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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江海春秋》
□钱泽麟

陶行知：
以张謇为师的教育家

□羌松延

韩国钧主持江北运河修复堤工程
□程太和

朱兆蓉悼念西泠同人
□彭伟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教育家、思想家。他的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以及“爱满
天下”的教育情怀与实践，对近代中国教育发展影响深远，开创了
中国近代教育的典范，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作为近代教育群体中的社会名流，陶行知的教育生涯深受张
謇先生的影响。陶行知与张謇的直接交往始于20世纪20年代任
教东南大学时。受张謇影响，陶行知产生了创办一所乡村师范学
校的想法。在开办晓庄师范之前，陶行知就办学之事专门向张謇
请教。张謇告诉他首先要学会学习农民、与农民打成一片。后
来，陶行知曾在一次演讲中说：“我搞生活教育，张謇是我第一个
先生。”

张謇和陶行知年龄悬殊，但因为有着共同的民族责任感和
教育兴国的理想，使得彼此在南通有了交集。1919年，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去日本讲学。作为杜威的学生，陶行知极
力邀请杜威来华讲学。张謇得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重视，立刻发
出邀约，终于促成了杜威先生于1920年6月的南通五日行。在
通期间，杜威在更俗剧场和唐闸三次发表演讲，为南通教育史上
的一件大事。

1922年4月至6月，南通、如皋等地被中华教育改进社（陶行
知任主任干事）作为调研对象，组织进行心理测验，为国民教育的
改革发展提供了依据。

同年8月20日至24日，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在南通通崇
海泰总商会召开，作为社会名流、教育界的重要人物，陶行知应邀
参加了这次年会。会议期间，社员们参观了大生纺织公司、纺织
学校、大有晋盐垦公司等，所到之处，陶行知不胜感叹，流连忘
返。参观了博物苑后，梁启超、杨杏佛、竺可桢、丁文江、陶行知和
张謇等还在藤东水榭开会。晚上，与会代表在更俗剧场观看了伶
工学社学生演出。南通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给陶行知一行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1935年6月，江苏省第五区民教研究会在南通东公园省民教
馆开幕，研究会特邀陶行知于20日到会演讲，讲题为《普及教育
问题》。有报道称：“陶氏讲演，诙谐百出，力言我国教育病态，最
后指正正当途径，听众虽历四小时，面毫无倦色。”

说到陶行知与南通之间的联系，在教育界影响最大的当属他
与小学生刘宝璠的故事。

1935年7月，陶行知在南通师范附属小学推广小先生制。他
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不做工，要吃饭，什么人？王八蛋。要吃
饭，不读书，什么人?老母猪。读了书，不教人，什么人?不是人。”
他通俗有趣的诗把学生们逗乐了。

这时，8岁的刘宝璠站起来认真地说：“陶先生，‘什么人?不是
人’，可不大好。‘不是人’不具体，桌椅不是人，鸡鸭也不是人。‘不
是人’还有点骂人的味道。”“真的，你说得很对。‘不是人’的确像
骂人。请你给我改一改怎么样?”陶行知诚恳地说。刘宝璠当然
不知道陶行知是一个留洋博士、大学教授，他想了一下说：“有了，
改成‘木头人’怎么样？木头人是比喻，有一个具体的形象。”陶行
知拍案叫好：“好，改得好：读了书，不教人，什么人?木头人。”他将
诗抄在纸上，又特意写上：“南通刘宝璠小先生代我改诗，我多了
一位小老师了。”

这个故事，使陶行知提倡和践行“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论以及“爱满天下”的教育情怀，更加深入
人心，也使陶行知“人民教育家”的形象深深印入人们的脑海里。

如皋籍篆刻家、西泠印社早期社员朱兆蓉，曾为几位西泠印
社社员或其家人撰写过悼诗挽联。

一位是汪曼峰，名嵚，杭州人，民国第一任杭县知事，对于西
泠印社贡献良多。夫人逝世，汪曼峰解组辞职，朱兆蓉作《汪曼峰
德配谢夫人永逝录征题，为挽四绝》，一显两家情谊较深。

一位是周李光（1886—1916），字六介，浙江乐清人，清末秀
才，辛亥革命时期，率领先锋敢死队，光复杭州，后又参与金陵战
役，民国第二任杭县知事，为西泠印社保存柏堂、竹阁区域作出贡
献，成为赞助社员。1920年，西泠印社为周氏立像。其侄又是画
家、西泠印社原理事周昌谷先生。朱兆蓉撰有对联《挽周六介大
令》两则：

苏内翰武林受代，京尘未踏，遽赴修文，我今掌录湖山，可无
君志，论咸涥集益长庆；

杜少陵牛酒交倾，国士云亡，便挥老泪，况复高堂霜雪，奚止
哭东，瓯乡梦西浙官声。

故乡有此好湖山，君曾坐治，三年棠荫常留，白社苏堤同
不朽；

旧政未告新令尹，谁料变生，一旦瓜期甫代，赤符青鸟遽
相招。

第一则对联中，朱兆蓉将周六介誉为杜甫、苏轼，崇敬之心，
跃然联中。第二则上联，尤为精彩：意为周李光的家乡浙江湖山
风光绝佳，他主治杭州，三年来的从政惠行将与白社苏堤一样，不
朽于人世。所谓棠荫，即棠阴，指周氏的惠行，包括保护西泠印
社。周李光、朱兆蓉死于同年。晚年朱氏，病魔缠身，依然奋笔疾
书，写下长联佳句，悼念友人，可见两人友情颇深。

还有一位丁立诚（1850—1911），杭州人，字修甫，号辛老，光
绪乙亥科举人，藏书家、目录学家，多藏西泠八家刻印，西泠印社
早期社员。生子丁辅之，西泠印社创办人之一。宣统三年八月，
丁立诚离世，朱兆蓉作《挽丁修甫孝廉》：

善果定前身，游戏人间六十余载，遂令羽化登仙，纵家难国
忧，瞑目不教看世变。

缥缃宝遗稿，联吟湖上三五同俦，未几已成陈迹，对荒烟蔓
草，悲怀无那感秋深。

市史志办创办《江海春秋》期刊已经
200期了，笔者回顾参与征集编辑的过
程，不禁感慨万端。《江海春秋》原名《南
通今古》，是市地方志办公室于1987年
创办的杂志。1996年，市地方志办与市
委党史办合并（简称市史志办）。主任室
考虑到我曾在报社当过编辑记者，又在
市委研究室搞过《沿海经济》杂志，便让
我分管杂志，兼任主编。

办刊思路，受到上级领导和同行的认可

1997年杂志改版寄语中有这样的表
述：“我们决定面向现实，面向读者，对杂
志作一次较大的改版，从形式到内容，给
读者展示一个全新的形象。我们的使命
不仅要给后人留下历史，更重要的还得引
导人们重温过去，以史鉴今，资政育人。”
我们提出要把杂志办成“集思想性、史料
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的办刊思路。

把思想性放在首位，这是前提。就
是要有理论性、指导性，要让广大读者开
卷有益，获得精神上的收获。其次强调
史料性，这是根本。要为出版市志、编纂
年鉴和开展史志工作服务。第三强调知
识性，这是基础。广采博引，让读者有所
感悟和启迪。还要强调可读性，这是关
键。我们反对空洞乏味、党八股式的文
章，反对虚无缥缈、华而不实的稿件，要
力争适合各种读者的口味，让人们看得
下去。总之一句话，要在提高刊物的文
化品位上下功夫、花气力。在实际操作
上，我们要求实事求是，所写稿件，编纂
文章，都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998年3月中旬，全省地方志期刊
工作会议在南通召开，省地方志办主任
王建中要求笔者在会上作了经验介绍。
会议认为南通办好期刊的经验值得全省
各市县方志部门学习和借鉴，将为今后
续修市县志和创建年鉴精品提供理论基

础，做好资料准备工作。在全省党史系
统，《南通今古》杂志也是名列前茅，经常
受到省委党史办主任黄玉生等领导的赞
扬。省内同行多次来本办学习、交流、取
经。后来，时任市委书记罗一民也认为：
《南通今古》坚持正确的办刊方针，熔思
想性、史料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炉，为
宣传南通和我市的三个文明建设作出了
积极贡献。

精心评选：20世纪杰出人物和重大事件

21世纪到来之前，史志办有幸参加
了我市20世纪杰出人物和重大事件的
评选。根据市委分管领导的指示，这次
活动由广大市民推荐，市史志办和市档
案局、南通日报社联合举办评选。本办
期刊编辑部负责具体工作。

几个月来，我们接到不少推荐信件
和电话。评选工作犹如大海拾贝，令人
眼花缭乱。终于在新世纪来临之际与全
市人民见面。

评选出来的20世纪20位杰出人物
是张謇、吴亚鲁、刘瑞龙、顾民元、韩紫
石、郭锁珍、赵丹、季德胜、陈世魁、李吉
林、王个簃、葛菲、杨乐等；20个重大事
件是南通建立共产党组织、创建红十四
军、反日伪“清乡”、苏中战役七战七捷、
南通解放、海安角斜获“红旗民兵团”称
号、我市被评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
一、建设“海上南通”、成为体育“世界冠
军摇篮”、交通巨变、从“莫文隋”到江海
志愿者等（详见《南通今古》2001年第一
期；《南通日报》2001年1月1日）。

评选先进得到市领导和群众的认可
和赞赏。但必须说明的是由于我们才疏
学浅，生活阅历亦不够丰富，总觉得难免
有所疏漏、失误和遗憾，那就让我们的评
选典型和广大人民心中喜爱的其他人物
事件共存吧。

全办动员，全力以赴撰写重头文章

《南通今古》刊登的重要文章较多，下
节将提及，现在挑几篇看一下。

张绪武曾告诉我，江泽民总书记在
1994年8月27日与他谈话时说过，儿时一
至三岁时曾在南通住过，那时其姐江泽芬
六七岁，住在哪里呢？

2001年底，听说江上青烈士女儿江泽
慧、刘瑞龙女儿刘延东要来南通寻访父辈在
南通的史迹。市委领导十分重视，周福元书
记把我和市委办公室主任孙应杰叫到他办
公室，要求我们在近期内理清江石溪一家在
南通工作和生活的轨迹。我们当即行动起
来。张建民和编辑部的同志负责查阅《南通
市志》《南通今古》《缅怀写读出刊时》《扬州
市志》及市交通史、市电力工业志等大量书
刊资料；陈红和党史处的沙锦程、陈俊华、徐
寰、朱慧等在短短的几天里分头去采访了原
通明电气公司的老人和家属、柳家巷15号
大院的新老住户，以及对当地文史有研究的
姚谦、张自强等人。还包括本办其他同志曾
到上海、扬州等地采访所获得的有关信息。
姚毅和秘书处的王春、单志浩、朱茜、陈云也
提供了不少资料。据此，由我执笔写了《江
石溪先生一家与南通》。

2002年元旦期间，江泽慧、刘延东来通
考察，也是为江泽民来通打前站。江泽慧对
我们说：“可能我大姐江泽芬还能记得当年
确切的住所。”我们专程去姜堰请江泽芬过
来，认定了在柳家巷15号内那座她家曾住
过的带院落玻璃门的三间头房子。详见笔
者和徐建红、张惠平撰写的《还记得70多年
前的南通城吗——访江泽芬老师》。这就为
此后江泽民来通视察，做好了前期准备。

《今古拾穗》——《南通今古》百期选编

2005年，迎来了《南通今古》第100

期。主任室决定，从100期中精选100篇文
章汇集成册，由我和本办方志专家何惠斌、
沙景程任正副主编。见新华出版社出版《今
古拾穗》——《南通今古》百期选编。

精选入册的文章不少是名人的佳作，或
者是写名人的。且看一些文章之题：梁灵光
《功勋卓著无私无畏——纪念粟裕同志》，杨
乐《知识分子的贴心人——忆曹从坡同志》，
海笑《迷人的南通海滩》，张柔武《豆蔻年华
留永芳——缅怀五妹张聪武》，穆烜《南通知
识分子的百年历程》，陆植三《当年曾面聆王
若飞教诲》，郑祖安《长江北岸第一港城的真
实画卷——评新编南通市志》，孙乃昌《试论
文化建设与区域共同发展——浏览南通市
志断想》，吴镕《回顾一场争论》，顾嘉禾《长
寿时代话长寿——来自长寿之乡南通的报
告》，朱佳木《父亲朱理治的一生》，吴良镛
《关于张謇与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探索
和随想》，顾浩《黄河清·濠河夜游》，徐仁祥
《刘瑞龙与红十四军》，徐建红、李琦、钱泽麟
《实践，永远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访原省
政协副主席胡福明》等等。

值刊物创刊百期之际，众多领导、专家、
学者、作者、读者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信
函。有老领导梁灵光、陈焕友、顾浩、王湛
等。其中省委党史办主任俞黑子是作家，他
的贺词很有意思：“胜境东南方，文峰海通
江，风流写今朝，史记千古长。”每句词第4字
组合起来就是“南通今古”。原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市政协副主席施景钤“写在《南通今
古》百期出刊时（代序）”中提及：时常听到京
都省城政界学界一些学者和领导的称赞：

“一册在手，足见南通文化底蕴深厚。”正如
全国政协常委张绪武给《南通今古》编辑部
来信之所云：“想不到家乡的刊物办得如此
丰富、朴实、风采、美感”。

有了前期夯实的基础，《江海春秋》必然
会锦上添花。最后用一首小诗来作结束语：

《南通今古》出精品，《江海春秋》再创
新。辛勤耕耘结硕果，二百佳期见真情。

1931年夏，苏北里下河地区遭受罕
见的洪涝灾害。7月下旬，宝应县降雨
量593.5毫米，房屋大片倒塌，田庐淹没
不计其数。7月24日，扬州淫雨为灾，
城内街市全成泽国，汽车交通全停，天宁
门水关城墙倒塌，北水关冲垮。兴化县
城南城门成为“南水关”，居民进出城撑
舟代步。8月3日，苏北大运河水势日
涨，下游溢甚。昭关、三河闸已涨至2丈
2尺6寸，车逻归海大坝已开。大运河西
南各乡田河相连。8月23日，江都红十
字会除筹款购办干粮分别散发灾民外，
向全国救济总会及社会慈善机构和个人
乞助赈款。扬州在苏唱街育婴堂、便益
门等处设捞尸埋葬办事处。8月26日，
高邮湖西圩破堤，里运河河堤决口46
处，里下河地区1226万亩农田失收，倒
塌房屋260万间，淹死、饿死7.7万多人，
仅高邮挡军楼一处就死伤、失踪1万多
人，在泰县庙附近捞尸2000多具。

里下河大水灾令全国震惊。这次水
灾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在治理
江北运河方面严重失职。面对水灾，国
民党江苏省政府束手无策，只能延聘原
督办江苏运河工程时期的河工专家重新
出山。9月上旬，江苏省政府组建了江

北运河工程善后委员会。时任省政府主席
叶楚伧为主任委员，原督办江苏运河工程
局参赞王宝槐为工程处长，原督办江苏运
河工程局上游堤工事务所坐办万立钰为工
款委员。9月12日，善后委员会召开第二
次会议，加推原督办江苏运河工程局参赞
徐鼎康兼任工款委员。

水灾发生时，韩国钧在北京。他接到
相关消息后，立即返苏，一路勘视灾情。
10月8日，返回乡里。10月16日，即接到
叶楚伧的邀约，商讨江北运河修复堤工
程。11月26日，江北运河工程善后委员
会加推韩国钧为副主任委员。事实上，韩
国钧就成为运河修复堤工程负责人，叶楚
伧仅是挂名而已。

水灾发生后，江苏省政府举全省之力
加快决口堵口工程。随着堵口工程告竣，
修复全堤一事提上日程，由谁来主持修复
工程是一个难题。江北运河工程善后委员
会先后推王宝槐和陈和甫担任，均为二人
坚辞，究其原因是堤工破坏严重，而修复堤
工程时间紧迫，经费又严重不足。12月30
日，新任省建设厅厅长董修甲提议将建设
厅工程处改组为江北运河工程善后委员会
驻扬州办事处，全力主事江北运河修复堤
工程，并公推韩国钧驻扬主持工程。此决

议一致通过。韩国钧以苏北地方利益之所
在，毅然就职。

1932年 1月17日，江北运河工程善
后委员会驻扬州办事处正式成立。在受
任之初，韩国钧饱含深情地说：“国钧此次
见运河关系之重，堤工破坏之甚，加以经
费与时间交相迫促，彷徨瞻顾，心力俱
穷。但国钧个人只求工程前途有济，即任
何牺牲，亦所不计，所望负工程责任者，要
以安固迅速，并于款、工、时三方兼顾，为
计划施工之原则。”

韩国钧主持修复堤工程，不仅要负责
工程实施，还要担负筹款之重任。他就任
后，奔赴于苏锡常一带，全力筹措工程款
项。1932年1月14日，《申报》刊有《运河
工程款尚无着，水灾善后会建议筹款办
法》一文。文中说：“运工善后会副主任韩
国钧现往苏州、无锡、上海一带，与江南各
慈善团体协商一切，以作最后之筹划。废
历（农历）年终，如有二百万之现款，或可
动工，否则愿大难偿，沿运居民恐不得安
枕也。”从这篇报道里，我们可以窥见韩国
钧奔走的情景与筹款之难。工程能否顺
利实施首在经费，其次则在管理人员、施
工人员。人选问题也十分困难，韩国钧

“多方延揽，往往不应，其中经过曲折，几

经商洽，而后就绪”。
除了筹款、工程外，韩国钧还要应付江

苏省政府的种种责难。工款委员徐鼎康曾
说：“省府对止老责备甚严，有事仍要止老
相助，吾恐止老灰心，未必肯再为冯妇。”比
如，有些工程修复难度极大，不免出现问
题，江都里运河来圣庵段防渗处理工程就
曾三次决口。对此，省府有些官僚甚至提
出要求韩国钧赔修。韩国钧就是在如此困
难的情况下，历经半年终于修复全堤。可
以想象，若不是对地方社会事业具有高度
的责任感，恐怕韩国钧早就放弃了。

韩国钧以70多岁高龄，于危难之际
主持江北运河修复堤工程，其间还一度在
查勘工程质量时跌伤，其功绩受到时人的
广泛赞誉。1934年4月17日，《申报》报
道，苏北沿运居民“深感韩氏功在江淮，遂
提倡建立碑亭”“以资纪念”，建碑经费由
各县分摊。可见公道自在人心。所以，后
来江苏省政府重新组建江北运河工程局
时，无论是省府还是地方士绅都期望由韩
国钧担任局长，不过都被他以年事已高精
力不济婉拒了。尽管如此，他此后继续关
注运河治理并担任江北运河工程局评议
会评议员，为治理运河乃至苏北水利出谋
划策。

引言：市史志办创办《江海春秋》期刊已经200期了，笔者回顾参与征集编辑
的过程，不禁感慨万端。《江海春秋》原名《南通今古》，是市地方志办公室于1987
年创办的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