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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德熙（1926—2013），号味琴。潘琳之子，

1926 年 12 月 12 日出生于平湖城关镇松风台故

居。长期在银行和教育系统工作。“文革”后任上

海书画出版社《书法》杂志编辑。工书画、篆刻。

篆书古润苍秀，用墨浓重；隶书得法于汉代碑刻，

风神独到，有金石气息。曾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上海书法家协会顾问、西泠印社社员。著有

《中华书法篆刻大辞典（印人、印谱部分）》《大学书

法》（与人合作）《文房四宝》《简明文房辞典》《潘德

熙教篆书》《篆书技法指南》等。

潘德熙六岁时开始上学，首先在他家附近的

垂裕小学（其前身是茂修女校）读初小，后进入后

石街的诒谷小学读高小。从小学起，其母就天天

教他读《古文观止》及古诗词，而且要求他背诵。

几年如一日，他几乎能将《古文观止》的全部文章

都背得出来。高小毕业时，日军在金山、平湖沿海

登陆，并到处狂轰滥炸，不久侵占平湖。潘家老小

曾外逃至钟埭附近桑园浜避难一段时间，回来后

父亲让他跟徐锡民先生学习古文半年，后就到周

恺成先生办的“三余初中补习班”就读。补习班老

师大多是前清秀才一类老先生，课文大多是《古文

观止》《古文辞类纂》《四书》等。期间他还到南河

头莫氏大院的茶厅，向当时在葛氏、莫氏大族做家

庭教师的程菊航先生学习古文。一年后补习班并

入平湖县立初级中学（即今平湖中学前身，当时在

平湖北寺内徐氏宗祠），他也随班级于 1942 年春

转入该校初二班学习，1943 年初中毕业。潘德熙

初中毕业后即留校任初一年级国文教师。数年后

又去景陆小学任国文教师，并担任班主任。当时

胞 弟 潘 德 熊 和 朱 明 观 等 就 是 这 一 班 的 学 生 。

1947 年潘德熙进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从事储汇

业务工作。上海解放前夕，曾去上海铁路北站担

任售票员半年。1949 年上海解放后，邮政储金汇

业局并入中国人民银行，潘德熙也随原机构转入

人民银行工作。由于他擅长书写、绘画，组织上将

他安排在储蓄部宣传科，从事银行宣传广告等的

绘制、书写等业务工作。1950 年他与数名画家一

起参与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的绘制

工作。

1979 年后回上海即被借调去上海书画出版

社，不久正式调入该社，从事《书法》杂志编辑工

作。1986 年退休。退休后由单位返聘继续担任

《书法》杂志编辑 10 年之久。晚年回平湖故里居

住。潘德熙先生一直关心和支持母校的发展，

1989 年平湖中学建校五十周年之际，他从上海寄

来书法力作“建校五十年桃李芬菲结硕果，育材千

万人栋梁蔚起满寰中”对联，以示祝贺。建校七十

周年时，他撰写《论沦陷时期的“平湖县立初级中

学”》一文刊于《“我与平中”七十校庆征文选编》，

还不顾年迈体弱书写“平湖中学七十年校庆书画

摄影展”展标，为母校的

文化建设尽其所能。

2013 年 3 月 28 日 ，

潘德熙因患肠癌久治不

愈在平湖中医院逝世，享

年 88 岁。（人物资料由平

湖市档案馆提供，部分来

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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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西学东渐第一人徐光启：西学东渐第一人

即便是不熟悉上海的人们也都知道徐家汇这

么一个地方。徐家汇是上海市中心，商圈密布，此

处东起宛平路，西至宜山路，北起广元路，南至零

陵路，大批不同年代与风格的建筑鳞次栉比。现

代摩登的摩天大楼与过往传统地花园洋房驻扎在

这里，有着一种弥漫在现代生活中的老上海味道。

每一段传奇都有一个起源，曾好奇过“徐家

汇”这一地名的由来。“汇”本指水的汇合，作为原

蒲汇塘、肇嘉浜以及法华泾的汇合处，“汇”一字用

于地名并不意外。顾名思义“徐家汇”之所以叫

“徐家汇”，单单因为此处是徐家的人汇集的地

方。只不过鲜有人知道这个“徐家”与明末科学家

徐光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633 年，徐光启病

逝于北京，后归葬上海，其子孙都在其墓地周围聚

居，并逐渐繁衍开来。徐家汇从起初上海的一个

普通村落，成为上海的城市中心和商业中心之一，

乃至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这些都与徐光启有着

不可分割的联系。

我们的教科书上都写着，清末名臣林则徐是

“睁眼看世界第一人”，而比林则徐早生二百余年

的徐光启则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向西方寻找思想

的第一人”。

由于徐光启，上海从明代就成为西方文明的

“输入地”。徐光启在加强国防、发展农业、兴修水

利、修改历法等方面都有相当的贡献，对引进西方

数学和历法更是不遗余力。他推广番薯、引进西

式火炮，在明朝危亡之时，竭力以实学救国利民。

大名鼎鼎的《几何原本》一书，其前 6 卷就是由徐

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而成，是我国近代自然科

学探索的开始。我们日常念叨的“几何”一词，也

是从那时候开始，比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中

的意义，被赋予了更多真正的数学含义。正因为

这样，徐光启被后人誉为“四百年来最杰出的上海

人”“西学东渐第一人”。

如今，徐光启纪念馆坐落于南丹路光启公园

内，与竖着十字架的徐光启墓地相伴，徐光启墓正

前方是一座石牌坊，镌刻“文武元勋”四个大字。

墓地的石华表、牌坊、碑文等道出了后人“百世瞻

依”的颂念。徐光启纪念馆收内藏着众多与有关

徐光启的书籍和实物，利

玛窦所作《坤舆万国全

图》，为国内仅见的南京

博物馆原版珍藏复制品，

是最早传入中国的世界

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