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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走笔名家走笔

大峧山是一个村，也是一个岛，位于舟山市岱山本岛西
南面，四面环水，且周围水深基本上都在十米以上，是天然
的深水良港，距离本岛三四海里。民国《定海县志·舆论》载
有“大蛟山，在岱山南五里半”。因岛似蛟龙，故名大蛟山，
村以岛名。

后来为什么是山字旁的呢？据村里的老人说，那年有
人去刻公章，拿来时，发现把“蛟”刻成了“峧”，于是将错就
错了。也有人说，那时候预测天气的设备没有如此精良，海
难事故时有发生，“蛟龙”原就是古代传说中兴风作浪、能发
洪水的龙，老人们觉得此“蛟”不吉利，遂改为“峧”字。真真
假假的，反正上世纪 60 年代以后就一直以大峧山为村名
了。

我上过大峧山岛三次。第一次，与文学有关，来此开研
讨会。讨论了什么，我想不起来了，我能够想起来的，是在
灯光下，一群人听着海风一起畅谈。第二次上岛，民宿的主
理人换了，从大叔变成了一位长相文艺的姑娘。那次，我沿
着岛仔细地走了半圈，看到了满天飞翔的海鸥在天上绕着
不走，那一刻，我有点创作的冲动，终于想出了某个未能结
尾的短篇小说。这两次上岛，去的时候都是坐着小且老旧
的渡轮，票价只有五元。中途在官山岛停靠。回程的时候，
两次都是包船。

第三次，我们乘坐王波船长的休闲渔船，从另一个码头
出发。王船长是2014年上大峧山岛的，是岛上唯一一位从
事渔家乐的。最忙的时候是七至九月，游客们都是通过亲
戚介绍和微信联系的。那次，我好好地上山走了一圈。山
路并没有杂草丛生，有一条修得比较完整的小路直达山
顶。朦胧的阳光下，山上的植物青翠青翠的，野生的黑木耳
很多。下了山，我们坐在小木屋里吃上了自己沿途捕捞的
海鲜。

近几年，养殖业竞争激烈，效益不如前几年红火，村
委抓住了发展旅游业的机会，开始打造旅游休闲岛。老
书记傅国荣说，这个岛所有的老人总有一天会离开，到时
候这个岛就成了无人岛了，但这个岛那样美好，所以不能
荒废。那年，王船长带着客人上岛的时候，岛上没有民
宿，没有旅馆。

为了做好旅游业，2017 年，村委把原来荒废的村小学
打造成了民宿。建造民宿的时候，岛上的电与水也是费了
一番功夫。老书记告诉我，民宿需要水电，但当时岛上吃用
的水是井水，是村民自己从山上接水管的，到了去年，才有
了与城里一样的自来水。为了建民宿，当时在半山腰建了
一座水塔，专门供应民宿的水源，且是把河水、井水、水库的
水合成，才能保证正常运行。而电，直到 2017 年才用上了
国家电网，原来一直是政府补助，村里自己弄了个小发电机
组发电。

这几天，想第四次去岛上，计划了几次，结果次次落
空。起初，因为有雾，一直停航，后来，有别的工作没能成
行。但我的脑海里，对于岛上的一切，印象很深，仿佛就在
昨天。

那一年，那个晚上，当我躺在民宿的某一个房间，
透过大大的落地窗，能够看到外面的大海，听到非常
清 晰 的 哗 啦 哗 啦 的 海 水 声 。 同 行 的 几 位 友 人 在 楼 下
的院子里聊着天，没有喧闹的汽车声，没有电瓶车和
自 行 车 骑 过 的 声 音 ，友 人 的 声 音 在 夜 色 中 反 而 显 得
嘈 杂 了 ，渐 渐 地 ，他 们 一 个 个 回 了 屋 ，窗 外 只 有 温 柔
的风声和美妙的涛声，一浪一浪的，让人睡得特别踏
实。

如果不是窗外有路灯亮着，我觉得这个岛安静得不
像有人类居住。仿佛那片大海是一个世界，右边的这些
民居和民宿自成一个世界，奇怪的是，这两个世界没有
间隔，融合得如此美妙。

在我看来，大峧山岛的安静，并不是孤寂的，在这里可
以远眺秀山大桥，在泥潭钓钓鱼、捉捉螃蟹，面朝大海发发
呆，与爱人牵手坐在海塘上看日落，与小伙伴们在“红色大
峧”主题党日活动阵地进行团建，出海捕捞鲜活美味的鱼，
甚至什么都不做，就在民宿里坐在落地窗前听海看日出，看
书、写作或画画，说不定灵感就来了。

盛夏来了，让我们一起去岛上吹吹风，发发呆吧。

面朝大海入梦来
李慧慧

浙商发展研究院即将走过第十个年头。
这十年，我们一路走来，走得踏实，也很有收
获。

当年省委主要领导提出：各级领导干部
都要问一问，我们对浙商及民营经济在浙江
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认识得够不
够？对浙商成长及民营经济发展的规律研究
得够不够？对浙商及民营经济创业创新的实
践支持得够不够？对浙商及民营经济的关心
关爱给予得够不够？“四问”之后，浙江日报社
第一时间响应和落实省委号召，提出希望成
立研究院来助推浙商发展。

研究浙商、宣传浙商、发展浙商、引领浙
商、提升浙商，是我们浙商发展研究院的初心
和使命。

为此，十年来，我们做了一些工作，概括
起来，集中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学
习。主要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浙商发展研
究院、《浙商》杂志的同志们以及广大浙商，一
起学习党中央对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以及
省委省政府对浙江发展的要求、精神。其二，
我们和浙商相互学习。围绕学习，我们做了
大量的工作，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浙商之所
以成为浙商，是因为爱学习；浙商之所以能够
打天下、闯天下，之所以能行稳致远，一个非
常重要的本质就是爱学习。浙商是爱学习的
群体。二是调研。浙商发展研究院成立后，
对企业、对浙江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进
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其中包括走访企业、探
讨国内外经济形势、每年都会提出“三原色”
经济报告等。在调研的基础上，还有咨询、释
疑、解惑，提出建议。我们的很多建议不但直
接为浙商服务，还为省委省政府建言献策，有
的甚至作为内参报给中央高层参考，这些都

是同我们的调研联系在一起的。三是交友。
既然要认识浙商、宣传浙商、提升浙商，就要
和企业家交朋友。十年来，我们通过各种渠
道，同企业家交了不少朋友。我们多少可以说
是浙商的良师益友。四是鼓劲。我们通过各
种载体宣传浙商，为浙商、为民营企业鼓与
呼。五是提炼。我们对浙商的发展经验、对浙
商群体的生存和发展规律、对浙商的时代特性
等进行了多维度研究、提炼，实际上就是“问道
浙商”。我们试图在已有认知的基础上，给浙
商一种思想的引领、文化的引领。围绕浙商精
神高地，我们做了不少研究探讨工作。

事业是无止境的，浙商也将不断发展，我
们对浙商的研究还是要接续进行的。但不管
怎么说，这个十年要画个句号了。

我从担任浙商发展研究院院长起，最集
中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从历史角度看，任何
一个商帮都是一种历史现象，我们的浙商怎
样能够作为一个群体行稳致远，几百年甚至
更长远地存在下去？

因为原来形成浙商的独特条件正在普遍
化，原来早发的乡镇企业、先人一步的民营企
业，从今天的发展环境、政策环境来讲，全国
各地基本都差不多了，创造“四千精神”的老
一代浙商也逐渐退出舞台，他们的事业正传
承给新一代的浙商。我们的浙商如何与时俱
进，如何不断地向前走，如何保持引领时代发
展？十年研究浙商也给我许多启示。

我对浙商的未来为什么充满信心呢？简
单地讲，那就是我们的浙商能在已有素养的
基础上，把浙商魂、浙商脊梁、浙商精神、浙商
的内在要素做强。浙商是有浙商之“道”的。

正因为如此，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浙商
发展研究院十年来主要做了什么、贡献了什

么？浙商的未来需要注入什么、提升什么？
由此，我也想到了南北朝时一位将军诗人陆
凯赠给友人范晔（《后汉书》作者）的一首诗：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
赠一枝春。”我想用“江南无所有，聊赠浙商
魂”作为纪念礼品，以期对这十年作一总结，
对未来予以厚望。

“江南无所有，聊赠浙商魂”的另一个重
要含义，就是我们浙商要成为一个强大的群
体，就要有整体意识，要有“集体记忆”，要有
自己的灵魂，要有自己的精神文化标识，要形
成一种自觉的思想支撑，要有坚韧不拔的精
神力量。用王阳明的心学来解释，那就是我
们的浙商要有一颗澎湃的心，一个强大的心
的力量，也就是要有强大的“心力”。这是浙
商的内在灵魂和坚挺的筋骨。

我们浙商要在“千方百计”创新创业的基
础上，进一步升华为更富有家国情怀的“智慧
之商”“圣贤之商”。由此进一步拓展下去，也
就是我们的浙商要做到“人我”统一。

浙商的商道首先是“人我”的统一，最深
层就是把我们自己所有的一切和天下大道相
统一，要达到天人统一。这是一种家国情怀、
一种智慧、一种境界。如果拥有了这样一颗
澎湃的、阳光的心以及强大的内在力量，我们
的浙商就能够迎风破浪、勇立潮头，就能不断
地发扬浙商的“四千精神”去创业创新。

浙江的发展繁荣必须根植于浙江企业家
的强大，而浙江企业家的强大则必须依托于
浙商内在心灵的强大，向着卓越、向着未来，
不断地去学习和超越。就像宗庆后董事长刚
刚讲的那样，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只要干
得动就会一直干下去”，这就是我们的浙商精
神，这就是浙商独特的拼搏精神，这就是不断

创新创业的奋斗精神。
一切美好都是奋斗出来的。我认为对浙

商的问道永远没有终止符，需要不断地追问
下去、不断地进行充实提升。因为浙商也是
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进步提升的。

为了今天这个庆祝活动，我将自己对浙
商的认知写成了一首小诗，以此表达我对浙
商的感情：

年年风云话浙商
别了昨日装
缘心起 情更长
夜深梦浅还思量
一路尘烟 万里冰霜
策马扬鞭闯疆场
遍地英雄创业忙
边关雁 天涯客
摘星邀月入行囊
浙商 浙商
栉风沐雨化故乡
踏浪弄潮迎朝阳
这首诗的题目是《风雨化故乡》。我认

为，浙商之所以成为浙商，正是因为他们把风
雨作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故乡。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浙商就是在风风
雨雨打拼中才成为浙商的。十年过去了，和
昨天不一样了,但任何时候都要牢记：无论社
会再怎么进步、科技再怎么发达，都需要一种
千方百计的创新创业精神、在风雨中打拼的
智慧和精神。没有风雨长不出花朵，没有拼
搏出不了精彩。把“风雨化为故乡”，这就是
我们的浙商！

（作者为浙江省文史馆馆长，浙商发展研
究院院长，本文是在浙商发展研究院成立十
周年纪念活动上的演讲节选）

江南无所有 聊赠浙商魂
王永昌

丁丙、丁申、丁仁的名字现在不太为人所
知，但杭州丁氏家族确是晚清民国时期杰出
的文化世家。其中尤以丁丙成就最高，领风
骚一时。

他是近代杭州或中国最早的实业开拓
者或中国现代工业的先驱，所创办的当时浙
江最大的棉纺织厂杭州通益公纱厂、最大的
机械缫丝厂杭州世经缫丝厂和杭州大纶丝
厂等开一代行商风气。在晚清民国时期的
社会变迁中，丁丙成功推动传统商业资本向
现代产业资本转变，由旧式商人成长为现代
企业家。

他还是中国最大的私人藏书家和出版家
之一。丁氏八千卷楼与常熟铁琴铜剑楼、湖
州皕宋楼、聊城海源阁并称清末四大私人藏
书楼。太平天国战争中丁丙、丁申弟兄及时
抢救并补抄文澜阁《四库全书》见功卓著，受
到清廷嘉奖。

丁丙最为系统地出版杭州地方文献，如
《武林掌故丛编》《武林往哲遗著》等大型丛书。
其中《武林掌故丛编》26集190种200余册，乃
杭州乡邦文献之百科全书，使杭州成为中国保
存地方文献最完整的城市。现今研究杭州历
史所用的文献主要赖有这套丛书。丁丙还编
著有《武林坊巷志》《杭郡诗三辑》《善本书室藏
书志》等巨著。古代最后一部并且是最系统的

《杭州府志》也是在他的支持下完成的。
丁丙也是中国最早萌生公共图书意识的

人物。他不像一般私人藏书家那样将书深藏
高阁、秘不示人，而是面向各地学子开放，几
乎有求必应。他创建的浙江官书局所刻古籍
大多以八千卷楼所藏为底本，所刻之书精品
倍出，如《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嘉惠堂（八千
卷楼）不仅是藏书楼，也是著名书局，以藏书
优势系统出版各类古籍。

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最有作为的
慈善家之一，丁丙倾尽毕生精力和家财改善
民生，成为堪与西方慈善大家相比乃至有所

超越的一代大慈善家。在没有人愿为的情况
下，他担任“杭州善举联合体”总董 15 年，并
在此后实际主持约 16 年，直至去世。杭州善
举联合体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慈善组织，事
实上履行了市政府的大部分职能，几十年全
面承担着杭州的民生事务。

杭州善举联合体的主体架构是普济堂、
同善堂、育婴堂，下辖 27 个机构，涵盖杭州的
所有民政事务。

普济堂设怡安堂（养老院）、清节堂、正蒙
义塾、施药所、栖流所、恤灾所、给米所等机
构。清节堂是在怡安堂基础上扩充的机构，
收养 70 岁以上无依靠寡妇。栖流所收容患
病旅客。杭州自来多火灾，恤灾所负责安置
灾民。给米所是普济堂满额而向无法收容的
老人发放粮食的机构。同善堂下辖 10 个机
构，分别是制作并对贫穷之丧家者施舍棺木
的施材局、对倒毙街头的无名尸体进行掩埋
的掩埋局、为普通民众提供免费诊疗的施医
局、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的牛痘局、申请验尸的
报验局、对守寡但有公婆子女需要抚养的妇
女进行援助的穗遗集、对溺水遇难者进行施
救的救生船、对贫穷者提供无息贷款的借钱
局、收集写过字的纸张的惜字会，以及对贫穷
无依少年施行免费教育和培养的正蒙义塾。
它们的功能已经从比较单纯的传统慈善救济
逐渐向社会公共管理和公益服务转型。

当时施医局每天为 1000 多人诊视，牛痘
局每年为 1000 多人种痘，掩埋局每年埋葬尸
体 3000 多具。同善堂还广泛涉及城防、城乡
水利路桥建设等事务。三堂而外杭州善举联
合体还管理三仓（永济仓、义仓、富义仓）、宗
文义塾、钱江义渡局、保甲局、迁善所、粥厂、
丐厂、浚湖局、救火义集等机构。

太平天国战争后杭州大部分基础设施的
恢复重建，主要也是丁丙整合各方面资源并
亲力亲为的成果。如重修拱宸桥、庆春桥、宝
善桥、断桥，新建德胜桥、横河桥、普济桥、坝
子桥、朱桥、万安桥、转塘、海昌堤坝、上塘河
堤坝、奉口斗门，疏浚西湖、大运河、西溪河、
沿山河、临平湖、南湖、北湖，开浚东河、驻防

旗营河道，重修湖心亭，修复湖墅水龙（消防
栓）等。

丁丙又组织修复钱塘县学、仁和县学和
杭州府学 3 所官学以及敷文书院、崇文书院、
紫阳书院和诂经精舍 4 所书院。因敷文书院
地处万松岭僻地，又在城内别创敷文讲学之
庐。还开设湖墅社学等，免费接收或资助贫
寒子弟入学。又重修贡院考棚。

日本学者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
一书指出：“杭州善举联合体与当今的都市行
政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它们的活动几乎涵盖
了居住在这一城市的居民的各个方面。”“杭
州善举联合体是处理都市行政相关的各种问
题的庞大的组织机构，作为非官僚的城市居
民所承担的事业，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规模
最大的了。”

其工作人员达1000人左右，每年的总支
出约10万缗，换算成白银约6万两。夫马进认
为，善举总董的功能相当于市长，但非但这个

“市长”不领薪，而且他领导的“市政府”完全依
靠民力运作。巨大的资金缺口由“市长”赔补。
长期担任善举总董的丁丙不仅心力交瘁，而且
经济损失巨大。夫马进认为这种善举“带有徭
役性质”，并将善举总董称为“徭役编审”。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至次年春天，
丁丙在病榻上最后编纂了一部被夫马进誉为

“详细记录了一个城市慈善事业的全貌，这一
点是其他资料无与伦比的”史料集——《乐善
录》。这部书详细记载了杭州慈善史以及晚
清杭州善举联合体的建置、资产、规约、捐输、
度支、人物等，是中国慈善史上最完整的经典
文献，标志着中国慈善学的诞生。

丁丙主要生活于清同治朝和光绪朝前
期。当时虽然有了同业公会等社会组织，但
还没有条件发展综合性商会，但作为中国现
代社会组织早期发展的一个特例，杭州善举
联合体将慈善组织的功能扩展至社会事务的
各个方面，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巨大的
社会整合力，超越于组织局限而成为城市自
治或城市治理的主体，在太平天国战争劫难
后主导了杭州的社会自救和社会重建。

丁丙一生积财积书无数，最终都化成大
善。俞樾贺丁丙六十寿联云：“十万卷收有用
图书，四部补完天府册；三千善积无边功德，
百年修到地行仙。”孙树礼《善本书室记》谓：

“昔人有‘积财十一，积书十九’之语。今松生
年丈（丁丙）为进一解曰：积书十一，积善十
九。则其所锱累寸积者，岂特善本书二千余
种哉？”又丁丙临终口占诗云：“分应独善心兼
善，家守清贫书不贫。”丁丙的伟大人格和道
德情志构成了一座历史丰碑。

丁丙对现代经济和现代文化的先觉性开
拓在中国具有领先意义，其广大之善举事业
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具有世界
性的可比价值和地位，是当代价值观教育的
优秀案例，构成杭州的唯一性品牌和“善城杭
州”的历史基础。但目前这方面的学术研究
以及相应的宣传都很不够。

10 多年前我着手《西溪文献集成》整理点
校时关注到丁氏家族，深深为之打动。随后整
理出版了600多万字的《杭州丁氏家族史料》，
首次对丁氏人物的著述（不包括编纂部分）和
家世资料进行最为全面的收集整理，以期为这
一经典家族案例的研究提供基本支持。

丁丙在世时修复了杭州大部分损毁的纪
念设施，如钱王祠、白公祠、苏公祠、岳飞祠、
于谦祠、张履祥墓、郭孝童墓、孙惟信墓等，并
为有功于浙江的督抚大臣左宗棠、蒋益澧等
建了一批生祠，而后来纪念丁氏家族的设施
却一直未建，相关的纪念活动也很少，使这一
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产为人忽视。

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执念，要建丁丙纪
念馆。2020 年 10 月 1 日，在杭州市余杭区闲
林街道办事处的支持下，丁丙纪念馆在丁丙
葬地建成开放。最近我与闲林街道以及丁丙
纪念馆的管理单位德润基金会商议，谋划将
闲林建设成为具有标杆意义的“慈善小镇”，
我还建议创办杭州世界慈善文化博物馆，该
项目被列为杭州市民政局 2019 年度重点工
作。期望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来关心这件
事。

（作者为浙江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研究员）

分应独善心兼善 家守清贫书不贫
周 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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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 《百花向阳》 刘海勇 作中国画 《百花向阳》 刘海勇 作

这一片片嫩绿的茶叶，
夜色怀抱酣然入梦，清、敬、和、美油然而生。
独山驿站，艺术螺旋，
写意漩涡，松阴水滴。

我站在紧邻松阳县城的艺术佳作上，
仰望苍穹，星光璀璨，月色淡雅，
远观群山，绵延起伏，黑影迷离，
近看松阴，溪水低唱，灯辉闪烁，
眸视独山，蟾峰阁雄，风月无边。

廊腰缦回，盘旋曲折的木构驿廊上，
陆和茶书院，童趣盎然，书声琅琅，
芳华少女，纤指弹拨，琴韵幽雅。

窗内，众多茶人，细品香茗，悠然自得，
吟诗咏文，音乐曼妙，书画典雅，
棋枰博弈，焚香缥缈，花影绰约。

窗外，恋人对对，耳鬓厮磨，喁喁私语，
水上泛舟，桨棹轻摇，波纹细漾，
绿道骑者，车灯明灭，策车慢行。

多么撩人的夜色，
多么醉人的情境，
一如小夜曲，
奏鸣在百里茶乡的青山绿水中⋯⋯

从来茗香飘田园
方 刚

从来茗香飘田园
方 刚

屐处留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