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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城河回澜桥 至今犹忆陈如松

■文/ 翁迪明 徐益欣

勤政廉洁陈如松

萧山在历史上与八闽之地福建有特殊的渊源，不说北宋萧山知
县、“程门立雪”主人公之一、卓越的湘湖治理者杨时是福建三明人，
仅明代万历年间就有两位出生福建省同安县（今厦门市同安区）的官
员来过萧山做知县，前后相差26年。他们都姓陈，而且还是好朋友，
一位陈如松，另一位陈基虞。

晚年陈如松将自己的论、说、记、序等多种体裁文字编成两卷刻
印，书名叫《莲山堂文集》，此书已入藏萧山图书馆。

文献记载中的陈如松为人为官很有特色，是重农宣教、清正廉
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好官，史称“循吏”。

陈如松，字白南，一字时长，自号笑道人，明嘉靖四十三年出生在
同安县从顺里西浦村。父亲发现陈如松自幼聪慧过人，便有心“收拾
封君事业”，希望儿子成就科举功名而受封于朝廷。在差不多前半生
的时间里陈如松都在家读书，直到37岁入国子监成了一名“监生
员”，侨居京城15年。陈如松49岁参加顺天乡试，得中举人，以后两
次会试均告落第，便再无通过科举获取功名之心，决意走上仕途，时
值万历四十四年（1616），陈如松以53岁的年龄担任萧山知县。

陈如松在萧山当了3年知县，之后任广东信宜、河源知县，担任的
最高职务为江苏太仓知州，前后为官一共8年。

陈如松个性洒脱，勤政爱民，凡事摒除繁文缛节，高效简洁，从不
为琐事所累，集中精力办大事，因此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好名声。

陈如松老年回顾为官经历深有感触：“予处萧山、太仓，皆膏腴之
地，不能自润，岁荒犹得买谷而供口也。”可见他对于廉政建设也是具
备主观自觉的，在明代严厉的官僚管理大环境中，除了“不敢贪”，他
也做到了“不想贪、不肯贪”。《金门志·人物列传》载陈如松“以忤权
贵，拂衣归。破屋三间，日坐钓于清泉白石间，若未尝官者。”辞官返
乡的陈如松依旧清贫，一如寻常百姓。

陈如松最为人传诵的是他的断案之道，他能从法理基础出发，体
恤百姓，厚待黎民，革除办案、审案固有的程式环节，办事效率非常
高，民众也都心服口服。

《金门志·人物列传》语陈如松：“初授萧山令，革常例，除罪赎。
尝自未至酉，连判三十五事，当堂署案，无称冤者。”午后的三四个小
时内一连判案35件，堪称高效。对此陈如松也很自豪和自得，他在
《出处大略》中是这样介绍的：“尝下午出堂连审三十五宗事状，只稍
力（以工赎罪）三名，笞罪（竹或者鞭抽打）四名，馀蠲免，当堂即出审
语也。不用差役，原告自拘，随到随审，并无隔宿，人称为‘升米官
司’。以其不烦伺候，持升米作午饭，便了了回家耳。所审之事，人谓
之目睹情形，无称冤者，尽皆允服。”

35件案子集中审理，涉及人员起码百人，场面必定蔚为壮观。原
告被告上午集中，自带饭米，中饭过后，依次过堂，即审即判，无一枉
纵。组织管理这样的审案机制需要扎实的法学基础、准确的判断能
力和坚定的胆识魄力，当然济世惠民的悲悯情怀也是重要的前提。
400年前出现在萧山衙门的司法生态既节约司法资源又减轻百姓负
担，值得后世称道。

陈如松以其刚廉的品德和干练的能力，历代史志均有记载以为
旌表，分别辑入《浙江通志·名宦传》《太仓州志·名宦传》。当然，陈如
松对于萧山的最大贡献就是运河改流，极大改善萧山水利环境、增强
萧山水上交通，诚如回澜桥桥联所云“一河六港汇出南流地利兴”。

古桥铭记的治水故事

陈如松是古代萧山著名的清官廉吏，他的行状和故事早已是吉
光片羽、雪泥鸿爪，当下的民众对此知之甚少。往昔，萧山东门外建
有陈公桥、陈公祠、陈公茶亭、陈公塔等纪念性建筑，除了越王勾践、
吴越国王钱镠等帝王和治水功臣张夏外，很少有地方官享有此等待
遇。如今，所有的遗迹荡然无存，唯有回澜桥历经两个世纪的风雨沧
桑，独立于运河之上，深深铭刻、静静讲述陈公筑坝、折水南流的功德
故事。

萧山地处杭州湾喇叭口，饱受钱塘江潮侵害之苦。每当大潮临
近，南岸江堤坍塌频频，咸水沿浙东运河倒灌进入萧山城内，百姓怨
声载道；另一方面，萧山地势西高东低，水流低处容易干涸，从堪舆的
角度观察也不利于财富聚集。因此，萧山民众早有改河之意，只是因
为政府迟迟没有行动，改河方案始终停留在口头议论阶段，50年来只
闻其声不见其行。

万历四十四年（1616）纪年丙辰，陈如松来萧山担任知县，下车伊
始即着手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决定立即启动运河治理
工程。当年决策、当年启动、当年完成，事见收录于《莲山堂文集》的
《萧山县改河记》：

萧水东走易涸，议欲南徙河，自大通桥绕北而行者，五十余年矣，

予始至成之。一朝署定，两月事竣。为桥者三，糜金七百有奇，于帑
钱无取焉。惠而不费，永为萧人不涸之利，岂其以堪舆氏之言也者。
时万历岁丙辰冬，邑令陈如松题。

寥寥百字，陈述萧山改河缘由、过程、成果、费用等要素，足见陈
如松简洁干练、不事渲染之性格。

综合相关文献和工程实效，陈如松的改河工程包括两大内容：一
是筑坝。在城东霪头（今行头，转坝自然村和石头王自然村之间）闸
横筑一坝，截水不能入萧山城河，彻底解决潮患；二是开河，“开双河
塍”。在运河之南河塍开缺口，建成东西向的陈公桥，东向船只沿运
河水入南面的河网地区渠道，向南至裘江过大通桥再转而北向，又汇
入运河河道。而运河之东方来船，即经南面缺口至大通桥，再转而北
上，过陈公桥进入城河。筑坝断水杜绝潮患；开河南折，短途迂回，可
谓省时省力。陈如松上文所述“为桥者三”指的是文昌桥、德顺桥和
广恩桥，工程费用没有动用公款，全部来自民间赞助，足见陈如松超
常的动员能力和萧山百姓高尚的公益精神。

自陈如松改河以后，基本控制潮患入侵县城，同时也使萧山水上
交通大为改善：城西官河有西河联通南门江、浦阳江，航运出纳原本
便捷；西小江、钱清江来萧山的船只或绕行大通桥或直接从陈公桥入
运河；西向东行则出陈公桥至大通桥北上进入浙东运河旧路，陈公桥
周围包括以后建立回澜桥的一带水域四通八达，成为萧山城东水路
运输的枢纽。

直到明代崇祯年间（1628-1644），由于海塘加固等原因，海潮威
胁减轻，霪头河坝拆除，运河河道重新开通，水运越加畅通发达。

遥想乾隆年间，萧山城东，运河两岸水网密织，人文兴盛、物流通
畅，回澜桥应运而生。人们在为桥命名的时候，四顾周边河港纵横、
百舸争流，一派繁忙繁荣景象。饮水思源，他们自然想起前朝知县陈
公陈如松的治水功绩，取名“回澜桥”意思是陈公改河后此地河道集
中、波流环绕，实为发达兴旺之处，意含感恩赞美之意。同时，他们刻
下一对桥联“半市七桥足徵东土人烟聚，一河六港汇出南流地利兴”，
具体描绘萧山东土运河两岸市井繁华、水运通达的景象，“汇出南流”
实指陈如松折水南流工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回澜桥建桥之时，这段运河已经成了黄金水道，人流物流交流繁
忙。为了使过往船只能够承载更多货物，建桥者把石拱设计得更加
高耸，这样一来又让行人感觉过桥艰难，尤其是负重之人称之为“为
难桥”，殊不知过桥的为难换来过河的舒坦，这笔“买卖”很划算。

陈公的流风余绪

以诸如桥梁等建筑来记载和传颂名士先贤，这样的故事在萧山
不乏其例，远的如进化镇的欢潭，近的有新塘街道的姑娘桥，而体现
在表彰陈如松方面显得特别集中和长久。

以前在萧山城东与陈如松有关的遗迹比比皆是，有的是陈公主
持兴建，有的是后人为纪念他重建，以命名、勒石等不同方式彰显和
缅怀陈如松的事迹。萧山民众以这样的方式赞美和推崇清官良吏，
生动表达廉洁高效的政治理想和美好愿望，虽然那些建筑大多数已
经不复存在，但是曾经的风景都蕴含着深切的价值寄托，都不应该被
遗忘。今天我们从独领风骚回澜桥的后面仍然依稀可见一众建筑的
身影叠加，承载的都是陈公的流风余绪。

陈如松完成筑坝改河工程后，又在交通要道大通桥对面汇头（水
流弯道）岸边建起一座砖塔，称叫作大通宝塔，后人称陈公塔。为此
他撰文专记其事，题为《大通桥建塔记》：

予既南徙河，自大通桥绕北，复即其地塔焉。层以七级，费至千
金，亦不用帑钱也。桥水最深，始关主和尚独力成之。兹适当水口，
五十年前和尚造桥，三十年后宰官建塔。天时人事，盖若有待，可无
记与？

陈如松建塔除了笃信佛教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愿想，就是以
此来保全和延续萧山的文脉，在科举功名中也能够“勇立潮头”。对
此，他是非常满意的，晚年他说：“今十有五载矣，萧人相见谢曰:‘自
有此塔以来，风气日上，文明弥开，科甲不脱，大异昔时。阁臣之贵，
前世未有也。其傍东门而居者富而多文，其家于桥侧者，则裒然发
解。’”意思是自从建塔以后萧山尤其是萧山城东的人们读书风气蒸
蒸日上，科举考试屡有斩获，言语之间充溢着得意和欣慰。一个外乡
官员对曾经任职的州县还有如此关切关注的情怀，真是十分难得。

《萧山县改河记》说到的“为桥者三”中的文昌桥、德顺桥、广恩桥
今日尚存，只是广恩桥已成水泥桥，德顺桥改名“促进桥”，唯有文昌
桥古色古香。其实文昌桥也不是陈如松当年建造的原样，为清道光
十七年（1837）重建。和回澜桥一样，建桥诸公念念不忘陈公恩德，索
性在桥北金刚墙也镌刻对联一副：“人杰忆陈公筑坝启人文人文乃
盛；地灵推萧邑成梁开地利地利聿兴。”文字直白畅达，直抒胸臆。“启
人文”是指此地建有文昌阁，启发和护佑文脉也；“成梁”是指筑坝建
桥，折水南流，与回澜桥桥联异曲同工也。身临此景，作为活在当下
的我们也分明读到当时建桥者脸上挂满的兴奋和自豪。

陈如松当年折水南流之处建的桥称为陈公桥，直到上世纪50年
代这里称得上繁华闹市，南面西小江、东面钱清江来往的船只都要停
泊靠岸，人员和货物在这里交流、转运，十足的活水码头。旧时的陈
公桥畔还建有陈公祠，好心人在此摆茶摊，人称陈公茶亭。乐善好
施，公益之心与陈公一脉相承。虽然相关遗址无迹可寻，但是周边地
区被称为陈公桥社区，算是对这位难得清官的纪念吧。

陈如松一生安于清贫，唯年过花甲尚无子嗣，几成憾事。然而上
苍开眼，令其63岁庶出一子，72岁梅开二度，求仁得仁，天意如此。

关于大通桥和陈公塔，当地老百姓还有别的解读。他们被告知
这是一副弓箭，石拱的大通桥是弓，砖塔是箭，说是刘国师为了镇住
一个叫十里王村庄的王气而特地建造的。

江南各地都流行刘国师破风水的故事，陈公塔被这样编排并不
奇怪。但是只是为了朱明皇朝的一己江山而挖空心思实在可笑和无
用，与陈如松为代表的具有济世惠民胸怀的仁人志士相比这些举动
和传说实在显得太过渺小。

今天，当我们再次翻越回澜桥，心中是否想起臧克家的诗句“有
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浙东运河从西兴古镇发源，一路向东

经过江南名邑萧山古城区，过东城门之水

门吊桥，河两岸水网纵横、舟楫如梭，风景

如画。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秋天，这里

建起了一座单孔石拱桥，名叫回澜桥。

回澜桥横跨在运河之上已有200多个年

头，至今雄姿健硕，堪称萧山运河桥梁中

的佼佼者。

1987 年版《萧山县志》记载：“回澜

桥：建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曾名回

龙桥，位于城厢镇东门外，横跨城河，跨

径7.8米，桥宽3.5米，为县城内最高的古

石拱桥，至今完好无损。”

李维松先生在《萧山古迹钩沉》书中

是这样描述回澜桥的:桥额镌“回澜”，东

西两侧镌相同的桥联，联云“半市七桥足

徵东土人烟聚，一河六港汇出南流地利

兴”，这样的对联在萧山运河桥中可以说

是寥若晨星，它和往东不远文昌桥上的

桥联一样，说的都是明代县令陈如松在

萧山的善治美政。

回澜桥

文昌桥

回澜桥桥联

陈公塔原址位于今新桐初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