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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旱灾害，自古有之。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中称：“从
公元前 18 世纪，到公元 20 世纪，将近四千年间，几乎无年无
灾，也几乎无年不荒”。可以说，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与各
种灾害搏斗的抗争史。纵观古今，无论是未知突发的病毒瘟疫
还是频繁多发的自然灾害，人们在与各种灾害作斗争的过程
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智慧。南通中华慈善博物馆藏《癸甲振
灾记》即为晚清地方赈灾活动的一个缩影，其体现的以民为本
的救灾理念、因地制宜的救灾举措和环环相扣的监督机制至
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癸甲振灾记》为拓本（剪裱本），原碑早已不存，其内容是
记录 1893年（癸巳）和 1894年（甲午）醴泉县令顾曾烜领导和
组织的一次全县范围的赈灾活动。顾曾烜，字晴谷，号升初，世
居江苏南通城西，清光绪九年（1883）进士。顾曾烜曾在陕西耀
州、醴泉、郃阳等地为官，后以足疾归乡。据碑记记载，光绪十
九年（1893）二月，顾曾烜任醴泉知县，当地久旱不雨，“醴之人
闵旱三四岁矣”。此外，醴泉地势陡高，凿井汲水相当困难，虽
县域周边有河流经过，但无法引水灌溉，“岁之丰凶以得雨为
断”，农业生产几乎全部靠天收。面对愈演愈烈的旱情，顾曾烜
组织了一系列的救灾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多措并举 缓解灾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灾害的形成有一个时间过程。同
样，缓解灾情也非一日之功，需要多种手段予以应对。为缓解
持续的旱情，顾曾烜通过缓征赋税、借贷抢种、设局筹赈三项
举措予以应对。首先，顾曾烜迅速将全境受灾情况如实禀告上
级，请求官府缓征法定赋税，“凡正供之隶于司库道仓未及征
者，概予展缓”，碑记中还对缓征的银两数字有翔实记载，如

“缓征民地正银五千六百三十二两五钱，耗银二百四两四钱二
厘”等。这一举措无疑有效减轻了灾民的负担，缓解了官民之
间的矛盾。其次，该年“秋雨霑足”，适宜耕种，然而频年积歉已
致十室九虚，为鼓励灾民抓住短暂的雨水时机，顾曾烜“悉出
义仓谷贷之……赁牛而耕，赁种而播”，以此期待来年的收成。
当然，农业生产周期较长，此时播种距收获尚有八九个月，难
解燃眉之急。面对嗷嗷待哺的灾民，顾曾烜又禀告上级官员，
筹设赈局，以救灾民。

查清灾况 精准施策

顾曾烜礼延县邑绅士担任董事，又争取当地贡生、生员等
十余人协助，组建起赈局的人员队伍。另外，他令南东北三乡

（治西一二里许即非县境），造具应
赈户口，限日呈核，全面了解县内受
灾情况，为精准救灾提供基础。据统
计，醴泉县“凡六百馀村，应赈者三
之二，民卫约十五六万口，入赈者四
之一”。为防止胥吏弄虚作假，谎报
瞒报灾情，顾曾烜又组织人员，深入
村镇，“按籍而稽，续有裒益，汰其所
不必赈者”。

在准确掌握受灾户信息的基础
上，顾曾烜根据各户家境及受灾程度
不同将灾民分为极贫和次贫两个群
体，极贫之家大人月赈粮七升五合，
小孩减半；次贫户则大人五升，小孩
三升。赈济灾民不搞一刀切，这样的
区分既体现了公平公正，也利于节约
口粮和提升赈灾实际效果。顾曾烜在
考察和掌握全域灾情后，将赈局析分
为四，“酌量道里远近”，合理划分各
赈局施赈范围，又将“某日赈极贫，某
日赈次贫，某村赴县城，某村赴某镇”
等信息提前公示，让饥肠辘辘的灾民
就近获得赈济，免去了他们长途奔波
之苦，也减少了人员过度集中和拥挤引发次生灾害的隐患。

过程严密 环环相扣

为防止灾民冒充和重复领取赈粮，在逐一核查灾民信息
时，对确需救济的灾民发放赈票，赈票上书写“某乡某村极贫
某户/次贫户，大若干口，小若干口，月赈粮若干”。到了放赈之
日，灾民按村庄顺序逐一传进，先至验票所，朱钤其票，标明是
第几赈；再至散粮所，按数量给粮，又朱钤其票，曰某局散讫。
施赈初始，有少部分灾民认为赈票不符合自身实际，提出应追
加赈票，还有一些无票的民众现场索要赈票。然而，前期的精
准摸排和施赈现场的环环相扣，使得这些吵嚷终难形成气候，
领粮灾民逐渐“序入序出，竟日若无事者”。

通过前期摸排，发放赈票确定赈济对象及施粮多寡，这一
方式并非顾曾烜首创。晚清著名善人余治毕生致力于行善劝
善，他编撰的《得一录》中曾专章介绍其创立的粥店之法。粥店
采取“半价发卖”的方法，提前排查贫户情况，“先查给粥票，照
票发筹，照筹发粥，临早随晚，或多或少，听其自便”。如确系极

贫之户，无钱买粥，则凭票半给。这种凭票“半价发卖”的方式
虽无施粥之名，却有救饥之实。余治足迹曾遍及江南，善声远
播，其弟子、友人众多，形成了一个以余治为中心的慈善群体，
对晚清慈善事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相互制约 有效监督

癸甲赈灾中，顾曾烜善于整合多方力量，有力保障了赈灾
活动的顺利进行。除争取官方赈款外，顾曾烜发动本县绅商踊
跃捐款，并带头捐款一百六十千文。据统计，县邑绅商共捐钱
八千五百七十七千文。正如碑记中所总结的，“是役也，经越冬
春百十数日，周回乡堡四百七十馀村，奔走书吏夫役三百馀
人，散放极贫、次贫男妇大小丁口三万六千五百七十有五”，如
此规模的赈灾活动单靠顾曾烜一人显然难以开展。在这场赈
灾活动中，顾曾烜充分调动了地方乡约、胥役、士绅、官员的力
量，让他们既各司其职，又相互制约，“稽丁口，列名氏，不得不
寄之约地；缮册票，操概量，不得不任之胥役。非辅以邑绅士，
不能洞悉浮漏；非临以印委官，不能止息纷呶。夫约地，群相蔽

也，而莫敢抗胥役之指挥；胥役交相蒙也，而无能掩绅士之闻
见；绅士与胥役可曲庇也，而未必不败于官长非时之察；官长
与绅士可潜结也，而未尝不发于灾民不平之鸣。是故，事以众
力共擎而集，弊以众情互掣而除”。在传播手段有限的时代，信
息往往难以快速发布和扩散，民众也难以对赈灾等大规模救
济活动形成及时有效监督。此时，赈济活动的制度设计和赈济
人员的相互监督尤为关键，成为堵住漏洞，消弭隐患，保证各
项政策有效落地的重要手段。

关于癸甲赈灾在《醴泉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知县顾曾
烜开局赈济，拯救得法，死者无几”。明末清初，著名散文家魏
禧好为善人著说立传，其曾对比不同类型善举，认为诸多善举
中“赈饥之事尤为难”。因为“部署不得其方，则挤沓纠纷而饥
民死；分给不均，则饥与饱偏胜而饥民死；水火之剂不调，则溃
腹胃伤而饥民死；不能察在事者之侵牟，则金粟中饱，财不继
而饥民死”。《癸甲振灾记》为我们真实详尽地呈现了先贤顾曾
烜在醴泉的赈灾过程，其摸排精准、组织严密、施赈有序、监督
有效，可谓“去四死得四生”，成为晚清地方赈灾的一次成功范
例，也为当代灾害赈济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启迪。

花窗是苏州古典园林
内最常见的建筑构件之一，
它不但能以变化万千的图
案来装饰单调乏味的建筑
墙面，使其更具有灵动感和
观赏性，而且还能使不同院
落间的空气和视线得以互
通，使观者能在此处看到彼
处的风景，透过花窗还能形
成特定的窗景，因而花窗成
了园林中重要的摄影对象
之一。那些历史上留下来的
园林旧影，成为展现园林花
窗样貌变迁的重要见证。

1926 年，任教于景海女
子师范学校的外籍女教员
Florence Lee Powell，中 文
名为包爱兰，曾来到留园、狮
子林游赏并拍摄园景，照片
于1943年在美国纽约结集出
版，书名为《在中国的园林
中》。她在狮子林拍摄了八扇
以动植物形象为创作题材的
花窗特写，为后人记录了那
个年代这座名园中花窗的真
实影像，并使后人能籍以了
解园主的审美情趣和工匠的
技艺水平。其中有两扇花窗，
历近百年沧桑，仍部分留存
于狮子林中，见证了名园的
历史文化积淀。

“在我们离开狮子林的
那条走廊，墙上装饰一些铁
艺作品的花窗，这些图案由
铁皮和锤子敲打而成。”这
是书中关于一扇花窗的描
述，照片中的这扇花窗图案是槭树叶子（图1）。而目前仍留
存于狮子林中的相似的花窗（图 2），除保留了同样的轮廓
之外，图案中树叶显得甚为零落，且并非铁艺制品，而是在
其外表面裹上了石灰又涂抹了墨水，才得以保存至今，因
为薄薄的铁皮材料是极容易生锈破落的，在近百年的时光
里，很难完整保存。而且这扇窗目前的位置是在指柏轩通
向见山楼的走廊墙壁上，并非在当前出园的常规线路上，
也许当时包爱兰游园正是从此处离园。

对于第二扇花窗（图 3），书中如是介绍：“在这条走廊
的墙上安着双龙戏珠图案的花窗，窗的轮廓为寺庙里钟的
形状。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双龙戏珠寓意着和平和繁荣。”
照片上展现的两条龙，制作得形体生动逼真，线条清晰而
精细，龙头相对，龙身环以祥云，两只龙爪擎着一颗宝珠。
而当前保留下来的这扇花窗（图4、5），依然是钟形轮廓，图
案的结构基本相似，龙身也还能辨认，但是景物个体外形
经过处理，已经远没有原先那样的精致细腻。两只龙爪之
间的宝珠，已不复存在了。现在，我们只能从形神之上勉强
还能领略这扇花窗的遗韵。

其他六扇花窗，虽然在现今的狮子林中已不觅踪影，
但是其留下的宝贵的历史影像资料，不仅见证了名园的历
史，而且为花窗的原物恢复提供了可能。如最靠近入口内

墙上的四扇花窗，每扇花窗距离地面约五英尺，花窗中的
动物形象与植物形象十分和谐，动物形象有着一种灵动
感。根据包爱兰的记录，第一扇花窗的植物为松树，是象征
着坚韧和长寿的常青树，左边的动物是在佛教中备受尊崇
和用来守卫王室陵墓的大象；右边的动物是麒麟，是一种
地位等同于龙的虚构动物，也是吉兆的象征，但很少出现。

第二扇花窗右边的图案，在包爱兰眼中是作为一种传
奇动物的中国狮子，通常在寺庙、商店、住宅、礼堂和宫殿
的入口处成对使用，保护人们免受邪灵的侵害，象征着监
护和智慧；左边的羊象征孝道，是每年两次在孔庙祭祀圣
人时，装点好放置在祭坛前的。

第三扇花窗上的图案是仙鹤，是长寿之神的信徒之
一，具有长寿的特殊力量，长寿也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恩
惠。“中国学者注意到四种鹤，黑、白、蓝，特别是黄色的鹤，
凭借它们展开的翅膀，圣贤登上天堂。”包爱兰的这一解读
具有浓烈的西方色彩。

第四扇花窗上的图案是鹿，是长寿之神的另一个信
徒，与松树联系在一起时也代表长寿，象征着获得官方荣
誉，包爱兰的解读也和中国古代“鹿”同“禄”的释义相吻
合。鹿身上的花纹使其在喜庆的动物中有令人向往的节日
气氛。鹿是银匠们最喜欢的主题，尤其是在北京。

后面还有两扇花窗的特写，一扇为紫藤花，
一扇为凤凰。包爱兰认为，紫藤花是中国人最喜
爱的一种花，他们把悬垂的花簇用在花园桥的
棚架上、用在小而温馨的庭院竹篱笆上、用在结
实而常青的松枝上。自古以来，紫藤备受文人墨
客的青睐，在苏州园林中文徵明手植紫藤名声
在外，如今的狮子林接驾桥、留园小蓬莱、网师
园殿春簃内均有紫藤胜景。在园林中，紫藤花在
棚架、竹篱笆的情景不少，例如弇山园园主王世
贞曾作诗“蒙茸一架自成林，窈窕繁葩灼暮阴”，
但少见与松枝缠绕的。而在北京红螺寺，有一松
两藤相绕而生，共度 800年岁月，被称为“紫藤
寄松”；清代扬州八怪中的李鱓曾绘《松石紫藤
图》，描绘了松树与紫藤相依共生一处、藤与树
紧密相连的场景；清乾隆也曾在花卉图册上题
诗“紫藤花绕苍松树，嫩蕊垂垂丽几多”，或许这
也是包爱兰认为紫藤花常用在结实而常青的松
枝上的原因。

包爱兰说，凤凰是中国艺术家创造的想象中的鸟类，
象征着和龙帝一起的、像皇后这样可爱的女士。我们也从
中可以看出，包爱兰对中国文化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她对
花窗、对园林的解读，是将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融合
在内的。

清朝雍正皇帝追录康熙皇帝训话编辑而成的
《庭训格言》，内有一则训文《心静自然凉》曰：“盛暑
不开窗、不纳凉者，皆因自幼习惯，亦由心静，故身不
热。”意思是说只要能做到内心平静，身上才不热。在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人间尘
事，能做到“心静自然凉”者是一种人生境界。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的夏季，流金铄石，酷暑
难当，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到东都洛阳的
寺庙拜访恒寂大师，禅房内恒寂大师安静自如地盘
腿而坐。大汗淋漓的白居易惊讶地问道：“大师，此
处好闷热，如何不换个地方纳凉？”恒寂大师淡然一
笑，不以为然地说：“我感觉此地很凉快啊。”白居易
听后，猛然醒悟，烈日炎炎，禅房也非凉爽之地，但
是恒寂大师超脱尘世纷繁的干扰，心如止水，凉爽
之意顿时而来。于是作了七绝《苦热题恒寂师禅
室》：“人人避暑走如狂，独有禅师不出房。可是禅房
无热到，但能心静即身凉。”

心里平静，内心自然凉快，而心静又何尝容易？
心静是指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幽居独处时的一种
自然、平和的心态。后引申到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
能放平心态面对，以一颗平常心看待升迁去留，处
理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内心能够持久的安静与平和
是一种难得的人生境界。白居易在历经官场仕途的

险恶沉浮和人生的曲折坎坷后，看破红尘，晚年欲弃官归隐，
当被任命为同州刺史时，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
东都，封冯翊县侯时，勉强就任，但仍留在洛阳安享晚年。在封
建社会官场上互相倾轧、你死我活的大环境下，白居易能够大
彻大悟，真正做到“心静自然凉”。他在另一首《消暑》诗中，幽
默调侃地说：“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
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意
思是只要你在院子里坐着，心无杂念，静下心来，你就会感觉
窗子有凉爽的清风徐徐吹来，凉爽无比。

“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
有微凉不是风。”杨万里的这首《夏夜追凉》诗，描写了夜深气
清，静中生凉的感悟。中午时分，烈日暴晒，是一天中最为酷热
的时刻，然而让杨万里想不到的是夜晚还是那么热，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推开房门，一股热浪迎面扑来，他站立于皎洁的月
光之下，清辉孤影，来到浓密的树荫，婆娑的竹林中，听着悦耳
的虫吟，夜深气清，凉意顿生，闷热暑气一扫而光。而这凉意并
非夜风送爽，而是心静而致。

北宋著名诗人、学者梅尧臣对心静自然凉又有另一番感
受。他在《中伏日陪二通判妙觉寺避暑》一诗中写道：“绀宇迎
凉日，方床御绤衣。清淡停玉麈，雅曲弄金徽。高树秋声早，长
廊暑气微。不须河朔饮，煮茗自忘归。”尽管是热浪翻滚的中伏
时节，清幽寂静的佛寺，没有俗世间杂念繁事的羁绊，清谈高
深的佛学玄理，时而有钟鼓琴瑟之声悠扬，凉爽气息迎面而
来，何须到北方酣饮避暑，在此品上一杯清茗乐而忘返。

东晋诗人、辞赋家陶渊明曾说：“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
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这又是一种悠闲自得的心静境界。
唐代大诗人李白非常向往陶渊明恬淡闲逸、与世无争、天人合
一的隐逸生活。写出了“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
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
亲。”的诗句，表达了对陶渊明人品和理想的仰慕之情。王维在
京城的南蓝田山麓修建了一所别墅，林木茂密，郁郁葱葱，湖泊
碧波荡漾，溪流潺潺，馆舍、房屋散布其间，每到夏季，山风习习
凉爽怡人。王维与他的知心好友在此度夏避暑，垂钓饮酒，谈论
诗文，修身养性，过着悠闲自在的隐居生活。他在《纳凉》诗中有
详细描述：“乔木万余株，清流贯其中。前临大川口，豁达来长
风。”他在《竹里馆》也写过自己的隐居快乐：“独坐幽篁里，弹琴
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反映了山林幽居情趣，描绘
了诗人月下独坐、弹琴长啸的悠闲生活，遣词造句简朴清丽，表
现了清幽宁静、高雅绝俗的境界。全诗格调幽静闲远，仿佛诗人
的心境与自然的景致全部融为一体了。

图1 铁艺槭树叶子花窗
（来源：包爱兰《在中国的园林中》）

图2 仍留存于狮子林中的相似的花窗现貌

图5 双龙戏珠花窗今貌（对面视角）图3 双龙戏珠花窗旧影
（来源：包爱兰《在中国的园林中》）

图4 双龙戏珠花窗今貌

百年前的赈灾与智慧
——顾曾烜《癸甲振灾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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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林中的动植物花窗
施春煜 顾佳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