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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万成墓，位于城南乡下洲村外婆家山麓。

墓后（封土堆）约3米许即为茶地，右前侧隔小路

亦为地块。韩妃江流经墓地山麓前，墓葬占地很

小，无墓面石，墓室用乱石砌筑封门，有短小墓

翼，墓向西偏南，占地面积约为18平方米。

据《新昌县志》记载，民国18年7-8月间，韩妃

下洲村农民张万成串联四乡农民，反抗政府当地

“土地陈报”和苛捐杂税，要求开仓济贫。9月18

日，下洲、石门坑、风岩山等村农民200余人手执

斩马刀、锄头、棍棒等，举“众心不服”大旗，齐集下

洲村旁龙岩井，张万成宣布“只拆五虎七煞（指恶

霸地主）的屋，不伤老百姓”等纪律。暴动队伍开

进袁家、蔡家湾、后谢、下塘、下宅、大宅里、樟花、

中宅和回山等村，收缴地方武装枪支，拆毁民愤大

的地主房屋，捣毁设在道南学校的国民党区分

部。沿途农民千余人纷起响应，次日增至万余人，

县长告急，南京《中央日报》刊出“浙江逆民张万成

叛乱”消息，上海《申报》惊呼“浙省匪势猖獗”。不

久，省保安处急派驻嵊县的省保安团第一营营长

蒋伯范率兵镇压，经澄潭、镜岭、练使岭，天黑时至

回山，用排枪攻击，张万成等以土炮还击。终因组

织不严、武器又差，暴动失败。张万成等退上万年

山。21年3月，被国民党当局诱捕，9月2日杀害

于县城北门外。

这是受全国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和秋收起义

影响下的自发性的反抗剥削与压迫的农民暴动，

其性质当属革命的。张万成是一位民国时期反对

剥削阶级的农民革命领袖，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和爱国主义教育意义。

2006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点。

（钟靓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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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严维归越州
（唐）李嘉祐

艰难只用武，归向浙河东。

松雪千山暮，林泉一水通。

乡心缘绿草，野思看青枫。

春日偏相忆，裁书寄剡中。

这是因为一场战争，也即台州袁晁起

义，让作者送严维归越州。这是一首送别

诗。首句以“艰难只用兵，归向浙河东”起

笔，直入送别主题。颔联统写送别浙东山水

之远景，接着下联则为近景。最后为春日相

忆，裁书而寄此诗，表达友情。

严维，字正文，越州人。初，隐居桐庐，

慕严子陵高风。至德二年（757），江淮选补

使侍郎崔涣（曾任唐朝宰相）下以“辞藻宏

丽”进士及第。以家贫亲老，不能远离，授诸

暨县尉。时年已四十余。后历秘书郎。迁

余姚令。他活动范围一直在浙东一带。《唐

才子传》说他少无宦情（即年轻时没有强烈

的当官之心），怀家山之乐。以儒者的品德

操守得升斗之禄（菲薄的工资收入），聊代耕

耳（比做农民稍微好一点）。诗情雅重，挹魏

晋之风，锻炼铿锵，庶少遗恨。一时名辈，孰

非金兰（无不与他结为金兰之交）。诗集一

卷，今传。因为严维的关系，浙东有大批文

人聚集，刘长卿与他也关系甚密，诗文唱和

甚多。当然，作者李嘉佑与他关系也很好，

下一首也将谈及。

送越州辛法曹之任
（唐）李嘉佑

但能一官适，莫羡五侯尊。

山色垂趋府，潮声自到门。

缘塘剡溪路，映竹五湖村。

王谢登临处，依依今尚存。

辛法曹，指任职法曹的地方官。据《新

唐书》百官志云：法曹，司法参军，掌鞠狱丽

法、督盗贼、知赃贿没入。相当于今天公安

局加人武部官员。此诗以劝解宽慰或以导

游的身份，告诉他这位到越州任职法曹小官

的姓辛朋友到此地为官所可以享受到额外

的好处。应该说，这位作者是熟悉这里风

光、风情，心地坦率和平、追求文雅的地方

官，不是俗人一个。首联云，但能一官适合

你，不论官职大小，都不必羡慕五侯之尊

位。接着说到，越州府地理位置的独特和好

处。山色直接到达府第门口，浓荫绿树，生

机盎然；更有潮声也时时来到门口。这是写

府第之风光。接着又写到剡溪路，有雪夜访

戴之雅，竹色溪下绿的五湖村居，这些都是

诗人们所娴熟的，不必一一点明，自有意在

言外之效。最后说及这里王谢风流，遗风犹

在。有了这些，还有什么不满足呢？大意如

此。

李嘉佑，字从一，赵州人，天宝七年

（748）杨誉榜进士。为秘书正字。以罪被贬

谪于南方。不久，又调回鄱阳宰，又为江阴

令。后先后迁台州、袁州刺史。正是在台州

刺史任上，发生了震惊唐王朝的台州袁晁起

义，他是文武全才之人，《唐才子传》说他善

为诗，绮靡婉丽，与钱（起）、郎（士元）别为一

体，往往涉于齐梁时风，人拟为吴均、何逊之

敌。称自振藻天朝，大收芳誉，中兴风流也，

后被清代文学评论家王夫之称为“中唐第一

佳手”。李嘉佑参与袁晁起义镇压军事活动

以后，曾经有《和袁郎中（傪）破贼后经剡县

山水上太尉》诗以记其事。他与刘长卿、严

维关系密切，互相多有唱和诗。

（唐樟荣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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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墟稽古：会墅岭古村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

中说：“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同样是唐

代诗人的李敬方，也有一首《登天姥》诗：“天

姥三重岭，危途绕峻溪。水喧无昼夜，云暗

失东西。问路音难辨，通樵迹易迷。依稀日

将午，何处一声鸡。”

青云梯在哪里？天姥三重岭又在何

处？三重岭即会墅岭、黑风岭和关岭。在古

代，三条岭上都设有关隘，分别名狮象关、威

震关和虎狼关。

岭上有村，叫会墅村，又称会墅岭头，是

浙东唐诗之路上的重要节点。这个村终究

有什么掌故？从李敬方这诗中，“问路音难

辨，通樵迹易迷。依稀日将午，何处一声

鸡。”证明这一带，在唐代就有人居住和生

活。

会墅岭巅有座关爷殿，殿里供奉的是三

国名将关云长。而我认为，原先供奉的应该

是狮象关的守将。

会墅岭山势险要，自古为越之通台温驿

道，建有驿铺。明万历《新昌县志》载：“会墅

铺，在县东南五十里。”由此，南来北往的行

人登涉会墅岭，其中有文人墨客留下诗篇。

明代周汝登曾两次经过会墅岭，留诗三首。

第一首题为《会墅庵》，诗的内容是：“净宇开

初地，萧萧竹荫多。千灯明法眼，一句礼弥

陀。童子焚香侍，邻僧乞偈过。便应常借

榻，前去复如何？”第二首题为《重过会墅》，

诗的内容是：“共到曾游处，归林日未西。路

添新笋碍，马触旧槽嘶。滴涧泉声小，垂轩

薜叶齐。坐怜新月好，携手过前溪。”第三首

诗的题目是《会墅庵送中甫归》，诗是这样写

的：“共指仙山望白云，那堪一宿岭头分。还

家莫作青莲梦，他日从头举似君。”周汝登

（1547—1629），字继元，号海门，嵊县人，为

王阳明的再传弟子。自小聪颖过人，读书过

目不忘。明万历五年（1577）年，考中进士，

授工部屯田主事。历兵、吏二部郎官，至南

京尚宝司卿。万历十五年（1587）在县城创

办鹿山书院。崇祯二年（1629）诏命为工部

尚书。清代桑调元也有题为《慧墅岭》的诗，

诗的内容是：“飘风从东来，飞送四山雨。淅

淅响林阿，冥冥暗村坞。慧墅淡生烟，岭树

稀可数。竹巢堕栖禽，墅薪担樵竖。绕陂云

几重，悬崖僧一户。升高睇前峰，冷翠揖天

姥。”桑调元，字弢甫，钱塘人。雍正四年

（1726）举顺天乡试；十一年（1733）召试，钦

赐进士，授工部屯田司主事。后引疾归田，

历主九江濂溪、嘉兴鸳湖、滦源书院讲席。

桑调元尊崇程朱理学，精于史学，为人清鲠

绝俗，足迹遍五岳。乾隆年间，天台学者齐

召南途经天姥山，作诗《会墅岭上望沃洲

山》：“登岭无冬夏，岚气冷虚空。今来稍晴

暖，江树含空濛。南望天姥岑，峨峨白云

中。逢僧话沃洲，指点前山东。列嶂海涌

涛，鼓荡随飓风。奔崖跃神骏，老树森高

翀。养马放鹤人，遥遥想支公。未知王许

后，游眺谁复同。邮亭无别径，且问煮茶

翁。”诗中确切地阐述了天姥岑、沃洲山和会

墅岭的地理方位以及历史掌故。

岭陡路险，悬崖峭壁，现有公路盘旋而

上，岩壁上刻有“会墅岭”三字，时值民国中

期，绍兴人金汤侯修筑新（昌）天（台）公路，

广东平远县人曾养甫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为公路修筑经此

陡岭而欣然命笔。

清咸丰辛酉，太平军占领新昌。儒岙乡

民组织团练，在会墅岭筑寨，抵御太平军进

入天姥山。20世纪40年代，日本侵略军占

领新昌县城，抗日军民凭此险要，曾砌筑石

墙，阻挡日军下乡扫荡。

（唐佳文 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