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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阜宁县花园街道和平社区
竹墩茔，有一座施氏一世祖施千
和夫人的合葬墓。据阜宁《施氏
宗谱》记载，施千夫人姓马，是明
太祖马皇后的侄女，合葬墓建于
明朝永乐十二年。

是真是假？记者一探究竟。
“现在的和平社区办公地，就

是原施庄镇镇政府的办公楼。”9
月9日，记者来到阜宁县花园街
道和平社区时，阜宁县阜城街道
原工作人员周凌飞说，在2010年
左右，原施庄镇大部分辖区划到
金沙湖管委会，施庄镇不复存
在。“从原镇名不难看出，周围居
民姓施的占大多数。”

已经破损不堪的老《宗谱》

合葬墓被阜宁县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这座合葬墓有600多年的历史

施华老人在看新修的《施氏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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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施氏宗谱》
“这是 1993 年第七次修订的《施

氏宗谱》，对施氏一世祖施千和夫人的
生平有详细记载。”听说记者采访，今年
85岁的施则大从家里拿出《施氏宗谱》。

《施氏宗谱》的首页是这样写的：
“施千生于元至正元年（1341年）八月
十六日辰时，终明永乐六年（1408年）
十一月初三日未时，娶马氏生于元至
正元年（1341年）八月二十七日亥时，
终明永乐十二年（1414 年）八月初四
日申时，合葬于本庄东南竹墩茔乾山
巽向，施千是元末避战乱来到地僻海
隅的现今阜宁施庄。马氏是明太祖马
皇后的侄女，朱元璋登基后，马皇后非
常思念侄女，寝食难安。皇帝心疼，召
见施千问想干什么？施千说自己想乐
守田园。朱元璋表扬他品德高尚，赏
赐田数百顷，入庙湾（今阜宁）八镇总
灶籍，生子一鉴。”

“还有一本老《宗谱》，是用毛笔手
书的，可惜因为保存不当，已经破烂不
堪。”见记者对新修《宗谱》记载存疑，
施则大老人立即打电话给同族的 73
岁老人施玉连，让他将存放在家的老

《宗谱》取来。
老《宗谱》损坏很严重，但记录“施

氏一世祖施千和夫人的生平”的那一
页保存尚好。新修《宗谱》记载的施千
和夫人“生于元至正元年”，但老《宗
谱》记载的是“生于元朝永宁九年”。

老《宗谱》前后部分脱落并遗失，
零星地看到记录了施氏家族在明清时
期发生的“大事”。老《宗谱》的书写者
是“豫章居士 魏一匡”，书写时间是

“壬子年”。按照时间推断，清朝后面
的壬子年应该是 1912 年，距今有 112
年的历史。

据施玉连介绍，这本老《宗谱》是
他的爷爷传下来的。

出入之处有待考证

“元朝没有永宁这个年号，老《宗
谱》的记录应该不是很准确的。”盐城
市博物馆文史专家王红花说，“元至正
元年（1341年），是元朝的最后一个年
号，距朱元璋称帝（1368 年）相距 27
年，这个说法比较可信。”

据史料记载，明太祖的皇后马氏，
亲生父亲是安徽宿州人，被称为马
公。马公祖上是大富大贵的人家，马
公乐善好施，经常周济贫困百姓。马
氏母亲姓郑，在1332年生下马氏不久

就去世了。马公没有儿子，视马氏为
掌上明珠。

马公因为杀人避仇逃亡他乡，临
行时将爱女托付给生死之交郭子兴，
郭子兴收马氏为养女。后来江淮大
乱，郭子兴召集人马，占据濠州，成为
割据一方的“军阀”，朱元璋则是郭子
兴手下将士。郭子兴的老婆张氏，见朱
元璋不是普通人，就劝郭子兴让马氏和
朱元璋结婚，也就是让朱元璋入赘，成
了郭家的“上门女婿”。后来，朱元璋从
底层一步步努力，成了明朝开国皇帝。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马公只有马
皇后一个女儿。施千夫人马氏是马皇
后的侄女一说，或许是马皇后堂兄弟
家的。”施则大老人说。

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的施氏一世祖施千和马氏
的合葬墓，是30多年前从原有的土墓
基础上修缮而成的。”竹墩茔在204国
道和平社区段东侧，距社区办公楼有
500米左右。今年74岁的施华告诉记
者，之前合葬墓前有亭之类的建筑，都
被战火摧毁。

2011年，施氏后人为明太祖马皇
后侄女墓立碑；2015年，“明太祖马娘
娘侄女施氏墓”被阜宁县人民政府列
为“文物保护单位”。

此地的施姓后人与《水浒传》作者
施耐庵有无关联？施华说：“我去过大
丰白驹，也去过苏州阊门，但因为过去
留下来的资料太少，无法寻根。”

“迄今为止，在大丰白驹与施耐庵
关联的史料中，能够采信的，主要是

《兴化县续志》中收录的《施耐庵墓志》
以及本志之《文苑》中讲述的张士诚会
见施耐庵的故事。施耐庵祖籍姑苏
（苏州），元末迁到兴化，后隐居于白驹
盐场。在白驹《施氏家簿谱》中，施耐
庵成为白驹施姓的始祖。”这段话，出
自2004年出版的《江苏地方志》。

从《江苏地方志》和阜宁《施氏宗
谱》记载来看，施耐庵和施千同在元末
从苏州迁到苏北。

根据阜宁《施氏宗谱》记录，自施
千迁到庙湾（今阜宁）以来，六代没分
过家。他们以及后代在这块土地上开
荒种粮、聚族而居。

阜宁施庄《施氏宗谱》记载的施千
夫人马氏，是明太祖马皇后的侄女一
说，需要更多的史料去佐证。有探究、
知晓这段历史的专家、史学爱好者可联
系记者，电话：15061436866（微信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