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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情重义的大科学家伍献文重情重义的大科学家伍献文
■金春妙

莘塍东堂庙和民俗莘塍东堂庙和民俗
■林成植 戴世德

中科院院士伍献文（1900—1985），是

瑞中校友，1918年瑞安中学旧制毕业，瑞

安云江屿头（今云周街道繁荣村）人，也是

林垟的女婿。闻之，我仰慕的目光一直寻

找着他，在林垟陈家古屋，在瑞中档案室，

在他的出生地的老宅，一点点探寻到他鲜

为人知的多彩人生。

凝视着留存在瑞中档案室的照片

——伍献文与梁思成、茅以升、竺可桢等名

人同框，一个时代的一群大家风范浮现脑

海。

一个滂沱大雨的春日，陈良明校长带

着我们从瑞中出发，驶过飞云江五桥，半小

时车程来到繁荣村。这里是著名动物学

家、鱼类学家、线虫学家、科学院院士伍献

文的故乡。伍献文是中国鱼类学和水生生

物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动物分类学、形

态学、组织学、线虫学等方面都有精深的造

诣和广泛建树，并造就和培养了一批精英

俊才。

1900年3月15日，伍献文出生于屿头

村一个小康农家。他的父亲伍嘏斋粗通文

墨，思想开化，后弃农经商，在乡村小镇开

办了一个鱼行。但由于不谙经营，以致家

道中落，但他还是坚持让三个儿子读书。

由于家境窘迫，大哥、二哥先后放弃学业，

回家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1918年伍

献文以第一名的成绩从瑞安中学毕业。成

绩优秀的伍献文不忍心再给家里增加负

担，填报了既可免除学杂费又可供应伙食

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毕业。1929

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中华教育基金

会的资助，赴法国留学。

南高师毕业后，伍献文先在集美教书，

次年到厦门大学当助教又注册为厦大的学

生，既当先生又当学生。由于父亲经营不

善，欠下不少外债，他省吃俭用尽力攒钱，

最终还清了家里的债务，坚定地履行父债

子还的传统道义。

他的大哥英年早逝，伍献文每年给大

嫂汇钱接济，还把其中的一个侄儿接到自

己家里生活读书，培养成有作为的土木工

程师，先后又把两个侄女接到身边，帮助她

们成家立业。其侄孙伍鸿树说：“小公在世

时，每年都会给他大伯和他家汇钱，上半年

和下半年各一次，每次30元，从未间断。”

我们到林垟伍先生爱人陈玉如的老家采

访，碰到其内侄媳张美云，提起伍先生，她

跑到阁楼拿出尘封多年的伍先生照片，动

情地对我们说：“我家的姑爹是天底下最好

的人，我姑姑没有读过一天的书，是一位目

不识丁的旧式妇女，姑爹是喝过洋墨水的

大知识分子，他对我家姑姑不离不弃，相爱

相伴一生。特别感动的是，我家三伯早逝，

伯母寡居，没有子女，按传统伦理习惯，应

该由侄儿也就是我的爱人赡养，但我姑爹

承担了赡养我伯母的义务，定期寄生活费，

同时还经常接济我家的生活。”

伍献文对朋友重情厚谊，肝胆相照。

他与童第周、陈世骧、冯德培、卢于道、刘承

钊、朱洗等老一辈科学家结下极深的友

谊。他早年与著名鱼类学家方炳文在中央

研究院自然博物馆共事过，方先生经常到

伍家食宿，情同手足。后来方炳文到法国

留学，在1944年8月26日的巴黎空袭中

罹难，伍献文悲痛不已，亲笔撰文悼念，介

绍方炳文在中国鱼类学研究中作出的贡

献。此后，他分担起赡养方母的责任，每年

给方炳文母亲寄生活费，一直到方母上世

纪70年代初去世，扮演了儿子的角色，替

亡友尽孝道。

伍献文对学生倾囊相授。做伍献文的

学生是幸福的，学生在他指导下共同完成

论文，他用毛笔划去了自己的名字。重病

卧床在家时，让学生带论文到家里来，他逐

字逐句推敲修改。

刘建康是伍先生的学生，他回忆第一

次见知名教授伍献文不免紧张，伍先生却

毫无架子，推荐刘建康读鱼类学论文，令刘

建康打开眼界，心里充满了对伍先生的崇

拜和敬佩，读研究生时考到伍先生门下，六

年跟随伍先生左右。导师民主的学术风格

和对他充分的信任，使他敢于大胆创新，研

究成果在国际上产生影响。这样的高起

点，使他较早地建立自己的学术自信。读

研期间，刘建康和伍献文的大女儿伍韵梅

相识相恋结为夫妇。伍献文先生是1948

年“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新中国

学部委员（后改称中科院院士），1980年刘

建康也当选为中科院院士，于是科学界有

了“翁婿院士”的佳话。

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宜

瑜也是伍先生的学生。在陈宜瑜眼中，伍

先生是一位从不发脾气的老人，他总是很

和蔼地告诉学生研究工作的基本规律、如

何查文献、如何判断特征。伍先生对陈宜

瑜无私地培养，让他终身难忘。他们在多

年的共事中不仅只是师生情，俨然更有一

种亲情了。虽然伍先生已经走了很长时

间，但陈宜瑜谈起来仍是眼圈红红的。他

说伍先生不仅给予了他知识，让他走上了

科学家之路，伍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和高

尚的人品更是深深地影响了他做人做事的

标准。在伍先生60多年的科研和教学生

涯中，他直接教导和培养出一大批学生和

助手，如唐世凤、薛芬、张孝威、易伯鲁、金

祖怡（美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院士刘建

康、曹文宣、陈宜瑜等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专

家和学者。

伍献文作为科学院院士受到很多人的

尊重，然而他尊师的谦恭之心未曾改变。

一次，他前去参加科学院院士会议，远远地

见自己的恩师秉志老师在身后200米处走

来，伍先生停止脚步，等候老师到来，恭恭

敬敬行弟子礼，让老师先走。1965年，伍

献文作为专家学者代表出访欧洲，有一天

在中国大使馆看到《人民日报》刊登他的恩

师秉志去世的消息，当场嚎啕痛哭，如同孩

子失去挚爱的双亲，他对老师的感情之深

可见一斑。

作为学界泰斗的伍献文，留下了很多

珍贵的学术文章，他的后辈学生多希望他

晚年能出版文集，然而伍献文人生的最后

一年还在忙碌地整理他的恩师秉志先生的

诗稿，并委托他的好友，厦门大学的文史专

家何励生（瑞安同乡、瑞中校友）先生校勘

诗稿。他对身边的亲友说：这是我一生中

要做的最后一件要紧的事。秉志是清朝旧

式举人，古诗功底深厚，一生写了很多古体

诗。他生前埋头做学问，一直没时间和条

件出版自己的诗集，伍先生在生命的最后

一年，不是想着自己的事情，而是辗转联系

出版社帮助老师出版了诗集。伍先生

1985年4月3日离世，他在3月20日于病

榻上饱含深情而艰难地写下诗稿的序言，

回顾与恩师一生的情谊，完成老师的遗愿，

寄托对恩师的怀念。

在瑞中档案馆中调出伍献文的档案，

薄薄的几张纸，难以诠释伍献文先生的整

个人生，我们只能从伍献文的同事、儿子伍

惠生、女儿伍又梅以及乡邻亲友的只言片

语中了解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这一面，

他坦诚正直的为人，他对家庭的责任，对亲

人的至爱，对师长的无比爱戴，对朋友的赤

诚，爱生如子的情怀……所有这些充满温

暖的画面与他作为学术大师的权威、严肃

的风格全然不同。很多人只记住了他的科

学贡献，却少有人知道他的道德文章同样

垂范后世。

某天晚上，我去曾经工作过10年的学

校接儿子放学。在等的过程中，偶然抬头，

和墙上的伍献文相遇，他温和、慈善的目光

注视着我，我惊讶于自己此前的10年间竟

对他一无所知。深入走访后，一座丰碑在

我心中竖立。金杯银杯，不如后人的口碑，

伍献文先生以杰出的科学成就和敦厚的道

德品质教育激励着我们今天学生，既要读

书，更要做人！这种精神财富正是当下我

们需要继承发扬的。恰如武汉大学7位教

授联合写给伍献文先生的挽联所示：

责己严，待人宽，著述等身，道德文章

传后起；

从学精，治学博，鱼龙得水，湖山风雨

忆先生。

莘塍，历史悠久，文化沉淀深厚。据

考，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时期，就有先民

在岱石山一带繁衍。上世纪90年代，考古

学家在岱石山发现石棚墓和青铜器。

莘塍东堂庙
东堂庙，又称“灶王殿”，位于莘塍下

村莲花河的河汇头。三面环水，环境幽

美。据考，庙宇初建于唐总章二年

（669）。次年（670）建成，供人瞻仰。后，

庙宇逐步扩大，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扩

建成两进；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再扩，

建成五间三进的庙宇。1938年和1982年

两次重修。由年代久远，殿宇陈旧变质。

1997 年夏日，村民筹资，动工重建，至

1999年4月19日竣工庆典。

重建的东堂庙，占地1960.27平方米，

全木结构，仿明建筑，其气势之恢宏，仿古

工艺之逼真为全省少见。重建的东堂庙是

座十分标准的中轴对称建筑，分前殿，正

殿，娘娘殿三进。屋顶庑殿式结构，重檐，

檐角分层翘起，多龙腾飞，且静似动，尽显

庙宇之威仪。东堂殿内部建筑高、大、敞、

奇：戏台面49平方米，用直径70厘米的4

条大圆柱撑起，藻井奇异，宏伟壮观；正殿

的正柱高13.64米，中堂道场三级分明，横

匾高悬，十分森严。整座庙宇与其左侧的

“莲花公园”连在一起，把古代文化和现代

文明融为一体，独得天时、地利、人和。

东堂司命
东堂司命，古称“东厨司命”，为古代

“五祀神”之一。公元前，炎帝在位时，东

堂司命出生于广西环江，壮族，家庭世代

为医治眼疾、疥疮的外科医生，名声远扬。

当时，北方一个极其凶恶的部落九黎

族首领“蚩尤”经常侵掠炎帝疆土。炎帝

几次起兵抵抗，都被打败。于是，炎帝联

合黄帝，调东堂司命领兵出击，在涿鹿郊

外大败蚩尤，定得天下太平。因东堂司命

征讨有功，炎帝封他为天地督察使，出京

巡视江南。结束，调金殿重用，提为右丞

相，在京城同炎帝共商国事。

后来，炎帝宫殿失火，东堂司命奋力

扑救，不幸烧死在厨房中，以身殉职。因

东堂司命功大，炎帝封他为“灶神”（灶

君），又称本家司命，并降旨，每年腊月二

十三日为祭祀灶神日。旧时，每户灶上设

灶神图像（俗称“镬灶佛爷”）。

东堂司命有李、石二位夫人，子孙满

堂，洪福于千家万户。有道经二部：一部

是《太上洞真安灶经》，一部为《太上灵宝

补谢灶王经》，流传至今，供黎民诵读。

演绎的民俗
为纪念东堂司命，百姓将其演绎为民

间习俗代代相传。

东堂庙会，莘塍自古流传着一首民谣：

“正月初一开殿门，初二拜丈人，初三拜邻

舍，初四拜屋底，初五圆经，初六上坟，初七

没事干，初八燎火盘，初九嬉嬉，初十东堂

殿摆头猪。”“初十东堂殿摆头猪”（“头”方

言，“大”的意思），指的就是莘塍的东堂庙

会。莘塍庙会自北宋开始，有着千年悠久

历史。全过程分为：筹备、公出、净街、接

佛、祭祀、集会、巡游、归庙等8个步骤。

庙会，从正月初九开始，抬卫师爷和

净水净街。迎接上村、中村二殿洪岩爷

（君主）到东堂庙等候初十的殿会巡游。

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放长红幔；各村口搭

彩额，挂对联，插灯笼欢庆。

初十早晨7时开始，巡游队伍有序出

发，烟花爆竹齐放，锣鼓喧天，一派盛势：前

面小车开道，宣传横幅醒目，后跟大锣、刀

旗、长号、吉字、滚龙、舞狮、舞蹈；再跟莲花

灯、水仙灯、桃花灯、百鸟灯、宫娥彩女灯、

十二生肖灯、跑马灯；再跟腰鼓队、军乐队、

高跷队、杂技队；有扮戏文的、八仙过海的、

西游记的；有抬香亭的，蜡烛亭的，抬神佛

的，拿桨扇的；还有骑马将军，扮七星，扮将

令，旗锣伞道……巡游队伍每到一村，都有

祭祀迎接，巡游队伍停下来表演节目，观众

人山人海，热闹非常，直至晚上10时多归

庙。然后有穿红衫、大衫，拿鲜花和清香的

老人祭拜，庙会结束，给百姓留下热闹祥和

的气氛和向往美好的憧憬。这天，家家户

户摆酒设筵招待来自四面八方的亲朋戚

友。这一地方特色的文化盛会也被列入了

瑞安市、温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除大会外，莘塍还有小会：每月初四

玉皇会，廿四净度会，五月十五、十六天地

寿旦会，六月初一纪念白衣丞相收蝗虫保

田垟庆贺会，七月十五、十六普利会，八月

初三贺东堂司命大神寿诞会，九月初九重

阳大祭会，一会接一会的民俗活动，贯穿

在百姓的一年生活中。

莘塍民俗与东堂庙有关的还有做戏

和鼓词。这些民俗都是从“灶王”东堂司

命的爱国殉职，为民请命精神演绎而来，

折射出百姓对英雄的敬仰，对多种文化的

渴求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憧憬。因此，

东堂庙不仅仅只是一处宗教道场，更是仿

古建筑的瑰宝和人民精神的寄托；东堂司

命，也不仅仅只是民间信仰的神灵，在漫

长的岁月里已演绎为多种元素融合的民

间文化，摧发区域文明的嬗变和进步！

重建的东堂庙重建的东堂庙

东堂庙的屋面建筑

伍献文院士屿头故居门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