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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被诛十族
方孝孺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政治

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方孝孺

从小聪慧过人，被乡人称赞为“小韩
愈”，成年后师从大儒宋濂，深得朱

元璋的喜爱与朱允炆的欣赏。

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去世，
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即位后不久，他

便遵照太祖遗训，召方孝孺入京委
以重任，后因辅佐建文帝实行建文

新政，又被称为“帝师”。

当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的旗
号，发兵南下发动“靖难之役”之时，

道衍和尚姚广孝到北平郊外送行，
临别突然跪下，向燕王低声密语，说

方孝孺品行高尚，举止端正，素有学

问操行，请千万不要杀他。如果杀
了，那么天下的“读书种子”就断绝

了。
1402年，朱棣率军攻陷南京，

对建文帝旧臣赶尽杀绝，唯独对方
孝孺网开一面。当时，朱棣想借重方

孝孺的名声，为自己起草即位诏书。

方孝孺抵死不从，掷笔于地，怒骂
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方孝孺惹怒了朱棣，不仅自己
惨遭凌迟之刑，身边亲友、门生也

被牵连，导致了被诛十族的惨剧。

好在，方孝孺幼子方中宪被多方义
士冒死救下，幸免于难，被隐藏到

当时松江府华亭县白沙乡的青村，
也就是现在的奉贤区奉城镇，投奔

方孝孺门生俞允，改名俞德宗。之
后，俞德宗又改余姓。传至七世，名

为余广。1514年，余广携子余采定

居松江府华亭县长人乡十九保，也

就是在现在的浦东新区航头镇丰桥
村建了住宅。

明万历年间，方孝孺被平反昭
雪，其后裔恢复方姓。1609年，当年

的松江府为弘扬

方孝孺“英魂浩

气、惟忠是归”之
精神，建“正学

祠”，名为“求忠
书院”。然而，随

着朝代更迭，“求

忠书院”早已不复存在。

纪念馆揭尘封历史
从余德宗开始，方氏族人在上

海繁衍不绝。其后人中不乏有志之

士：方孝孺十世孙方忠奕在张献忠
进犯四川时，为国捐躯，守城而死；

其二十二世孙方廉佐的大女儿方秀
英成为中共地下联络点联络员，为

革命事业奉献力量。

2020年，总建筑面积为 1400

平方米的方孝孺纪念馆在航头镇丰

桥村对外开放，上海市地方史志学
会方孝孺研究会同时成立。方孝孺

纪念馆的建筑为四合院形式，大门
面东，参照旧时门楼格式，门楣上书

“求忠书院”四字。进入大门，首先可
见庭心中央四四方方的一池水塘，

名为“正学塘”，池中间栽种一棵高
大的翠柏，名为“方塘柏”。池内还有

多组微型雕塑，分别表现的是“方孝
孺故里”“南北方家宅”“衍传航头”

“应天府求学”等故事。
纪念馆一楼展览解读了“天下

读书种子”方孝孺成长、从政、以身
殉国的过程，讲述了方孝孺后裔在

航头衍传、复姓、明万历松江府建
“方正学祠暨求忠书院”以及近现代

后裔如何继承方孝孺精神的动人故
事。方孝孺纪念馆是上海廉政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传统文化教
育基地。

文 沈琦华 图 金晶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新民网：www.xinmin.cn 22

本报专刊部主编 | 第 795期 | 2021 年 11月 30日 星期二 本版编辑：蔡 瑾 视觉设计：窦云阳 编辑邮箱：caij@xmwb.com.cn

    田园阡陌、乡野悠然，在金山廊下生

态园感受大自然的魅力、接触浓郁的乡村
风情、体验丰收的喜庆是不可多得的休闲

体验。
廊下生态园位于上海廊下郊野公园

旅游核心区域，以廊下姚家为文化背景，
以廊下生态农业为基础，通过莲湘广场、

铃廊、江南农具馆、三段六间传统小吃街

等展区，集中展现廊下传统民俗、农耕、饮

食文化，再现当年姚家长廊集市繁荣景

象。现在到廊下生态园，农家小院、荷花

馆等可以提供亲近田园、菜地采摘、乡村

烧烤等休憩、互动体验，乐趣无穷。一番劳
作之后，生态园里还有农家草鸭、紫苏鸡

等传统廊下农家美食让你一饱口福。
廊下生态园是国家 3A级景区，集生

产、加工、示范、推广、科研、观光旅游休闲
于一体，获评“全国农村旅游示范点”、全国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五星级企业，同时也

是乐农文化创意产业园。
金晶

金山廊下生态园野趣浓

朱家角席宅
砖雕有看头

    集聚多种类、多数量江南特色古建

筑的青浦朱家角镇，一直是上海旅游古
镇的翘楚。坐落于东湖街席家弄内的席

宅，则是上海地区为数不多的保存较为
完整的明代宅第建筑。

朱家角席宅建于明嘉靖年间，席氏之
祖为唐末大将席温，后世迁居苏州洞庭东

山，是江南地区精于经商的望族。明代中后
期，席氏因常年经商往返于东山和青浦之

间，又爱此风土，其中左源公一支遂从东山

迁徙至朱家角镇建宅定居。清末民初的天
文学家、数学家席裕淦，驰骋上海商界的报

业巨头席裕祺、席裕福兄弟均是此支后人。

席宅坐南朝北，正门前临瑚瑎港，向后

延伸至祥凝浜，前后共五井厅堂，现仅存前
厅及前后两个天井。正墙门前设有三级台

阶，沿河有石驳、河驳和水墙门。前厅建筑
高大宽敞，为硬山顶，九架梁，面阔三间，建

筑上的砖雕、石雕保存完好。席宅砖雕融浮
雕、高浮雕、透雕于一体，技法富有变化。素

雅的砖雕以祥瑞富贵为主要内容，题材丰

富，雕刻细腻，层次感强，具有极高的砖雕

艺术价值。 沈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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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浙江宁海人，明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著有
《逊志斋集》《方正学先生集》，被誉为“天下读书种子”。公元 1402
年，因拒绝为篡位的明成祖朱棣草拟即位诏书，时年 46岁的方孝孺
被施以极刑。明万历年间，方孝孺被平反昭雪，其后裔恢复方姓。
方孝孺的后裔一直定居在上海航头，如今在航头镇丰桥村，一

座粉墙黛瓦的方孝孺纪念馆“藏”在乡间，门上“求忠书院”四个字刚
劲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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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亭老街华亭老街
不复旧时模样

    松江华亭老街原为中山中路马路桥至西

林路一段，旧时老街宽约六米，两侧巷里弄坊
繁多，为松江古城民居密集地区之一。如今，

华亭老街经过翻建重修，已经成为旅游购物
商业街。

旧时，华亭老街南侧越过市河有缸甏
巷、景家堰。缸甏巷东起人民南路、西至谷

阳桥，建于明洪武二十六年，长约 350 米。

溪水北流注入市河，溪流在缸甏巷架有笏
溪桥，桥西堍南边即景家堰。景家堰有明代

著名草书大家张弼构筑的庆云山庄，张弼
中进士后曾授兵部主事、晋员外郎。老街北

侧东有傅家弄，再西为东塔弄。东塔弄原有
明末著名叠石师张南垣构筑的园林，清初

为云南按察使许缵曾的别业，名为西园。许

家衰落后将园之半卖给李姓，另一半售与
张维煦，张氏改建后有“倒影涵空塔印尖”，

遂改园名为塔射园。太平天国战事中，塔射

园东部房屋被毁，1931 年遭火灾又毁去大

部，现仅存部分驳岸。
华亭老街西端北侧有始建于南宋咸淳

年间的西林禅寺，迄今已有七百余年历史。
西林禅寺初名云间接待院，院内有崇恩宝

塔，气势恢宏，元初年毁于兵燹。明洪武二
十年重建，改名为西林禅寺，并修建宝塔，

俗称西林塔。同时，也是为了纪念南宋云间

接待院创始人高僧圆应禅师，故易称圆应

塔，塔共七层，高 46.5米，塔势峥嵘庄严，三
吴诸塔无出其右者，名播远近，一直是江南

名刹。老街东端则有程十发艺术馆，艺术馆
由瞿继康宅、袁昶宅、王冶山宅跨院和杜氏

厅四栋明清古建筑改建合并而成，占地面
积 2541 平方米，为松江区文物保护单位，

也是上海市唯一一座以明清古宅群为基础

的艺术馆。
文 沈琦华 图 蔡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