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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文情怀诉说地理故事

张家与陈家怎样联姻，暂不得

考。可能缘于陈树屏与担任清朝

武功将军、长江水师管带的张贤亮

的曾祖是同朝官员。张贤亮爷爷

张铭在安徽法政学堂毕业后又远

渡重洋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加入了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曾

担任天长县长，天长图书馆上面镌

刻篆书“图书馆”三字，系张铭手

书。

张铭长子张国珍是张贤亮父

亲，曾经学习于哈佛大学商学院。

抗日的烽火弥漫中国，他毅然回国

参战，担任过张学良的英文秘书。

西安事变后，他弃政从商，交往的

都是戴笠等党政要员。张国珍长

得帅，衣着得体入时，每天是一副

绅士派头。同时，他兴趣广泛，唱

京剧、作油画。他的妻子陈勤宜长

得漂亮，自幼在文化家庭长大，诗

书熏陶，知书达理。

上海解放前夕，张国珍被捕入

狱，1954年死于北京监狱中。1955

年7月，生活没有着落的张贤亮和

母亲、妹妹被发配到宁夏贺兰县垦

荒。特殊历史时期中，陈勤宜含恨

去世，弥留之际没有一个亲人在身

边。

陈树屏、陈赓、张贤亮和一个村庄
探寻望江陈氏冲宗祠

一个村子，走出了一个名

重一时的晚清官员，随后又成

为渡江战役指挥部，传统文化

与红色文化聚集一起。而其

后人中，还有张贤亮这样的作

家，这样的村庄绝对是让人向

往的。 周玉冰

张贤亮是当代中国文学史

绕不过去的一位重要作家，他的

《男人一半是女人》是一部主题

深刻，独具艺术个性的作品。他

创办镇北堡西部影视城，先后拍

摄了《牧马人》、《红高粱》、《乔家

大院》等上百部影视剧。

2000 年，文坛受人敬重的

鲁彦周邀请当代文坛大家参加

笔会。张贤亮到了，一开口就说

他是安徽人。原来他老家在盱

眙，1958年才从安徽划到江苏，

母亲是安徽望江人氏。

张贤亮的母亲陈勤宜可不

是一般的寻常女子。她的父亲

陈树屏少时聪敏，10岁能文，28

岁（1891 年）中举，29岁登进士，

授翰林院庶吉士，曾受李鸿章聘

任为学府主讲。1894年起，任广

西融县、湖北罗田县令、蕲州知

州、武昌知府等职。

陈树屏老家在望江县凉泉乡

一个叫陈氏冲的村子，村中有个

保存尚好的陈氏宗祠，这个祠堂

有两大特色，一是其内陈设彰显

了陈树屏的一生功勋，二是渡江

战役时，它是陈赓大将的指挥部。

虽然我自己也是望江人，但

寻访陈氏宗祠的愿望一直没有

实现，生活总是忙碌的。

今年春节走亲戚，特意去陈

氏冲。这是当地名山太阳山围

绕的一个村庄，故以“冲”为名。

一条乡村水泥路从村旁绕过，路

的北侧是偌大的水库，石砌的台

阶层层延伸水下，路的南侧是村

庄，房子一排排的。这一切，让

人感到这个村落的传统秩序传

承很好，古风犹存。

村子有几百户人家，2000

多人口。我在村民陈潜进的带

领下，来到了陈氏宗祠前，一排

清代风格的房子展现在眼前，门

额上的“陈氏宗祠”四个灰白色

行楷体字保存完好。

祠堂门前是一口几亩地的

大池塘，眺望远处是一片开阔的

农田。门前一对雄狮，气宇轩

昂，这是后来增置的，旁边一对

更为高大的石狮是古代的，可惜

文革时期被毁残缺了。

祠堂前后共三进，砖木结

构。踏进大门，正中是大堂，左

右都是厢房。大堂中间悬挂着

钦点陈树屏为翰林院庶吉士内

容的大匾。两边挂着几副对联，

内容都与陈树屏有关。

宗祠始建于清光绪十年（公

元 1884 年），陈树屏出生于1862

年，还没考上进士。因此，宗祠最

早是族人共同建造的。1907年，

祠堂重修时，陈树屏官声斐然，宗

祠里有其对联：“入则孝出则悌守

先王之道以待后学，诵其诗读其

书发天下之士尚论古人。”1946

年，在华阳救生局任职的陈树屏

的儿子陈知白捐资倡修宗祠，并

题对联：“梁栋重新一木高掌成寝

庙，规模仍旧万年巩固绍箕裘。”

陈树屏官声颇佳，在明清两

代几十位下至知县上至督府的望

江籍官吏中，陈树屏排在第一。

他任职罗田县时政令严明，办了

许多好事，人称“陈青天”，黄梅戏

有个传统剧目《罗裙记》，就是称

颂他的事迹。此外，安庆一带还

有陈树屏审假皇帝的故事。

1903年10月，陈树屏考察日

本半年后回国，后调任蕲州知

州，在蕲州他最大的政绩是办学

堂。一年之内创办师范学堂、实

业学堂、高等小学堂各 1 所、模

范初等小学堂5所、高等女子小

学堂3所、初等小学堂60所。

正因为陈树屏的教育贡献，

湖广总督张之洞次年把他调入

幕府从事学政。离任时，蕲州人

自发筹资在麒麟山上建一个亭

子纪念，取名“望江亭”。今天的

蕲春县是全国著名的“教授县”，

这与陈树屏当初大兴教育是分

不开的。

陈树屏写得一手好字，在安

庆状元府门前的碑林中，陈列着

不少近代安庆籍名士碑刻墨迹，

其中有一块碑刻落款为“望江介

庵”，介庵就是陈树屏的号。

辛亥革命后，陈树屏寓居上

海，袁世凯多次委以官职，他都

拒绝。1917年夏，因与黎元洪关

系甚好，一度出任黎元洪总统府

顾问，见时局日非，一个月就离

开了。晚年在上海致力兴办慈

善事业。

1923年冬天，陈树屏卒于上

海寓所。后人按照他本人的遗

愿，将其葬于故里太阳山脉。村

民陈玉涛告诉我，墓地遭到两次

盗墓，最后一次，墓室彻底打开

了，盗墓贼将里面东西盗出，朝

服、朝靴丢在墓旁，色泽如新。

张贤亮怎说他是安徽人？

陈家女婿张国珍

大兴教育的陈树屏

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一位姓

陈的湖南湘乡人来到太阳山下，并

恰恰住进陈树屏出生、成长的村

子。此人便是著名大将陈赓。

《陈赓日记》有记载：“4 月 20

日16时后，乘车到凉泉铺东北之陈

氏冲（陈氏祠堂）宿营。一连串的

工作，深夜始息。”陈氏宗祠即成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的一个

重要前沿指挥部，陈赓司令员在这

里召开军事会议，传达作战部署，

布置突破长江天堑事宜。

祠堂东厢是当年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部

电话室，西厢为二野四兵团司令员

兼政治委员陈赓的办公室，如今还

保留着他当年休息的木床、用的马

灯、蓑衣、草鞋和雨伞。正因陈赓

的小住，陈氏宗祠留下了光辉的一

页，已经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陈赓来此
指挥渡江战役

几经修建的陈氏宗祠

陈氏宗祠外貌

大门

村庄水库

远看太阳山远看太阳山

黎元洪为陈树屏题的匾额

（重新仿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