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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太仓州志》的编纂及文献价值
□始知

明嘉靖年间的太仓，经过元代的海运
漕粮和海外贸易，以及郑和七下西洋的始
发归航，早已成为漕户番商、朱门大宅不
可胜记的东南富域和天下第一码头。此
时，编纂一部新州志，将太仓一域的富庶
和太仓官民的德业记录下来，以“辨川原、
厘赋役、谨兵防、表风节”，成为当时太仓
州官和地方缙绅的共同愿望。

此时，一位悄然返乡的谢政官员使这
个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嘉靖六年
（1527），太仓州人张寅致仕回到太仓，这
位正德十六年（1521）的进士，在南京河南
道御史任上因上疏触怒权贵被贬为唐州
通判。后虽累官至右春坊右司直兼翰林
院国史检讨，经历了官场风波的张寅早已
对仕途心生厌倦，因此早早返乡，以读书
著书自洽。知道张寅返乡后，当时的太仓
知州万敏立即上门请张寅编修州志。被

“委以志事，交仪辟局”的张寅正准备大干
一场时，万知州没几个月就调任吉州了，
修志之事只能作罢。后任知州也有意继
续修志之事，却因故未有结果。直到明嘉
靖二十七年（1548）周士佐任太仓知州后，
又请张寅重辑州志。张寅遂与邑人陆之
箕、陆之裘等人，正式开始编纂州志。可
能张寅及陆之箕等人之前对修志之事多
有积累，他们汇集昆山、嘉定、常熟三县宣
德、成化间诸志，并搜阅典籍、金石之文，
访之故老，参之群议，于当年就完成了志
书的编修。

那么，这部一波三折编纂而成的州志
主要写了什么，又有哪些特点呢？以下抛
砖引玉，权作导读。

同邑进士作序多

嘉靖《太仓州志》稿完成后，两位太仓
进士欣然为这部新生的州志写了序。一
位是与张寅同年的进士王积，官至南京兵
部右侍郎。这位为政持大体、吏民怀畏的
官员本来就好读书，他在序中欣喜评价该
志：“凡天文、地理、人文之纪，吾州文献有
征也，甚盛幸哉。岁月弥久，事绪日增，失
今不载，后将无考，此新志之所以作也。”
又言“新志所述昭远阐幽，阙疑儒信，核而
有文，详而不赘，法则严矣。”对志书新成
的喜悦与志书内容的肯定溢于言表。

另一位写序的进士更是大有来头，他
便是明中晚期文坛领袖王世贞的父亲王

忬，时任江西道监察御史，后官至兵部右
侍郎、蓟辽总督。前一年，他的儿子王世
贞刚考取了进士，正是家族荣光之际。王
忬拿到志稿后也是对周士佐、周凤歧两位
州官以及张寅等修志人员表达了敬慕之
意。他在序中言辞切切地认为州志之所
以能修成，完全是“惟二守之盛心，亦惟张
先生辈之功”，落款时甚至留下了“王忬拜
撰”的字样。

嘉靖《太仓州志》除两位同邑进士的
序外，还收录了太仓同知周凤歧以及嘉靖
二十七年前多部旧志及地方历史文献的
序言。有些旧志及历史文献现已不存，而
书中的序却因嘉靖《太仓州志》的流传而
保留了下来。

兵防专卷特色明

太仓通江达海，地理位置特殊。而苏
松常镇又是国家财赋之地，作为重要运粮
港，若太仓盗贼生发，不仅贻患地方，也会
影响运粮通道的安全。因此早在元至正
十二年（1352），昆山州就在太仓城内立水
军都万户府，统令定海、靖海、宁海三千
户所，以防海患兵灾。太仓同知周凤歧在
州志的序中感慨到：“太仓服在海隅，实
咽喉之地，且属要害，联卫建州，特遣宪
臣提兵临之。”意思是，正因为太仓特殊
的地理位置，自己才会带兵派至这里。可
见，兵防一直是这位新任同知心之所系。

同样进士出身的州志主笔张寅当然
深谙此理，于是在嘉靖《太仓州志》中
专设“兵防”一卷，以突出记述太仓重
要的兵防设施与事迹。下设的“兵备道
职官纪”分目，不仅记述了兵备道职官
情况，更是将境内所有的军事机构和军
事设施，如太仓卫、镇海卫、军诸仓、
军器局、教场、各千户所、各巡检司、
烟墩、巡检铺等一一列词条作了介绍。
在“历代武勋纪”和“平海事迹”分目
中，编修者记述了元明季有战功的武将
及较大的平海战事，突出了“事以平海
为大，上兵之议用兵者，必从太仓”这一
特殊的军事地理位置，同时表彰了平海战
事中英勇驱敌斩贼的军士武将。

原始文献价值大

嘉靖《太仓州志》的另一大特点便是

原始文献多，且大多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卷十“杂志”分目中收录的文章，几百年后
的今天再读，依旧有着较强的历史价值和
现实意义。如摘录的宋郏亶的《水利论》
段落，除论述了江南农田水利互倚互利的
关系外，“昆山之东，地名太仓，俗号冈身”
的记述，更是太仓地名最早的文献出处。
收录的《通番事迹碑刻》全文，完整记录了
郑和六次下西洋的时间、到达地域及主要
事迹，是郑和下西洋重要的文献资料，也
是太仓天妃文化的高光记录。在卷十的

“遗文”分目中，收录了多份对太仓意义深
远，同时也是改变、塑造了太仓经济社会
历史面貌的奏疏。有《奏立州治安地方
疏》《奏免贡产疏》《陈言地方利弊疏》《重
建兵备道疏》等。其中都御史朱瑄《奏立
州治安地方疏》，使后人知道了太仓之所
以设州能够独立建制的六个历史背景和
直接原因。

除卷十专设分目记述原始文献外，州
志中常于正文之后附以档案、文书、碑记
等，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如在卷一“建
置沿革”附了邑人陆容议立太仓州内容。
在山川形胜相关分目中，记述到“星野”
时，附了《旧苏州》中同一内容的不同说
法。记述到穿山、宝山、镇洋山时，又附了
部分诗人的诗文及皇帝御制碑文。

除此之处，志书中还穿插了编修者
不少按语和论述性内容，“寅按”“箕按”

“寅曰”“海辨”“海潮论”“海塘论”等思
辨记述，多卷可见。无论是原始文献的
摘录穿插，还是论述性内容的附后补充，
嘉靖《太仓州志》这样的处理，同现代志
书的“附录”和“资料链接”有一定相似，
对于丰富志书内容，增强志书可征、可
稽、可信、可用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郑和下西洋目的佐证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内容记述，嘉靖
《太仓州志》除专门收录了郑和及船队第
七次下西洋前在天妃宫石壁所刻的“通番
事迹碑”内容外，其他卷目涉及该方面的
内容不多。但在有限的记述中，我们依然
可以了解永乐年间朱棣命郑和下西洋的
主要目的。

州志新成时，时任太仓州同知后任太
仓州知州的周凤歧在州志的序中这样写
到：“永乐年间，屡以天兵震叠东南诸蕃，

更通西洋。”主笔张寅也在序中写到：
“太仓当天下海道之冲，如运饷以足国，
通番以威远。”在卷十的“杂志”中也有
这样的记述：“太宗文皇帝命太监郑和等
统领兵二万七千有奇，驾海船二百八
艘，赏赐东南诸蕃，以通西洋。自娄江
口发舟，回日仍泊于此。”无论是“天兵
震叠”还是“通番以威远”以及“赏赐
东南诸蕃”，以上表述都不难看出，“耀
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明史·郑和
传》）并最终达到“以柔远人”“万国来
朝”，是永乐帝令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
的。通俗来讲，永乐年间郑和六下西洋
目的之一是明成祖朱棣为了扩展大明的
声威以及自身政权的合法性而开展的大
规模航海活动。这跟以掠夺为目的的西
方航海活动完全不同。

嘉靖二十七年（1548）太仓州志始成，
彼时太仓建州已有50余年。经过历任知
州的励精图治及军民的奋发作为，又经过
郑和七下西洋的推动培育，展现在我们
眼前的是这样一幅历史画卷：农商并重
的太仓物贸繁阜，贩夫走卒、行商坐贾穿
流于街市；军民相融的城乡政通人和，科
教兴盛（嘉靖二十六年全国进士科考录
取300人，太仓就占了4人）、人口增多
（境内户数与人口较建州时分别增加了
近2000户，约7000人）。太仓早已跃升
为人声鼎沸、物阜民丰的东南巨州。此
时，来自海上倭寇盗匪的侵扰尚能控制，
王世贞、王锡爵、吴梅村等一批太仓高官
名士即将走上历史的舞台。嘉靖《太仓州
志》就诞生在这样一个人气与商机并重，
军卫、漕户、士绅、农户并存的新兴勃发的
州地。

张寅，这位谢政返乡的进士，以“郡邑
之有志，犹国之有史”的桑梓情，以“事无
遗迹，物无遗轨，人无遗善，官无遗政，耳
无遗见，光前信后”的编纂初衷，完成了州
志的编修，使得470多年后的我们还可以
清晰地了解到太仓的建置沿革、风俗节
序、兵防、公署、乡都、物产、职官、人物、恩
典、古迹寺观、杂志遗文等历史内容，也使
得后世修志者“民物政治得有所稽”，太仓
的地方历史文脉也因这些赓续连绵的志
书编纂，得到了更好地保存与流传。而这
些信史文献，如浮光跃金，更如长长的河
流，流淌着历史的缩影，也指引着向前的
方向。

漫步于岁月的长河，我总在寻寻觅觅，寻觅
那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过往，哪怕只是残垣断壁
的城墙遗址……

娄东城墙今安在？
与大多数江南古城一样，太仓历史上也有城

墙，而且规模不小。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本
地人，或许对太仓古城墙多少有点印象，有的还
在城墙上嬉闹过呢。星移斗转，古城墙荡然无
存。这两年，欣闻太仓南园实施提升改造工程，
在南园南侧西入口原城墙遗址上修复了一小段，
并以铭文昭示。这段迷你型的城墙遗址，也许能
弥补老太仓人的些许遗憾。

农历夏至前日，我走进南园探幽寻秘。南园
为明代首辅王锡爵赏梅种菊处，占地约60亩。
园内草木葱茏，红花绿叶，泉石清流，波光潋滟，
亭台楼阁，错落有致，游客三五成群，休闲散步或
拍照留影，一派祥和宁静的景象。

夏日的南园，荷叶田田，荷花绽放。那天邂
逅南园掌门李主任，提起南园城墙遗址，为我讲
述试验性修复的初衷。“作为一项承载历史记忆、
延续城市文脉的重要工程，我们只是落了个笔，
开了个篇。”李主任谦逊地说。

尔后，在他引领下，沿着南园西侧蜿蜒路径，
越长廊，过假山，落脚于修竹茂密的南园西南山
体角落边，穿过一道门洞，顿觉山林外的世界豁
然开朗，修葺一新的城墙映入眼帘。城墙倚靠小
土坡而建，环顾四周，城墙很短，也不高，体量很
小，只能算是尝试性的局部修复。

这里是古城墙南门遗址，如今成了南园城市
山林的一部分。城墙遗址前摆放的一排盆景，枝
繁叶茂，幽香四溢，为古城墙增添了盎然生机。
李主任告诉我，为了修复这段城墙遗址，他们请
来了苏州古建园林专家，查阅历史档案，挖掘尘
封往事，商讨如何将城墙与园林有机融合。当
然，这只是城墙修复起始，后续也许还有很多事
情可做。

最南端的南园土坡，古城墙遗址，上世纪一
度为部队与民兵的打靶场。后因地制宜植树造
林，破茧蝶变为南园山林。这里是南园土坡的最
高点，也许是太仓城市的海拔最高点。

在古代，城墙是城市的坚固屏障。据嘉庆
《直隶太仓州志》记载：“州城旧设木栅，元至正十
七年（1357）张士诚据苏州，遣将高智广移常熟支
塘城改筑。”当时，城墙的主要功能是防止海寇侵
犯。“春城连海亘虹霓，雉堞桓桓补甑泥。总谓军
储仰吴下，只怜边衅起淮西。千旗影逐流云动，
万杵声高落日低。安得韩彭为上将，载光大业抚
黔黎。”这是当时寓居太仓的崇明人秦约目睹太
仓营建城池的壮观场景，留下的《修城口号》诗
句。

坐落于山林上的香涛阁是一幢两层楼亭式
建筑，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登高远眺，南
园景色一览无余。香涛阁位于古城墙遗址土坡
上，依稀可见太仓高新区，乃至崛起的娄江新
城。忽然想起，这里位于太仓州治城南，太仓
老南门。城墙之过往，城市之变迁，前世今生，
历历在目。

从土石堆砌起简陋的防护墙，到高大雄伟、
固若金汤的城墙，它不仅是防御工事，更是城市
的边界标识，构筑起属于人类的安全与秩序。风
雨洗礼，时代更迭，消失的远不止是城墙，也带走
了无数的岁月故事与记忆，如今只在史书的字里
行间，还能寻觅它们昔日的辉煌。

北宋时，太仓城日渐繁华，但规模不大。东
起飞云桥，西至西城桥，南起旱泾桥，北至木行
桥，当时设木栅栏围挡，还没有城墙。元代张士
诚据吴为王，开河筑城，太仓终于有了砖砌的城
墙。据太仓地方志记载，城墙全长14里余，城墙
外是护城河，城池周15里余。城墙墙体为砖砌，
有陆城门7座，水城门3座。太仓城门起初比较
简陋，几经修葺，初具规模。

太仓老城周围曾经有护城河环绕，东城河、
西城河和北城河依然汩汩流淌，老城的范围大致
在护城河以内，东西南北各长2公里，总面积约4
平方公里。太仓城与苏州相仿，也是“水路相邻、
河街并行、前街后河”的街坊格局。致河塘穿城
而过，由西门到东门长达5里的弹石路，俗称“大
街”，为太仓主街道。街道对面称上岸，南侧临
河一边为下岸，两岸商贾云集，充满烟火气。南
北分别有武陵街、南门街和北门街（北壕弄）贯
通。太仓的城门旧址虽不复存在，但位置可觅，
如东门在今东门街千禧苑附近，西门在新华路
水关桥一带，北门在小北门街附近等等。老城
墙大致走向与护城河相当，以土石泥墩为主，有
些地段高高低低，断断续续，直到新中国成立初
期，城墙依稀还在，可绕城一圈，后终于倒塌乃至
消失。

太仓城墙城门虽已消失，可人们尚存片段印
记，还留存于如今的地名信息中。如东门街、南
门街、北门街、小北门街、水关园……

此时此刻，我静静地伫立在城墙遗址铭牌
前，努力寻找城墙的痕迹，哪怕是残留的砖
石或隐约的地基，尽情地想象它曾经的模
样，仿佛在与历史对话，心中充满期待。期
待有一天，娄东那道城垣将以一种怎样的方
式重生？

城墙，历史的无声诉说者。它曾是一座城的
脊梁，是抵御外敌的一道坚固屏障，守护一方安
宁的忠诚卫士，无论消失与否，都将永远镌刻在
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成为我们心中难以磨灭的记
忆。

梅雨季节。六点，在闹铃伴雨声里
醒来。

周一早晨是一刻不能懈怠的，因为
丈夫单位要开早会，他必须赶早出门，
我的后勤保障务必加紧配合。

下雨的清早，厨房里晦暗不明，我
开了灯，煮了白粥、鸡蛋，蒸上两个粽
子，然后抱着一堆脏衣服往洗衣机旁
走去。接着，打开手机里的播客，边听
边上楼打扫、整理、洗漱……这个家，
楼上楼下，每天早上到处充斥着生活
的响动：咳嗽声，碗筷声，狗吠声，吸
尘器的工作声，水龙头声，手机里的声
音……

八点不到，停车位的车不知何时已
驶离，家里杂音少了许多，手机里正播
放一档关于五十岁女性的访谈节目。
上班时间尚早，我在半开的门厅穿鞋凳
前坐下，门厅一侧小窗前，一堆洗好的
衣物刚晾晒，潮湿滞重，堵在一旁，似乎
永远干不了。廊檐下，一夜的雨水微微
积起，雨珠滴落，聚成小水窝，一个接一
个，荡漾开，连绵不休。院子里的月季
正开第二茬，在经历了五月的盛放和凋
零后，经过修剪施肥和雨水的滋润，又
迎来一波花期；院墙内外，茉莉、栀子、
白兰花、荷花雨中竞相开放，小小的院
落蕴藏着初夏的香芬与生机。

手机里的对谈节目迎来尾声部的
音乐，是一首英文歌曲《Carry On》，动
情舒缓的男声很有磁性。

我起身撑伞，捧着一本欧·亨利的
小说集出门。汽车在小区主干道缓行，
透过绵密雨丝，两旁香樟树叶子重重叠
叠，颜色从里到外，由墨绿到草绿，再到
黄绿，层层变幻着。此刻，我体验到了
油画里的色调变化：也许秋季的油画课
上，我的笔下能有更多灵感。

想起昨晚跟儿子同去超市，也是在
车上，无意跟儿子聊起，我说我是个长
期主义者，无论打理生活、兴趣爱好，还
是重复工作。有些人可能能力一般，但
坚持总有收获。儿子握着方向盘，在一
旁若有所悟地回我：“妈妈，我感觉到
了你这一点……”其实只有我知道：我
之所以执着，是想给孩子作个榜样——
儿子今年大学毕业，我希望他未来是个
做事有长性的人。昨晚在超市也没忘
给老人买点吃食，婆婆前段时间感冒，
嗓子哑到失声，怕传染给我们，一直没

让过去，现在总算恢复了。我想，等哪
天梅雨间歇过去看一下。老人嘴上不
说，心里指不定正盼着儿孙探望呢。人
老病就找上门，昨天下午刚冒雨陪母亲
去医院体检完，硬朗的老母亲其他身体
指标正常，就是甲状腺有点小问题，为
使她安心，打算下周再带她过去细查。
我自己也到了更年期，身体虽无大恙，
但体力与精神毕竟不如从前，也是这几
年才慢慢开始理解与体察长辈的身心
苦楚。看来我的中年，不但要渡己，还
要时时学着渡人，那就“渡人先渡己，渡
己先渡心”吧。

行至一半，路遇一片农田，半个月
前还是麦浪连天，今天居然已经插上了
嫩绿的秧苗。机插秧的稻田，齐整划
一，远远望去仿佛列队的士兵等待检
阅，那抹新绿在烟雨的笼罩下，朦胧中
透着希望。心下一动：这希望的田野，
要是落在镜头下，一定美轮美奂，这不
是摄影比赛最好的主题吗？

车至公司停车场，踩着雨水踮着脚
下车，听闻不远处叽喳一片鸟声。抬头
看，高耸的库房顶上，几只麻雀正欢快
地在细雨里起落、嬉戏。这连绵的梅
雨并没有让它们沮丧，反而提供了更
适合游戏的氛围与场所，它们此刻的
歌声，格外婉转动人。库房一侧是稍
矮的平房，黑色瓦顶在雨水的反光下
透着晶亮的白，那雨水似珠帘，顺着
瓦片滴滴而下。屋檐底下是株石榴
树，细雨洗刷下，石榴花愈显娇艳明
丽。

到了办公室，一想到早上播客里听
的那首超赞的《Carry On》，赶紧上网搜
索。舒缓有力的男声犹如天籁：

……
Carry On（负重前行），
Carry On（永不言弃），
Carry On（星辰大海），
Carry On（步履可及），
……
我看着手机屏上滚动着的中英文

对照歌词，眼角竟起了潮意，原来carry
on有这么多动人的中文释义。我一下
子理解了播客上这档有关中年女性的
访谈节目，为什么要用这首歌作为结束
音乐。五十岁，梅雨季的早上，办公桌
上养生壶里的祛湿茶在翻滚，眼望窗
外，我的思绪如这飘飞的雨丝……

梅雨中年
□孙瑜

城垣城垣寻踪寻踪
□□宋祖宋祖荫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