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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幅全国
重要的地形图上，在奉贤齐贤镇的
西南、南桥镇的东北，赫然写着一个
醒目的地名：方家祠堂。它的东边，
还写着另一个地名：方家。“方家祠
堂”的位置，就在当今九棵树未来艺
术中心的西边北侧，一条叫做周家
港小河的北岸。“方家祠堂”正式的
名字叫“方正学公祠”。方正学，就是
明初大儒方孝孺，他的故里在浙东
宁海。一位老家在浙东的大儒，他的
公祠怎么会坐落在上海奉贤呢？事
情还得从方孝孺说起。

朱棣夺得皇位后，想借助方孝
孺的威望臣服天下，逼着方孝孺为
他起草就位诏书，但方孝孺不愿意。
朱棣说你不肯拟诏，就灭你九族，孝
孺毫不示弱，说哪怕灭我十族，也决
不起草诏书，“死即死尔，诏不可
草”。于是，朱棣命人将其嘴巴割裂
至耳朵边，还当着孝孺之面，将其亲
戚和朋友门生一一连坐残杀，先后
被冤杀者竟达873人，株连受害者更
是不计其数。方孝孺最后被凌迟致
死，“以一身抗万乘之威，虽九死而
不悔”的气概，受到后世无数人的景
仰和珍重。

明代的文学家、史学家，也是南
京兵部尚书王世贞说：“建文末，天
下之名能殉义者莫如天台方先生，
其得祸之烈则亦无如方先生。”明代
松江地区著名学者陈继儒赞许方孝
孺为“浙东第一名儒，国朝（明朝）第
一忠臣。”清代思想家黄宗羲说“有
明学祖，千秋正学，有明诸儒之首”。
林则徐、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也都
有赞词。习近平总书记在担任浙江
省委书记时，曾称赞其为“刚正不
阿，以身殉国”。

方孝孺遇难之时，方氏家族遭
遇了没顶之灾。方孝孺的妻子郑氏
和在京的大儿子方中愈等自寻而
亡。朱棣密诏行刑人员要对在宁海
的亲族人员也斩尽杀绝。当时任宁
海县尉（一说典史）的魏泽，曾任刑
部尚书，因为得罪权贵，被贬为海宁
县尉。在密令到达之前，他已得知京
城巨变，对方孝孺十分同情，于是乘
夜将方孝孺九岁的次子方中宪和方

的文稿连夜救出匿藏。此绝密行动
被台州秀才余学夔知晓。余对朱棣
篡政一事十分不满，遂不拒危险，愿
意参与救助行动。他以装疯卖傻的
形式，两次在街头拦截魏泽，表露要
效仿春秋时程婴等人冒死救护赵氏
遗孤的行为，愿为救助方家遗孤出
力。余秀才的言行感动了魏县尉，便
将方中宪、方的文稿以及事先写好
的托付密信交给了余学夔。

余学夔是个胆大心细之人。他
立即秘密逃出宁海，坐船越过杭州
湾，来到当时的松江府华亭县白沙
乡的青村（今为上海市奉贤区奉城
镇），交付魏泽密信，请方孝孺的门
生俞允收留方中宪。俞允看毕密信，
见送来的孩子是老师遗孤，又惊又
喜，当即二话没说，一口应承，留于
自己家中，改姓俞，改名德宗。并议
定将俞家养女俞氏嫁于德宗为妻，
对外说是招进门的女婿。待德宗成
年成婚后，怕青村过于热闹，易于暴
露，遂搬至金汇塘西、长浜之阳的余
学夔族弟余豹那里居住，并再次改
姓为“余”，长期定居了下来。自此，
长浜便成了方氏家族的新故里。在
救助方孝孺遗孤过程中，居于松江
城的长史任勉也出了力。他主要是
从经济上进行资助。他知道俞允救
助方中宪后，赶到青村，表示自己也
愿助一臂之力。开始余学夔并不信
任他，怕其有诈，任勉取出实物证明
其与俞允同为方孝孺在四川秋闱所
得之士后，余才放心。任勉欲以金钱
答谢余学夔，但余不受。任勉后官至
福建参政。

方中宪改名余德宗后，“为人谦
虚谨慎，教书为生。晚年改名忆椿，
以示不忘生父”。永乐十一年（1413
年），致仕归家的俞允为余德宗题写
堂名“有成堂”，寓意大致是“正道多
助乃有后，中道复兴必有成”。这个
堂名据说方氏从奉贤移迁至南汇航
头的一个分支，几百年来一直使用
至今。余德宗去世之后葬于何处？清
光绪《重修奉贤县志·冢墓》中记到：

“方正学遗孤必昌墓，在金汇塘西北
列于圩长浜之阳，董其昌题碣。”董
其昌为晚辈，前后相距一百余年，想

必此碣乃后来重修时所写。
这“长浜之阳”的长浜在什么地

方？查1985年所编《齐贤志》中《解放
前齐贤水系示意图》可知，长浜在柘
沥港与金汇塘之间。齐贤镇原有三
长村，其村名由来，即为“长浜分东
长浜、中长浜、西长浜，故称三长”。
可见，古代之长浜即在当今奉贤区
金海街道三长村境。如今，老长浜已
经填平，在它北边约 400 米 处开浚
了一条新长浜。（老）长浜旧址，就在
今三长村村委会办公楼北侧围墙
外，当年建在长浜上的南北向水泥
桥依然还在。

自永乐年间余德宗始，方孝孺

的后裔们一直隐姓埋名，提心吊胆
地生活在三长乡。全国各地，对建文
诸臣及后裔的压制，却在寻求着慢
慢撬动。永乐年间，谁揭发私藏方孝
孺文集者，就可官复原职，私藏者则
直接处死。朱棣去世后，即位的明仁
宗朱高炽即谕群臣曰：“方孝孺辈皆
忠臣，诏从宽典。”又过五六十年，自
弘治开始，不断有人上书表示对建
文诸臣的同情，朝廷虽拒绝平反，但
不再追究同情者责任。嘉靖年间有
宁海书生叶琰，四处打听，寻找孝孺
嫡亲后裔，居然给他打听到孝孺有
后裔在松江府，冒姓余，居华亭白沙
乡者已五六世。他便把打听到的资
料写成《振发幽奇》以存，等待云开
日出的那一天。明代对建文忠臣的
态度转折点发生在万历年间。明神
宗朱翊钧即位后下令祀建文诸臣，
有裔者恤录。后又革除诸臣罪名，计
一千四百余人。万历三十六年（1608
年），时任南京提学御史杨廷筠，在
认定余德宗为方孝孺嫡系且繁衍至
二百多人后，便允许后裔复姓方。此
时离开方孝孺遇害已经过去了 206
年。杨廷筠这位与徐光启同时代的
杭州人，还捐银三百两，在松江普照
寺西建求忠书院（也称方正学先生
祠），作为松江府祭祀方孝孺的祠
庙。求忠书院后在松江知府张九德
主持下，耗时八个月终于建成。落成
之日，万人云集入祠奉祀，主祭方孝
孺，陪祭魏泽、余学夔、俞允等人。明
万历年间，在奉贤的柘沥塘西方十
八图有人创建了方正学公祠。此为
第一座方正学祠。

天启二年（1622 年），方孝孺十
世孙方忠奕入京参加贡生考试，遂
上书明熹宗朱由校，请求正式为方
孝孺恢复名誉。皇帝因而下旨：“方
孝孺忠节持著，既有遗胤，准与练
子宁一体恤录。”至此，隐居奉

贤、南汇等地区的方孝孺后裔终于
得到官方认可，方孝孺的冤案得到
平反昭雪。圣旨中所说到的练子
宁，官至御史大夫，也为建文忠
臣，被朱棣磔刑致死，全家没族，
亲戚戍边。幸一女仆抱幼子以避，
留得练氏一脉。这也说明，忠奸自在
人心。好人好官总会有人相助，终有
逢凶化吉的那一天。

从方孝孺遇害、方中宪到奉贤
避难至今，时空已隔六百余年。特别
是前二百年，还是在唯恐别人知晓
自己是孝孺后裔的压抑情况下度过
的，所以想完全弄清方孝孺后裔在
奉贤的确切情况，困难极大。

从余（方）德宗开始，代代相传，
繁衍不绝，方孝孺的子孙们已经在
奉贤完整地遗传了二十六七代。他
们早已是真正的奉贤人。方孝孺后
裔真正的根就在奉贤区的三长村和
沿港村。笔者二○二○年九月一日
与几位同仁一起，在沿港村二队
（组）见到一位已经七十七岁的老人
王妙泉，他说他祖父叫方明生，就是
航头丰桥南方家人。因为贫穷，其儿
子方金龙（即王妙泉之父）在一九四
○年左右入赘到奉贤沿港二队（组）
王家。如今王妙泉的母亲尚在，已经
九十七岁。王妙泉实际也是方家后
代。我因此以《方妙泉》为题，写诗一
首：“父乃航头方家生，赘入沿港王
姓门。姓氏虽变血脉在，仍属正学后
辈人。”按方庆平推算，王妙泉为方
孝孺二十五世孙。

这里，还有一个情节需要交代，
即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方孝孺
后裔由余姓恢复方姓并在松江建祠
时明确：在郡治者，长房奉祀；在南
京者，次房奉祀；在宁海者，三房奉
祠。这说明，当时有一批奉贤方孝孺
后裔迁到了松江、南京和宁海三地。
这批人的根却在奉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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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1357-1402），亦称“正学先生”，明朝大臣，建文帝讨
伐燕王的诏书檄文都出自其手。后因拒绝为朱棣草拟即位诏
书，施以凌迟杀害，时年四十六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