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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山阳邱氏因科考

人文极盛，首开地方文化氛围先

驱者，可惜由于淮城大水，至道

光、咸丰年间兵乱，邱氏作品大多

散佚；到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

度，邱氏自此家道中落。清末邱

氏后裔邱崧生（1858 年—1905

年），字于藩，光绪七年进山阳县

学为秀才，好词章金石书画；其夫

人是淮安晚清著名音韵学家丁显

（字西圃，咸丰己未举人，曾任睢

宁训导）的女儿。丁显著有《丁氏

韵学丛书》，包括《丁氏声鉴》《谐

声谱》《切字捷径说》《音韵指迷》

《双声诗选》等。受岳父影响，邱

崧生业余喜好隐语灯谜。光绪四

年，徐嘉与何绮（字庾香）、段朝端

（号笏林）等发起淮安“隐语社”，

邱崧生亦积极参与。1893年，罗

振玉被聘为邱氏的家庭教师，两

人结下深厚友谊。1898年，罗振

玉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邱崧生

为校务，“惧先业之颠坠，乃掇拾

炱朽蟫断之余，随其所得，以次编

纂”（俞樾《邱氏家集序》），辑成

《邱氏家集》，保存象升、象随诗作

的一鳞半爪，《山阳艺文志》也收

录部分著作。邱崧生1905年卒，

罗振玉有《直隶候补直隶州知州

邱君墓志铭》：“时君方壮盛，先世

有遗产，足自赡……”罗振玉在其

《广陵冢墓遗文》序中说：“山阳邱

于藩与予同好，乃移石至其家。

予则与吴县蒋伯斧部郎（黼）亲施

毡拓，于是此石始传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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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仲裁委秘书处召开2024年工作部署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
近日，淮安仲裁委秘书处在市行政会议中

心召开2024年工作部署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会。会议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新年工作要求，

贯彻全省司法行政工作会议和市委政法工作会

议、市纪委全会精神，总结2023年工作，部署

2024年任务，进一步推动我市仲裁工作高质量

跨越发展。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淮安仲裁委

常务副主任赵立宏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副

秘书长、研究室主任、淮安仲裁委副主任郝道君

主持会议，淮安仲裁委秘书处党组书记、秘书长

蒋维林作工作报告。

过去一年，淮安仲裁委秘书处紧紧围绕全

市中心大局，以实干显实效服务企业发展，以有

为争有位贡献力量，以品质提素质增强本领，在

推动经济发展、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等方

面发挥积极作用。全年受理案件1231件，同比

增长47.5%；标的额达24.54 亿元，同比增长

4.1%，全年无仲裁案件被市法院撤销或不予执

行，受理法院诉讼分流案件130件，仲裁制度创

新得到省司法厅认可，圆满完成省营商环境评

价指标仲裁考核4项任务。

就做好我市下一步仲裁工作，赵立宏在肯

定仲裁委秘书处所取得的成绩后指出，一要聚

焦服务大局，着力提升仲裁工作执行力。要强

化政治引领，找准工作缺口，彰显担当作为。二

要聚焦办案绩效，着力提升仲裁工作公信力。

要强化制度保障，提高审理效率，加强办案监

督。三要聚焦品牌打造，着力提升仲裁工作影

响力。要继续抓好新领域仲裁制度的推行，提

升淮安仲裁的专业化水平，加强仲裁队伍建设

和管理监督。

会议还对2023年度表现突出的仲裁员、仲

裁分会和秘书处部门、个人等进行通报表彰。

仲裁委部分委员、派驻纪检组组长、仲裁委

秘书处全体人员、各仲裁分会会长、全市优秀及

先进仲裁员等参加会议。 （淮仲）

大胆适用公司人格否认 妥善处理群体性纠纷案件
淮安仲裁委审理

申请人377名业主与被申请人某开发公司合同纠纷案

案例评析

基本案情

开发商铺的房地产公司往往以

“售后返租”作为促销方式，合同履行

过程中又会“金蝉脱壳”意图逃避责

任，仲裁庭依法进行穿透式审查，找出

真正责任人，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和

社会稳定大局。

被申请人某开发公司促销商铺

时，提到“市场实行三年返租一次性付

清的销售政策，直接在总价中扣除，在

商业兴盛之前，让投资者坐收租金”。

该“返租”项目吸引377名业主与其签

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合同时，

该公司自身从“返租”义务中抽离，安

排商铺购买者与其实际控制的A公司

签订《商铺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约定

期限为三年，届满后A公司拥有优先

续约权，第四年租金收益不低于第三

年租金收益或根据同期市场租金行情

确定。这三年的租金已从购房款中抵

扣，A公司并不需要实际支付租金。

合同期满后，A公司并没有与申请人

续签合同，而是由B公司与申请人签

订委托书，约定由B公司履行向申请

人支付第四年及以后租金的义务，之

后A公司和B公司相继注销，致使申

请人无法直接向B公司主张第四年及

以后租金。仲裁庭审理后认定，被申

请人、A公司、B公司被人为控制，滥用

控制权致该三家公司利益相互输送，

丧失法人人格独立性，沦为控制股东

逃避债务工具，应在本案中否认该三

家公司法人人格，由该三家公司依法

相互承担连带责任。鉴于A公司、B

公司已注销，本案中B公司的债务应

由被申请人某开发开发公司承担。

典型意义

淮安仲裁委员会积极响应中央要

求，主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配合当地

政府引导群众通过仲裁法律途径进行

维权。本案依照关于公司人格否认的

法定适用情形，当用则用相关规定作

出裁决。因本案开发商尚有部分房屋

未完成销售，群众合法利益通过裁后

执行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实现，开发

商对裁决结果也表示接受。仲裁机构

为维护当地社会稳定大局和营造诚实

信用法治化环境作出贡献。 （淮仲）

江苏凯泉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江苏福田智慧物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与你单位之间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本委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

本、答辩通知书、选指定仲裁员通知书及仲裁手

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仲裁员选定书和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0日内。本委将于2024年5月29日组成

仲裁庭，请你单位于仲裁庭组成之日起5日内至本

委领取组庭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仲裁庭将于

2024年6月8日上午9∶30在本委开庭审理此案。

届时你单位如不出庭，仲裁庭将依法缺席裁决。

淮安仲裁委员会
2024年4月15日

淮安仲裁委员会公告

明朝以来，淮安
望族邱氏以科举起
家，文脉相传数代。
明朝初年，邱氏始祖
由明州（今宁波）迁至
山阳（今淮安区），作
为淮郡望族，“胜国以
来，首推邱氏”，先后
走出有“淮南二邱”之
称的邱象升、邱象随
兄弟，“曲江十子”之
一的邱庸谨等，真正
让这个家族流芳百世
的却是族中一名女子
——邱心如。

在清代，整个邱氏世居城内。邱氏第八代即邱

象升、邱象随兄弟二人，家住山阳西长街，宅后有“桐

园”，建有玉蕊亭，绿竹环绕，俏立花圃，有人写诗赞

其“梧竹阴阴洞壑藏，珠簾小阁晚生凉”。兄弟俩幼

年接受良好家庭教育：祖父邱度，字汝洪，号震冈，幼

年得吴承恩指教，万历丁丑进士，授南康府推官；父

亲邱俊孙，崇祯癸未进士，晚年闭门修身，擅长诗文，

对他们的影响很深。

邱象升（1630年—1690年），江苏山阳人。清

顺治进士，庚子（1660年）外放琼州府通判，并邀望

社好友张养重一起前往。在海南琼州，他力主“惠怀

之”，减轻黎民徭役，惩办“鱼肉良民”恶首，受到百姓

爱戴。康熙戊午，其补大理寺左寺副，在任期间，平

反冤狱，后因父老归养回淮。有《谷音》《入燕》《岭

海》《白云》《草堂》诸集。其子邱迥，字尔求，雍正贡

生，居“桐园”，藏书甚丰，学术深邃，尤长于诗，有《杂

录》《笔记》《翼堂诗稿》。其孙邱庸谨，号浩亭，《淮安

府志》载：“雍正元年（1723年）拔贡，官六合教谕。

琴、棋、书、画无不精通。”乾隆年间，山阳河下名园

“柳衣园”内曲江楼，常聚大江南北耆宿会文其中。

当地名宿周振采、刘培元、刘培风、王家贲、邱庸谨、

邱重慕、吴宁谧、边寿民、戴大纯与程嗣立并称为“曲

江十子”。

邱象随，邱象升弟，江苏山阳人。清顺治十一年

（1654年）拔贡，康熙十八年（1679年）召试博学鸿

儒科，授翰林院检讨，官至洗马。著有《西轩诗集》

《西山纪年集》《淮安诗城》八卷等。其子邱迈，乾隆

年间诗人。乾隆年间，邱氏衰落，桐园亦荒废。

嘉庆时，邱氏后代邱鲁士（名广德，号润之）在京

师，师从汪廷珍，乾隆己酉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官

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赠太子太

师。晚年，邱鲁士定居山阳河下，宅院在河下竹巷魁

星楼东，宅院内广种桐树和修竹，为修身养性之地，

为追思先世祖的“桐园之胜”，自称“小桐园”，意为数

典不敢忘祖。

淮南二邱：名震清初文坛

邱心如（1805年—1873年）出生于清道光、咸丰年

间，其太高祖邱同升是邱象升胞兄。邱心如自幼饱读

诗书，有深厚文学功底，未出阁即开始《笔生花》创作。

她的父亲邱广业（1771年—1834年），字勤子，赴京应

试期间，居于同乡汪廷珍家中，嘉庆十三年考中举人，

道光六年大挑二等、七年选凤阳临淮乡学训导，在临淮

任六年“学博”后回淮，一年后去世，著《卧云居诗草》，

与潘德舆是世交。潘德舆长子潘亮弼（1806年—1856

年）（道光十年淮安府学诸生），娶邱心如之妹。

邱家本住城中，由祖父始迁到河下杨天爵巷，因为

祖母是河下盐商望族程氏，当时她家宅邸也是程家置

办。其生母秦氏尤“嗜闲篇”，因而自幼饱读诗书，精诗

词工行草，并阅读许多弹词等通俗文学。邱心如从十

五六岁开始，决心创作《笔生花》，可惜只写五回，19岁

那年便嫁与河下茶巷张希曾为妻。高岱明女士在《淮

故纪闻·白娘子小开水》中说：“清代著名女作家邱心如

的婆家即在河下镇茶巷头天兴观右侧，人称张氏恬素

堂。”但是，在过去社会，女性被家庭束缚，邱心如婚后

生活极为艰辛：丈夫功名不就，穷困潦倒；婆家关系难

处，丈夫弟兄三个，“群小猜忌，闲语流言，不绝于耳”，

后丈夫英年早逝，留下一双儿女；二十年后，女儿出嫁，

儿子夭亡，孤苦无依。于是，她与母亲一起生活，白天

挂帐教徒，侍奉老母亲；夜晚秉灯创作，过着“惊米贵，

苦囊空”的生活，只能将满纸辛酸泪付诸作品，因而笔

下的女主姜德华，改扮男装，以功绩位居台辅。咸丰元

年（1851年），《笔生花》写完，前后共用三十年时间，长

达120万字；咸丰七年，《笔生花》刊刻问世，立即跻入

弹词名著之林，书上署“淮阴心如女史著”，此后邱心如

的才名传遍文坛。诚然，河下钟灵毓秀，天地灵气不独

钟于须眉，亦钟情巾帼。《笔生花》是清代三大弹词之

一，另两部是《天雨花》与《再生缘》。关于《笔生花》的

成就，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文史文献专家谭正璧先生

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中说：“一个贫困交迫的女性，能

独力成此百余万言的巨著，且技术高妙，文辞优美，在

中国文学史上能有几人？在这点上，不由我们不极端

崇拜这位伟大的弹词作家邱心如女士。”

淮上才女，桐园心如 邱崧生：罗振玉好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