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萧塘，原本叫做秦塘。公元前
220 年，统一六国的秦始皇，下令修
筑以咸阳为中心的、通往全国各地
的驰道。

大秦帝国的主干驰道有九条，
《汉书》说：“秦为驰道於天下，东穷
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
观毕至。”与萧塘有关的，就是“南极
吴楚”的这一条，我们一般称之为

“滨海道”。

秦朝的驰道，我们现在一般认
为它路宽50步（合今6.9米），每隔7
米就种一棵树，以此来计算行路的
里程。至于种什么树，则根据当地
的具体情况，种植杨、柳、槐、榆等与
地情相适应的树。

今天的沪杭公路萧塘段西侧一
百米处，上世纪80年代有一条西官
路（现在不知在否），相传就是秦始
皇南巡之际经过的一段驰道。甚至
还有一栋叫做顾望堂的建筑，说是
秦始皇路过此地之际，临时停留的
休息站。顾望二字，很可能就是当
时秦始皇在此环顾西周、远望大海
的意思 （当时的奉贤海陆位置，海
岸线在萧塘、南桥、柘林一线，所
以萧塘以东便是茫茫大海）。1984
年，顾望堂已翻建为萧塘乡敬老
院。另外，灯塔十队的古秦塘桥，
被认为是“秦皇驰道”上留存的唯
一石桥。

秦朝驰道宽阔平坦，素有科学
严谨、施工严格之称，至汉朝时，道
路基本完好，所以在驰道上驾驶马
车飞奔，半天就可以行驶两百里以
上的路程，这在古代，堪称是了不起
的成就。甚至直到数百年后的南北
朝时期，这些驰道还基本没有太大
损坏，可以继续通行。

那么，为什么后来秦塘会改名
为萧塘呢？清朝嘉庆年间的《松江
府志》记载说，这是因为在南北朝梁
朝这个时代之际，若干萧姓人家搬
到了此处居住，并逐渐形成市集，于
是他们便将原本的秦塘更名为萧
塘。上世纪 80 年代成稿的《萧塘
志》，也说这里曾有一座佛庵，名叫
友梅庵，到志书成稿之际，那里还有
两株银杏树存在，只是庵已经改建

为金光五金厂。
不过，虽然萧塘以萧姓人家得

名，但此后岁月漫长，这些人家相继
搬走。到宋代，这里的主要居住者，
是陆、顾、卫、李、何、叶、陈、范、韩九
大姓氏，其中前三个属于本地姓氏：
陆、顾是三国东吴望姓，陈是海盐旧
姓。后六个都是移民后裔，其中卫
家是唐末避战乱而南迁到此，其他
五个姓氏，都是因为南北宋之际的
朝代更替，从原住地如荆州 （今湖
北江陵）、汴梁 （今河南开封）、京
口 （今江苏镇江）、苏州吴县、松
江等处迁徙而来。南宋时期，萧塘
人 卫 泾 更 取 得 孝 宗 淳 熙 十 一 年
（1184 年） 进士第一名，也就是大
家耳熟能详的状元。后卫泾徙居昆
山(今属江苏)，但卫氏家族后裔仍
在萧塘周围繁衍生存。这位卫状
元，后来最高做到南宋王朝的除签
书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也就是分
管军事的副总理。

宋代，萧塘曾盛极一时，南起梁
港，北至袁家宅，东抵横泾港，西到
蔡家石桥，但到元朝灭宋，这里便走
向衰落。元末侨寓松江的诗人陶九
成有诗云：“不到萧塘市，流光十五
期。岸倾街甃裂，寺废梵幢欹。

第宅留荒址，垣墉易败篱。相

知无一在，遗迹动伤悲。”说的就是
这样一幅情景。

此后一直到清朝，萧塘都属于
华亭县管辖。清朝雍正年间，划出
华亭县白沙乡和云间乡的一部分，
成立奉贤县。萧塘从此成为奉贤的
一部分。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太平
天国运动曾扩展到奉贤一带。1861
年12月，太平军攻占了萧塘镇，并在
周围挖壕沟、筑营垒，还建立了五座
炮台。1862年2月，清军前来攻打萧
塘，大营就设在顾望堂。太平军曾
围攻清军，在顾望堂打死二十余
人。随后清军召来“常胜军”，这是
招募外国人组成洋枪队基础之上扩
大而成的中外混合军团，加上英法
军队，人数在一千人左右，向萧塘发
起猛攻。太平军奋力反击，一度开
枪击伤常胜军头目白齐文，但最终
仍寡不敌众，付出死亡两千余人的
代价之后，被迫向南桥撤退。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
萧塘一带，又在 1924 年遭遇直系军
阀与皖系军阀的争斗，溃散士兵，到
本乡西部抢劫骚扰。当然在零星战
火之余，1933年萧塘港的开浚、1936
年萧塘镇通电，也表明社会的发展
与现代文明化的启动。

1937年，日军入侵，萧塘再遭劫
难。当年11月，日军飞机轰炸，在萧
塘投弹四枚，炸死三人。随后日军
便从金山卫登陆，占领萧塘。1938
年，日军曾两次侵犯萧塘镇，杀死无
辜乡民数十人，烧毁二十多个宅
基。1939 年，日军更在萧塘镇设立
了兵站。直到 1945 年无条件投降
后，驻境日军全部撤离。

1949年5月，萧塘解放，随后废
除保甲制度，建立起萧塘、西渡、鹤
村、刘港四个小乡。1957年，这四个
小乡合并为萧塘乡（大乡）。再过一
年，奉贤县划归上海市，这里也成为
上海的一部分。

萧塘区域河沟汊港密布，交通
灌溉便利，民间盛传：“先有萧塘港，
后有黄浦江。”曾是太湖下游出海
河，后逐渐淤塞，1982年被填平改建
街心花园。竹冈河为西境主要航
道，两岸均为上等农田。横泾（古称
紫冈河）曲折狭窄，沿途有友梅讲院
等多处古迹；白庙港两岸则地势高

爽，适宜植棉种粮。
西官路则是秦皇驰道旧址所在

地，民国以前是松江府东南地域的
通衢大道，道路宽阔，铺有条石、
青砖，宽度甚至可“五马并行”。
沿途有施相公庙、顾望堂、张翁庙
等古刹。民国时期开辟沪闵南柘公
路，解放路拓宽沪杭公路，西官路
逐渐失去作用，最终被辟为耕田，
甚为可惜。

那么,，为什么到了今天，会冒出
来“究竟是肖塘还是萧塘”的争议
呢？

这，就必须追溯到解放以来的
两次文字简化运动。

第一次文字简化，起于1954年，
那一年年底，《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出炉。随后，国务院便成立了汉字
简化方案审定委员会，1955 年，《汉
字简化方案草案》经全国文字改革
会议讨论通过。1956 年，全国报刊
实行横排，使用简化字。随后，《人
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国务院的《关于
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
简化方案》。

第二次文字简化，发生于上世
纪70年代末，文字改革委员会拟出
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的草案并
公布，广泛征求社会意见。

但是这一次简化，并不成功。
所以在 1978 年 4 月 17 日，教育部撤
回在教科书上试用二简字的决定。
7月，《人民日报》停止试用二简字。
9月，全国所有报刊杂志停止试用二
简字。1986 年 5 月 25 日，国务院同
意《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
(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
请示》，并向全国传达这一决定。
1986年6月24日，正式废止二简字。

而这套被废止的二简字方案，
在姓氏地名上，有三个颇具代表性
的事例。

第一个，便是“傅”姓与“付”
姓。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傅姓而无
付姓，宋代的百家姓当中也没有

“付”姓。而二简字将“傅”简化成
“付”，直接就导致了混乱，如傅作义
将军，二简后成了付作义。

第二个，则是“阎”和“闫”姓。
《说文解字》告诉我们：世上本来只
有阎，根本就不存在闫，闫乃后世俗
字，闫不是姓氏。今之所谓闫姓是
因为《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把阎的
繁体字误简化为闫才出现的。

第三个，便是咱们这里所要讲
的“肖”和“萧”。

首先要说，肖这个字，本来就是
存在的。本义为小孩子，后引申为
长得相似，如成语惟妙惟肖。而萧，
本义则是艾草，后指艾草枯败无生
机的模样。

而这两个字作为姓氏，肖姓是
极其少见的。稍早的《百家姓》《千
家姓》，都没有肖姓，直到明万历年
间的《古今万姓通谱》，才首次出现
了 "肖"姓，而且使用这个姓氏的人
极为罕见，多数是少数民族。

也就是说，咱们萧塘的地名，也
一定是这个“萧”，而不会是“肖”。

不过，因为早期的那个“萧”字，
确实比较繁琐，民间很早便出现了
书写简便的用法，那就是用“肖”来
替代“萧”。但这种用法，在第一次
文字简化后就基本消失了。因为简
化后的“萧”字，已经简便好写很多。

问题在于随后而来的第二次文
字简化，虽然最终结果是彻底废止，
但在 1978 年之后一直到 1986 年完
全废除，却至少影响了一至八届的
学生。尤其是在姓氏之上，很多人
全部改用了二简字“肖”的写法，等
到长大发现不对，正视这个问题之
际，已经很难把自己的姓氏改回正
确写法，结果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出
现了大量身份证上姓“肖”的人，而
他们的真正姓氏其实应该是“萧”。

回到萧塘这里，地名同样出现
了和人之姓名相似的问题，一批在
那个年代读书识字的人，长期把萧
塘写作“肖塘”。但实际上，这种写
法，真正使用只有不到一年时间，中
宣部早在1978年7月就已经发出通
知，在报纸、刊物、图书等方面停止
使用“二简字”。到1986年，更是颁
布文件，正式废止。

所以，把萧塘写作“肖塘”，是一
种误写，是“时代的错误”，到了2019
年的今天，这种错误，不应该再延续
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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