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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王庙小学教师金克木
高 峰

一
齐王庙濒临淮河北岸，在清朝雍正

年前，凤台尚未建县，这里属于寿州北
郊。雍正十年（公元 1732 年）置县后，为
凤台县仁寿乡，现在属潘集区架河镇王
圩村。

地处偏僻的齐王庙小学除了历史
悠久外，还是凤台县早期革命的秘密策
源地。 百年齐小，除承载了凤台县中共
早期革命的光辉历史，还流传着一个革
命英烈胡之光的悲壮故事外，它还有一
个杰出校友———金克木。

1928 年春，18 岁的金克木小学毕
业，牛刀小试，任教寿县三十铺小学。半
年后，哥哥资助二十元，他与几个同乡
少年， 一起来到凤阳男子第五中学，此
校原为第五师范， 改高中后照老章程，
免收学费、住宿费和伙食费。 但春季只
是入学，没有学籍，还没等到秋季报考
高中，学生闹运动，停课整顿，金克木无
奈返家。

金克木先生在《游学生涯》一文中
说：“回家后，在暑假中得到通知，要去
凤台县找民众教育馆吴馆长， 那边急
需人去工作， 他去了以后被安排在齐
王庙小学教书， 在这个地方整整度过
了一年。 ”

民国初年， 齐王庙王圩出了个热
血青年王介佛 ，向往革命 ，离家南奔
广州 ，就读于中山大学 ，后又受训于
黄埔军校 ， 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 ， 参加北伐战争 。 广州起义失败
后 ，王介佛回到故乡 ，在凤台县创办
了一所群众教育馆 ，自任馆长 ，宣扬
赤色共产主义思想 ， 不到一年被国
民党县政府下令停办 。 1926 年春 ，王
介佛接任齐王庙小学校长 。1928 年 6
月 ，王介佛 、程东方成立了齐王庙第
一 个 中 共 组 织———王 圩 孜 党 小 组 。
1929 年 ， 齐王庙的平民夜校正式开
办 ，以识字为掩护 ，宣传马列主义 ，

号召人们抱团斗争 ， 翻身闹革命 。
1930 年 6 月 ， 凤台县第二次党员代
表大会在齐王庙小学召开 ， 选举王
介佛为中共凤台县委书记 。

金克木所说的民众教育馆吴馆
长 ， 就是王介佛 。 1933 年暴动失败
后，王介佛和妻子胡之光失去组织关
系 ，不久 ，王介佛被捕 ，随即变节 ，中
共凤台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一批
党内骨干被捕入狱 ，40 余人惨遭杀
害。王、胡夫妻分道扬镳，胡之光继续
秘密从事革命 ，1946 年惨遭国民党
杀害，被沉尸淮河，壮烈牺牲。

二
从寿州城到齐王庙 ，中间隔一座

绵延的八公山脉 ， 金克木每次都绕
道位于凤台县大山乡八公山脚下的
祖居地 “山金家 ”。 这条路既是去齐
王庙教书的路 ， 也是小时候清明节
大人带他祭祖的路 ，先上 “山金家 ”
祖坟 ， 然后再到东边的山王朱家窝
上父亲的坟 。 因为太远了 ， 全靠步
行 ，中间要有个歇脚的地方 。 金克木
有个家门哥哥叫金世勇 ， 在大山乡
当乡长 ，家里过得好 ，来来回回 ，都
到他家歇脚 ，得到他的照应 。 这个民
众教育馆馆长介绍他去齐王庙小学
教书 ，其实 ，在齐王庙小学已经有位
叫金道勋的在那了 ， 比金克木年龄
大 ，却晚一辈 ，算是侄子 。据说 ，由他
穿针引线 ，其实 ，背后是这位乡长大
哥的意图 。

没有想到是 ， 虽有三十铺小学
教书的经历 ， 到齐王庙小学教第一
堂国文课还是弄了个 “下马威 ”，课
堂上学生竟然起哄 。 也是难怪 ，18
岁的他 ， 个头还很矮 ， 看起来像一
个稚气未脱的孩子 。 “东家 ” （即校
长 ）见状 ，没有办法 ，以为他教不了 ，
正在犹豫间 ，那位当乡长哥哥出面说
情来了，让他先上几课再做决定吧。

于是， 金克木想试探一下学生们
程度的深浅 ，他说 ，我从你们学过的
东西里出了一道作文题 ， 做完再说 。
结果一堂课下来 ， 只有一两个交上
来 ，有的只写了几个字 ，有的根本就
没有动笔 ， 不知道这个题目什么意

思。 于是，手都伸出来吧 ，一一打板 ，
这一打，打出了威风和服气 。 这个满
腹诗书的小老师心里明白了 ，这些乡
下孩子肚子里没有装多少 “货 ”。 后
来，除了教国文外，他还教外语 ，名声
越来越大，“东家”把别的老师教不了
的学生都交给他。

对于怎么教国文， 金克木心里是
有数的。 他在后来的《国文教师》一文
中写到：“我上小学时，白话文刚代替
文言文 ，国语教科书很浅 ，没有什么
难懂的。 五六年级的教师每星期另发
油印的课文 ， 实际上代替了教科书 。
他的教法很简单 ， 不逐字逐句讲解 ，
认为学生能自己懂的都不讲 ， 只提
问，试试懂不懂。 先听学生朗读课文，
他纠正或提问 。 轮流读 ，他插在中间
讲解难点。 课文读完了 ，第二天就要
背诵。 一个个站起来背 ，他站在旁边
听。 背不下去就站着 ，另一人从头再
背。 教科书可以不背 ，油印课文非背
不可。 文长，还没轮流完就下课了。 文
短 ，背得好 ，背完了 ，一堂课还有时
间，他就发挥几句，或短或长 ，仿佛随
意谈话。 一听摇铃，不论讲完话没有，
立即下课。 ”

我在凤台县李冲乡 “山金家 ”（现
在属淮磷社区 ）见到了金克木这位乡
长大哥的孙子金虎成 。 他告诉我 ，金
克木临走时 ， 他家也开始衰败了 ，只
给了他三块钢洋。 老先生还反复跟我
说到，除了教国文，金克木还教外语 ，
这是他最厉害的地方 。 但是 ，他教的
是哪一种外语，现在存疑。 因为，金克
木 9 岁随三哥到寿县第一小学读书 ，
不久即学习英语。 另外，金先生在《比
较文化论集》序言中说：“我在小学毕
业后从上海函授学校学习世界语 ，想
从这一不属于哪一国的语言 ，知道一
些小国、弱国如波兰（世界语创造者的
故乡）的情况，同时，也没有忘记追问
那些大国、强国的人是怎么回事。 ”

金克木的教学越来越受到学生欢
迎。 一年很快过去了，放寒假时正赶上
下大雪，“东家”挽留，乡长大哥派的长
工去帮他担书箱子，硬是不准。 他只好
先回，书箱子还是第二年开春才担回来
的。 此时，他已经离开家乡，远走高飞。

三
一年时间，在那个动荡的社会，不

算长也不算短。 在这里，关键是他结识
了齐王庙小学的三位同事。 金克木说：
“这一年也并未虚过，同学中有三个大
学生，分别是上海大学 、中山大学 、武
昌政治干部学校的学生， 都受过一九
二六到一九二七年的洗礼。 三个人除
了讲不少见闻给他听外， 还一直鼓吹
他出门上大学，而且确定要去北平（北
京），因为，一则那里有许多著名大学，
二则生活费用便宜。 照他们的说法，那
里花钱吃住，简直像在这小地方一样，
其实他们并未去过。 ”而且，最重要的
是，金克木居然信了。

从 1928 年开始， 金克木辗转于寿
县三十铺、团城子、堰口集 、瓦埠镇和
凤台县白塘庙、齐王庙等地，在教书的
同时， 一个少年跃动的心被信仰之火
点燃， 他瞒着家人从事中国共产党外
围组织的活动。 这一次，金克木突然抽
身离开，那是因为家人已经隐隐感到，
他这么教下去，迟早是要“闯祸”的。

辞别齐王庙小学教职， 金克木已
经决意离家。 这里，还有一件“退亲”往
事。 当时，家里已为金克木定了亲，女
方姓吴，家境殷实，住凤台城关。 大哥
带着金克木去后，告诉女方，要外出求
学，如果愿意等，就等。 时间不能确定，
也许三年五年，也许十年八年。 女方听
出弦外之音，叫金克木立即写了休书，
答应退亲。

我们知道， 金克木先生受到的正
规学校教育，只到小学毕业为止，后来
完全是凭借自学，跻身中国顶级学府。
金克木的传奇，终成一代学贯中西、知
兼古今的举世罕见奇才 、 世纪大家 。
现在 ，提到金克木先生都会贴上 “小
学毕业 ”“小学教师 ”的标签 ，这可是
一个特殊的小学毕业生啊。 正如著名
诗人西川说的那样 ，一个人 ，不论他
一生当中受过什么教育， 到老了之后
都是回到小学教育， 这就是小学教育
的品位。我想这句话，完全适合前辈金
克木先生。

在齐王庙小学教书的背后， 也许
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有关春申君黄歇的碎片化记忆
程晋仓

若干年前， 一度热播的电视剧 《芈
月传》， 使春申君黄歇又重新为人所关
注起来。 关于春申君黄歇， 其生平事迹
在现有的史料记载里， 可以见诸的存世
文字依据主要是司马迁在 《史记》 中的
《春申君列传》、 《楚世家》 等篇幅， 以
及一些地方史志如 《越绝书》 等略略提
及， 其余或为民间传说， 或是乡坊故事
等等。 其活动政绩因所处年代久远， 各
地的演绎谬传和相关遗迹损毁已颇难考
证， 给后人研究这个春秋战国时期著名
的四公子之一的角色带来相当大的困
难， 加上有众说纷纭、 杂芜枝蔓的解诠
之作， 更造成研判起来疑窦丛生、 真伪
莫辨， 比如说关于其墓冢之地、 淮北十
二县的确切地理方位等等。 而在楚国迁
都寿春之后， 其活动主要范围的淮南境
内， 有关春申城及其墓葬之所， 由于历
经 2000 余年的地理和名称变化， 加之
这块地域多遭兵燹劫难、 战乱祸患和盗
掘破坏， 遗迹遗存状况考证起来很费周
折。 目前史志记载、 能够证实传说的，
位于谢家集区李郢孜镇的黄歇墓冢， 迄
今因多种原故未能展开考古意义上的发
掘， 整理出让人信服的最新证据和重大
发现， 使史实梳理研究陷入杂陈难辨的
争论， 如河南信阳潢川、 江苏苏州， 甚
至湖南、 浙江等地也在辩争黄歇墓葬的
归属之地， 给深入研究黄歇带来的只是

口口相传、 缺少有力佐证的局面。
从司马迁 《史记·春申君列传》 的

记载来看， 文中仅介绍： “春申君者，
楚人也， 名歇， 姓氏黄。 游学博闻， 事
楚顷襄王。 ……考烈王元年， 以黄歇为
相， 封为春申君， 赐淮北十二县……”
黄歇的生平大事概况之描述尽在此篇，
算是比较详细述说了春申君使秦 、 说
秦、 拜相、 外交、 合纵、 抗秦、 灭鲁、
治吴、 被诛等大事件， 只可惜古人叙事
极吝文字， 惜墨如金， 未能详细叙述各
事件的枝末来龙与具体环节， 后人研究
只能通过此篇大概作以脉络， 兼顾 《楚
世家》 等相关段落来诠释一些事情了。

司马迁在本篇最后， 按惯例点评感
慨： “太史公曰： 吾适楚， 观春申君故
城， 宫室盛矣哉！ 初， 春申君之说秦昭
王 ， 及出身遣楚太子归 ， 何其智之明
也！ 后制于李园， 旄矣。 语曰： ‘当断
不断， 反受其乱。’ 春申君失朱英之谓
邪？” 寥寥数语点明黄歇一生的变化转
折， 也为后人研究黄歇奠定了基本史实
和其人生大概， 而其余篇章中大抵只能
从抽丝剥茧中略见一二了。

在淮南地方史志中， 有关黄歇的记
载较少， 依据不甚太多。 目前可见的唯
一存世较早的明嘉靖 29 年版 （公元
1550 年） 《寿州志》 关于黄歇的 ， 只
是提及到黄歇墓。 在其 “丘墓” 一节中

记载如下： “春申墓： 州东北隅， 有遗
台存。 按 《史记》 楚考烈王二十五年李
园杀春申君、 灭其家， 楚都寿春无葬城
中之理， 此其台或为相时所筑。 《方舆
胜览》 载春申君墓在常德府， 非也。 春
申国于吴， 死于寿春， 何由远葬夷陵？
况其地已入秦， 置黔中都矣， 当以葬寿
春者为是， 但未详其所在耳。” 这是目
前我们淮南地区可寻的最早推定春申君
墓在淮南的文字依据了 。 从文中可看
出， 那时就尚有多种争论， 比如说在常
德， 当前还出现了在河南潢川说， 据理
是因其出生在黄国等等。

清嘉庆年间， 著名方志大家、 凤台
知县李兆洛在其主修成书于嘉庆十九年
（公元 1814 年） 的 《凤台县志》 中记载
关于春申君的事情稍多了些， 因李兆洛
擅长舆地考据， 是注重实证考究的大学
问家， 在主政凤台县 7 年间， 他亲历亲
为跑遍辖地的山山水水， 躬问民间乡绅
儒士， 得来的多是第一手资料， 当时淮
南地区重要的名胜古迹资料几乎全部得
以收集记述， 又其兼领寿州州官， 对县
境之外的相关内容也有所涉猎， 志书内
容详实， 故所编纂的方志可信度较大。
并且当时凤台县刚从寿州分立出来不久
（雍正十一年， 公元 1733 年寿县、 凤台
县分治）， 与寿州同城而治， 县志地域
虽仅限于寿州北境， 但其历史源流、 文

化传承则包孕了当时的整个淮南地区，
是淮南地区极其珍贵、 也是价值极高的
地情资料， 更是今人研究淮南历史不可
或缺、 不可弃用的经典之作。 其在 《凤
台县志》 卷十 《古迹志》 之 《冢墓》 篇
中记载： “《旧志 》： 春申君墓在城东
北， 今人指县署西大官塘中土堆为春申
君墓。 又： 县东隗家店西大阜， 名黄歇
冢， 或是也。”

在卷十 《古迹志》 之 《游观》 篇中
记载春申台 ： “《天下名胜志 》： 春申
台 ， 在州城内东北隅 ， 遗址犹存 。 又
云 ： 废寿春城在州西四十里 。 《寿春
记》 云： 城中有楚王祭淮坛， 城东北隅
有棘门。 据此， 则春申台当在废寿春城
中， 今寿春境。 俱无考。 因流俗相传已
久， 姑记之。”

以此记载来看， 李兆洛断定的也是
依据民俗传说， 所以给研究春申君又蒙
上了一层不确定性的神秘面纱。

而稍后的清光绪年间的 《寿州志》
卷三 《舆地志之冢墓》 篇则完全转载照
搬了李兆洛在 《凤台县志》 所记： “春
申君墓在城内东北， 《凤台县志》 云：
今人指县署西大官塘中土堆， 为春申君
墓， 又县东隗家店西大阜， 名黄歇冢，
或是也。”

但 20 世纪 70 年代， 淮南博物馆配
合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对上述志书中所云

的大官塘进行考古调查， 证实该土堆为
原生土堆， 不是古墓葬， 由此证实了李
兆洛原首疑的第一种说法 。 1979 年 ，
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对志书所记， 也即李
兆洛推定的 “或是” 处的隗家店西大阜
进行考古调查， 结果证实该古堆为积石
积炭大型土坑木椁墓。 后经多次调查，
认定了该墓年代最迟在战国晚期， 很符

合黄歇活动的年代， 从某种角度看， 该
墓冢不仅与当时时代背景、 历史事件、
方志记载有很多吻合， 且与近多年来的
考古资料不相悖， 但因未实行科学的考
古发掘 ， 只是未到 “开棺见证 ” 那一
刻， 所以不能从真正意义断定墓主就是
黄歇本人。 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对之的
判定： 从建国以来出版的词典中， 会发
现均标注了此处为春申君黄歇的墓冢。
所以随着科技发展和考古研究地进一步
深入， 有必要相信， 有朝一日， 地处谢
家集区李郢孜镇的人称黄歇墓的 “隗家
店西大阜” 真实情况一定会向世人展示
出其本真的面目来。

位于谢家集区李郢孜镇的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墓冢。

春
风
又
绿
淮
河
岸

胡

锋

摄

再说陆游出生在淮南“淮之湄”
周 强

2022 年 2 月 14 日，淮南日报第三版
副刊 “淮河 ”刊载拙文 《陆游出生在淮南
“淮之湄”》。 文中引用了陆游诗句：“少傅
奉诏朝京师，舣船生我淮之湄。 宣和七年
冬十月，犹是中原无事时。 ”又引用著名
学者于北山 《陆游年谱 》中的一段 ：北宋
宣和七年，“宰由寿春赴京师 （开封），中
途泊舟淮河岸。 十月十七日平旦， 大风
雨，务观生”。 然后得出陆游出生于淮南
“淮之湄”的结论。 查《公历和农历日期对
照 》， 宣和七年十月十七日为公历 1125
年 11 月 13 日。

文章刊载后， 在读者中引起一定反
响，除了当面肯定外，在朋友圈转发时也
得到如云点赞。 其后，淮南市政协《文史
资料 》第 19 辑选编了笔者的 《陆游的淮
南情节》一文，相当于对陆游出生于淮南
的结论进行肯定。 不久，寿县政协《文史
资料》第 8 辑将标题改为《陆游出生在寿
春“淮之湄”》而将全文选用。

但是也听到争议。 有朋友指出，陆游
的父亲陆宰 “由寿春赴京途中， 泊于淮
岸，此时的寿春府在淮河北岸即北寿州，
而非时下的寿县， 当是岸之北凤台县新
城。 泊的当为淮河湄城之地，当今高皇的
汤渔湖一带 ，即今程小湾附近 。 ”按 《尔
雅·释水》，“水草交为湄”，所以“淮之湄”
应是指淮河岸边水草丰茂的滩涂地。 朋
友谓“当为淮河湄城之地”,湄城见于《水
经·淮水注 》，淮水 “又东径梁城 ，临侧淮
川，川左有湄城。 淮水左迤为湄湖。 ”据清
末《水经注疏》，湄城“在今凤台县东北”；
又“下蔡东北八十里有湄陂，即湄湖，今凤
台县东北境，淮河北岸焦家湖北，又东至
高皇寺南，滨淮洼下地皆是。 ”湄城、湄湖
与朋友所云“高皇汤渔湖一带，即今程小
湾附近”的地理方位一致。

由此可见，争议的焦点并非陆游是否
出生在淮南，而是陆游的出生地即“淮之
湄”到底是在寿县、凤台县，还是潘集区。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先得弄清五代北
宋时的淮南地区沿革。唐代寿州州治寿春
县， 五代改寿州为忠正军。 《中国古今地
名大词典》释“忠正军”：“吴升寿州置忠正
军，治寿州（今安徽寿县）。 辖境相当今安
徽省寿县、 长丰等县及淮南市部分地区。
南唐改名清淮军。 周显德三年（956 年）复
名忠正军，移治下蔡（今寿县北）。 ”后周
置忠正军时，南唐清淮军（即原忠正军）犹
在。 后周与南唐战争爆发，周世宗驻跸下
蔡， 指挥战争， 于是在下蔡新置忠正军。
次年三月， 南唐寿州为后周占领。 战后，
寿州城池破坏严重， 清淮军亦不复存在；
后周忠正军依然，直至北宋。 根据《宋史·
地理志》， 扬州西路忠正军于 “政和六年
（1116 年）升（为寿春）府”，辖下蔡、安丰、
霍邱、寿春 4 县，下蔡县为寿春府倚郭县，
即府治所在县。下蔡县治所位置即今凤台
县城。 下蔡与寿春两县近在咫尺，故习惯
上称下蔡县为北寿春，寿春县为南寿春。

淮河从西边流来，在淮南市域内依次
流经寿县、凤台县和潘集区。 陆宰“由寿
春赴京师”是溯淮而上，潘集区高皇镇在
凤台县下游约 40 公里， 无论是从寿春府
治所下蔡县出发，还是从寿春府所辖寿春
县出发，都不会经由潘集区，因此陆游出
生地在潘集的说法基本可以排除。

陆宰在寿春官任淮南西路提举常平，

从政和年间 （1111-1118 年 ）至宣和六年
（1124 年），在寿春居住短则 6 年，长则 14
年， 因此于寿春 “邑中亦薄有东皋 （田
园）。 ”其后陆宰转任淮南东路（治所在江
苏省扬州市）。 次年，陆宰调任京西路（治
所在河南省洛阳市）。 调任途中， 因寿春
“地方人事稍熟稔故”， 顺便再看顾一下
“东皋”，于是陆宰在寿春短暂停留。 再度
启程后，遭遇暴风雨，舟船在“淮之湄”停
泊躲避，陆游出生。

又次年为靖康元年（1126 年），“四月
八日，直秘阁、京西路转运副使陆宰落职，
送吏部”（《宋会要辑稿·职官 69》）， 陆宰
于是 “南迁寿春”（于北山 《陆游年谱》）。
陆游自己也说过，“先君坐御史徐秉哲论
罢， 南来寿春”（陆游 《文集·跋周侍郎奏
稿》）。 陆宰 “南移寿春”，“斯时金兵正围
困京师（开封），地方溃兵游勇，乘机骚乱，
守令不能制。宰无官守，无逗留必要，故匆
遽间又携眷南归， 时务观不过三、 四岁”
（于北山《陆游年谱》）。 由此可见，陆游在
淮南“淮之湄”出生，到陆宰“落职”再回寿
春，这时陆游最大也不过半岁或稍多。 其
后陆游随父居留寿春， 时间约在 3 年左
右。

朋友认为，“寿春府在淮河北岸即北
寿州，而非时下的寿县，当是岸之北凤台
县新城。 ”那么陆宰陆游父子所居寿春到
底是寿春府所治下蔡县，还是寿春府所属
寿春县， 这又得弄清北宋的淮南西路治
所。 淮南西路是北宋 15 个一级行政区域
之一，按《宋书·地理志》，淮南西路辖寿春
府和庐（治今安徽合肥市）、蕲（治今湖北
蕲春县）、和（治今安徽和县）、舒（治今安
徽潜山市）、濠（治今安徽凤阳县）、光（治
今河南潢川县）、黄 (治今湖北黄冈市）等
7 州，以及无为军、六安军，共 33 县。 寿春
府为淮南西路首郡，府治下蔡县应同为淮
南西路治所。

淮南西路所辖 33 县中，32 县皆在江
淮之间，唯有下蔡县位在淮河之北，这对
辖区治理颇多不便， 因此一直有人质疑，
淮南西路治所是否设在下蔡县？如合肥就
有学者提出，“安徽合肥：北宋庐州为淮西
路治，‘淮右首郡’毫无争议。 ”作为淮南
人，对这种说法当然不愿赞同，但还有一
种说法颇为同感。 散文作家董光巨在《千
年古城话寿州》中说，后周与南唐之间“残
酷的战争把寿州城毁坏殆尽，战后州治迁
往下蔡（今凤台），直至北宋末年才恢复重
建，并回迁寿春。 ”陆游出生正是在北宋
末年， 只不过不清楚董光巨先生所云寿
州“回迁寿春”的依据何在。

且不说后人如何讨论， 而陆宰陆游
父子均以寿春为现在的寿县。 陆宰说过，
“初在寿春，建刘仁瞻庙”。 陆游《家世旧
闻》也记有此事：“寿春县，古寿州也……
先君为淮西提举常平时 ， 始为仁瞻筑
庙。 ”刘仁瞻是南唐名将。 后周南唐战争
期间， 刘仁瞻坚守寿州孤城， 因病危捐
躯，周世宗对这位敌方将领非常敬重，追
封他为彭城郡王。 当地人在汉淮南王刘
安庙中立刘仁瞻塑像以示纪念， 有人觉
得不妥而作诗讥讽。 陆宰一到寿春，即为
刘仁瞻单独建庙。 由此可见，不管淮南西
路治所何在， 但陆宰的提举常平官署以
及自家的居地应是在寿春县。 陆游到底
出生在下蔡 “淮之湄” 还是寿春 “淮之
湄”， 通过陆宰陆游父子的各自说辞，读
者心中应该有答案了。

感谢朋友的质疑， 通过引经据典的
释疑， 反而使陆游出生在淮南， 并在淮
南居住过数年的结论得到坐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