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海楼玉海楼7 2020年12月16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管舒勤 ▏编辑 谢瑶

载酒丰湖水 垂钓拂紫烟
——诗歌里的瑞安丰湖

■林新荣

瑞安丰湖以前建有税关和航船的埠头，

在水路繁荣的年代，街上酒肆茶坊林立，商

贾云集，是一处繁华的地段，不少望族聚居

于此。

据说居住在丰湖里的胡氏，是北宋理学

家胡瑗的后裔，这一支胡氏，在南宋绍兴年

间因南渡之乱，迁徙平阳，又从平阳徙移到

瑞安，历代出了不少文人雅士。明中叶至清

嘉庆年间，精选 16 人，出了一本《胡氏家

集》。家集的出版，使得他们名扬东瓯，其中

最出名的是胡褒《丰湖八咏》：“岘水渊源生

锦湖，一泓澄湛接关河。晓涵野色如铺练，

晚漾天光似织罗。鸥鸟不惊波浪息，尘氛顿

绝晚凉多。披襟月下临流坐，时听沧浪一曲

歌。”（《岘水拖蓝》）。《丰湖八咏》的视角以丰

湖为中心，遍览周边景致，每一首七律，对仗

工致，声韵和畅，读罢，他们日常的生活跃然

纸上。

家集里还不乏父子诗人。胡袍，字廷

贵，号竹南,明代庠生,著有一册《竹南存

稿》。他的《丰湖》诗：“湛湛波光一镜磨，岘

城门外接东湖。数家栏槛丹青屋，两岸峰峦

水墨图。行色秋风亭上客，酒香春雨柳边

垆。扁舟尽日载书画，不问忘机鸥有无。”岘

城,即瑞安城,因西边的西岘山而得名。东

湖，嘉庆《瑞安县志》载：“在城东里许，即瑞

安河，北通塘河达永嘉，西岸帆游、清泉二乡

诸山之水，东岸崇泰乡诸山之水，并注焉。”

东湖，现少有人叫了，被乡人统称为塘河。

诗人以满怀的柔情，回环婉曲，挥毫书写了

丰湖两岸的美景。情蕴景中，表达了他深切

的依恋与赞叹之情，令人神往。胡鍧，字孔

鸣 ，胡 袍 之 子 ，善 书 画 ，明 弘 治 十 四 年

（1501）省试书画中式，著有《溪庄存稿》。

他的《丰湖观渔》相当出色：“霜冷鲈鱼美，江

空月色辉。世尘深没马，飞不到渔矶。”渔

矶，是指垂钓的水边岩石。诗人寥寥几笔就

将丰湖周围安逸、幽谧的氛围勾勒了出来，

体现了诗人与大自然相亲相近的悠闲乐趣。

林彦、林亭，为明弘治、正德年间人，兄

弟俩也居住于丰湖，虽说历史的浮尘已湮没

了他们的诗集，有幸的是，我们还是读到了

他们的零星诗篇。林彦留存有《丰湖会饮分

得然字》诗：“载酒丰湖水，垂钓拂紫烟。榕

阴斜蔽日，波影倒涵天。避饵鱼翻藻，忘机

鸥近船。时平无一事，独酌兴悠然。”从诗题

看，当年在丰湖的文人墨客常有雅集，诗风

颇盛。林亭有《小景》诗三首，其三云：“萋萋

芳草绿平原，无数人家隔远村。有约不来春

欲尽，半帘疏雨自黄昏。”诗人在雨中远眺、

沉默，又寂寥，虽略略数语，却意味深长，富

有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韵味。

丰湖里的文人雅士，还有王氏望族里的

王祚昌、王会昌兄弟。王祚昌，字元翼，清顺

治六年（1649）岁贡，著有《周易敝书》《四书

唾馀》《园史》等。王会昌为顺治岁贡，著有

《籀梦草》及传奇《髯姝珊》《绯桃咏》。他留

下一首《宿丰湖通叔有感》诗：“楼临古渡八

窗开，久客西湖今复来。雨霁依然山翠入，

人喧仍是野航回。含咲凌波娇日晓，缄情待

月溯风迟。最怜出屋闻莺语，深坐颦眉欲恨

谁。”此诗极像是一篇小叙事散文，时间、地

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均有，虽不

合律，但他与通叔的情谊，一一体现在诗中。

家住会文里的项氏家族，属瑞安名门望

族。自宋以降，一门十八人登第。而会文里

距丰湖街颇近，他们时常来此登舟、漫步。

项霁，字叔明，号雁湖，有一首《九日丰湖舟

中》诗：“微霜渲染一林枫，卷幔山光落酒

中。云欲遮楼疑结蜃，日将坠水忽成虹。三

秋钓渚垂茱佩，十里明湖照鬓蓬。吾爱渔舟

堪卧月，笙歌翻笑紫髯公。”其弟项傅梅也作

了一首《丰湖舟中》诗：“十里具舟楫，明湖落

照余。孤城群壑雨，两艇一罾渔，田陌犁鸣

犊，坡塘人荷锄。乘流思利涉，春水到蘧

庐。”也许是兄弟俩同舟共题，但从诗意看，

却是同题不同舟。项傅梅除了上述诗，另还

有两首：“琳琅大树摆风威，望眼丰湖已夕

晖。赤鲤带波时一掷，白鸥惊艇忽双飞。漫

夸陌上花开缓，却忆舟中客梦归。徐步方知

鱼鸟乐，浮沉世界共忘机。”（《丰湖》）；“金衔

仙子已回轮，秉烛清游兴转新。衣染绿杨三

月暮，镜添红雨半湖春。空江花月鸡疑晓，

废寺松风犬吠人。钝质惭辜池草梦，阿兄应

谅涩吟身。”（《春夜同雁湖先生至丰湖》）。

第一首颔联颇佳，说尽了丰湖的美妙，但我

刻意要说的是第二首，大家知道这个春夜同

游的雁湖先生是谁吗？原来雁湖先生即其

兄项霁。这兄弟俩太有趣了，春天游湖，一

路吟诗论对，游了一程，好像长兄还把弟弟

教训了一通。项瓒和项鸣珂，为项傅梅后

人，他们也写有丰湖诗。“春风雨过柳丝穿，

落日丰湖聚钓船。欲问牧童沽酒酿，杏花消

息卖饧天。”诗中的卖饧天，作春日艳阳天

释。此时的丰湖细柳垂风，轻舟荡漾，牧童

短笛，在轻巧而明丽的春天里，充分展示了

诗人喜悦的心情。这诗题《丰湖即事》，为项

鸣珂的作品。项瓒写的是《丰湖晚步》：“淡

云细雨菊花天，月夜丰湖胜斜川。波静风清

谁点缀，湖光秋色共澄鲜。林疏恰似画图

里，性懒偏多山水缘。日夕方塘闲展步，倦

游偶乘钓鱼船。”看来，他们家与丰湖缘分不

浅。

除了本地诗人，域外诗人也留下不少吟

咏。赵贻瑄，字汉琮，乐清岁贡生，是个虽耳

聋却心灵通透的妙人，他的《丰湖泛月》诗：

“月色在湖月在天，天光水光渺相连。扁舟

夜半到东郭，篷背糁白霜花鲜。”该诗语言平

易，诗意浅近、清幽，初读头二句，感觉好拗

口，细读，却情致曲尽，情随景移，余韵无尽。

其实丰湖出名的，还有东安桥，属省级

文保单位。嘉庆《瑞安县志》载：“东安桥，在

永丰街，俗名洞桥。上建广济祖庙。邑之

桥，此最壮丽”坊间均称硐桥，相传始建于宋

代，现存建筑属明初至清乾隆年间，它横跨

于丰湖之上，已千余年也。这座单孔石拱

桥，跨度为 10.18 米，拱卷深 19.21 米，形式

规整划一，采用优质的花岗岩砌筑，外形非

常漂亮。它的独特之处在于，桥上另筑丰湖

亭和庄济庙。清代诗人陈瓘作有一首《舟归

东安桥晓泊》诗：“城门吹角启重扃，舟到东

津兰桨停。银烛照波临水店，玉棋收子五更

星。故人慰问樽开绿，长路归来鬓改青。从

此慈帏真拜舞，绝胜千里梦家庭。”作为县志

里“邑之桥，此最壮丽。”的名桥，本应该有众

多文人雅士吟咏的，找了半天，才找到这一

首，感觉有些奇怪。

有诗的地方，总有友情存在。林培厚，

瑞安云周人，嘉庆十三年进士，历官重庆、

天津知府，卒于通州运次。其孙林用光为

祖父辑《宝香山馆集》19 卷，现藏于温州市

图书馆。林培厚宦海一生，却对丰湖念念

不忘。他有一首《怀旧》诗：“手执芙蓉倚玉

箫，招邀频唤木兰桡。杏花春雨江南路，梦

到丰湖第几桥？”这个友人就在丰湖，过去

的丰湖一带，桥梁众多。可惜的是，现在我

们已经查访不到诗里为何人了，古人的这

种诗文互致念想的雅趣，是多么美好的情

谊哦！

周文宣教授《陈虬与利济医学堂》

第 163 页提到：“王德馨不仅工诗善

咏，而且是清代有名画家，尤其擅长画

梅，任东山书院山长⋯⋯是清末的永

嘉名士之一。当陈虬筹建医院遇到资

金困难时，王德馨慷慨解囊。”

近日，笔者查阅民国《瑞安县志

稿》、《利济学堂报》等文献资料，发现

巨额资助瑞安利济医院的为瑞安虞池

王德馨，而不是温州鹿城王德馨。

一九三六·一九四六版本民国《瑞

安县志稿》第十九卷“人物门”第52页

“王恩植”条目中有王德馨信息。《瑞安

县志人物篇（历代名人传上卷）》第 99

页也有这条内容：“⋯⋯王德馨，字挹

兰，号馥斋，居城虞池，擅长颅囟方术，

求者接踵，与乐清陈虬极契，促膝坐谈

往往至夜分乃罢，性又乐善，病而贫者

不取资，或赠以药。虬创利济医院出

巨金为助，而周村马道玉成尤为人所

传诵。”（备注：颅囟方术，是中医儿科

的代名词。陈虬（1851—1904），祖籍

乐清黄华镇，瑞安人，但常自称“乐清

陈虬”。据清光绪年间修纂《南山村陈

氏总谱·乐清斗山陈氏宗支图》：陈氏

21世孙陈昌胤从乐清迁于瑞安东门虞

池，陈虬是该支第28世孙）。

一九三六·一九四六版本民国《瑞

安县志稿》第二十二卷“人物门”第 50

页：“王德馨妻陈氏，虞池陈润斋女，年

十八归馨，孝事舅姑矢志抚子昭成立，

民国八年卒，年六十四岁。”

《利济学堂报》第一册最后一页提

到甲申乙酉丙戌年（1884，1885，1886

年）助资名单有 18 人，共 246 元，其中

有郑子筹 50 元、吕文起（吕渭英）30

元、黄叔颂（黄绍第）10元、郭梅笛（郭

庆章）10 元、林莲舫 10 元等人。《利济

学堂报》第二册最后一页提到乙酉丙

戌丁亥戊子己丑年（1885 至 1889 年）

助资名单有 46 人，共 376 元。王一兰

113元、林声梧80元、姜银五40元、王

谷如6元、王玉如6元、王筱木6元、林

萼仙6元、王普月6元、许竺友6元、木

藜仙 6 元、林养颐（林损父亲）5 元、胡

芝山5元，其他人捐款数6元以下。

《利济学堂报》第二册最后一页提

到利济医院郡城分院资助名单，道宪

宗湘文（宗源瀚）200 元、王六葘王复

100元、陈麟湄川50元、瑞安何雨农何

炯50元、乐清刘藩侯刘之屏30元。《利

济学堂报》第五册倒数第三页提到慈

溪石别驾秀裳50元，瑞安福泉寺僧月

波20元、永嘉周景善堂15元。根据以

上信息可知捐款总数72人1137元。

综合以上信息，除宗湘文外，王一

兰捐款数最多。一兰，挹（yì兰同

音），“王德馨，字挹兰，号馥斋，居城虞

池⋯⋯虬创利济医院出巨金为助”，可

知王一兰是瑞安王德馨。《陈虬集》第

517 页“孙诒让致陈子珊书”，518 页

“志珊仁兄大人阁下”，“子珊，志珊，志

三，都是陈虬的字”这个例子和“一兰，

挹兰都是王德馨的字”有类似之处。

瑞安学计馆总教习的待遇，每月银元

10 元，助教习每人每月 4 元。由此可

知 113 元是巨资。民国八年是 1919

年，他夫人享年六十四岁，据推算可知

他夫人是 1856 年出生。由此可以推

测瑞安王德馨和陈虬（1851年生）年龄

相近。另外他们都是中医大师，因此

瑞安王德馨“与乐清陈虬极契，促膝坐

谈往往至夜分乃罢”这样的事情也就

顺理成章了。

另有温州鹿城王德馨，他是晚清温

州知名乡绅、诗人与诗评家。据《王德

馨集》，王德馨（1820—1888），字玉才，

号仲兰，永嘉县膺符乡上田庄（今鹿城

区上田村）人。他的夫人是周氏、叶氏

和邵氏。以上两位是同姓名二人。

瑞安王德馨，这位慈善中医师值

得我们铭记在心，故撰文以记之。

巨额资助利济医院的
王德馨是瑞安人

■谢作相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瑞 安 市 委 宣 传 部
瑞 安 日 报 社
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

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