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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收到陈朝曙先生《苏雪林与她的徽商家族》书稿的第三天，他给我来电话，要我为他这本书写几句话
为序。
我不会写序跋之类的文章，眼睛也不好，加之患了腰椎间盘突出症不能久坐，写序总要看文稿，不看
文稿就说东道西，是不负责任，我也不耻这种文风。
之所以应承了朝曙先生，是因为他这本书写的是苏雪林先生和她故乡岭下村的先贤们。
苏先生是位奇女子，活了103岁，是当代中国文坛活的岁数最高的人。
她杏坛执鞭50年，笔耕80载，作品65部，逾1600万言，真正的著作等身；她是集作家、诗人、画家、
学者、教授于一身的“国宝”级大师和“人瑞”，她获得过总部设在马尼拉的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
会颁发的资深敬慰奖，是五四新文学艺术领域取得最辉煌成就者之一。
她又是个另类，她思想很新，行为却很旧，她以五四新文化人自命，却又接受了家庭的包办婚姻；她
自谓理性主义，却又是个性情中人，她在所爱的亲人面前柔情万种，她向往过爱情，有过狂热的恋爱
，却又亲手扼杀了这段恋情，终身忠诚于无爱的婚姻。
她还天生喜欢逆潮流而行，她的认知常常有悖于众，由她的文章掀起过多次文坛风波，她占上风的时
候却很少，但她却绝不认输。
最著名的就是她公开亮出的反鲁旗帜，遭到文坛群起攻之。
她在离开故乡72年后，以102岁的高龄回乡探亲，还登上了黄山，创下了攀登黄山最高年龄的纪录。
她生前就在故乡买下墓地，终于如愿以偿，长眠在了昼思夜想的故乡土地上。
而我与她这位出自太平岭下村的一代才女，不但有一面之缘，有过书信来往，她的15卷日记中还多次
写到我，我们可谓文学知音。
对于一部以她和她的乡贤为史料又出自她乡人笔下的著作，我自当欣然应诺，我和朝曙先生也是文学
上的朋友，他现在任职黄山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曾陪同我瞻仰过苏先生的故居、墓园和她就读过
的海宁学舍，我们曾一起流连在学舍门前那棵桂花树下，怀念苏先生对中华文化的贡献。
我们没有认识前，他就从网上买过我的《另类才女苏雪林》一书。
后来，我又读过他写的几篇小说，他的文字优美流畅，我很喜欢他的作品，我们亦是文学知音。
我当然不能拒绝他。
我用了三天时间读完了这部书稿。
这不仅是部乡村历史，也是部闪烁着文学色彩的人物传记，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历史。
这部书中，不仅写下岭下村苏氏家族发展奋斗历史，还写了太平崔姓和杜姓及别的一些著名人物，写
得真实生动。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
从这本书中，不但可以认识一些地方先贤才俊，了解他们的成功之路，还能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地
方史料，从中品味出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我以为，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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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曾经有许多读者有疑问，为什么偏于黄山一隅、封闭的皖南山村岭下，会产生名扬宇内的才女苏雪林
？
读了《苏雪林与她的徽商家族》，疑问自会冰释。

《苏雪林与她的徽商家族》一书，既是太平苏式家族史，也是太平地方文化史精彩的一章，更是家族
与世系研究重要的参考资料。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苏雪林与她的徽商家族>>

作者简介

陈朝曙，安徽省散文家协会理事，曾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等三十多篇，现供职于黄山区政协文史
资料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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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写在《苏雪林与她的徽商家族》前面
人杰地灵的太平
第一章 苏村的由来
 1.必吉岭
 2.迁居岭下
 3.杜家村
 4.五福庙
第二章 战争所带来的契机
 5.战争来了
 6.豆腐作坊里的期待
 7.甘冒风险的发迹
 8.生死线上的商业拓展
 9.忽闻大树倾倒
 10.勤俭节约起家
第三章 二次飞跃
 11.偶然得来的机会
 12.在典当业登堂人奥
 13.土地远胜刘文彩
 14.驻扎长江两岸
 15.喜好模仿断案的柜员
 16.优秀儿女——苏俊
第四章 子承父业
 17.算盘也不会打
 18.民族英雄杜冠英
 19.与崔国因对簿公堂
 20.崔大使其事
 21.崔大使其人
第五章 兴旺的家族
 22.守成有道
 23.叔侄同科登第
 24.业大家大
 25.闯荡美利坚
 26.同兴和经理张余三
第六章 苏家有女初长成
 27.革命后的混乱时期
 28.不合时宜的归乡人
 29.海宁学舍
 30.天资聪异的苏小梅
 31.为上学拼命抗争
第七章 “锡”字一辈
 32.平步青云儿
 33.南京总商会会长
 34.父以女贵
 35.父子宰相的嫡系孙女
 36.归国的洋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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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惨遭匪劫
 37.火烧宝善堂
 38.漱石其人
 39.举家北上
 40.大生银行
 41.法国归来
 42.无法再违抗母命
 43.失之交臂的感情
 44.百年好合
 45.陪伴母亲度过最后时光
第九章 迫不得已回乡完婚
 46.不可更改的宿命
 47.文卿公远赴黄泉
 48.无为而作《黄山丛刊》
第十章 百万之见的最后辉煌
 49.缘何飘零海外
 50.为抗战捐金
 51.婚姻终身制
 52.百岁老人的回乡渴望
 53.如愿回到故乡
 54.再上黄山
 55.归葬故里
尾声
 56.聚宝盆的故事
 57.初识苏雪林
 58.谒苏雪林墓
 59.最后的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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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必吉岭在中国，凡是读书人都会知道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他的洒脱豪放和流传千古的诗篇，照亮了
一代又一代文化人的心灵。
由苏东坡人们也必然会想到那个写《六国论》同样也是一代散文大家的弟弟苏辙，会想到他们俩生死
相依的兄弟深情，想到那句哥哥思念弟弟所写下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千古诗句。
就是这个苏辙，历史在不经意间，让他子孙后代中的一支留在了安徽黄山脚下，又在不经意间，让其
人才辈出，从而使一个小小的地方星光灿烂，辉耀千里。
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安徽省黄山区永丰乡岭下村。
苏辙早年曾当过安徽省绩溪县的县令，这也许就是一个天府之国的天才家族最早与皖南的缘分。
苏辙在年老的时候，无辜被沦为元祐党人，昏庸的皇权使这个天才家族的子弟无法苟活于世，不久就
在北宋末期的混乱动荡之中一命呜呼。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苦难却是子孙后代的福泽，到了南宋建炎皇帝赵构(公元1127-1130)掌权时期
，元祜党人得到了平反昭雪。
苏辙的曾孙苏继芳因此而受到朝廷的惠顾，沐浴皇恩，擢拔为乡贡进士这一名誉头衔，并被派往安徽
，做了铜陵县的县令。
南宋是一个乱世，金兵的铁蹄长驱直入，本来就无心为官的苏继芳，在县令的位置上待了四年，早就
想回到四川眉山老家，过那种耕读相伴衣食不愁的田园生活。
现在眼看金兵就要打过长江，他便携带一家老小，急急奔走于回到故乡的途中，从安徽到江西，到湖
北，回到家乡。
但是，故乡近在咫尺的时候，却发现金兵与宋军的主战场正是三峡天险的入口处，杀气腾腾，昏天黑
地。
焦虑万分的苏继芳只能藏匿一隅，作无望的等待。
时间一久，宋军溃败的迹象已经显露无已，苏继芳才明白，现在是无法再能回到故乡去了，故乡已被
战争阻隔在遥远的地方。
在兵荒马乱之中，他便又想到了皖南的崇山峻岭，在铜陵当县令的四年，他对皖南的山山水水有了好
感，那里山高林密，地广人稀，历来是兵家不争之地，也只有这些地方才能躲过金兵强大的马队。
于是，苏继芳带着一家老小又一次顺江而下，在安徽的贵池重新上岸，然后往南走，往皖南的腹地山
高林密的地方走。
从贵池到青阳，再到太平。
进入太平的地界后，就真正地进入到大山里面了。
有一天，他们走到一座高高的大岭上，挑夫的扁担突然断了，他们只有停下来休息。
这时候向周围的山峦一望，眼前豁然一亮，山形地势，似乎一点也不陌生，仔细一想，才发现这里竞
和四川老家的峨眉山差不多的样子。
如此相像真让人喜出望外.亲切感也油然而生。
既然挑夫的扁担突然断裂，看来是天意要留他们，苏继芳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理想的栖息地和避难所
。
既然是天授之意，居之必吉，那么，就叫“必吉岭”好了，自此，必吉岭之名应运而生。
他们驻扎下来以后，开始过拓荒者的生活，搭建茅棚，开辟荒地，劳作耕耘。
物质的匮乏使生存变得异常艰难，但是，人的顽强生存力使他们毫不气馁，毫无怨言，却信心百倍地
与大自然作毫不妥协的抗争。
落地生根，繁衍生息。
这不是传说的故事，在《苏氏族谱》中有详细的记载。
在嘉庆时期所修的《太平县志》中，人物栏的《隐逸篇》记载了苏继芳弃官隐逸岭下的历史。
从那时开始，越过元朝，到了明初，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苏氏血脉从小家庭到大家庭，渐
渐发展成了一个大家族，必吉岭上这个弹丸之地再也容纳不下快速增长的人丁，必须要分支，要迁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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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迁居岭下岭下在必吉岭西侧的山下。
在明朝初期，苏继芳的后代苏显荣分支出来，在这里建立村子的时候，随口把这里叫作岭下，意思就
是必吉岭之下，再清楚不过了，也是再土不过了，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后来这里人丁兴旺、人才辈出的时候，岭下这个简陋的名称也没有雅化，人们只是称为“岭下苏家”
。
根据家谱的记载，到了苏显荣这一辈，家里有兄弟十人，必吉岭上建立的村庄再也难以容纳下众多的
人口，必须要分支出来，要迁居他地。
分支的时候，把十兄弟称为十甲，苏显荣排行老六，称为六甲，他选择的迁居地就是必吉岭西侧的山
下。
据说苏显荣是最早迁居出来的，因为儿子要外出上学，往返很不方便，他便决定搬到山下面来住。
当时，山下面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松树林，常有大群的白鹤飞翔其间，若干年后，人口多了起来，村庄
发达了，他们要建立一个祭祀和议事的地方，也就是祠堂，就把它叫着“松鹤堂”。
后来，松树砍伐了，白鹤也飞走了，村中的人只能把它叫做“六甲祠章”。
苏显荣的其他兄弟中，五甲也迁至岭下，三甲和八甲迁居到必吉岭以上的山洼里，取名为“岭上”；
二甲、四甲、七甲则迁往相距不远的石埭县的广阳、乌石、夏村(现均属黄山区)等地，因此，后来也
就有“岭上苏家”、“岭下苏家”、“广阳苏家”等名称之分。
新的村庄建立起来以后，按照当时社会文化的要求，尤其是受宋代大儒朱熹的宗族伦理思想的影响，
建立严格的宗族制度来管理村庄。
宗族制度包括大量的家法族规，用来规范人的行为和思想，“敦孝友”、“笃人伦”、“睦宗族”、
“勤生业”、“节财用”、“重家学”“守法度”等等。
苏氏家族承继祖先的风范，重教兴学，耕读相伴，这使得家族中子弟拥有文化和思想、能诗善艺大有
人在，从而保持了家族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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