁到莘庄以南的颛
桥，几十年来，她的丈夫在蚕豆或新
大米上市时节，总会骑自行车驮着
大包小包的农产品来我们徐家汇天
平路的家，看望“太太”（他们对我祖
母的尊称）。秋玲在五十岁左右时得
了子宫肌瘤，到徐家汇国际和平妇
幼保健院看病，住在我们家和“太
太”相处了一个多星期。另一个丫头
金菊出嫁后，丈夫被抓了壮丁，!&$&
年夫妻俩去了台湾，从此杳无音讯。
上世纪%#年代改革开放后，金菊突
然回到上海，辗转寻觅，终于找到了
“太太”。我祖母于!&&#年(月""日仙
逝，享年&(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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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会谈陷入僵局

全救会成立后的第二天，沈钧儒和章乃
器亲自把全救会成立大会的宣言和纲领送给
上海市长吴铁城，希望当局认可，争取合法地
位。吴铁城对两人递交的文件毫不在意，口口
声声地要求他们取消一切救亡团体活动。沈、
章大义凛然地重申：自己并无野心，纯粹是爱
国心驱使，从而出面领导运动。在救国会全部
的文件中，均没有推翻政府之词，只
是想鼓动一致抗日。

吴铁城拒绝了两人递交的文件。
第三天，他在大中学校长茶话会上
说：“现在有少数野心家，组织了一个
什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这里面不
过是二三十个人在那里包办，说得上
什么全国联合会呢,这个团体简直是
一个反动的东西。”

(月 '日，两广军人以“北上抗日”
为口号，发表通电，出兵湖南。南京政
府乱了方寸，加紧了对救国会的监视
和破坏。一天，几个特务冲进王造时的
寓所搜查，说是他与两广事变有牵连。
王造时毫不害怕，从容应对。特务们怏
怏而去。月余，在南京的蒋介石传出话
来要见救国会领袖。蒋介石此刻的心
情蛮好，他刚平息“两广事变”，迫使桂系陈济
棠下台，李宗仁、白崇禧已经妥协。他想调头来
解决救国会“捣乱”的问题，会会救国会领袖。
蒋介石的邀请，令人难以预料凶吉，许多朋友
纷纷劝阻：“蒋介石虽为邀请，可他素以出尔反
尔著称，万一把你们抓起来，岂不是自投罗
网,”但是拒绝蒋介石邀约，一予蒋介石以话
柄，好像胸怀什么鬼胎；二蒋介石要抓你，你也
无法逃脱。权衡之下，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
准备前往，以示磊落，并做好不把救国会出卖
给任何党派，被党派所利用的准备。
三个人打点行装，从容上路，动身去南京

会一会蒋委员长。蒋介石派戴笠到火车站迎
接，并安排他们入住豪华的中央饭店。

这天，蒋介石特意换下戎装，身穿长衫，
脸带笑容地在官邸接见了沈钧儒一行三人。
他拉着沈钧儒的手，寒暄起来：“沈先生长期
为宪法政治奔波，功勋卓著。”沈钧儒平和含
笑，也不搭腔。蒋介石见无下文，转向章乃器：
“你在银行里工作得很好嘛，肯研究问题，有

事业心。我国金融界难得人才，前途广阔。”他
又抓住李公朴的手：“参加过北伐，曾是我党
一分子啵,”

三人找不出什么话回复蒋介石，只让他
自拉自唱。一阵沉默之后，言归正传。“我等赴
京，十分关切对日准备情况，还想当面聆听你
的指示。”蒋介石正襟危坐，腰板笔挺，略微沉
吟：“日人要我国不战而屈，试图逼我们屈服。

我屡次重申未到牺牲之最后一步，
决不轻言抗日。对于抗日我有十分
把握，可以战而不屈！”“委员长，那
么我们可以立即反攻了，何以华北
还要退让呢,”蒋介石脸无愠色，照
旧含笑，重弹老调：“诸位，一定知道
共产党在陕北，不时捣乱。后方不稳
固，何以打胜仗？共产党不要国家，
你们可别轻信他们哟。国家需要你
们这样的人才，应该给国家办事。救
国会可以存在，一定要在吾党领导
下进行工作。”

沈钧儒他们明确告诉蒋介石，
救国会坚持自己的主张，促进各党
各派联合抗战，不会服从任何党派。
会谈陷入僵局。蒋介石见再谈也解
决不了什么实质性问题，便引他们

到餐厅，让贴身秘书陈布雷作陪，吃顿西餐。
蒋介石迫于形势，害怕拘押沈钧儒等三

人，会出现更大的纰漏，决定放三人回沪。三
人回到上海不久，上海市长吴铁城通过李公
朴的朋友、市府秘书李大超，邀请李公朴、章
乃器、沈钧儒和不久前才从香港回到上海的
邹韬奋，到市府做客。用餐完毕，吴铁城露出
了真面目：“你们有了全国性的组织，又有独
立的主张，那就是对抗国民政府。”“请吴市长
冷静，不要听信特工人员的情报，无事生非！”
李公朴捋着胡子说。“冷静？我是非常冷静的。
你们是想另组政府。我现在宣告你们的全国
各界救国联合会是非法组织。命令你们：立刻
写好通告解散全救会；把所有印刷品送到市
政府，全部销毁。否则，今天你们就进得来出
不去了。”吴铁城银丝边眼镜片后的一双小眼
睛，直露凶光，平日的学者风度一扫而光。接
着，他用嘲笑的口吻对在座的全救会领袖们
说：“嗐，你们要做民族英雄吗？那就让你们尝
尝民族英雄的滋味吧。”

杂技好男儿程海宝
陆林森

! ! ! ! ! ! ! ! ! ! ! #$%上海马戏学校成立

!&&'年，程海宝调任上海马戏学校校
长。这年，他 $'岁。

上海马戏学校的校史上有这样一段文
字：（学校）地处（上海）西郊程家桥路 !%%号，
占地 !)#!%平方米，建筑面积近 '###平方
米，拥有适合杂技训练的大型练功厅一个、多
功能小型练功厅四个、舞蹈练功厅一个；文化
教室 !#个、!(座计算机一个、!"#座多媒体
语音教室一个、!#"座多媒体阶梯教室一个；
拥有图书室、篮球场、"##米环行跑道运动
场、校园网等多项设施。

这是中国第一所从事杂技、马戏、魔术
教学的艺术类中等专业学校。学校原来隶属
于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教育局，文化体制
改革后，"##!年起隶属于上海市文广集团、
上海市教委。担任这所学校专业课程的教
师，大多是当年在杂技舞台上卓有建树的明
星级演员，他们有着相当扎实的艺术功底，
有着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建校十多年来，
学校向上海和外省市输送了近 "## 名合格
的毕业生，就业率为 !##"，有多人毕业时已
成为国内外重大杂技比赛的获奖演员，其中
有五十多人次获得国内国际重大杂技比赛
金奖。一批节目，如《跳板》《兜杠》《单手顶》
《空中飞人》《高空钢丝》等，技巧高难，风格独
特，在国际顶级赛场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杂
技节和国内最高赛场全国杂技比赛中多次荣
获金奖。
上海为什么要兴建马戏学校？
时间回溯到 "#世纪 '#年代初。上海出

台了《!&'#年—!&'*年上海市文化艺术工作
规划纲要》：“根据国家经济建设需要，人们对
文化生活需要的日益增长，可在杂技团基础
上建立马戏院。”程家桥路 '"号原是一块空
地，上海杂技团租下后，造了简易动物饲养
场，豢养一些小动物，以备节目之用。但是，发
展马戏艺术，需要有一个大一点的饲养场，用
来饲养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

早些时候，上海杂技
团草拟过一个扩建方案，
扩建饲养场，发展马戏艺
术。!&'!年 !#月，这个扩
建方案落地，驯兽场投入
扩建。恰好，团部从东北

地区购买的虎、熊、马等动物已陆续运抵上
海。几个月后，驯兽场竣工，正好派上了用场。
扩建后的驯兽场，新增了驯虎场、驯马场，以
及虎房、熊房，配套设施一应齐全。!&*$年，
为了适应上海杂技艺术事业发展，解决用房
紧张困难，杂技团在兽房上加层，盖建了一间
练功房、一间锅炉房和 !#间演员宿舍。
兴建于 "#世纪 '#年代中期的上海杂技

场，已经使用了十多年，整体建筑日趋老化，
原来的设备渐显老旧，杂技团将改扩建上海
杂技场列入了改建方案。!&%#年，方案得到
了上级部门批准，改建杂技场的资金，杂技团
已经筹措到位，同年 $月，改建工程正式开
工。经一年多建设，第二年 &月竣工。改建后
的上海杂技场，基本上能满足文化市场需求，
每逢杂技演出，观众纷至沓来，连演连满，座
无虚席。设施上去了，人才也要快步跟上，基
于这样的思考，建造上海马戏学校又一次被
提上了议事日程。
王峰的着眼点是，要发展、繁荣上海杂技

艺术，必须大力培养杂技后备人才，拟议建造
的上海马戏学校，可以为上海，乃至全国杂技
事业培养人才，使杂技艺术走上正规化、科学
化轨道，这将有助于开展对杂技艺术的深入
研究。
“黄金十年”给上海杂技团带来了可观

的经济效益，仅 !&%"年到 !&%$年就从一个
主要依靠国家补贴的文化事业单位，转变
为自给率 !#"-的创收单位，演出场次和演
出收入屡创新高，成为文化部向全国推广
的改革榜样。!&%)年，杂技团开始自筹资
金，!&%'年 !#月 ""日，上海马戏学校破土
动工。这项工程建设，只用了两年不到的时间
便完成了。

!&%&年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教委办公
室发文批准上海马戏学校成立。这所杂技专
业学校的建成，在全国杂技界产生了很大影
响，杂技艺术家们兴奋地说，中国杂技界终于
有了一所专业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