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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德生旧居
静看百年风云

申景如画

金山亭林历史悠久，唐代以后已形成集镇，

元代设亭林务，明清时为浦南重镇，是粮、棉集散

地之一。南朝梁侯景之乱后，著名文字训诂学家、

历史地理学家、文学家顾野王来到先祖顾雍故里，

修林筑宅，自号亭林。宅旁有亭有林，人称“顾亭

林宅”，亭林之名由此而来。

顾野王在亭林写下的全国性地理总志《舆

地志》，代表了南朝地理学发展的最高成就，被

称为开中国地学体例先河的巨著。如今位于

亭林大通路和寺平路交界的读书堆，是顾野王

著述《舆地志》的遗迹。唐末，亭林的宝云寺曾

“东偏立祠奉顾野王”，宝云寺和读书堆、唐经

幢、赵孟頫“子昂碑”等八景构成了亭林独特而

丰厚的自然文化景观。北宋文学家、宰相王安

石赴亭林怀古时也曾写下“寥寥湖上亭，不见

野王居。平林岂旧物，岁晚空扶疏。自古圣贤

人，邑国皆丘墟。不朽在名德，千秋想其余”的

名句。

亭林古韵浓厚，位于亭林公园内的亭林古

文化遗址以丰富精美的良渚文化遗存闻名。

以遗址命名的“吴越文化亭林类型”，是太湖地

区青铜时代文化序列中继马桥文化之后又一

个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阶段。镇上古松园内有

一株高7.2米、胸径2.8米、蓬径4.8米，被誉为

“上海第一松”的古罗汉松，据传为元末文学

家、书法家杨维桢于元至正十六年、其六十寿

辰时所植，距今已有660余年。

文 沈琦华 图 唐 敏

查山，又名遮山，发现于1972年的查山

遗址因地处查山东麓而得名。查山遗址见证

了6000年金山居民史，1977年被公布为上海

市古文化遗址保护地点。

查山遗址位于金山区金山卫镇农建村一

组，是上海地区仅有的三处马家浜文化遗址

之一。马家浜文化是以1959年浙江嘉兴马

家浜遗址的发掘而命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

为目前所知环太湖流域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

代文化。

查山遗址第一个坑为山体东南的坡面

坑，坑内两个土层中分别出土了西周和商代

遗物，以及有马家浜文化类型（公元前

4750—公元前3700年）的堆积物层。第二个

坑位于坡下耕田中，四个土层依次发现近代

砖瓦和唐宋陶瓷件、南北朝至唐宋时期遗物、

春秋战国时期遗物和早期印纹陶文化马桥类

型（商代）遗存。查山共出土各时期文物20

件，其中包括陶鼎足、小方把、牛鼻儿等重要

文物。 沈琦华

亭林古镇
悠悠千年

查山遗址寻踪觅迹

决不离沪决不离乡
明朝正统年间，荣氏祖上由金陵迁至无

锡荣巷，倚靠种稻植桑为生。直到荣宗敬、

荣德生父亲荣熙泰那一代，荣家才开始在上

海、无锡之间做起长途贩运的生意。

1896年，荣熙泰在上海病故，荣宗敬、荣

德生两兄弟受“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陆续

在无锡、上海、汉口等地开办茂新、福新面

粉厂和振新、申新纺织厂。至1921年，茂新、

福新面粉厂共有十余家，总生产能力占全国

民族面粉工业的31％，荣氏家族成为“面粉

大王”。1931年时，荣氏家族在上海的申新

系统共拥有棉纺织厂9家，纺锭52.155万枚，

织机5357台，又成为知名的“棉纱大王”。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荣氏产业遭遇

重创，荣宗敬1938年在香港病逝，荣德生则

蛰居上海。1941年，日商觊觎荣氏纱厂，汪

伪政府实业部派员与荣德生商谈，要他将申

新一厂、八厂卖给日本丰田纱厂，遭到他的

严词拒绝。

1948年，国民党统治走向末路，不少人

选择离开大陆。当时，已经73岁高龄的荣

德生专程从无锡来到上海高安路住所，坚决

反对拆机外迁，并制止申新三厂机器运到台

湾，表示“余非但决不离沪，并决不离乡”。

1949年后，荣德生出任无锡申新纱厂总经

理、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绑架大案轰动上海
高安路18弄20号的荣德生住宅建于

1939年，砖混结构，现代派风格，建筑外立面

以横线条为主，层间和横向窗带遮阳板用白

色边框装饰。楼房底层外廊中央入口有两

根仿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多立克式廊柱，进

入门厅后右边是衣帽间，左边是书房，通过

内廊进入大客厅，两侧是休息厅。二层南向

居中一间是荣德生夫妇卧房，两侧有书房和

小会客室，东向几间是女儿的闺房，西向几

间是儿子的卧房。三层是供亲戚朋友小住

的客房和贮藏室。楼顶有露天花园。

高安路的荣德生旧宅曾经发生过一起

轰动上海的绑架案——1946年4月25日上

午，荣德生和家人同乘汽车外出，谁知车子

刚刚开到弄堂口，迎面窜出几名绑匪将荣德

生劫持。直到一个星期之后，荣家才接到绑

匪电话，索要50万美元赎金。5月28日，荣

家筹得50万美元赎金交予绑匪，被绑34天

的荣德生终于平安回家。事件发生后，蒋介

石政府迫于压力下令破案，三个月后荣德生

绑架案告破，最后抓获案犯15人，枪毙8

人。不过，荣德生仅拿到发还的十二三万美

元赃款，不仅要给当时的警备司令部送去破

案赏金8万美元，还得应付各种索取，总花

销又是几十万美元。经此一劫，荣德生鬓发

全白，心灰意冷，感叹“天下无公道久矣”。

1952年7月，荣德生因病在无锡逝世，

终年77岁。荣德生留下遗嘱将5万余册藏

书捐献给无锡图书馆，另数千件文物捐给上

海博物馆。1956年，高安

路18弄20号的荣德生旧

宅由荣家捐给国家，2005

年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

史建筑。

文 沈琦华
图 金 晶

■ 荣德生

荣德生，又名宗铨，字
德生，号乐农氏居士，江苏
无锡人，著名的民族资本
家、民族实业家、慈善家。
荣德生在上海的房产不少，
高安路18弄20号的荣德生
旧居曾经发生过一起轰动
上海的绑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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