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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鸿翰（1855—1940），字墨卿，又字慕

青，号砚农，以字行。永嘉人（今温州市鹿城

区），宋文定公叶适（水心先生）二十世孙，近

代著名篆刻家，西泠印社早期社员，是温州

百年篆刻传承过程中一个有代表性、有影响

力的重要人物，留有《榴荫山房印谱》《太上

感应篇印谱》《叶怀古斋印存》等。

他曾担任温州刻字印刷同业行会会

长，并被聘为瓯海道咨议，由此，与文化界

有交往，其中，与瑞安名士也多有交游，宋

慈抱与池源瀚就曾为其作品作序。他们的

交往，对瑞安金石篆刻产生积极的影响，也

为研究瑞安金石文化与西泠印社文化渊源

关系提供一个重要实证。

宋慈抱作序
高度评价叶墨卿的篆刻

1921年，65岁的叶墨卿刻《太上感应

篇印谱》四册，辑印共计166方。这是民国

时期篆刻家铁笔救世的罕见作品，在篆刻

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辑印时，他请多

位名家为之题签作序。函封为刘项宣所

题，四册扉页分别有林鹍翔、吕渭英、张骞、

沙元炳题签，刘绍宽、宋慈抱作序、题句。

其中，宋慈抱为瑞安人。

宋慈抱对叶墨卿的篆刻高度评价，特

别对《太上感应篇》刊印赞赏有加：“兹以世

变日亟，人心日非，取《太上感应篇》全文锲

印成帙，非但铁笔绝伦已也，资宝筏于迷

津，作当头之棒喝，其功绩大矣。”

宋慈抱（1895—1958），字墨庵，号觳

斋，少名阿育。瑞安城关人。少负诗名，为

时人所重。博学通儒，文才卓越，经史诸子

无所不通，骈文、散文、诗词等各体皆以工整

典雅著称。毕生致力于教书育人、文史研究

和古籍编纂等工作，是一位成就突出、著述

斐然的文史学家。曾任浙江通志馆编纂、民

国《瑞安县志》编纂、浙江省文史馆馆员

（1953）。著有《续史通》《两浙著述考》《瓯海

轶闻续编》《寥天庐诗文》《墨庵骈文集》等。

宋慈抱曾从游著名学者冒广生，备受

器重。

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号疚

斋，江苏如皋人，瑞安黄绍第女婿。工词

曲，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曾任清朝刑

部、农工商部掌印郎中等职，后历任北洋政

府瓯海、镇江、淮安等地海关监督，南京国

民政府时期担任考试院考试委员、国史馆

纂修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为上海文史研究

馆馆员。作为冒广生的弟子，宋慈抱学识

得到他的充分肯定：“以文艺胜史学，而史

学胜经术，故所为骈散文俱佳，而以骈胜；

诗用力最深，而以《乐府》胜，集中《三国志》

《五代史》乐府，可谓代表作矣。其病特规

模稍隘，而诗与文则一也。然学有根柢，朴

而不华，方之近日温州学者，殆难其选。”

民国时期，宋慈抱先后加入慎社、籀庼

学会、瓯风社、云江吟社、苏州国学会等社

团，与友人同志诗文唱酬，同为保存、发扬

永嘉学术而努力。宋慈抱交游非常广泛，

与温州名士刘绍宽、池仲霖、夏承焘、梅冷

生、孙延钊等都有交游。

浙江通志馆与西泠印社邻近，宋慈抱

任职浙江通志馆时，时游西泠印社，曾写

《游西泠印社》：湖山不藉印人传，人与湖山

结静缘。汉代碑偕清代象，祗愁陵谷异时

遇。

瑞安女婿冒广生在温州任职时，与叶

墨卿等印人交好，交游唱酬，极为欣赏叶墨

卿的篆刻。叶墨卿曾为其治：“如皋冒广生

印”“疚斋翰墨”对章，“冒广生印”“书耆元

宰文师姬传”对章等。叶墨卿辑印印谱时，

请宋慈抱写序是情理之中。

池源瀚为叶墨卿
八佚诗集作序

叶墨卿在八十岁诞辰之际，以元倡诗

七律四首为征题，向文友发起征集，征得各

地文友诗75家、诗作255首，后结集为《永

嘉叶墨卿先生八秩倡和诗》（民国二十三年

冬刊印，1934）。翻阅该书，竟然发现其中

多位瑞安文友的诗作，其中，序为瑞安名士

池源瀚所作。

池源瀚（1871—1947），初名虬，字仲

霖，晚号苏翁。瑞安城关人。浙南名医。

自幼聪颖好学，师从同邑俞君尧（春如），后

为著名学者陈黻宸入室弟子，从事经世之

务、辞章考据之外，于永嘉诸先哲经制之

学，服膺尤笃。而同邑“洋状元”项骧曾游

池源瀚门下，治诗、古文学。光绪二十年

（1894），池源瀚向温州兵道宗源翰提出

《瓯茶科病条陈》，中肯分析瓯茶发展的利

弊。该文成为研究温州茶叶的重要文献。

池源瀚四应省试，均未售，宣统元年举孝廉

方正。历任温州中医院（温州郡城利济分

医院附设医学校）、温州府学堂、温州师范

教职、温州医学公会会长。著有《中国历代

文派沿革录》《倚山阁诗文钞》《治安刍议》

《读画杂咏》等著作。

民国北洋政府时期，池源瀚考取知

事。后历任福建平潭、松溪、崇安、山东阳

信县知事、监修孔庙专员等职。池源瀚为

官尽职尽责，清正廉洁。在平潭任知事时，

曾为知事厅题联：“毋从我民毋扰我民期无

负平生所学；不徇人情不拂人情但愿求吾

心之安。”池源瀚离任平潭县时，两袖清风，

囊箧空空。城中街道张灯结彩，千人洒泪

送别，一直把他送到码头。事后，人们就在

码头附近的凉亭之畔，立一块“去思碑”表

示对清官思念不忘。

民国十七年，池源瀚回到家乡，居温州

城县学前华盖山麓，筑“倚山阁”，置“晚学

斋”，以行医、讲学为业，兼善诗、书、画。

时，与温州名士交游甚多，如吕渭英、夏承

焘、刘绍宽等。

池源瀚从同邑陈虬、陈葆善学医，为

利济医学堂高材生。1929年春，池源瀚

创办温州国医国学社，任社长。温州国医

国学社为中医学校，旨在培养具有“国学”

基础的中医师。学制3年，分住读、走读

两班，每班20人。上午授课，下午治疗实

习，晚上讲授国学。1947年池源瀚去世

后，国医国学社停办。温州国医国学社为

温州培养了一批名医，桃李盈门，医名远

播。

叶墨卿大池源瀚16岁，池源瀚在序中

讲述自己与叶墨卿的五六十年忘年交，经

常“清谈风月，商订金石盖论”。源瀚是一

时名士，学问深得叶墨卿欣赏、认可，故，叶

墨卿请源瀚作序。

池源瀚除为叶墨卿诗集写序外，还写

有赠诗：“华益峰前旧草堂，交游踪迹记茫

茫。看君杖履吟身健，媿我江湖客鬓苍。

罗列印人传姓氏，摩挲铜狄阅星霜。真饶

妻子家园乐，汤管尘扬东海桑。”这足以证

明，两人“交愈久，意气乃弥投矣”。

瑞安两名士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叶墨卿作序
■林良爽

公元7至10世纪的湖岭，由于具

备上述的地理环境优势，促进了经济、

社会的发展，便为文化进步创造了在

全县崭露头角的条件。文化进步不但

反过来促推经济、社会发展，又成为后

者的见证。

这个阶段，湖岭走出了数位瑞安

县乃至温州地区文化拓荒的“土著”领

军人物，几乎可以与县城媲美。他们

的共同特点，一般是先由其家族的前

辈们在耕读中利用“读”中获得的知

识，在“耕”中率先致富，积累资产（金）

兼营商贸，使资产（金）不断扩大，便为

子弟们寻师访友，外出求学，通过科

举，走上仕途，跻身社会上层精英阶层

提供经济支撑。

同时结交地方官员，与之联姻。

或参与地方公益事业，扩大社会影响，

担负了部分地方基层的行政管理、司

法工作，成为乡党有影响、受人尊敬的

人物，或离开农村，成为城市化首批入

城的“潮头”人群。

在湖岭，典型人物有周行己。他

的曾祖父以前数代都是湖岭居民，到

他祖父周豫、父亲周泳，分别于庆历六

年（1046）和皇祐五年（1053，一作嘉

祐六年）中进士，周豫官司封郎中，周

泳官正议大夫，便移居瑞安县城。

周行己十四五岁便随父移居京

师，17岁（元丰六年）补太学生。他的

起步由于有祖、父两代创造的基础，比

一般农村耕读居民明显优先一大截。

周行己在他的著作《浮沚集·卷七·丁

世元墓志铭》中称：“温之为郡，粤（虚

词）在海隅，而民方幸脱五代之乱，其

上世未有业儒为官者，家或饶资，必役

于公。凡民一为吏，则挟法钩致人情，

倚为轻重，以邀利入。是时唯吾家曾

大父赠屯田君（即周豫之父，因子得官

后，按例得封赠屯田郎）与丁君世元

（即世称‘温州皇祐三先生’之一的丁

昌期之祖父）……出入公私，毫忽不

犯，故皆号称长者。而二人亦独相

好。由是，屯田君以其女归世元之子

……（世元）尤喜施惠，乐道人以善

……闾里有争者，往往先就决曲直，君

以为可，然后敢闻有司（官府）。以为

不可，遂不复讼。曰：丁君长者，必不

我欺。至其家一切，饰以儒者法度。

常曰：男妇婚嫁，必于儒家。庶可训以

善而责以义。使子孙学儒，犹坐嘉荫

之下自有清风……而君子长者之风，

子如其父，弟如其兄，乡党莫不推重以

取法焉。”

上文告诉我们：一是北宋之前，温

州土著居民中还没有“业儒为官”的

人，也就是说这段时间除了历朝委派

的州官、县官在温州这片文化荒原上

播种文化种子外，还没有人因科举得

官。而湖岭周行已显然已与瑞城许景

衡、沈躬行、赵霄四人均在“温州元丰

太学九先生”之列，和他们之前的“温

州皇祐三先生（王开祖、林石、丁昌

期）”都是温州第一批文化拓荒者。二

是从湖岭走出来的周行己家族和丁昌

期家族（两族上辈因同为郡吏而友善，

乃至成为姻亲，周、丁两家住地应该相

距不远，民国《瑞安县志稿.氏族》称丁

昌期上辈曾从永嘉迁住瑞安丰和乡夏

埭），都是先因耕读而“家或饶资，必被

役于公”（丁世元曾为郡吏），担任地方

赋税的差役，同时重视鼓励子弟业儒

而资助其求学，通过科举得官，成了乡

党中的绅士、精英人物。

当时湖岭还走出另一位先辈从福

建闽中移民的精英世家。据列于《儒

志编》之前的《永嘉儒志先生王公祠堂

记》（下简称《祠堂记》）称：王家上辈

“唐（时）吏部侍郎翊、阳瞿尉翱，兄弟

并为时所推重。翱子谌，定陵令。谌

子聪、聪子溥，相（唐）昭宗事，……溥

子倓，由淮南相王审知入闽，居龙首

涧。倓子康侯，康侯子奕，（五代后晋）

开运间始迁温州之瑞安西现（现字疑

为笔误，即湖岭溪坦一带）。（北宋）太

平兴国间再迁郡城（温州城）明伦里。

奕子鲁，鲁子开祖，字景山，登宋皇祐

癸巳郑獬榜进士，试贤良方正，授将士

郎、秘书省校书郎。”

再对照民国《瑞安县志稿》根据创

于宋瑞平间《梅源王氏家谱》（摘自邵

定美《浙学始源在瑞安》）记载：王开祖

“先世王益（益与上文《词堂记》中之康

侯子‘奕’谐音）……由闽赤岸（闽人迁

浙之沿海村）迁瑞芳山乡（今之芳庄乡

为其一部分），初居徐垟，益子曙（‘曙’

与上文《祠堂记》中‘奕子鲁’之‘鲁’字

形似，疑笔误），转徙陶溪，曙次孙开祖

（此句辈分与上文《祠堂记》相差一代

人）析居永嘉。”《祠堂记》说明：有“永

嘉理学开山祖”美誉的王开祖，先辈为

官宦世家，自闽迁瑞安，肯定有一定经

济实力，落脚点选择湖岭梅溪（即溪

坦），可能看中当时湖岭的地理优越条

件，经两代人的经营，羽翼渐丰，顺近

道入温城，中进士，又登贤良方正科，

再设塾讲学（北宋塾师备受社会各界

尊重），成为社会精英。

以上是当时湖岭文化方面的繁荣

概况。

当今的湖岭人，正与百多年前陆

续出国兴业的数万华侨华人携手重振

青山绿水的雄风，开发文旅事业，使之

变成金山银山，并且继续深耕具有悠

久历史的文化底蕴和红色文化资源，

前景十分烂漫美好，全市人民均寄以

厚望。

公元7至10世纪,湖岭之繁荣居瑞安前列
■宋维远

公元7至10世纪，在我国大致是唐
末、五代至北宋前期。这时，我国经济重
心已开始由中原地区逐渐移向长江下游
三角洲，陆上丝路亦显露出将被由东南沿
海港口为起点的海上丝路所代替的趋
势。而瑞安县域除含今瑞安市全域外，还
包括分别于明景泰二年（1451）、民国三
十五年（1946）、2001年陆续析出，先后
归属今泰顺县、文成县、瓯海区、龙湾区所
属的部分地方。本文题目所称“湖岭之繁
荣曾居瑞安前列”中的“湖岭”，指今瑞安
市湖岭镇、林川镇和芳庄乡，“繁荣”指当
时经济、文化发展概况。

因为笔者孤陋寡闻，手头没有当时经
济、人口等方面的确实数据为支撑，仅凭个
人直观，作出当时的湖岭在县域间“居瑞安
前列”的概括设想。希望得到方家和同好者
的指导、匡正和补充。

湖岭的地理环境

如果从当今的瑞安市各镇、街的繁荣对比

情况，逆观10多个世纪前，不难看到当今位居

瑞安市经济、文化繁荣的沿海海积平原上的安

阳、玉海、塘下、汀田、莘塍、上望、东山、南滨等

镇街的地理环境条件要比湖岭等乡镇要优越一

些，但千多年前，瑞安县的海岸线还在今温瑞塘

河的东岸（为古海堤，后来成为陆上交通要道，

俗称“塘路”），瑞平塘河东部还是浅海滩涂逐渐

淤积为洼地的进程后期。也就是说，当今以上

那片居全市繁荣前列的地方有大部分或一部分

的辖区那时还是未曾开发的滩涂。居民聚落，

人口相对较少，南方福建北上和北面南下、西面

东下的移民还处于初始阶段。

而当时湖岭的土地、人口与当今相比，仍

相对稳定，甚至人口还比当时有所减少。湖岭

地处飞云江最大支流金潮港的中上游，金潮港

上游的三十一溪、三十二溪、三十三溪，平行地

由西北向东南流到金潮港干流，两岸有许多丘

陵溪谷小平原，森林茂密，梯田绕山，农林副业

发展较早，是当时瑞安宜居、宜耕的繁荣地区

之一。

交通方面，那时当今的温瑞塘河、瑞平塘

河，正在原来的自然泻湖的基础上因海堤内侧

取土筑堤后形成了河道，再由人工逐段连接过

程中，尚未开发为航道。到北宋末年通航后不

久，又因两宋交替时的金兵南侵，加上乾道

（1165—1173）前后水灾频仍，温瑞塘河一度路

废、河塞，到淳熙（1174—1189）间才由官府和

民间士族合力修复通航，逐渐成为吴（苏州）、会

（稽）至七闽要津之一，后又遭蒙古兵南侵，元朝

兵乱，再度破坏，到明初才恢复，这时距离公元

10世纪已经二三百年了。

而公元10世纪前，湖岭却有今尚留遗迹的

石壁岭（在石壁隘，金鸡山）山道、白山（沙）岭山

道、分水城山道、银朝岭山道、长干岭山道、桐岭

山道、陡坪山道、金山路山道等陆路山道，从芳

庄、朱山、岭雅、林源、吴垟等多个山村北向分别

通青田，与丽水、龙泉浙西大道相接；通瓯海（古

永嘉县）瞿溪、泽雅等处为当时瑞安通永嘉、温

州郡城的捷径，在温瑞塘河航运未畅通前，这些

山道成了瑞安县城与温州城主要交通之一。湖

岭就占了地理环境的优势。

湖岭的人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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