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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距离日本比较近，可谓一衣带

水。晚清民国初期是温州社会变革转型时

期，当时赴日本观光考察与留学的有志有

识之士逐年增多。瑞安著名学者黄绍箕、

孙诒让、洪炳文等人高瞻远瞩，放眼世界，

想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在地方兴办实业，革

新国事。于是他们鼓励亲族世交子弟中学

识优良者出国深造。

据瑞安文史研究专家张小宇等人编著

的《近代温州留日学生名册》统计，近代温

州地区共有 512 位留日学生，其中瑞安籍

人数最多，有167人，占了33%。而瑞安洪

炳文家族和林大同家族又是留日学生最多

的家族。

最近，笔者阅读了《浙江瑞安洪氏家

谱》《瑞安市志》《瑞安百家姓》和有关瑞安

洪氏家族的一些资料，走访了几位洪氏后

人，对瑞安洪氏家族留日学生做简略分析。

瑞安洪氏家族共有15人留学日本，其

中第八代 1 人，是洪炳文的堂兄弟洪绍芳

（洪芸甫的儿子）；第九代5人，分别是洪炳

文的儿子洪锦骢、胞侄洪达、洪铎和洪澈、

堂侄洪锦麒；第十代6人，是洪炳文的胞侄

孙洪彦威、洪彦远、洪彦亮、洪彦琪、洪彦谦

和洪彦璋；第十一代2人，是洪炳文的胞侄

曾孙洪瑞棻和洪瑞楫；另有洪闿的房族及

辈分关系不明。洪炳莹（洪炳文之兄）这一

房留日学生最多，共有 8 人，包括 6 位孙子

和2位曾孙。

瑞安洪氏家族留学日本的15人中，留

学日本早稻田大学 6 人，日本东京高等师

范学校、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和日本东京弘

文书院各2人，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日本法

政大学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各1人。所学

的专业比较广，涉及政法科、兵学科、应用

化学科、无线电、师范科、农商科、数理科、

农博科、政经科和专门科等。

这些早期留日学生，他们学成归国后，

在各行各业卓有成效，为国家和社会建设做

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年老后，更为地方教育

和其他公益事业做出成绩，被后人称道。

洪瑞棻，著名石油炼制专家，曾受到毛主

席和朱德委员长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洪瑞楫，是中国第一代无线电专家。

洪彦远，曾任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温州

中学的前身）校长，资助过著名数学家苏步

青兄弟，后调任浙江省教育厅秘书长。

洪锦骢，与国民党高级将领顾祝同同

学，从事军界，著有《中国兵学地理》《校韬

楼兵学三篇》《合编教科书》等。

洪达，民国时期任金华地区首席检察

官、丽水法院院长，执法公正不阿，人称“洪

铁面”。

洪铎，与著名诗人徐志摩同学。曾任

浙江平湖、丽水、泰顺县长，浙江省地政局

局长。

洪锦麒，曾任浙江庆元、奉化县监狱

官，湖北省地政分处主任。

洪绍芳，民国元年第一届瑞安县议会

议员。

洪彦亮，曾从事民国县志工作，新中国

成立后曾任瑞安县政协委员。

洪彦璋，是民盟温州市分部第二届委

员会委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瑞安洪氏家族除了 15 人留学日本之

外，在国外比较有名的还有洪炳文的胞侄

曾孙洪瑞坚父子。

洪瑞坚（洪彦威的长子）早年留学美

国，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大学，获经济学硕

士，1948 年被聘为台湾土地银行总经理。

曾在台湾大学、英国大学、新加坡大学任

教，并主持土地改革研究所工作，1975 年

侨居美国加州洛杉矶。长子洪允中是美国

西北大学力学博士，曾任西屋公司资深工

程师。次子洪允铮曾在台湾大学学习工

程，毕业后到美国密西根大学学习，获土木

工程硕士学位，在特维及雷松国际工程公

司任职，后升为东南亚副总裁。

他们父子心怀家乡，于1994年在母校

瑞安中学设立洪氏奖学金，奖励高考优秀

学子。

据 2011 年（洪炳文诞辰 163 周年）重

修的《浙江瑞安洪氏家谱》统计，该家谱共

收录洪姓健在的族人 375 人，居住在国外

的有52人，其中在美国45人、澳洲4人、英

国2人、新加坡1人。

瑞安洪氏家族历经三百多年形成了一

支人丁兴旺的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与项、

孙、黄等世家并称近代瑞安四大家族。近

代瑞安这四大家族高瞻远瞩，思想解放，放

眼世界，为瑞安乃至中国的教育、科技、文

化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值得后人尊重

和敬仰！

失而复得的
《禹贡说要》

《禹贡说要》是我曾祖父俞黼唐（名君

尧）的一部遗著。

本世纪初，我担任市政协文史委特邀

编辑期间，曾经到瑞安玉海楼查阅资料，时

任市文物馆馆长的潘知山先生给我看了他

们唯一的那份手抄馆藏目录，在其中的一

册里，我看见有这样一行字：“《禹贡说要》

俞君尧著，俞春如手抄。”

偶然的发现，使我在惊喜之余，牢记于

心。因为，瑞安文史界前辈陈正焕先生向

我提供的《瑞安古近代著述目录》中，俞君

尧（黼唐）的著作只有《河间诗存》《存古翼

圣编》和《周易讲义》三种，并无《禹贡说要》

一书。而先祖父在《先考行状》中，却有一

段文字，明确记载了他父亲俞黼唐写作《禹

贡说要》的过程：

“明岁庚戌，煦甡应京试，先考复欣然

挈以北行，冀得历览异邦风物，开阔胸襟为

著书计。既如愿，归乃闭户撰述，发《易》义

之微，说《禹贡》之要，成诗文若干篇。”

庚戌是宣统二年（1910年），这说明俞

黼唐在六十岁时，开始写作《禹贡说要》，成

书时间是在次年六月，这在后来看到的《禹

贡说要》自述中得到证实。

然而，不幸的是，在十年后俞黼唐七

十岁时，《禹贡说要》在付印中不慎被焚，

事见收藏于温图的民国九年（1920 年）温

州务本石印公司的一则特白：本公司于 3

月 19 日午后失慎，致俞黼唐先生托印之

稿被焚（详见《瑞安大沙堤俞氏家风》第

297 页）。

因失焚前《河间诗存》业已印毕，后来，

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只补抄了

《周易讲义》《存古翼圣编》两种，《禹贡说

要》一书的底稿留在了家中。对父亲的教

养之恩怀有深厚感情的俞春如，为使这一

遗著得以传世，遂将《禹贡说要》亲笔恭录

了一份，又借上世纪五十年代参与整理玉

海楼藏书的机会，入藏于玉海楼，这才得以

保存了下来。

这便是玉海楼那份手写的藏书目录里

“《禹贡说要》俞君尧著，俞春如手抄”这一

行字的来历。

由于种种原因，直到 2012 年 8 月 14

日这一天，我才亲眼目睹这本尘封于玉海

楼半个多世纪的先曾祖遗著。

这册《禹贡说要》手抄本使我的眼前一

亮。它高约 26 厘米，阔约 16 厘米，内文为

红色直格专用稿纸，共53页（正、反面各为

一页计算），书页折中处印有“春如稿笺”四

字。全书保存完好，无缺损，无水渍，无蠧

迹。更难能可贵的是，它系先祖父俞春如

使用毛笔亲手恭写而成，小楷字体，端庄规

范，笔力遒劲，字迹清晰。书后有附页 10

页，内容是《先考行状》，也是祖父的手迹。

我坐在玉海楼书库隔壁那间简陋的办

公室里，粗读了此书全文，并作了简单摘

要，惜为当时条件限制，无法复印带回，深

以为憾。

又是春去秋来，几易寒暑。

2019年冬天，我终于下定决心去复制

此书，但事过境迁，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时

的文物馆已经升级为博物馆，玉海楼藏书

也迁移新址，查阅手续更加严格。幸好陈

钦益馆长也是老熟人，承蒙他和古籍部同

志的热心支持，我在儿子俞鹏的陪同下，二

赴瑞博，终于录拍得先祖父手抄的《禹贡说

要》及其附件《先考行状》全文。

《禹贡说要》是一本
爱国启蒙的好书

《禹贡》是《尚书·夏书》中的一篇，全文

约1200字，内容包括“九州”“导山”“导水”

和“五服”四个部分，记载大禹治水和划分

疆土以及制订土地、贡赋等级的功绩，是中

国最早和最有价值的一部地理著作，也是

中国古代读书人必读的一篇启蒙文章。

《禹贡说要》是一本学习研究《禹贡》的

启蒙书籍。黼唐公在《禹贡说要》自述中，

对此书的写作缘起作了如下说明：

“盖自束发受书，即知圣经为学术渊

源。于同治甲戌补学官弟子后，即出而授

徒，当时讲授五经，往复回环，颇得教学相

长之益。于《易》与《书》尤觉津津有味。”

“今年齿已衰，精力渐减，始恍然于前功，可

惜来日无多，亟将平时所治《易》与《尚书》，

重加理董，于大禹平成遗迹，择取枢要，申

以辞说，用启蒙后生，名曰《禹贡说要》。其

贡赋、丘、山均姑从略，独于水道源流与各

州疆土性质，取群言而折衷之。水则主黄

河，土则主黄壤，皆以与我皇汉民族有关，

惟求派脉分明，无模糊影响之弊，使初学者

易于领会斯已矣。宣统三年夏六月河间六

一居士自叙。”

上面文字说明了以下三层意思：

1.《易经》和《尚书》是他平生所学和研

究的两个重点；

2.《禹贡说要》的内容，重点是讲“水”

和“土”；

3.《禹贡说要》是一本学生启蒙用书。

对此，作者在《禹贡说要》的《卷上·综

说》里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禹贡》一书所言山水特详，窃思水之

流域虽注重东南，而源始皆系自西北，故其

流之盛也惟海可以蓄之。而其源之濬也，

则山有以主之，是言水当言山也。然德儒

有言，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者也，能发

人之雄心者也。故今之讲地学者，舍河、

汉、江、淮诸总汇，则无以挈领而提纲。盖

创生文明之帝国，其运率实首肇于此矣。”

纵观《禹贡说要》一书的内容，既有卷

上的自然地理（山和水），又有卷下的经济

地理（土地和物产），这两个部分的有机组

合，已经构成了现代地理教科书的雏形。

特别是把一个民族对水的认识和对水利建

设的重视程度，提升到对国家民族发展存

亡大局的高度，这种观点，在当时来看无疑

是十分先进，甚至是超前的。

作者毕生从事于教育启蒙工作，通过

《禹贡说要》，宣扬大禹精神，教育学生爱国

土，爱国家，把爱国主义思想贯穿于启蒙教

育之中。这就是黼唐公撰写《禹贡说要》的

良苦用心。他用自己的教育实践，抵制崇

洋媚外的民族虚无主义，在清贫中坚守中

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情操，值得作为后辈

的我们自豪和学习。

此外，作者在《禹贡说要》中，能够博采

历代《禹贡》研究的各家之说，加以互相印

证比较，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独特见解，这对

于一个身处低层的普通塾师来说，是十分

难能可贵的。诚然，由于作者所处时代和

学识的限制，《禹贡说要》一书的某些内容，

仍存在着未能跳出旧说的窠臼、滞后于同

时代科学认知等缺陷，但不失为是一部对

《尚书》的独特研究之作。

今天，当我们重读《禹贡说要》，重温大

禹精神，更感历史赋予我们的保卫国家领

土完整、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这一历史重任

的深远意义。

《禹贡说要》一书的重新发现，除上述

的意义外，对俞氏家族来说也是一件值得

纪念的大事。先祖父春如公生前著述等

身，诗词、书法俱佳，小楷更趋上乘。但由

于“文革”浩劫，留下手迹墨宝极少。今睹

此件，父著子书，珠联璧合，何等珍贵！我

们在学习曾祖遗著的同时，得以饱览祖父

书法之精妙，可谓一举数得。

以上记述《禹贡说要》一书重新发现经

过和研读的肤浅体会。

谨为前言。

自从挖掘、搜集西泠文化与瑞安渊

源史料后，笔者对瑞安金石篆刻、印谱

有了更多的关注。近日，在温州图书馆

七楼古籍文献室时翻阅《刘景晨集》时，

竟无意发现《遯盦印賸》（编者注：读音

为 dùn ān yìn shèng）跋 语 ，仔 细

一看印谱《遯盦印賸》是瑞安人陈湘涛

的，心中一喜。跋语后注：《遯盦印賸》

稿本，温州图书馆藏。随即放下《刘景

晨集》，向工作人员索要《遯盦印賸》。

工作人员电脑一查，有书，心中更喜。

不一儿，工作人员在库房里找到，我迫

不及待地打开。

印谱小开本，宽 13cm，高 20cm，共

22 页，题跋后面空白 9 页。浅蓝色封

面，左边贴有白色题签，右边白色线骑

马装订。题签上有“遯盦印賸”四个字，

下 方 右 边“ 乙 亥 正 月 ”，左 边“ 刘 景 晨

题”，名字下钤“贞晦”白文印章。题签

被蛀得斑斑点点，“遯”字几乎辨认不出

来。

第一页，圆形朱文印，印文：“陳”，

边款：“仿元白篆体，用龙弘刀法，古雅

遒劲，什不得一。庚午年春，遯安。”右

下角盖有“温州图书馆藏”印章。

印谱拓有十一方印章，基本是自用

印。有边款的只有四方，有篆刻时间的

都是在庚午年（1930），时年他六十一岁。

印谱最后两页为题跋。第一个题

跋：“杨雄妄拟述诗书，郤笑雕虫不壮，

夫 此 是 ，先 生 零 落 本 鬼 神 ，可 问 问 相

如。敏时世兄以尊人湘涛先生遗刻索

题，损。”

“损”，是谁？“损”就是林损。林损

（1890—1940），字公铎，又字攻渎，上望

街道人。陈黻宸外甥。国学大师，为清

代永嘉学派最后一位传人。曾在北京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担任教授，著有

《永嘉学派通论》《伦理正名论》《中庸通

义》《老子通义》《中国文学讲授发端》等

数十种。

林损是陈湘涛的学生。林损在《陈

湘涛先生寿叙》的开头这样写道：“吾师

陈湘涛先生，善古辞，学书备众体之美，

兼精篆刻，一乡所乐称也。而先生闻

之，愀然若不怿者。呜呼！君子不可以

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以损从弟子

之列，则不敢以不书。”在寿叙里，林损

也对老师做了高度评价：“先生故名进

士之甥，学尤足以自殖，顾独耻若所为，

闭户怀刑，萧然物表。然所谓老成长

者，先生皆亲其馨效焉；文武孔孟之道，

未尝不盘桓于心焉。世忘先生，先生岂

忘世哉？世皆竞名，而先生不焉伯夷；

世皆死利，而先生不焉盗跖。高车驷

马，其忧甚大，不事王侯，又岂市井所能

溷乎？”陈湘涛的史料很少，从林损留下

来的寿叙，让后人对陈湘涛的学识、为

人略知一二。

瑞安人对陈湘涛了解甚少，提起陈

世贤（1936—）可能会知道。

陈世贤是中国首席大法医，是我国现

代法医人类学开创人之一，公安部首批特

聘刑侦专家，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主任法

医师，人民警察专业技术一级警监，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还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法医学会副理事

长。有“身怀绝技，出类拔萃的世界级法

医专家”之称，曾侦办“32人丧生的千岛湖

惨案”等31起重特大疑难命案。

陈湘涛就是陈世贤的祖父。《中国

首席大法医——陈世贤》（石丽珊著，群

众出版社，2003.11）里提及：“祖父陈湘

涛数载苦读，考取秀才、廪生，为方圆百

里有名的秀才，曾在浙江省立第十中学

（前为温州府学堂，后改为温州第一中

学）任国文教师。父亲陈逊之，在第十

中学毕业后，曾先后在瑞安县税务局、

瑞安图书馆任职员。1951 年春，陈逊

之 被 政 府 安 排 到 温 州 卫 生 学 校 当 教

员。1955 年在‘反胡风运动’中，酷爱

诗文的陈逊之受到牵连，横遭评判。他

因不堪受辱含冤去世。”而两份题跋提

到的哲嗣（湘涛儿子）名为时敏。陈逊

之与陈时敏是不是同一个人，或是兄

弟，联系不上陈湘涛后人，现在也没有

史料可以证明。

陈湘涛（1871—1934），名恪，号遁

盦，瑞安城关人（现玉海街道），居小沙

堤。清秀才、廪生，曾在温州府中学堂担

任国文讲习，与刘景晨等共事。温州府中

学堂由同邑孙诒让创办于 1902 年，并担

任第一任校长。陈家与同邑林大同家有

着远房亲戚关系。陈世贤称林大同的儿

子林镜平为表叔，林镜平与其父亲关系很

好。算起来，陈湘涛与林大同是同一辈分

的。在陈世贤回忆中提及，表叔林镜平对

他家帮助很大，对他影响也很大。表叔曾

把一处住房无偿地给他家居住。表叔有

钱，还能乐善好施。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

下一颗种子：当医生不仅有钱，也受人爱

戴，长大也要当一名医生。

对照陈湘涛篆刻印章时间、刘景晨

题跋，陈湘涛终年 65 岁是准确的。陈

湘涛三方印章为庚午年（1930），其中两

方还注明为六十一岁刻的；刘景晨题

签、题跋时间都乙亥（1935）。而林损写

的寿叙：“于是先生年七十矣。”这就有

问题了。林损为老师写寿叙，老师应该

在世的，不可能老师去世后，林损再为

他作寿叙的，这是不符合常理的。林损

寿叙没有落款时间，可以推断，这份是

为老师六十岁写的寿叙。这可能是后

人在整理林损的手稿时弄错了。《遯盦

印賸》发现，倒意外纠正了林损《陈湘涛

先生寿叙》里的一处错误。

第二个题跋是刘景晨写的。“此《遯

盦印賸》，我友瑞安陈君湘涛之遗刻。

余与君定交三十余年，初未知君精于雕

篆 ，以 余 奔 走 四 方 ，与 君 晤 对 之 日 鲜

也。去年正月，君尝来郡，过余稍谈辄

去。余亦匆匆为杭沪之游。不数月，闻

君逝矣。今哲嗣敏时世兄宝此手泽，持

属签题，因跋数语，悲感何如！乙亥正

月，永嘉刘景晨。”下钤“刘景晨”白文印

章。

刘景晨（1880—1960），宇贞晦，又

字冠三，温州市区人。诸生，曾就读京

师大学堂（温州第一批考中京师大学堂

的官费生）。1907 年，应陈黻宸之邀赴

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担任地理教习，1908

年，回温执教于温州府中学堂，任教地

理科。民国初年，被选为国会议院候补

议员，任缙云县知事等职。而后在上海

为友人黄群校印《敬乡楼丛书》。新中

国成立后为温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首

任主任、浙江省文史馆馆员、浙江省人

大代表、温州市政协副主席等职，被公

认为现代“浙江知名的耆宿”。工诗善

书画，精篆刻，著有《贞晦印存》《题画绝

句》《贞晦先生诗集》等。刘景晨除与陈

湘涛有交游外，还与瑞安诸多名士有交

游，如陈黻宸、张震轩、邹梦禅、林大同、

姚琮等等。

《遯盦印賸》藏在温州图书馆已近

九十年了，可能至今无人问津。如果没

有这次的发现，《遯盦印賸》会永远躺在

那里，瑞安人也许永远不会关注到这本

印谱，更不会知道瑞安还有这么一位精

篆刻的人——陈湘涛。西泠印社社员、

西泠印社篆刻书画院教务长李砚得知

后说：“从印章来看，陈湘涛宗浙派，体

现浙南篆刻风格。这本民国时期印谱，

弥足珍贵，是清末民国时期瑞安盛金石

篆刻的又一实证。”

《禹贡说要》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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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世界的瑞安洪家人
■郑明理

藏在温州图书馆近九十年

《遯盦印賸》发现记
■林良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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