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贴晌饭由来已久。白居易任关中
盩厔县尉时，在《观刈麦》里记载了麦收
时节“贴晌午”的情景：“夜来南风起，小
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
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女人挑着盛
饭食的竹篮，小孩子提着装着汤水的陶
壶，给收麦人送“贴晌午”的餐饮。那
时，两顿饭的饭时，以正午时分为“晌”，
正午之前的叫“早晌饭”，正午以后的叫

“后晌饭”。正点饭之外的加餐，多在农
忙活重的时节，即“贴晌午”。

“贴晌饭”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活跃在广大
农村田间地头的一道风景；是生产队为收割小麦
的社员安排的一顿加餐，又称“第四餐”或“百家
饭”，类似今天的下午茶。

吃“贴晌饭”场面生动，妙趣横生，回味无穷。
“九成收，十成掉。”过去，夏至一到，随着一

声声婉转悠扬的鸟鸣声，农村麦收开镰了。
为把熟到八九成的小麦迅速抢收回家，生产

队队长在会上再三强调：三夏稍纵即逝，麦收丝
毫不能懈怠。大家今天磨好刀，明天开镰！

随着队长的一声令下，麦收战役的“第一
枪”打响了。

天刚放亮，社员们各自带好镰刀、磨刀石、水
壶等工具，从山地开始再向洼地逐一排开，开镰
收割小麦。趁太阳还没露头，图个凉快，抢时间，
赶速度。从早晨四五点钟开镰，六七点钟吃早
饭，干到上午十一点再收工午休。

下午一点继续收割，到三四点钟，人已经累得东倒西歪，人仰
马翻，再也没有一点力气了。这个时候，男女社员抬起头来齐刷
刷地望着村口，盼望送“贴晌饭”的人冒个头，露个影。

忽然间，老远处的山间小路上出现了一位推着独轮车的年长
者。他步履蹒跚地推着饭，朝着麦田走来。

“贴晌饭”飘着袅袅炊烟般的热气，变幻着曼妙的舞姿，把田
野长空浸染出“隐隐飞桥隔野烟”的悠远诗意。

“吃饭喽……”
生产队长似乎闻到了饭香，吊大嗓门地喊了停工命令。送饭

的小推车摇摇晃晃，刚到地头还没有停稳，呼啦啦的人便蜂拥而
至围了上来。

三四十种不同风味的饭食，交织在一起，碰撞出几十种诱人
的香味儿，味蕾神经一触而动。饥肠辘辘的社员们，前肚皮快贴
到后脊梁骨上了，争前恐后地找着自己的饭食。

“二爷爷，这竹篓是俺的”“二叔，把红包袱给我……”“大家别
急，仔细点拿，别把汤撒了……”

那时候，家家条件都差不多，没有什么贫富差距，只是每个家
庭的生活之道不同而已。

人困马乏的社员们纷纷丢下镰刀，一屁股坐在充盈着青草气
味和淡淡麦香的麦捆上，用毛巾擦着汗，有的在大褂巾上蹭汗珠。

一位刚结婚的小媳妇，长得眉清目秀，不慌不忙地把一口水
喷在手上，搓了两下，然后从口袋里掏出小手帕擦了擦，文绉绉地
吃起“贴晌饭”。只见她露出小白牙，咬一口透暄透暄的大白饽
饽，再用小勺舀一块白豆腐，一笑一颦，宛如“豆腐西施”。

那时，不是人们不讲卫生，而是根本没有地方洗手，即便有小
河沟，也得跑出去老远。割麦子本就累得精疲力尽，谁有闲工夫
去洗手，干脆往衣服上蹭蹭。俗话说，不干不净，吃起来没病。

母亲给我送的是猪肉炖宽粉条子。为了能把粉条的美味发
挥到淋漓尽致的效果，我故意发出“哧溜哧溜”的声音，时强时弱，
就像一曲优美动听的田野交响乐。旁边的三哥喜欢大葱蘸酱，咬
一口大葱，再蘸一口酱，也滋得一塌糊涂。还有人把绿皮咸鸭蛋
的顶部撬开口，用筷子夹，鸭蛋黄流着油，也挺馋人。不知谁家送
的虾酱香椿炒鸡蛋，老远就飘着诱人的味道……

我和几个刚刚下学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边吃边打打闹闹。有
的学个鸟叫，有的吹个“阿飞哨”，有的偷偷往女生头上放穗麦
穗。其他社员们也三五围坐，谈笑风生。

吃完饭后，一位漂亮的姑娘凑到一位刚刚回家的退伍兵面
前，偷偷塞给他一根从家带来的嫩绿黄瓜和一个鹅蛋，然后说了
一句：“来，我的镰刀不快了。”兵哥哥呆若木鸡，受宠若惊，哪还有
心思磨刀，一不小心，手上划了一个大口子。姑娘看见了，心疼地
拽着他的手，撕开手绢给他包扎伤口。

这大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乡村爱情最原始、最质朴的一段。
饭后，打头的开始伸刀开镰了。大家一字形排开，又生龙活

虎地割起麦子来。身后的麦捆如酒壶一样立在那里，一片金黄，
一派丰收景象。

我是第一个“败走麦城”的人。
“贴晌饭”后刚割了半个小时，我的右手掌开始剧烈疼痛起

来，腰累得又酸又疼。直起腰来抬头看看望不到头的麦垄，有种
绝望的感觉，觉得何时才能割完呀！伸开右手一看，手掌上磨出
了两个黄豆大小的血泡。

队长和我家关系很好。计划经济时期，他经常托我在县委工
作的父亲买点紧缺物资，所以，一来二往，他挺照顾我。队长让我
把收割的麦子捆好，马车来了再装马车，这样，我就不用弯腰驼背
挥刀割麦了。

晚上收工后，回到家，母亲先把针在煤油灯上烧一烧，消消
毒，然后把我的血泡挑破。红色血水淌了出来，疼得我眼泪在眼
眶里直打转儿。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如今，一提起割麦子，我就头皮发
麻，心里打颤，又胆怯又头疼。

如今，农村全部实现机械化，仅仅半个小时，几十亩地的麦子
便颗粒归仓。大袋大袋的麦子堆放在家里，只等着晾晒了。农民
再也不用为麦收繁忙而发愁了，当年的“贴晌饭”也“寿终正寝”，
无影无踪。

如今，有的吃“贴晌饭”的人走了，有些事过了、淡了、忘了，唯
独一抹淡淡的、暖暖的、悠悠的、长长的乡愁，萦回在我们的记忆
中，永远挥之不去、忘之不却。

“贴晌饭”，是夏日里田野里的一道风景，是丰收曲里一段优
美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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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
（亦称“癸卯学制”）变更学制，规定县办小学堂，府办中学
堂，省办高等学堂，京师办大学堂。是年，登州知府瑞谨（时
任湖广总督瑞方之弟）将位于西关铁门北大街迤西的君子
洲畔瀛洲书院改办为“官立登州中学堂”。由于动了私塾的

“奶酪”，加之风气不开，坊间盛传“学堂不是好学生去的地
方”。受舆论影响，官立登州中学堂当年首招并不理想。尽
管无需考试，报备后就算入学，开学时学员仍不足30人。
生源以蓬莱当地居多，黄县、文登、荣成各县也有几人。知
府亲任校长，书院山长教授国文，府学两名教官为督学，同
时开设历史、地理、英文等课程。学堂预备宿舍，伙食由学
生自理，书籍、文具也由学生自购。当地学生每周六下午回
家，周日下午返校。返校时，自带米面油盐，分组轮流做
饭。有学生在日记中写道：“学堂环境优美，柳岸荷池，山明
水秀，课暇散步，精神愉快！”

翌年秋，知府调换，新任者是吴筠孙（字竹楼，江苏扬州
人士，二甲进士第一名传胪出身）。其人富有，为保障子侄
学业起见，到任后自请英文、数学教员，充实师资，公私兼
顾。同时，他认为瀛洲书院为府属文人学士进修之所，长时
间占用书院的地方于理不合，因此选择城内北大街路西草
桥南贺宅及比邻三家之宅，改建为中学堂。转年五月学堂
竣工，改造修缮讲堂40余间，新建学生宿舍30余间，学生
增至70多人，府属十县学生齐聚。伙食由学堂供给，每日
三餐均由饭馆送达。吴知府循例续任校长，新聘文登县名
孝廉孙阑升为国文教员。体育教员姓陈，为水师退役军官，
并派来候补同知陆淦为管理员。学堂新政引领教化之先
锋，社会上流传的学堂污名涤荡一空，学生精神和学堂声望
大振。

袁世凯幕僚、近代文史名家闵尔昌听说登州中学堂新
馆落成，欣笔做《登州府中学堂碑记》（全文刊于《南洋官
报》），盛赞官民携手募款新建登州中学堂义举，阐述面对列
强环视，要通过办学堂与其智争。碑文曰：“登（州）人士既
负有厚重之材质，吾知精心果力，方来之成就，必非徒尚虚
言，不崇实践者，所可同日而语。”能得到自视甚高的尔昌公
如此评价，实属不易。

也许人们最好奇的是，一百多年前的课堂教学究竟是
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对此，登州中学堂首批学员、家住蓬
莱城西街（今钟楼西路）道南的孙继丁（字炳炎）在1976年
（时年90岁）撰写的《九十回忆》自传中这样描述：“国文孙
老师讲解明晰，对学生作业批改亦甚认真。他坐在大讲
堂当中，学生坐在两旁，右为高等班，左为寻常班。学生
作业时，有时写作，有时朗诵，沉寂之时他时常讲笑话，提
振学生的精神。功课紧凑，学生不准请假。因为在瀛洲
书院时期，常有人在学堂数月，即有请假一去不复返者，
所以学堂精神散漫。”

迁入新址后，学生一律住宿，管理严密，每日早晨六时起
床，盥洗后迅疾至讲堂自修一小时，七时三十分早餐。八时
上课，上午四节，十二时午餐，休息至午后一点上课，下午也
是四节，中有体操。下午五时后休息，六点晚饭，七点上课自
修，十时熄灯就寝。每日在课堂读书时，每位学生就其心得
写手记一则。星期日休假，国文老师命题，学生均作文一
篇。手记、作文老师都详加批阅。每月终学堂将全体学生一
个月的手记和四五篇作文呈送府衙。吴知府亲自批改学生
课业中的错谬和瑕疵，老师批阅有误之处，也予以匡正。如
此这番甄别，学生无不用功上进，老师也尽心育人施教。年
终考绩时，吴知府自己主持，终年勤奋者记大功，学业进步特
优者也记大功。每月对国文、英文、数学和体操举行月考一
次，以此为据将全体学生分高等、寻常两班并榜示。每门功
课名列前三名者有奖金，第一名奖清钱五百文、第二名二百
文、第三名一百文。这一年间，学生进益很大，府衙的门槛在
学生的心目中也不再那么高高在上，顿觉平实。

为稳定师资队伍，府衙和县衙统筹，在密汾桥北街和县
后路交汇处及密汾桥北街东的育德巷划拨土地，用公币置
办官宅，安置小学堂和中学堂的教职人员。费用根据府、县
拥有的栋数按比例分摊，五年内建设教师住房近30栋，建
筑面积大于其他公职人员。服务官学十年以上可入私宅名
下，当时蓬莱最气派的官宅都是教师之家。1947年冬，土
改复查时，这些房子又化私为公。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初，吴知府奉命游宦泰安府，继
任者为萨尔图·英寿，满正红旗，督抚英翰之弟。新官上任未
有“烧三把火”，学堂之管教一切率由旧章，只是学生的作文、
手记不必再送府衙批阅。是年夏，山东巡抚杨士骧巡视鲁

东，名曰阅边。路经黄县，经由蓬莱县东南乡宫家庄村（现烟
台市蓬莱区大辛店镇境内，解放后划分为东、西宫家庄两自
然村），直达当时福山县属之烟台。英知府闻讯后，遴选登州
中学堂十余名优秀学子带往宫家庄巡抚行辕，以展示其所办
学堂成绩斐然。杨巡抚命其随员口试学生英文，学生们均高
声回复。当问及孙继丁的籍贯时，他一时心慌，误听为问的
是英文老师之籍贯，即答：“青州。”考官当下问英知府，登州
中学堂还有客籍学生？答“无”后，考官反问，这位学生说他
是青州人士。知府打圆场回复道，登州人口音敦厚，“登”与

“青”发音不分。巡抚听完考官汇报，走出内室宣布奖励举
措：“下学期他们可以到省高等学堂去就读，在登州中学堂恐
耽误他们学业进步。”回蓬莱城后，知府得意之余请各位老师
至府衙出席宴会，剧社演戏助兴，学生们也在受邀之列。筵
席散后，知府还嘱咐学生们随时可以到府衙来，他会指导大
家出门见人的礼仪。是年秋的开学季前，知府和教师商酌送
四人进省城。他们是荣成县的李慤堂，蓬莱县的王如会、曹
秉枢和孙继丁。八月中旬知府令他们启程进省，由公家发给
每人路费纹银十两，知府本人又以校长身份赠送每人清钱五
千文。蓬莱至潍县骑牲口驮行，用时四天；潍县至省城乘胶
济铁路火车，半日抵达济南站。

其中，孙继丁于宣统二年（1910年）山东高等学堂正科
二类三班毕业，奖给中书科中书，参加清华学堂留学甄试获
备取资格。翌年正式入清华学堂，不久获第三批庚子赔款
赴美留学，入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机械系攻读电气工程，成
为蓬莱第一位公派留学生。同行的登州籍留学生还有福山
的史译宣（竹斋）、张福运（景文）和威海卫的孙学悟（颖川）。

1912年1月，同盟会光复登州，民国政府颁《壬子学
制》，“官立登州中学堂”改称“登州中学堂”。1913年4月
撤销登州府，蓬莱县直属山东省，翌年“登州中学堂”奉命改
称“山东省立第八中学”，校址迁至东街（今钟楼东路）道北
考院（明称察院）处。当时，山东省共设省立中学十所，山东
省立第八中学为鲁东最高学府。

从本质上讲，晚清实行的官办学堂制，是清廷在风雨飘
摇中为了维系皇权统治，而被倒逼出来的“扶大厦于将倾”
的无奈之举。但从客观上看，官学改革加速了中国教育近
代化的进程，也在实践中推进了地方教育的普及化和平民
化，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适应时代需求的新式人才。如果说
美南浸信会传教士在登州举办育英女子中学、美北长老会
在登州开设文会馆，开启了“西学东渐”教育模式的启蒙之
旅，那么当局主导的官办学堂则对“中体西用”教育体制的
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殊途同归，双流汇聚，
联袂奠定了烟台教育现代化的首开之功，不可遗忘和抹杀。

（鸣谢蓬莱历史文化研究会蔡玉臻副会长提供蓬莱教
育大事记、芝罘历史文化研究会黄爱杰博士提供背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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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峰

有
趣
的
﹃
贴
晌
饭
﹄

□
孙
瑞

朋友，你知道吗？在古代，如果考取一名进士，十里八
乡都会为之骄傲和自豪。然而，笔者这里撰写的福山区门
楼街道两甲庄村，明朝时期孙氏一门祖孙三代科举相接，金
榜联芳，考取过六名进士，个个国之栋梁，可谓千古流芳。
爷爷孙遇为官三十二载，官从六品到二品，亲民如子，爱国
如家，彰显春秋大义，家国情怀，可追寻尊贤尚功的传统、体
悟除旧布新的精神，为世人所敬仰。

少年才俊 怀揣鲲鹏志

孙遇生于明朝永乐二年，卒于成化十九年，享年 79
岁。他自幼天资聪颖，生有异才，3岁时就显露出过人的机
灵和敏捷。一次，他看到乞丐偷走母亲纺织的棉布，便伸出
小手告诉母亲，小偷逃窜的方向。11岁时，他走在大街上，
看到官府贴出来的告示，就能朗朗如流地读给围观的百姓
听，并解其大意。官吏发现后，甚为赞赏，便推荐他到县城
读书。入学后，他虚心好学，发奋读书，诗词书画样样精通，
不久便考中秀才，享有盛名。

“时来高步蟾宫里，始见龙光射斗牛。”孙遇少年才俊、
踌躇满志，挥斥方遒、志向远大。宣德十年，31岁的孙遇参
加山东乡试，以优异成绩获得乡试第五名举人。次年（正统
元年），孙遇进京参加会试，以二甲第二十五名连捷进士，赐
进士出身。孙遇官运亨通，扶摇直上，一路凯歌、一路飘红，
时为福山县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个科考进士，授官职户
部主事。一次，他被派往庄粮（今日甘肃省隆得县），为朝廷
征收公粮。在往公馆（粮仓）储存的时候，有的官员扬言：

“此公馆闹鬼！”言外之意，公馆不宜储存粮食。聪明的孙遇
一听就明白其中的玄机。他不仅不相信有鬼神，还把所征
收的公粮全部藏于公馆，并且他本人也入住馆内，日夜守护
着朝廷的公粮。几个月过去了，一切安然无恙。这时，又有
官员说：“他正气浩然，邪恶俱之。”是的，孙遇为官常被封为
钦差，所至之处，慎独自律，修己安人，一身正气，声誉卓著，
博得了百姓的赞誉，也赢得了朝廷的认可。正统六年，皇上
朱祁镇钦点孙遇为安徽徽州知府，为正五品官职。本来户
部主事外放官职为六品，而皇帝对孙遇是官衔和官职双提
升，彰显了皇帝对人才的识别与重用，也诠释了孙遇立大
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的雄才大略。

三品知府，为官三留任

孙遇来到徽州，一方面从古籍里研究徽州的传统文化，
从徽学中读懂徽州的历史价值；一方面踏遍徽州的山野乡
村，倾听百姓的呼声，体会百姓的疾苦。人心是相关的、相
印的、相通的。当地百姓向他坦言：徽州的耕地面积本来就
少，可县乡的官田多得种不过来，都荒芜在那里。有的老百
姓却手无寸土，长年过着扛活讨饭的生活。有土斯有粮，有
粮天下安。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孙遇组织人员逐一丈量土
地，把多余的官田按户按人分给无田的农户。孙遇的这一
举动，赢得了人心，稳定了社稷。

谨言慎行、不失于信、不失于人、不失于义、不失于理，
是孙遇为人处事的一贯品行和道德。婺源县有一位名叫妙
安的孀妇，被人诬告其投毒杀姑。该县县令偏听一面之词，
草率结案，将妙安打入死牢。孙遇查阅案宗后，发现其中的
疑点甚多，便微服查访，寻找线索。经过他抽丝剥茧的案情
排查，案件终于水落石出，诬告者得到应有的惩罚，妙安获
得无罪释放。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孙遇对徽州多年来
积淀的冤假错案逐一审理。四乡百姓无不感动和鼓舞，给
孙遇送匾“青天父母官”。

正统十四年，正当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孙遇的父亲病
逝，噩耗传到徽州，他悲痛万分，立即奏报朝廷，回家守制。

这时，徽州百姓联名上书皇帝，“徽州人民不能三年间没有
知府孙遇，恳请皇上恩准‘夺情’”。所谓“夺情”，就是回家
丁优守孝期间，因有特殊需要可以不必弃官，持续任职，只
是不着公服，以素理事。徽州人民的“夺情”奏折得到了皇
帝的恩准，孙遇厚植家国情怀，把孝心埋在心底，把忠心献
给国家。他急急赶回故里，又匆匆返回徽州，成为徽州历届
知府“夺情”的典范。

做官，就要做刚正廉明的父母官；做事，就要做为民请
命的干净事。这是孙遇为官理政的准则和追求。景泰五
年，徽州遭受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春天大旱，秋天大涝，粮
食颗粒不收。遭灾严重的休宁、黟县、祁门三县灾民为求苟
活，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引发一时的聚众哄抢事件，致使
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安徽巡抚会同朝廷下派御史亲临徽州
巡察，决定调集重兵平息三县哄抢事件。就在剑拔弩张、一
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孙遇急忙上前劝阻：“此饥民耳，一用
兵，祸且延。”灾民一时情急哄抢粮食，只不过是饥民求食而
已，本应体恤，如果调兵镇压，后果不堪设想。他表示愿意
拿乌纱帽作抵押，单身奔赴灾区，平息哄抢风波。他来到灾
区，召来地方官吏，一针见血地指出：哄抢粮食，发生在百姓
身上，责任在官府，是救灾工作没有跟上。亡羊补牢，犹未
为晚。孙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汇聚民智、集聚民力、凝聚
民心，果敢而勇毅地提出五条补救措施：一是各地官吏主动
献出自家囤积的粮食，二是设法向四乡的富绅友情借粮，三
是立即勒令哄抢粮食首犯将所抢粮食全部交出来，四是请
奏朝廷开仓放粮，五是积极组织灾民开展自救活动。他亲
力亲为，督察督导，多举措、多渠道筹集粮食，与灾区百姓同
心同德、齐心协力，平稳渡过史上罕见的大饥荒。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孙遇很快在徽州干满两任。就
在这一年，孙遇的母亲病逝于福山老宅。孙遇清廉为官，勤
政为民，深受爱戴，大小官员和百姓送上万民伞，第二次联
名恳请皇上准许“夺情”和乞留。皇上深解民意，再一次应
允并下旨：就地晋职留用，由四品知府晋升为三品知府。实
至名归，受之无愧，这是皇上对孙遇的又一次褒奖和肯定。

政绩显，官职升。明天顺八年，孙遇以非凡的才能、超
群的智慧、宽广的胸襟、卓越的奉献博得皇上的器重，被提

升为江西布政使，官从二品。徽州人民本想第三次挽留，但
是想到孙遇的大好前程，便放弃了挽留的念头，怀着割舍不
断的情感，赠予“甘棠遗爱”的匾额，并赋诗歌颂其恩德：

治都廉能汉史同，群黎到处乐时壅。
阳回寒谷青生物，清徽黄堂月在空。
瑞麦两岐歌善政，甘棠千载霭遗风。
如今荣满留无计，拟向金门借寇公。
徽州人民把孙遇比作汉代贤臣黄霸、寇恂等人，为纪念

他二十载的知府生涯，在今日的黄山市兴建孙遇生祠一座，
镌刻下他在徽州为官的显著功绩。

回归故里 教书育子孙

布政使，相当于一省之长，掌管一省的行政事务，并负
责上传下达，畅通朝廷政令。

敢于碰硬，勇于亮剑，是孙遇工作魄力和奋斗精神的集
中体现。江西省南昌府有一位名曰肖彦庄的人在京做官，
肖家人就依仗他的权势，横行霸道、欺压百姓、鱼肉乡里、为
所欲为，导致民诉不断、怨声沸腾。地方官害怕得罪肖彦
庄，不仅不敢管，而且趋炎附势，这就更加助长了肖家人的
嚣张气焰。为了一方百姓的安宁，为了维护国法的尊严，孙
遇明知这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却不畏势、不护短、不偏袒，刚
正不阿，执法如山，让肖家人在法律面前不得不认罪。南昌
府的百姓拍手称快、奔走相告，给孙遇送上了“孙青天”的匾
额。可是谁料到此事竟然给他埋下了祸根。

成化元年，孙遇履职河南省布政使。河南省地域辽阔，
历史悠久，地处中原，物产丰富，亘古就是战略要地。孙遇深
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三年间夙兴夜寐、殚精竭虑，呕心沥
血、励精图治，出良策、修水利、定田赋、安民心，赢得河南人
民的敬仰和爱戴。正当他奋楫笃行、臻于至善的时候，横祸
飞来。成化三年冬，翰林侍读彭华与肖彦庄密谋，弹劾吏部
尚书李秉。李秉与孙遇同是山东人，又是同科考取的进士，
关系密切，颇有往来。肖彦庄借题发挥，诬告其二人是朋
党。明宪宗听信谗言，下旨罢免孙遇的官职官衔。满朝文武
都为他鸣不平，但他却不申、不辩，不愿陷入尔虞我诈的官
场，毅然决然回归故里。他坚信历史一定会还他一个清白。

教书育人，是孙遇多年来的夙愿，也是他人生最有意义
的归宿。孙氏的家文化底蕴丰厚，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是他
们的座右铭，始终坚持以德化人、以德聚魂、以德立身。回
归故里后，孙遇创办了孙氏家塾，亲自为子孙授课。他以德
立学、以德施教，传授安邦理政的治理之道，传承修身处世
的道德理念，传导格知究理的思想方法。积善之家，必有馀
庆。行善积德，泽被后世。在他的辛勤教导下，子孙博见洽
闻，博学多才，科第相接，金榜联芳。四个儿子三个考中进
士：长子孙珂明景泰五年中进士，任广东道监察御史、大理
寺寺丞；次子孙珪，明成化十四年中进士，任礼部给事中、户
部给事中、陕西右布政使；四子孙琰，明成化十七年中进士，
任中书舍人，尚宝国少卿。三子孙瓒，明成化十年考取举人
后，不愿为官，终生研究理学，成为当朝理学大师。其孙孙
檠、孙乐于明弘治十七年同科考取进士，孙檠系孙珂三子，
任直隶任丘县知县。孙乐系孙琰长子，历任浙江秀山县知
县、京畿道监察御史、陕西鄜州兵备副使、四川布政使参
议。时人曾作诗赞孙遇一门三代六进士：

累朝明宦不寻常，试问家声齿颊香。
皇榜兄弟三玉荀，碧幢父子两甘棠。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岁月将“浩然正

气、高尚清风”八个字镌刻在孙遇的人生史册上。这八个大
字是他为官三十余载的真实写照，也是他言传身教、育子成
才的生动诠释。一门三代六进士的千古绝唱，唱出了人世
间的真谛：道德传世，弦歌不辍。

千古流芳：一门三代六进士
□赵培策

从本质上讲，晚清实行的官办学
堂制，是清廷在风雨飘摇中为了维系
皇权统治，而被倒逼出来的“扶大厦于
将倾”的无奈之举。但从客观上看，官
学改革加速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
程，也在实践中推进了地方教育的普
及化和平民化，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适
应时代需求的新式人才。如果说美南
浸信会传教士在登州举办育英女子中
学、美北长老会在登州开设文会馆，开
启了“西学东渐”教育模式的启蒙之
旅，那么当局主导的官办学堂则对“中
体西用”教育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殊途同归，双流汇
聚，联袂奠定了烟台教育现代化的首
开之功，不可遗忘和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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