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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去老友老家巧英水库畔

之细心坑村，游该村张氏宗祠，见正

堂大匾“怀德堂”右侧有一个竖匾，

该匾看似已有年代，木质，暗红大漆

打底，缀以烫金文字，左右龙形图案

相衬。匾中正文“钦点小京官”五个

大字端庄浑厚，上题款“己酉法政科

举人”，下题款为“宣统贰年四月，裔

孙，翅立”。询村中老者，对该匾来

历知晓甚少，只道“破四旧”那阵子，

张氏族人将该匾藏于“怀德堂”大匾

之后，得以幸存。

以匾载文字看，该匾系功名匾

无疑，但几处疑问盘旋心头不得解，

一是清朝废科举是光绪三十一年，

也就是1905年，宣统是末代皇帝溥

仪之年号，已酉年是 1909 年，也就

是宣统元年，距废科举已有四年之

久，何来举人之功名？二是“钦点小

京官”为何种官员？明清以“乡试”

中试者为举人，也就是“省级大考”，

为何匾中举人却是廷试“钦点”？三

是这位张翅同学为何许人也？为何

会将功名匾立于细心坑之祠堂？

甲午战争后，大清帝国风雨飘

渺，康有为、梁启超等推动“戊戌变

法”，他们认为，要救亡，只有学习外

国，实现变法维新，而维新，必须从

废科举、立学校开始。光绪二十四

年（1898）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

身）设立，三十一年（1905）清廷正式

下旨停废科举“即自丙午科为始，所

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

亦即停止”，并要求各地“多建学堂，

普及教育”。废科举意味着传统仕

进之路的断绝，为善后“旧学应举之

寒儒”，清廷准了直隶总督袁世凯等

七人“拟请十年三科之内，各省优贡

照旧举行，己酉科拔贡亦照旧办理”

之建议，故有了“丙午优贡”“己酉拔

贡”这两次历史上最后的科举。“优

贡”和“拔贡”均为清代“六贡”（恩

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和例贡），

是三年一次常规科举的补充，“优

贡”也是三年一次，“拔贡”则遵清顺

治时祖制，“逢酉拔贡”“十二年一

举”。也就是说应届生考试没了，保

送生资格考试还是有的，可名额稀

少。我们“弱冠中秀才”的张翅同学

参加的就是这次己酉年“保送生”考

试。

“拔贡”考生先参加总督、巡抚、

学政的“三院会考”，在浙江虽媒体

对此次“己酉拔贡”抨击不断，但“功

名”之心却是根深蒂固，有记载参考

达五千多人，“旧学寒儒”“新学学堂

学生和教员”，以及新式身份的军

界、警界人士和留日学生“无不争先

恐后，踊跃应试”。经省考，操行和

成绩双优者进京廷试“朝考”，合格

后分等级录用，一等者“以部员用，

令其赴吏部挚签，分派各部，在七品

小京官上学习行走，给予正俸”，相

当于国家部委的“实习生”，而二三

等授外省知县或本省教谕。张翅同

学得以“钦点小京官”，可见其“品学

兼优”是位“好学生”。

可“末世功名，已同鸡肋”，1912

年2月，溥仪逊位，清朝灭亡。刚得

了“小京官”的张翅同学何去何从？

我们回顾一下张翅同学的生平。

张翅（1885-1934），原名修仪，

字惟容，号羽生，1885 年出生于天

台南郊莪园村，父张宗生为岁贡生，

张翅少时勤奋好学，弱冠即中秀

才。1904年2月，张翅东渡日本，先

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考入

日本中央大学，攻读法律。留学期

间，张翅深受民主革命思潮影响，

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1909

年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回国后

参加“己酉拔贡”取法政科举人，廷

试得授七品小京官。1911年，投身

辛亥革命协助王文庆谋划杭州起

义，11月杭州光复后出任浙江省临

时参议会副议长。后袁世凯复辟，

1916年与吕公望、童保暄、周凤岐、

张载阳（新昌人，时任台州镇守使）

等共谋浙江独立，5 月出任省参议

会参议长，8 月迎接孙中山来浙视

察。1917 年出任浙江法政专门学

校校长，1922 年退居故里，曾先后

陪康有为、童保暄游天台山。1930

年出任中国驻日本长崎领事馆领

事，翌年加总领事衔。1934 年 6 月

奉调回国，同年11月病逝。

“扶桑三岛倾盖论交，慷慨悲

祖国危亡，匹夫有责，义不主君，革

命共同盟，豪气元龙，欲拯同胞四

万万；白下两年披襟接席，寅恭协

京曹职守，案牍劳形，才堪攘外，伤

心今赍志，生刍孺子，来挥热泪一

行行。”民国临时政府外交部次长

樊光之的撰联评价了张翅一生。

最后一个问题，张翅为何会将

功名匾立于细心坑之祠堂？从匾

文下题款看，张翅以“裔孙”落款，

“裔孙”意指远代子孙。走天台莪

园村，村中张氏宗祠中亦有后人为

张翅所立“钦点小京官”匾，可在新

昌细心坑立匾之事，村中长者也不

得知。偶一机遇，询得新昌同星制

冷张良灿先生，张良灿为细心坑村

人，经其口述终得解。良灿先生祖

上家境殷实，良田百亩，土话是“地

主侬家”。天台莪园张氏与新昌细

心坑张氏为同宗，素有往来，张翅

赴日求学前，因经济困难，到细心

坑向良灿之外祖父张步青老先生

求助，老先生惜张翅人才，为其准

备留学盘缠、衣帽，还派仆人牵着

毛驴护送张翅到上海赴日。张翅

学成归国，得以功名后，特意到细

心坑村张氏宗祠送匾，以示感激之

情。

新 昌 各 宗 族 皆 重 视 家 风 建

设，提倡“耕读并作，睦族济困”，

崇文重教之风渊源流长。如细心

坑村之中溪张氏祖训就有“耕读

以务本业、赈济以活贫穷”，又如

石溪石氏、桂山陈氏、彩烟杨氏

等，家规家训都以“敦伦睦族，扶

贫济困，晴耕雨读，培兰育桂”为

基石，对登科为仕者，则要求“恪

守祖训，谨遵规矩，清正为官，造

福于民”。细心坑张氏宗祠这一

方小小立匾后的故事，便是有力

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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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坑村张氏宗祠

细心坑张氏宗祠中坚匾

天台莪园张氏宗祠中坚匾

天台莪园张氏宗祠 天台莪园张翅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