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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有育才有““方方””家国兴家国兴““晟晟””
□杨铁金

第六篇

据《柱国方氏宗谱》载，晚唐时，有

方干者居桐庐钓台之东，干生翼，翼生

甲、述。宋至道元年（995 年），方述长

子方景珍从桐庐溯流而上，有遇板桥定

居之约。方景珍行到永康城西长安乡

之板桥，遂止步定居，从此繁衍昌盛，形

成花街方氏一族。方景珍克勤克俭，善

教子孙，积善成德，到第五代出了博学

多才的方华，以文学而登仕籍。方华官

至南安军南康（今属江西）主簿，颇有政

绩名声。

到南宋绍兴十年（1140 年），长子

方晟出生。父亲方华对他满怀期待，自

小就严加管教，按照祖训以学为本，让

他读圣贤之书。方晟得以精通经史，学

业与品行都很优秀。据《浙江通志》载，

方晟在乾道二年（1166 年）与永康同乡

胡达可、徐子材同科，登萧国梁榜进

士。徐子材，即双锦徐木，曾担任过寺

丞，与陈亮、朱熹俱有交游，朱熹曾到过

他家，为书《家人》卦爻于其壁。陈亮曾

写信给朱熹夸徐子材“不独有可用之

才，而为学之意方笃”。然观《龙川文

集》，却未见方晟与陈、徐等人交游的文

字，深有遗憾。

方晟得了功名之后，担任过县教

谕、郡博士、礼部郎中、国子祭酒、户部

尚书，封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柱国

方氏宗谱》中存有乾道九年（1173 年）

十月二十日孝宗皇帝所谕任命方晟为

国子祭酒的圣旨一道，说他“学问茂著，

仪式端庄”，“职掌寓内之文衡，培植公

门桃李，陶铸三千之礼乐”。过了三年，

也就是淳熙三年（1176 年）八月十八

日，孝宗皇帝同下两诏，封赠方晟父亲

为国子祭酒、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特

赠方晟母亲吕氏为夫人。据此推断，方

晟在国子祭酒位置上或干了 3 年。国

子祭酒是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管

官。

方晟在职期间清正廉明，颇有作

为，为国家培养人才尽心尽责。朝廷对

他家的赏赐也甚为丰厚，不光父母得以

封赐，甚至还允许其家乡升格设置为

“街”。“花街”之名因他而起。此地处婺

州通往处、台、温三州的干道之上，因以

砖石铺砌了十里左右的道路，“十里花

街”的美名于是流传至今。

方晟的弟弟方彪也是个人才。他

在淳熙五年（1178 年）考取戊戌科进

士，历官江南安抚使、御史中丞，封银青

光禄大夫、上柱国。

到了方华的孙子方琮、方璿，又相

继进学为仕，他俩就拿出自己的禄俸修

造宗祠。为了彰显祖上之德，佑护激励

后人，他们就将祠堂的匾额题作“柱国

宗祠”。题字为曾任知州的方琮所书。

此后祠堂经历 400 余年的风风雨雨，到

明代万历年间重新修建时，方氏族人还

延请本邑名儒王崇题写匾额。

自方景珍迁永之后，孝悌持家，乐

善好施，以积善闻于乡里。在方晟登科

入仕之后，花街方氏更是昌盛发达。方

氏后裔子孙在乾道二年（1166 年）至咸

淳十年（1274 年）的百余年间，相继有

15人登进士第。除方晟、方彪、方琮、方

璿外，还有方懋德、方嘉谋、方嘉镳、方

嘉锡、方嘉猷、方汝砺、方三省、方权、方

杓、方三让、方序。此外还有荐举入仕

的方坤、方库、方淼、方羡等 4 人。方姓

在永康人口不算很多，但登科入仕的人

数，却跟胡、陈、徐、章、赵等大姓不相上

下，可以看出在南宋一代，其家族文风

鼎盛，人才荟萃，确实与“花街”的名声

相得益彰。

花街方氏以远祖方干为荣。方干

（？—约 888 年），字雄飞，号鉴湖处士，

门人私谥玄英先生，唐代知名诗人。因

每见人便设三拜，曰礼数有三，时人呼

之为“方三拜”。方干从小爱吟咏，深得

师长徐凝器重。一次，因偶得佳句，他

欢喜雀跃，不慎跌破嘴唇，落了个“缺唇

先生”的绰号。方干原籍唐青溪（今淳

安）人，桐庐章八元爱其才，招为过门女

婿，遂居家桐江白云源（今桐庐芦茨

乡）。宝历年间（825 年—826 年），参加

科举考试不第，以诗拜谒杭州刺史姚

合。初次见面，因其容貌丑陋，姚合看

不起，待读过方干诗稿之后，却深为他

的才华所动，于是满心欢喜，一连款待

数天。方干心中有数，“貌寝兔缺”是有

司不与功名的根本原因，只好怏怏放弃

科举考试，登临山水，日以吟咏为娱。

开成年间（836 年—840 年），常与寓居

桐江的南昌人喻凫为友，并与同里李频

唱和，诗来歌往，关系甚笃。大中年间

（847年—860年），在会稽寻创别业，自

此流寓鉴湖梅花岛。咸通年间（860 年

—874 年），浙东廉访使王龟慕名邀请

他叙会。一经交谈，觉得方干不仅有才

华，而且为人耿直，很适合做一个职掌

侍从规谏的官，于是极力向朝廷推荐。

终因朝廷腐败，嫉贤妒能，至死不曾被

起用。故后人赞叹他“身无一寸禄，名

扬千万里”。

方干擅长律诗，自咸通间始有诗

名，此后十多年，在江南一带，难得有人

比得上他。大约文德元年（888 年），方

干客死会稽，归葬桐江。光化年间（898

年—901 年），经他的门人韦庄奏请，追

赠进士出身；不久，又由宰相张文蔚出

面奏请，追封一官，以慰诗魂。他的门

人杨龠与居远和尚，搜集他的遗诗 370

余篇，编成 10 卷本《方干诗集》传世。

《四库全书》收有方干诗 8 卷；《全唐诗》

编有方干诗6卷，流传至今。

宋范仲淹曾写过一首叫《留题方干

处士旧居》绝句，诗云：“风雅先生旧隐

存，子陵台下白云村。唐朝三百年冠

盖，谁聚诗书到远孙。”方干不得进士，

遂徜徉山水，以诗自娱。虽恬退实怀济

世之心，故一寓之诗。隐居桐庐江上之

白云源，任情渔乐，自号白云处士。范

仲淹即奏请朝廷以先生配享严子陵旁。

方华从范仲淹的“谁聚诗书到远

孙”的诗句中得到启发，将其堂号名为

“聚远”，希望子孙后代能够以读书为

业，淡泊明志，孜孜求道，从学成风，以

学治人，“毋以道迩求诸远，当以远虑免

近忧”。其后果然“累世书香，联登仕

籍”，官德清廉。

方琮为方晟之子，曾官至镇江府知

府，在任上以勤廉著称。他常常以“止

饮此江水，不食此江鱼”告诫自己，做官

一定要清正廉洁，不可贪赃枉法。当

时，外敌多次骚扰镇江府城，造成百姓

极大恐慌。方琮就捐献自己的俸禄修

筑铁瓮之城加强防卫，百姓感念他的恩

德，在镇江鹤林寺中立碑纪念。

原典
1.风雅先生旧隐存，子陵台下白云

村。唐朝三百年冠盖，谁聚诗书到远

孙。

（摘自范仲淹《留题方干处士旧居》）

2.君子之道，本于身，行诸家而推

于天下。（摘自《柱国方氏宗谱·方孝孺

〈宗仪〉》）

3.故学，将以学为人也，也将以学

事人也，将以学治人也。

4.无学之人，谓学为可后。苟为不

学，流为禽兽。吾之所受，上帝之衷。

学以明之，与天地通。尧舜之仁，颜孟

之智。圣贤盛德，学焉则至。夫学可以

为圣贤，侔天地，而不学不免与禽兽同

归。乌可不择所之乎？

（摘自《柱国方氏宗谱·方孝孺

〈家人箴〉》）

5.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

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勿作非为。

（摘自《花街方氏宗谱·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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