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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城记

萧山历史名人名言
■文/ 陈志根

萧山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明代南京
尚书魏骥、清代绍兴师爷汪辉祖、“民国”浙江
布衣都督汤寿潜、现代医学大家施今墨和当代
农民企业家鲁冠球等，他们从自己的实践中总
结出这些至理名言。这些名言，有着励志、清
廉、努力奋斗等方面的教育作用，对推动社会
发展蕴含着丰富的正能量。

汲汲以成就人材为事

魏骥，字仲房，萧山人。永乐三年（1405）
中举，翌年任松江府训导。曾参与编纂《永乐
大典》，书成后继续任松江训导，任满9年后，因
当地民众挽留，复任3年。此后担任过太常博
士、太常少卿、吏部侍郎、南京吏部尚书等职。
致仕期间，先后主持或参与了西江塘、北海塘、
麻溪坝等十多处水利设施建设，有力地保护了
萧山人民的生产生活。

他主张“汲汲以成就人材为事”，意即要有
急切的心情，努力培养人才，把人才培养放在
首位。人才兴，国家才兴。他是这么说的，也
是这么做的。在任上，他把成就人才放在第一
位，《松江府志》说他，“诸生在学居者，候更尽，
必携茶往视；见有书声者，供茶一瓯；夜过半，
必携粥以随；尚有诵书者，供粥一盂……士子
皆感激，后显宦甚众。”

因而，他培养出来的人才很多，如张鉴、钱
溥、杨珙等，他们都曾担任过朝廷或地方重要
职务。如钱溥，其字原溥。正统四年（1439）进
士，命教内书馆、授翰林简计，擢左赞善。景泰
间，修成《寰宇通志》，升右谕德。天顺元年
（1457），任上室司少卿、侍读学士、充东宫讲读
官。

魏骥的名言，不仅有历史意义，也有着现
实意义。人才对国家的治理、建设、发展十分
重要。世界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说到底
是人才的竞争。一个朝代如此，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更是如此。只有人才济济，才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清白临财，德义相传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今萧
山区瓜沥镇大义村人。二十余岁即入幕府。
乾隆四十年中进士，五十二年为宁远知县，五
十六年为道州知州。致仕后，退养在萧山苏家
潭（今城厢街道人民医院西），终年78岁。他是
清代的名幕良吏，善断疑案，名闻全国；为州县
官时，勤政爱民，政绩斐然，是一位难得的清官
廉吏；他又是一位著述宏富的学者，有《元史本
证》《史姓韵编》《学治臆说》《佐治药言》等著
作。晚年在他所撰的《双节堂庸训》家训中提
出了“清白临财，德义相传”经典名言。

此名言前者意思是：拥有财物，以能够去
做那些应该做的事情为贵，这样才能获得体
面。如果不符合道义，获取钱财就一定会超越
本分。贪图利益的人，只不过是炫耀自己的衣
裘车马，打扮自己的妻妾而已，不会去做应当
做的事情。

后者是在《律己》篇提出的。汪辉祖讲了
修身应该“做人须先立志”“从本上做起”“做事
要认真”“要有恒”“要顾廉耻”“贫贱当励气节”

“不唯阿以附势，固穷励志，守义不移”，等等。
一言以蔽之，就是任何人，均要“德”“义”为先，
且要伴随一生，代代相传。

汪辉祖这么说，也是他一身的总结。乾隆
五十二年，汪辉祖在湖南宁远知县任上，当淮
盐的价格比粤盐（属私盐）高出八倍时，宁远百
姓私下食用粤盐，违反禁令。他首先派人侦捕
贩卖私盐者，同时教育坊间百姓不要购买私
盐，维护了社会稳定。

汪辉祖的家训《双节堂庸训》，早于五六年
前，被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察委
员会看中，在网站上登载介绍，并请专家学者
进行诠释；甘肃省纪检监察网也登载介绍；天
津古籍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其著作。

它历史意义深远，也有着很大的现实意

义，是当前我们治国齐家、修身正己的实用之
言。

贫于财之非贫，贫于才之谓贫

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国家也好，一户人
家一个人也罢，没有财产不是真正的贫穷，没
有才干才是真正的贫穷。若没有财产，或财产
贫乏，只要有人才，国家、民族是一定会发生改
变的，一定会富裕起来；一户家庭、一个人，也
同样，只要有才，一定会得到改变。

汤寿潜对此深信不疑。他一辈子，官运频
频降临到他头上，他却不想当官。小至安徽青
阳县令，大至云南省按察使、浙江都督、国家交
通总长，他均视为粪土，要么直接回绝，没有办
法的情况下，上任一两个月，就辞职归家。如
他于1911年11月就任浙江都督，翌年1月15
日就辞去此职，任期仅两月余。在他短短的任
期内，却干了两件不仅对浙江，而且对整个中
国有着深远意义的大事。一是浙江都督初上，
就与旗军签订和约，顺利解决了驻浙三千清军
旗兵投降革命的问题，使杭州得到和平光复。
鲁迅说：“老成持重的汤蛰仙（汤寿潜字）做了
都督，就可以知道不会流血了”。二是派兵三
千，组织江浙联军，攻克金陵（南京），解除了清
军西去的军事压力，光复了南京，巩固了辛亥
革命的胜利成果，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创造了
重要条件。据笔者研究，他一生中，共有十二
次辞去官职，是中国近代史上辞官最多之人。

但教育方面的官职，他总是乐意接受。光
绪二十二年，受聘为浙江金华丽正书院山长；
光绪二十五年，任湖州南浔书院山长；光绪二
十九年，任上海龙门书院（上海中学前身）山
长；晚年，他辞职归家，在家乡大汤坞、欢潭两
地办学；“民国”6年6月6日，他病卒于临浦牛
场头。他生前留下遗嘱，死后将所奖20万银圆
捐赠于浙江教育事业。

教育方面，他不辞职。原因何在？就是教
育是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人才的职业，只有人
才多，才能改变国家、民族、家庭的贫穷落后。
汤氏又从实践方面诠释了他的上述名言。

汤寿潜说出“贫于财之非贫，贫于才之谓
贫”之名言，虽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不仅有深
远的历史意义，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人家治不好的病，你也治
不好，谓之庸医；人家治得好
的病，你也治得好，医道一般；
人家治不好的病，你能治好，
是一个医生追求的目标。

施今墨，字奖生，原名毓黔，萧山瓜沥坎山
人。因母亲多病，从小立志学医。先随黄兴奔
走革命，1921年起正式弃政从医，并更名今墨，
寓意要以墨子“兼爱”思想，施医于民。“民国”
18年，国民政府下令废弃中医，他组织请愿团，
抗议国民党废弃中医的主张，终于使国民党收
回成命。翌年，创办北平国医学院。“民国”21
年，筹办华北国医学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后，任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委员，并担
任中华医学学会副会长及中医研究院学术委
员会委会。

他医术精湛，有“神医”之称，曾为孙中山、
杨虎城治病，担任过冯玉祥部队医学顾问。新
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首长的保健工作。是北
京四大名医之一。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毛主席
握住他的手高兴地说：“我青年时就熟知你的
名字，你是南北驰名的名医，希望你对祖国医
学事业多做贡献。”

他主张西医辨病，中医辨证，是我国第一
个倡导中西医结合的人。他的这些努力，曾屡
次遭到某些人的非难与讽刺。有人说：“不中
不西，非驴非马，误人子弟，何次甚耶！”他笑而
答道：鹏飞万里，良驹千行，治医重于治，其志
岂俗夫识哉？道不同，何可为谋也！

他的名句，以医技的高价低，划分为庸医、
一般医生、高超医生。对鼓励从事医学业的广
大医学科学工作者、医生，不断学习创新增添
了动力，对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有很大促进意
义。对非从医的其他行业也有普遍意义。

只有扎扎实实地干，一切
都是干出来的

鲁冠球，萧山宁围街道人。他被誉为企业
的“常青树”，创业40多年间一直屹立不倒，何
故？其秘诀就是如鲁冠球说的：“只要你尽心、
尽责、尽力去做一件事情，那么你一定能成
功。怨天尤人没有出路，消极悲观走向死路。
天上不会掉下馅饼，地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
就是他对上述经典名言的诠释。

万向的前身是宁围乡于1969年创办的乡
镇企业。数十年来，万向一直秉持创新、创业、
创造，实现了四个“奋斗十年添个零”的发展。
为实现天蓝、地绿、水清、空气好的社会责任，
1999年开始，布局清洁能源，发展电池、电动汽
车、储能、分布式能源、风力发电等产业。成为
占领世界清洁能源制高点的企业。

进入新时代后，万向全面迈入创新驱动高
质量发展的新阶段。2019年，万向仍按鲁冠球
生前设计，投资2000亿元的万向创新聚能城正
式开工建设，以打造面向未来现代化产业、科
创与城市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迈上了高端产
业支撑、国际科创引领的可持续智慧化的新发
展模式。万向之所以取得如此成绩，原因就是
鲁氏所言的“扎扎实实地干”，终于“干出来”
了。

鲁冠球把一个铁匠铺发展成为实力雄厚
的现代企业集团。不但在实践中为发展中国
乡镇企业，带领农民致富走出了新路，而且在
理论上也有很大的发展和贡献。他一生孜孜
以求，不倦学习，在理论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
平，为香港理工大学荣誉博士，获得了高级经
济师和高级政工师的职称；撰写了大量的理论
文章，有数十篇论文被《求是》《人民日报》《光
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全国和地方报纸杂志登
载，被誉为“农民理论家”。

■文/图王建欢

去戴村云门寺，沿途有三座旧凉亭和一座新凉亭，旧凉
亭虽有几百年的历史，但经过不间断修葺，至今保存完好，
而新凉亭为仿古建筑。

云门寺是一座古刹，现为杭州市文物保护点，坐落在云
门山山巅，山以寺名，海拔597米，沿山径而行出现的新旧
凉亭，是云门寺的配套设施。

第一座凉亭从山脚至二凉亭，沿途山道平缓，植被茂
密，路石都是就地取材，用不规则的山溪石铺设而成，凉亭
周边还保存着原汁原味的原始风貌。从二凉亭到三凉亭之
间的山路，沿途全部用混凝土踏跺，一侧还设置了铁管扶
栏，前几年两亭之间又造了一座豪华版敞开式的仿古新凉
亭，上山的人可以在新凉亭内歇息、观景。

三座古凉亭建筑风格、用材一致，都为砖木结构，硬山
顶式，长方形亭门，亭体外墙一律为黄色，内墙为白色，亭内
都设置石栏凳供人歇息。第一座凉亭门额写有“少安毋
躁”。亭内两边的墙体上写着：“云门寺修路捐助功德榜”，
还有“香蜡烛请勿随意燃烧，注意防火”的告示；二亭的门额
上写有“宁静致远”。外墙体上写有：“一带一路禁用火，防
火安全最重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亭内的墙壁上镶嵌
有一块碑刻：“功德碑，云门寺二凉亭至三凉亭修路捐款共
计叁拾玖万伍仟伍佰陆拾捌元”。落款：“二0一四年二月
立”；三亭的门额上写有“心旷神怡”。亭内有“吸完香烟以
后，及时灭掉烟蒂”的提醒告示，外墙体写着：“凉亭内外禁
点蜡烛”“一带一路禁用火，防火安全靠大家”的标语。

据云门寺管理茶园的一位老人说，从马谷村到云门寺
的山路上，自古以来一直有三座老的凉亭，前几年在老凉亭
之间，又新造了一座的凉亭，现在加起来就有四座新旧凉亭
了。三座老凉亭新中国成立后已经修过几次了，都是马谷
村村民捐资，按照原来样子修的，假如不修早就塌掉了，也
就看不到老样子的凉亭了。

从上到下分别为第一座古凉亭内部结构、第二
座古凉亭内部结构、第三座古凉亭外貌

左汪辉祖《双节堂庸训》
一则，右汤寿潜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