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镇界首居高邮、宝应两邑中部，西傍浩
瀚无垠的高邮湖和汤汤流淌的大运河。早在
元季，就曾在此设立水马两用驿站。水陆交
通的发达，带动了这里商贸的繁荣和文化的
发展。擦去岁月的锈迹与尘埃，可以说界首
是古运河畔的一颗明珠。可能您还不知道，
到了当代，界首镇还出现了一户人家儿子、女
婿同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奇观，这就是谢恩
皋家。

谢恩皋，字鸣九，以字行于世。清光绪二
十三年（1897），谢鸣九出生于界首镇一个普
通人家。谢鸣九8岁时，正值盛年的父亲谢
文清因病离世，丢下了孤儿寡母。谢鸣九的
母亲曹信姑系界首镇曹茂桐的长女。曹茂桐
耕读传家，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其长子曹凤
笙，字伯镛，17岁中秀才，后毕业于两江法政
学堂，曾任高邮县立第三小学校长；次子曹凤
箫，亦毕业于两江法政学堂。受家风熏陶，曹
信姑年少时即娴于诗礼，丈夫去世后，她苦节
抚孤，靠帮人做针黹度日。她重视孩子的教
育，努力供谢鸣九读书，以致积劳成疾，四十
五岁时去世。谢鸣九的舅父曹凤笙时常接济
与照顾姐姐一家，同时十分关心和支持外甥
谢鸣九的学业。谢鸣九自幼聪颖，读书勤奋，
考入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后，又从国立东
南大学教育科肄业，后回位于界首镇的高邮
县立第三小学任教。1920年，谢鸣九接替曹
凤笙任第三小学校长。期间，谢鸣九新开设
英语课，并致力于文体活动和工艺教育，组织
师生排练歌舞剧，到县城和各乡镇义演，将义
演收入建“囊萤院”“映雪院”等教室30余
间。他还想方设法购置了大量体育器材和图
书、仪器等教学设备。很快，第三小学便声名
鹊起，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明星小学”。

1923年，江苏省教育厅计划在沿运河一
线的农村集镇中选择一地创建乡村师范学
校，为农村小学教育培养师资。江都抬出黄
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第一任教育长王柏龄，力
争将学校设在邵伯；宝应以江苏省教育厅督
学相菊潭为首，抢着要求设在宝应。谢鸣九
与曹凤笙获悉此事后，立即赶赴省厅争取，曹
凤笙表示愿捐出私田40亩，作为建校基地及
实验农场。在他们的斡旋下，省厅最终决定
在界首建校。1924年春，江苏省立界首乡村
师范学校正式招生开学，首任校长由刚从东
南大学毕业的仪征人黄质夫先生担任。不
久，界首乡师成立附属实验小学，谢鸣九任首
任校长。界首乡师前后办学16年，共有500
多位毕业生走出校门，走上社会，为我国革命
和教育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
1929年4月，中共界首乡师地下党支部成立，
成为点燃高邮地区革命火种的秘密红色基
地。新中国成立后，高邮县立第三小学并入
界首乡师附属实验小学，成立界首小学，即今
界首镇实验小学。如今，界首镇实验小学内
有一条“凤笙路”，一条“鸣九路”，就是为了纪
念他们甥舅二人草创学校之功。

1925年前后，谢鸣九赴江苏灌云县板浦
镇任省第八师范学校教师兼附属小学教导主
任。期间，他在《教育杂志》第12期发表《休
闲教育问题》一文，成为国内最早提出休闲教
育理论的小学教员。他还鼓励和指导学生阜
宁人刘百川撰写《小学教学法通论》，后刘终
成知名的近代教育家。不久，谢鸣九赴淮阴
师范学校执教，并兼任该校附属小学教导主
任、校长。1929年，改任省立扬州中学实验
小学校长。1930年8月，谢鸣九编撰的《小学
普通教学法》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由

“教学思潮”“教学原理”“学习法则”“教授方
法”等八章三十九节组成，是其教学实践和思
想的理论集成，对当时各类师范学校的教科
工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期间，谢鸣九还
积极组织并参与“初等教育研究社”，油印出
版《初等教育通讯周刊》。后谢鸣九与曹凤笙
还加入了由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发起成立
的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文化团体——南社。

1931年7月，国民政府举行了首届“公务
员考试”——高等文官考试，其规模超过清末
的“洋进士”考试及北洋政府的高等文官考
试，共有3000多人角逐100个名额。谢鸣九
参加了此次国考，并顺利入围。值得一提的
是，此次考试的阅卷人员中，有一位名叫韩汝
绅的襄试委员也是高邮人。韩汝绅，字搢之，
时任职于江都县公安局。他是清末廪生，毕
业于江南高等巡警学堂，金陵法政学校法律
别科毕业，部给律师证书，后曾任江都县局代
理局长、泰兴县一等警佐、递补江苏省议会议
员等职。巧的是，韩也是南社成员。

后谢鸣九进入上海市教育局工作，先后
任督学、科长、中等教育处处长等职。1936
年9月，马崇淦等编写的《全国现代初中作文
精华》出版发行，谢鸣九是评阅人之一。1941
年前后，谢鸣九在上海法租界境内创办私立
正中中学，并任校长，起初在爱多亚路（今延
安东路）泰晤士大楼的五楼设高中部，后在金
神父路（今瑞金二路）增设初中部，不久又设
附属小学部，聘沈任天为小学校长。

1949年初，浙江永康人吕云荪（后更名
“吕明”）在沪从事中共地下活动，曾机智果敢
地打开上海警察局的监牢，放出一批被关押
的政治犯，还曾单枪匹马冲进上海警察局本
部，代表军管会勒令警局残部缴械投降。后
吕云荪又赴香港策划“两航起义”。1949年
11月9日，原属国民政府中国航空公司和中
央航空公司的12架飞机，从香港分别飞抵北
京、天津。此举被周恩来总理赞为“有无限前
途的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起点”，吕云荪也因
此被称为“两航起义”的“领航人”，时潘汉年
也参与策划了这次起义。吕云荪是谢鸣九四
姨母的女婿，谢鸣九在明知吕是中共地下党
的情况下，曾多次为吕作掩护。1955年4月，
潘汉年被逮捕审查时，谢鸣九曾两度受到短
暂的审查，在查明谢曾多次掩护吕明革命行
动，而与潘案没有关联后，被无罪释放。后谢

鸣九任上海市向明中学语文老师，直至退
休。1982年，谢鸣九安详地离开人世。

谢鸣九的第二任妻子名叫吴耀西，吴耀
西1901年出生于灌云县板浦镇一个工商地
主家庭。吴父曾开设一个酱园，并经营盐滩
生意。他摒弃传统观念，着力培养女儿读书，
后吴耀西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吴耀西与谢
鸣九初相识，当在谢任教于板浦镇时。谢鸣
九到上海市教育局任职后，她与谢鸣九结婚，
并移居上海，在上海市立务本女子中学任
教。期间，她积极参加上海妇女读书会的名
人演讲活动，向广大市民宣讲女子教育改造、
职业家庭等妇女问题，以期达到文化启蒙的
目的。1937年8月，务本女中遭日寇飞机轰
炸，校舍被夷为一片瓦砾场。吴耀西与从比
利时留学归国的女教育博士王锡民及原务本
女中的其他6位同事另起炉灶，在法租界西
爱咸斯路（今永嘉路）租赁郑家巷57号一幢
西式建筑，创办私立务本女子中学，并任该校
教务主任。谢鸣九的私立正中中学初中部成
立后，吴耀西任初中部教务主任。1995年，
吴耀西在北京去世。

谢鸣九与吴耀西育有二子一女。长子谢
友柏，1933年9月23日出生于上海；1951年
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高中毕业后，顺利考入
上海交通大学内燃机制造专业；1955年大学
毕业后，留校进入机械原理与机械零件教研
室，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57年夏，随校西
迁至西安交通大学；1959年任讲师；1984年
任博士研究生导师；1986年任教授；2002年
起，兼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期间，他还曾任
西南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大
学、西北工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武汉理工
大学、上海大学等校兼职教授；1994年5月，
成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谢友柏一生主要从事摩擦学和设计科学
研究。他在与摩擦学相关的润滑、磨损、形
貌、流变、传热、振动、材料、工艺、监测、控制、
可靠性、知识获取、数据库、专家系统等方面
都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研究，并取得进展。在
此基础上，发展了原有建立在简单摩擦学系
统上的系统方法，提出了摩擦学（大）系统工
程的基本思想和理论框架，发表了摩擦学的
三个公理，即“摩擦学行为是系统依赖的”“摩
擦学元素特性是时间依赖的”“摩擦学行为是
多学科行为强耦合的结果”，并在大型汽轮发
电机组和高速透平机械转子轴承系统及内燃
机缸套活塞环系统的摩擦学、动力学设计上，
得到了重要和丰富的理论及应用成果，还开
展了以系统状态关联系统结构变化和性能变
化及其用于产品全生命期性能预测仿真的研
究。

经过四十多年的不懈努力，谢友柏把他
带领的研究所发展成为在流体润滑理论、轴
承技术和转子轴承系统动力学领域国际知名
的研究所。他殚精竭虑、几经周折创建的实
验室，是国内功能最全、精度最佳的实验室，

得到国内外同行的一致认可。
1999年起，谢友柏改行转为研究设计科

学。在设计科学领域，谢友柏对于现代设计
理论和方法做了大量研究和推动工作，提出
了与知识相关的设计科学的“四个基本定
律”，即“设计以已有知识为基础定律”“设计
知识不完整性定律”“设计以新知识获取为中
心定律”“设计知识竞争性定律”，以及许多重
要观点。如今，已是鲐背之龄的谢友柏仍然
战斗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从国家战略的高度
为我国设计科学从以前的跟跑、并跑实现领
跑，不断提出自己的新思想、新建议。

谢友柏有《摩擦学概论》《摩擦学设计》
《设计科学与设计竞争力》等著述十余种，他
培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一百余人。他曾多
次前往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地做

“摩擦学”“设计科学”的学术报告，并曾应邀
赴台湾交通大学担任过为期半年的“摩擦学”
教学工作。为激励和资助国内学者、特别是
年轻学者投身于设计科学研究，以期对提升
国家设计科学研究水平、提升设计竞争力和
创新发展有所贡献，2006年10月，谢友柏与
夫人袁崇军教授捐出奖金港币22万元，设立
西安交大“谢友柏设计科学研究基金”；2021
年10月，他们又续捐人民币200万元。

谢鸣九与吴耀西的女儿谢友菊，上海徐
汇女中毕业后，考入中国农业大学并留校任
教，后任教授，从事基因育种研究，直至去世，
编著有《遗传工程概论》《玉米生物技术论文
汇编》等。谢友菊的丈夫戴景瑞，1934年9月
生，辽宁海城市人，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
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玉米遗传育种学
家、农业教育家。他1955年考入北京农业大
学农学系；1963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7—1994年任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副主
任、主任；1998年任中国农业大学国家玉米
改良中心主任。戴景瑞坚持玉米种质创新，
育成多个玉米自交系，育成玉米杂交种十余
个；在世界上首次用细胞工程技术阐明C型
不育性与专化感病性的关系，解决了C型不
育系对C小种敏感的难题；育成中国第一代
转基因抗虫玉米新品种；提出玉米杂种优势
与基因沉默有关，并克隆了相关cDNA片段；
构建了中国第一张玉米分子标记连锁图等
等。他先后在国内外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70
余篇，主编或参与编撰《农业结构调整与区域
布局》《遗传学》《植物遗传育种学》等。他先
后培养硕士、博士、博士后50多人。2001年，
他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谢友柏说：“少年时期，给我们兄妹留下
较深印象的，是父母教我们如何做人，如何与
人和谐相处。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不讲假话，
要守规矩，不要做不该做的事。”谢鸣九夫妇
终身从教，以身作则，注重爱国奉献、读书传
家、诚实做人、严谨治学等家风的培养与传
承。也许，这正是界首谢家一门能走出两位
工程院院士的家族基因密码。

古镇界首的一门两院士
□ 翟荣明

秋意渐浓，菊花飘香，把酒品蟹，人生一
大乐事也。而文人墨客品蟹，还会诗兴大发，
留下一些咏蟹的诗句。

唐代李白在《月下独酌四首》中写道：“蟹
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
高台。”意思是：蟹螯就是仙药金液，糟丘就是
仙山蓬莱。姑且先饮一番美酒，乘着月色在
高台上大醉一回。杜甫诗曰：“李白斗酒诗百
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
称臣是酒中仙。”其豪饮毋需多说。饮酒得有
下酒菜，李白持一只蟹螯就醉意朦胧。与其
说美酒醉人，还不如说是蟹螯醉了“诗仙”。

同为唐代诗人的皮日休，大概也喜欢品
蟹。不过，他的视角跟李白不一样，其《咏螃
蟹》诗曰：“未游沧海早知名，有骨还从肉上
生。莫道无心畏雷电，海龙王处也横行。”在
皮日休看来，螃蟹横行无忌，绝不是欺软怕硬
的主儿，否则，它怎敢在龙王面前横行呢？黄
巢造反入长安，皮日休任翰林学士。黄巢败
亡后，皮日休下落不明。看来，皮日休《咏螃
蟹》是有所寄托，他是欣赏“不畏雷电敢横行”
的猛人的，例如黄巢。

北宋词人苏轼也爱品蟹，他在《丁公默送
蝤蛑》中写道：“半壳含黄宜点酒，两螯斫雪劝
加餐。蛮珍海错闻名久，怪雨腥风入座寒。

堪笑吴兴馋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团。”公蟹脐
尖，母蟹脐圆，诗中“两尖团”指公蟹与母蟹。
蝤蛑，蟹的一种，有人认为俗称青蟹，其味之
美不如大闸蟹（中华绒螯蟹），苏轼却用来待
客，太守吃得津津有味并且留下诗作，苏轼对
螃蟹的喜爱可见一斑。

北宋史学家刘攽，其诗名远不及苏轼，但
他对食蟹的兴趣并不逊于苏轼。他有一首五
律《蟹》：“稻熟水波老，霜螯已上罾。味尤堪
荐酒，香美最宜橙。壳薄胭脂染，膏腴琥珀
凝。情知烹大鼎，何似莫横行。”诗句描绘了
螃蟹的美味与诱人之处，特别是“味尤堪荐
酒，香美最宜橙”，直接赞美了螃蟹味道醇厚，
适合搭配美酒，而其香气则与橙子相得益彰，
读来令人垂涎。

南宋诗人徐似道(字渊子)有《竹隐集》传
世，其《游庐山得蟹》写道：“不到庐山辜负目，
不食螃蟹辜负腹。亦知二者古难并，到得九
江吾事足。庐山偃蹇坐吾前，螃蟹郭索来酒

边。持螫把酒与山对，世无此乐三百年。时
人爱画陶靖节，菊绕乐篱手亲折。何如更画
我持螫，共对庐山作三绝。”诗人竟然把食蟹
与游庐山相提并论，可见他对品尝螃蟹的兴
趣非同一般。而南宋诗人陆游，简直爱蟹成
痴，作诗曰：“传方那鲜烹羊脚，破戒尤惭擘蟹
脐。蟹肥暂擘馋涎堕，酒绿初倾老眼明。”

元代诗人龚璛，收到陈壶天送来的螃蟹，
思绪飞扬，作诗曰：“寒蒲缚来肠已无，枯骨裹
肉肉自腴。为君唤醒江湖梦，孤篷细雨声相
濡。”龚璛曾在高邮生活过，从诗句看出，当年
螃蟹作礼品是缚好后装在蒲包里，这跟笔者
早年见到的螃蟹包装几乎一样。螃蟹多产于
湖荡，如今品尝，仍能唤醒笔者的“江湖梦”，
很想去看看捕蟹的场景，尝一尝“肉自腴”的
红膏大闸蟹。

螃蟹的特征是多足横走。明代开国元勋
刘基爱食蟹，有诗作《题蟹》，其一曰：“壳斗犀
函手斗兵，沙堤潮落可横行。稻根香软芦根

美，未觉江山酒兴生。”其二曰：“拥剑横行气
象豪，浑疑缣素昃波涛。能令吻角流馋沫，莫
向窗前咤老饕。”两首诗都是先描述螃蟹的特
点，后写它是下酒的美味。

明代王世贞食蟹，美味入口，还不忘讽刺
一番：“唼喋红蓼根，双螯利于手。横行能几
时，终当堕人口。”诗短意丰，借题发挥，表达
了诗人对坏人的憎恨，指出他们不会有好下
场。

清代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菊花诗
会”，通过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赋诗三首，
分别是：“持螯更喜桂阴凉，泼醋擂姜兴欲
狂。饕餮王孙应有酒，横行公子竟无肠。脐
间积冷馋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原为世人
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贾宝玉）“铁甲长
戈死未忘，堆盘色相喜先尝。螯封嫩玉双双
满，壳凸红脂块块香。多肉更怜卿八足，助情
谁劝我千觞。对兹佳品酬佳节，桂拂清风菊
带霜。”（林黛玉）“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
盼重阳。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
黄。”（薛宝钗）三首诗可谓既写了螃蟹的本质
属性，又寄托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金风送爽，又到了啖蟹的季节。把酒品
蟹，再品一品咏蟹诗，何止是多了几分风雅，
是人生又添一大乐也！

品蟹不忘“咏蟹诗”
□ 夏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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