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氏家谱》中的“高邮二王”诗文
□ 勤 道

上周，我市姓氏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王
庆山先生发给我兴化《任氏家谱》电子版。《任
氏家谱》系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修，全书
十册。我大概翻阅了一下，竟发现谱中存录了
王念孙 5首诗词、王引之一封书信。仔细研
读，发现该谱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文化信息。

任氏是兴化文化积淀较为深厚的名门望
族。相传元代，一位祖籍苏州的年轻小伙任功
入赘兴化王家，改姓“王”，称“王功”。王功儿

子王宣因功被朝廷赐封为“沂国公”，与其子
王信共同镇守沂州。后在与朱元璋对抗中，王
宣被朱元璋杖杀，王信则与其子王招潜回兴
化故里。此后王招遵从父亲临终遗言，复祖姓
为“任”，晦迹乡里，耕读自安。

到了清代，任氏家族出了一位名人，叫
任大椿（1738—1789年），字幼植，号子田，
乾隆三十四年中进士，历官礼部主事、《四库
全书》纂修官、御史。任大椿为扬州学派的前
期代表人物，一生立闱于考证名物制度及辑
录小学、史书的研究，著有《弁服释例》《深衣
释例》《小学钩沉》《子田诗集》等。由此任大
椿与我们高邮的王念孙有了关联。

王念孙（1744—1832年），也是研究小学
的，据《高邮王氏父子年谱》介绍，王念孙 21
岁后数年时间里，“与李惇、贾田祖晨夕过从，
三人皆善饮，每酒酣，田祖辄钩析经疑，间以
歌诗……又与宝应刘台拱、兴化任大椿、歙程
瑶田书札往还。”共同的爱好，使王念孙与任
大椿成为好朋友，他们除了书信交流外，还经
常在一起游玩，所以就有了《同子田夕步兴化
南郭》《偕任子田游蒜山》《偕任子田游东阿山
中》等诗词。

《任氏家谱》中还存录王念孙《同石农登
兴化文峰塔》诗和王引之《致石农公书》。石农
何许人也？查《任氏家谱》，“第十五世孙 任葆
生两子，长子大椿，次子大楷。任大椿，字幼
植，号子田，配赵氏，嗣子燨；任大楷，字孔贻，
号石农，配徐氏生一女，侧室吴氏，生子燨，兼
祧大椿”。任石农是任大椿的亲弟弟，他的儿
子兼做任大椿的嗣子。再查《高邮王氏父子年
谱》：“乾隆二十七年，（王念孙）十九岁，娶恭
人吴氏，同邑增生吴鋐次女也”“乾隆三十一
年，（王念孙）二十三岁，春，长子引之生”。结
合王引之的《致石农公书》，我们知道，王念孙

与任石农是连襟，任石农是王引之的姨父。
王念孙一生著作等身，但所留诗词不多，

王念孙次子王敬之辑《丁亥诗钞》，收录了王
念孙 18篇 20首诗，这其中包括了《任氏家
谱》中收录的 5首。从这 5首诗中我们可以
了解到：一、王念孙精于描绘景物，作诗如画。
他的诗中有“白日下江皋，余晖荡晴碧”（《偕
任子田游蒜山》）的清澈，亦有“青天澄暮晖，
片月出林莽”（《同任子田夕步南郭》）的疏朗；
有“人鸟静无声，萧萧林响彻”（《偕任子田游
蒜山》）的宁静，亦有“蒹葭渺无际，一发延海
天”（《同石农登兴化文峰塔》）的苍茫；有“一
水寂无声，菰蒲自生响”（《同任子田夕步南
郭》）的凝神谛听，亦有“神山望不极，蜃气相
摩吞”（《同石农登兴化文峰塔》）的骋目远望。
千姿百态的自然物候，人与环境的谐趣，在王
念孙的笔端一一得以展现，令人神往。二、王
念孙善于寄情山水，抒发心志。《任氏家谱》收
录的王念孙 5首诗都是游山历水之诗，登高
远眺，景物尽收眼底，容易激发人的心志，从
而引发感怀。在他与任子田游东阿山时，看到
东阿山中的风景，想到临淄侯曹植，想到东晋
大将刘裕驻军留山，不由自主地“彳亍（chì
chù 意为慢步行走）寻旧溪，临风一长叹”，
透露出他那年京城考试落榜后的失意与怅
惘。在同石农登文峰塔时，王念孙写道：“久立
豁胸臆，尘埃无由缘。奚事徇喧卑，蒿下空自
怜。”表现出他洁身自好，顾影自怜的心态。
三、王念孙长于写五言古体诗，尊崇古风。纵
观《丁亥诗钞》，五言诗是其主体。《任氏家谱》
所录王念孙的 5首诗均为五言古体诗。王念
孙主张“古体诗当以汉魏六朝为宗，下逮有唐
诸家，以正所趋。”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诗人
既作七言诗，又作杂言诗，但五言诗始终是其
主体，王念孙的诗歌创作也是这样。正如王引

之在《石臞府君行状》中所说：“书札往还，讲
求古学，诗宗汉魏六朝，模拟逼真”。

《高邮王氏遗书》收录了王氏的家状志
传、王念孙的学术著作、王氏祖孙三代（安国、
念孙、引之）的遗文。我查阅全书，没有找到王
引之写的《致石农公书》，由此可见《任氏家
谱》收录此文的珍贵。任石农在上一年夏天，
曾要汪瑟庵先生带一部遗稿给王引之，想请
王念孙审阅，当时王引之去贵州了，王念孙因
为河堤决口，没有时间答复。到了当年春天，
石农写信来问，于是王引之回信说明情况，并
告之遗书已校完二卷，等家父督办子牙河漫
工后继续校正，同时再与汪瑟庵商定印刷地
点。信的最后向姨母问安。这封信，行文流畅，
言简意赅，格式严谨，堪称古代书信的典范，
值得我们当代人好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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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真心真情赢得残疾朋友信任
———市残联践行“三服务”扶残助残系列报道之二

! 刘久凤 郭玉梅 杨晓莉

“现在的残疾人保障救助政策太到位了，非常感谢残联多
次上门细心周到的服务！”“残联的同志工作太板扎了，真正是
用心用情在做事！”连日来，在走访扶残助残企业、“残疾人之
家”及残疾人群体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对残联工作给予了高
度评价。一个个残疾人服务平台相继建立，一次次扶残助残行
动深入开展，一户户贫困残疾家庭得到救助……近年来，市残
联系统广大干部职工以务实低调的工作作风和以残为本的服
务情怀，推动了全市残疾人各项工作风生水起蒸蒸日上，在全
省乃至全国创先争优，让越来越多的残疾人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温暖，更有尊严地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

◆ 坚持大走访 用脚步“丈量”残疾家庭实情
2月27日上午，天空飘着细雨，高邮镇残联专职委员张萍

骑着电动三轮车来到水部楼社区残困户兵兵（化名）家中。“前不
久的招聘会上，兵兵找到了一份工作，今天来想了解一下他在那
工作是否适应，家里还有什么困难。”张萍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蛮好的，谢谢你这么记挂他。”看着腿脚不便的张萍冒雨前来，
兵兵的母亲深受感动。

服务无盲区，对症需精准。“全市 5万名残疾人、1.8万名
持证残疾人，他们的基本情况是什么？有什么实际困难？他们
的所求所盼是什么？残联作为残疾人的‘娘家’，必须要走近他
们、了解他们。”每年年初的残疾人工作会议，市残联负责人都
要求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工作重心下沉一线，每年要走基层进
村入户，将每个持证残疾人家庭全部走访一遍。特别是 2017
年最贫困家庭帮扶工作开展以来，市残联系统从理事长到乡
镇工作人员全面开展入户走访活动，50名残疾工作者深入全
市194户最贫困残疾人家中，不仅摸清了残疾人家庭信息及
其在生活救助、社会保障、康复服务、教育就业、帮扶需求等方
面的第一手信息，还为其制定了“一户一册、一人一案”的精准
帮扶方案。

通过一对一精准帮扶，龙虬镇强民村残疾人夫妇郭宏仪、
刘春红家中安装上特殊的“门铃”，“门铃”的声光系统成为了听
力残刘春红的“耳朵”；城南新区勤王村残疾人许怀庆梦寐以求
的有线电视终于实现了“首映”；三垛镇东楼村残疾人张福同家
安上扶手的厕所、阶梯处的轮椅坡道让他生活更加方便，开发区
九园社区残疾人赵明月人生第一次找到了工作，终于告别依靠
父母生活自食其力了……

“走访就是我们工作的常态。”刚到残联任职的副理事长
潘宏斌把走访当成熟悉情况的捷径，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乡

镇残联、“残疾人之家”以及最贫困残疾人家庭；为举办好今年
的残疾人专场招聘会，残联教就处主任吴古银几乎将进场招聘
的43家企业都走访了一遍，摸排适合残疾人就业的岗位，最终
有32名残疾人找到合适的工作；高邮镇残联专职委员张萍经
常加班加点，放弃休息时间，深入社区走访登记、了解残疾人的
详细情况，对辖区2000多户残疾人家庭情况了如指掌。

" 真情送服务，用爱心叩开残疾人心扉
2月 28日下午，开发区康达“残疾人之家”内一片忙碌景

象，6名残疾人戴着手套坐在椅子上用锉刀卖力地锉平机械小
配件上的“毛刺”，不时传来阵阵谈笑声。今年57岁的潘辉（化
名）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愉快地工作着。

“我这个工作是张理事长送来的。”潘辉介绍，因为车祸导
致肢体残疾，曾自暴自弃了很长一段时期，开发区残联理事长
张志荣多次上门做他思想工作，鼓励他重拾信心，动员他到区
“残疾人之家”来工作。如今，潘辉每月有五六百元的收入，他
充满感激地说：“有残联在，我们残疾人生活就有奔头！”

张志荣在开发区1400多名持证残疾人心中地位很高，他
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干了 6年多，还有几个月就退休了。“把他
们一个个安置好，我也就放心了！”这两天，张志荣又一趟一趟
地跑华盟电子找总经理王家宏，想再安排几名残疾人在此就
业。王家宏笑着说：“我们就是被张理事长这种从内心深处真
正关心残疾人的精神所打动，公司从 2017年开始一共吸纳了
21名残疾人，今年力争按照张理事长的‘指示’达到30名。”

在高邮，像张志荣这样心系残疾人事业的基层残疾人工作
者还有很多。市残联副理事长吉平表示：“我们服务的是残疾人
群体，他们普遍敏感自卑又缺乏安全感，我们要换位思考，重视
他们的诉求，主动作为，想方设法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残疾证是每一个残疾人享受惠残政策的“凭据”。但有部
分残疾人因一些顾虑和身体原因，未能办理残疾证。2017年
以来，为帮助部分最贫困残疾人拿到残疾证享受惠残政策，市
残联组织评残专家主动上门现场核残、评残，提供贴心服务。
市残联工作人员白天走访残困户，晚上加班为这些残困户制
定上报扬州、省残联审核的评残资料，与上级部门对接，开辟
快捷的绿色通道，将原来至少一个月的核残、评残时间缩短到
不到半个月时间。努力必有回报。当年7月底，194户最贫困
残疾人家庭中新纳入省免费给药数据库的残疾人就有65人。

据了解，近年来，市残联系统还开展送康复辅助器具进家
庭、送实用创业技能培训进乡镇、送扶残助残政策宣传材料、

逢年过节送温暖等活动，凝聚起全社会共同支持残疾人事业
的共识，真正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了残疾人的心坎里。

" 助残重实效，用实干开创残疾人事业新局面
一封匿名上访信，牵出残联6年暖心帮扶故事。负责信访

维稳工作的市残联组维部副主任王海龙告诉记者，按照信访
条例相关规定，这种匿名上访信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但残联系
统凭借一以贯之的务实作风，围绕这封信，利用5天时间，对 5
个社区中家庭成员达到就业年龄的重点残疾人家庭进行筛查
分析，最终排查出这户残疾人家庭，并针对其诉求做了耐心细
致的解释工作。

王海龙介绍，对每一个残疾人来信来访案件，残联都要严格
按照登记、受理、转办、督办、告知、答复、回访、复查、归案等程序，
摸清基本事实情况，落实专人办理，把接待现场当考场，把信访
残疾人当考官，把信访事项当考题，把残疾人满意当答案，积极
认真予以处理和答复，每年的信访件答复满意率都在98%以上。

信访残疾人柏军（化名）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市残联
多方对接联系，帮助其找到了对口工作，收入非常稳定。他感
激地说：“残联对我的帮助，这一辈子我都感恩于心。”重残患
者赵明（化名）在残联的积极协调下，不但享受到相关保障和
惠残政策，还拓展了学习兴趣，积极参加残疾人运动会。他由
衷地表示：“残联的帮助，让我重生。”

一张张明媚的笑脸，一句句真诚的感言，是对残联工作者
的最高褒奖。

务实的作风，还体现在各项工作的创新创优上。市残联把
加强残疾人服务设施建设、队伍建设作为固本强基工程来抓，
利用两年时间建成 21个“残疾人之家”，在全省率先实现了各
乡镇（园区）全覆盖；率先在全省实现乡镇残联理事长的专职
配备，将专职委员全部纳入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管理；新建了功
能齐全、设施一流的残疾人托养中心、康复中心、辅具服务中
心、文体艺展能中心等主要服务阵地。此外，还在帮助残疾人
就业、精准帮扶、抢救性康复救助等方面创新方法举措，赢得
了残疾人的一致点赞，也为残联赢得了各项荣誉。我市先后被
国务院残工委、省残工委表彰为“残疾人工作先进市”，市残联
在扬州市残联系统综合考评中位于前列。

“残联取得的一点点荣誉，完全得益于市委市政府的大力
支持，得益于部门乡镇的鼎力协助。”市残联负责人表示，为残
疾人服务无止境，作为基层残疾人工作者，一定会尽全力让每
一位残疾人得到应有的尊重，让他们生活得好些、再好些！

公房转让公告
经有关部门批准,高邮市纺针织品

总公司定于2019年3月13日上午九点
在扬州市公共资源中心高邮分中心（长生
路25号）第三开标室对以下两处房产进
行转让：1、高邮市盂城路 158号 -3（垂
直上中下各一间），面积约 60㎡，转让参

考价128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2、高邮市盂城路158号-4（垂直
上中下各一间），面积约60㎡，转让参考价128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
元。具体转让细节及要求参见单位竞买须知。

有意者请于 2019年 3月 12日下午四点半点前到高邮市长生路
25号办理报名手续。

标的展示时间：2019年3月1日至3月12日（节假日除外）
单位地址：高邮市长生路25号
咨询电话：0514-84680816（张先生）

0514-84363778（崔先生）
财政局监督电话：0514－84610773（翟女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