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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剑，国专三部曲出炉

“与唐文治先生相关的许多史料都埋
藏在故纸堆中，需要进一步勾稽爬梳；唐文
治先生生平中的不少空阙疑难和错讹谬误
之处，仍需要去挖掘填补和辩证厘定。”刘
桂秋先生在前言中写道。从凌微年的《唐文
治》，到余子侠的《工科先驱 国学大师——
南洋大学校长唐文治》，再到陆阳的《唐文
治年谱》，许多学人在唐文治生平研究方面
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迄今为止，这些有关
唐文治先生的年谱、传记等，还有待翔实、
完备。“这就是我为什么起意要撰写一部
《唐文治年谱长编》的动因。”

作者刘桂秋，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
授。2004年，刘桂秋先生所著《无锡时期的
钱基博与钱锺书》出版，钱基博是国学大
家，曾经担任无锡国专教授及校务主任。因
这一层关系，加上无锡国专一直没有一部
完整的校史，所以《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
锺书》一书出版后，他就开始搜集资料，着
手撰写了《无锡国专编年事辑》。在此过程
中，他也收存了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先生
的许多相关资料，所以《无锡国专编年事
辑》于2011年出版后，刘老师随即又开始
了《唐文治年谱长编》一书的撰写。在之后
近10年时间里，《唐文治年谱长编》一书进
行了13次稿件修改，才得以完成。

文史学者钱江说，无锡需要这样的大
部头著作，从史学角度而言，一个历史人
物，得有文集、年谱和传记，这个人物才能
立体丰满起来，唐文治这位在无锡文化史、
教育史上的传奇人物，应该有专著做记录。
从学术角度而言，年谱反映的是最为严谨
和真实的治学态度，“年谱长编的撰写非常
艰苦，苦心孤诣。对人物史料解读的学术水
平、严谨的学术风格、大量历史资料的收集

整理，缺一不可。”

抵近历史真貌，创新写作手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是无法完全还
原的。尽管如此，作为治史者，仍要竭尽全
力地去还原历史之‘真’，要穿透重重遮蔽，
深入到历史的细部和深处，尽最大努力去
抵近历史的真实面貌。”刘桂秋说，唐文治
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国学大
家，他的一生行迹在这本《唐文治年谱长
编》中有较为详尽的记叙，所以，这本书除
了兼收与唐文治活动有关的文献外，书中对
唐文治有关的资料、事迹也多有考证，使用
的文献包括了旧谱、日记、信札、文录、诗词、
奏折以及回忆录等大量一手资料，都是未来
研究唐文治完整的编年资料。文化学者顾必
成说，他在书中看到了刘桂秋老师对学术的

执著，对名利的淡薄，追求的坚定，对于当下
很多无锡文化的研究有启示意义。

该书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唐
文治先生曾在上海交通大学担任校长十余
年，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近一二十年有
《晚清以来人物年谱长编系列》丛书的编
纂，《唐文治年谱长编》纳入了这个出版系
列，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这本书的出版得到
了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
金、上海交通大学党史校史专著出版基金
的支持。

这本书的编撰也较为创新，在条序、资
料、按语的使用手法上，为以后学者研究打
开了新的视野，提供了新空间。同时，书中
也编成了近七万字的《唐文治著述编年目
录》作为附录，主要编写了唐文治主要著
述、人名索引、征引文献等。谱后附录比较
全面地反映了唐文治先生一生的著作情

况，以备研究者寻绎；另一方面，也是为了
给之后唐文治的相关研究者提供翔实可靠
的文本。

以史为鉴，启迪城市揽才工程

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代入场景。
江南大学教授汪春劼说，如同城市需要地
标性建筑，当文化雕塑出现在街头，能增加
城市的标识与美感，同样的，文化也需要标
签性内容的引领。无锡历史名人很少有用
年谱式写作手法来呈现的，这对于无锡人
物传记的写作，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唐文治之于无锡国专，是精神内核。不
只是规划与创办，更包括日常的管理与讲
授，唐先生几乎事必躬亲。兼及传统书院的
山长与现代学堂的校长，正是唐文治的自
我定位。唐先生本人的社会阅历、政治倾
向、文化理念与学术追求，才形成了这所学
校的独特风格。

作为大名鼎鼎的交通部上海工业学校
（即1896年由盛宣怀奏请筹设的南洋公
学，1921年起改名交通大学）的校长，为何
辞去现职，跑到无锡创办小小的国学专修
馆？“唐文治来到无锡国专，无疑是无锡引
才相当成功的一次。他50多岁来到无锡，
为无锡教育事业的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
一笔。”钱江说，近年来，城市发展对于人才
的渴求日益强烈，向外招揽人才的需求愈
发迫切，“从城市的长远发展来看，当年对
唐文治的引进是有借鉴价值和意义的。”

顾必成认为，在他看来，这本书是圆满
的也是不圆满的，圆满是刘桂秋通过十年
磨一剑之功，将唐文治这一无锡历史文化
的宝藏系统性地梳理呈现，不圆满的是当
下对地方文化的研究，类似的著作太稀缺
了。“这样的历史文学精品，需要让更多人
看到它，理解它。” （韩玲）

十年磨一剑 抵近历史真相

《唐文治年谱长编》正式出版

在无锡历史上，有

这样一所学校，虽然仅

存在了三十年，却培养

出了一大批著名的文

史学者，在中国现代教

育史上留下不朽传奇。

今年是无锡国学专修

学校（简称“无锡国

专”）建校一百周年。近

日，由刘桂秋所著关于

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

先生的年谱著作——

《唐文治年谱长编》正

式出版。

刘桂秋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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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治年谱长编》

无锡传统饮食作为江南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有机组成，亟需“原汁原味”的传承、保
护和利用。在无锡市商务局的悉心指导下，
由瞿立新教授担任编委会主任，牵头无锡
科技职业学院、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江
南饮食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合作编撰的《无
锡味道》近日面世。

作为无锡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锡传统饮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传承
江南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然而，真正的无
锡味道在今天已愈发稀有，锡菜制作技艺
传承后继乏人，锡菜老字号也面临着生存
发展的困境。编撰一本旨在挖掘、继承和整
合“无锡饮食”特色资源，扩大“无锡饮食”

的社会关注度和品牌影响力，传播和推广
无锡传统饮食文化的《无锡味道》，是无锡
餐饮界的共同心声。

该书以“弘扬传统文化、塑造民族精
品”为己任，从倡议策划到编撰成书，历时
2年多时间，数易其稿，江南饮食文化遗产
研究基地的研究人员，会同无锡饮食文化
知名学者、锡菜代表性传承人几度开展系
列研讨及现场制作活动，力求编撰一本全
景式反映无锡菜起源、发展、创新历程的特
色专著。

《无锡味道》以“味+道”的篇章结构，
通过四季食材、小吃、名馔、名宴、名酒、名茶
的系列呈现，全面梳理了无锡菜的起源、发

展、创新历程，突出了无锡菜丰富多彩之
“味”；通过名家学者从学术、饮食、人文、历
史等不同维度的细细评说，探究了无锡菜底
蕴深厚之“道”，并给读者带来更多的思考。

品读《无锡味道》，读者可以领略原汁
原味的无锡饮食文化风貌，深刻体验无锡
菜的悠久历史以及兼收并蓄、包容开放的
特点，深切感受无锡名店名厨的情怀。《无
锡味道》的出版，将为“无锡味道”正本清
源、保存江南先人遗存的优质文化基因，对
于促进无锡餐饮业转型升级、助力无锡餐
饮企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太湖明珠”美食
新名片也具有积极意义。

（陈菁菁、实习生李晨）

《无锡味道》演绎舌尖上的江南

随着影城的正式复工，由无锡市委宣
传部、无锡市委网信办、无锡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联合主办，无锡市文化发展集团承
办，无锡大世界影城协办的第九届无锡微
电影节近日正式开幕。

无锡微电影节作为本土广受关注的电
影盛会和文化盛事，已连续举办八届，均取
得了圆满成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特别是

第八届无锡微电影节，共收到作品154部，
网络投票参与人数超200万，创造了历史
新高，最终脱颖而出的13个获奖作品更是
在无锡各大媒体平台得到充分展示。第九
届无锡微电影节将继续发挥凝心聚力、鼓
舞士气的积极作用，把握电影“城市性”理
论的发展规律，进一步提升无锡微电影节
的时代内涵。以更加广阔的视野、专业的服

务、规范的运作，通过网络投票、专业评审
等多种形式，为全国电影爱好者奉上一场
光影盛宴。

据了解，本次微电影节除了和往届一
样设有命题类固定模块以外，还新增了优
秀剧本奖，旨在为电影爱好者和电影追梦
人创建更充分的展示空间，为影视专家、学
者搭建一个学术交流平台，发掘一批无锡

新锐电影编剧人才，集结中国电影的“无锡
力量”，为无锡影视发展储备新鲜血液。

组委会表示，本届微电影节对围绕反映
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重大题材
的作品，或以发现吴文化盛地小康之美为主
题，宣传或推广无锡网络城市形象的剧本，将
给予特别关注。 （陈菁菁）

用光影讲述故事
——第九届无锡微电影节启动

近日，字里行间书店和“十一色”团队联合
举办了“生命的意义”讲座，以亲子共读绘本为
基点，向孩子们普及了“生命的起源”等知识。

讲座围绕《生命的意义》绘本展开，从贝拉
的儿童视角，提出了许多现代儿童都会有的疑
惑，例如“我是从哪里来的”，并一一给出了解
答。主讲人大树结合绘本，详细地介绍了婴儿从
受精卵到降生的整个过程。讲座期间，家长和孩
子亲密互动，共同讨论了绘本上关于生命起源的
一系列问题。孩子们大胆问出了平时不敢问或者
不愿意问的问题，而家长们在讲师的鼓励下也耐
心地回答了孩子们的问题。

随着人们对教育重视程度的加深，“亲子阅
读”越来越受到家长的关注，开始走入锡城的千
家万户。近年来，无锡有不少亲子阅读的活动，
比如今年4月妇联举办的“书香飘万家”最美书
香家庭阅读分享活动、无锡公益亲子阅读会等。
这些活动的主要形式都是亲子共读和亲子共
享。无锡还于今年4月建立了包括钟书阁“童书
院”、惠山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和梁溪社区“小
手拉大手”亲子驿站在内的亲子阅读体验基地。

（马晟、实习生王凝暄）

亲子共读“生命的意义”

近日，由绵阳市博物馆、无锡博物院共同主
办的《涪城汉韵——绵阳市博物馆藏汉代精品
文物展》在无锡博物院西区二层展厅正式开展。

“随一双长袖舞杨柳风，随一壶清酿入醇香
杯。随一匹骏马啸凌云志，随一株神木载长生
愿……”通过“千载汉风道涪城”“物阜民丰百业
兴”“居诸不息烟火盛”和“礼正乐教慕神仙”等
单元的展示，观展者仿佛置身于汉代涪县，感受
着蜀人趣味盎然的生活。

在展厅中，有一件展品吸引了游客的目光，
这就是曾在《国宝档案》中出现的东汉青铜摇钱
树。据悉，目前国内出土的完整摇钱树有20
株，其中6株就在绵阳，是目前国内出土摇钱树
数量最多的地方。而这次在无锡展出的这株摇
钱树出坑于绵阳何家山2号汉墓，是目前国内
最大也是最完整的青铜摇钱树。此外，一同展
出的东汉铜马、红陶狗、汉代陶灶、汉代龙虎铭
文铜镜等展品也引起了游客们的关注。

此次文物展依照不同的主题，布置了不同
的展品与图文解说，从各个方面展现了两汉时
期绵阳物阜民丰的繁荣景象。展览将至10月
18日。 （实习生李晨）

《国宝档案》中的“宝贝”
亮相锡城

《锡机飞旋七十年——我与共和国共
成长》一书，近日在第十届江苏书展无锡
分场启动式上举行了新书首发式。全书
以无锡机械工业从1949年到2019年这个
时段为经，以70年发展中的几个关节点为
纬，通过个人口述史的方式，记录鲜明的
人物形象、生动感人的故事和怀揣家国情
怀的理想追求，将这段丰富多彩、风雨兼
程的历史，展示在世人的面前。

从《锡机飞旋七十年——我与共和国
共成长》一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勇立历史潮头，善于攻坚克难，不断书写
新的历史篇章，是无锡机械人的企业文化
和本质特征。

视野开阔，甘为人先，具有不安分的
传统血脉，从不墨守成规，勇于开拓是其
一贯的风格。无锡机械在其发轫之初，就
写下了诸多的“第一”。1909年，无锡第
一家机械企业——无锡协记机器厂成立。
它开启了无锡机械的元年，也开创了江苏
机械工业的先河。从此以后，无锡机械行

业一路高歌猛进，经济总量实现了惊人的
增长，诞生了一大批规模企业，许多项目
和产品列入国家、省、市重点计划之中，
让“无锡制造”走遍了全球各地。

智慧与精明并存，实干和巧干结合。
无锡机械人最可贵的特质之一就是钻研技
术，注重革新。书中写到的毛军华、严
奇、陆炳兴、王家明等企业家都是从生产
一线的技术员干出来的。他们都是技术革
新的能手，自身行业中的专家。他们对于
企业发展的方向把握准确，在具体实施的
过程中，充分应用前沿技术，崇尚实干，
注重效益，不图虚名，使得企业能够一直
处在良性的发展之中。

改革不畏险，做事不怕难，勇立潮
头，走出了一条多元化发展的道路。从
书中写到的众多人物的经历来看，也能
说明这一点。像陈巨昌、华金荣、蒋彬
洪、洪汝乾、陆道君等人都经历过1960
年至 1962 年底国家提出的“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历史阶段；尤其是

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在乡镇企业崛
起、民营企业迅猛发展等一系列大变局
面前，无锡机械行业如何通过深化企业
改革来解决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矛盾，
本书在这方面有着诸多描述。有的在体
制内进行改革。1987年4月，无锡锅炉
厂作为无锡市首批承包经营责任制试点
探路企业，率先向社会公开招聘承包经
营者。有的离开体制，下海创业。2014
年，在大国企干了26年的总经理严奇，
在年近五旬时，辞职创办“航亚”公
司，进入航空发动机的事业。如今，“航
亚”公司已经突破整体叶盘加工关键技
术，实现了该技术在军民航空发动机上
的应用，“航亚”产品也上了央视重头节
目《大国重器》。

该书正如序中写的那样：通过平实的
讲述，传递出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
一种实业报国的精神追求。一代代无锡机
械人，正是以这样的精神气质，创造了一
个又一个产业奇迹。

一部无锡机械七十载风雨历程的口述史
□张颂炫

姜鲁宁 主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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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机飞旋七十年
——我与共和国共成长》

（美）维迪亚·德赫贾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本书以历史大变迁为背景，有效地呈现了
“艺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具体含义，并以各
种艺术风格的形成、发展为线索，全面解析了
4500年来印度审美风尚的历时性嬗变。此外，
针对21世纪的艺术家应如何在尊重传统文化
遗产与建立现代艺术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作
者在层层递进的论述中巧妙地给予了回应和解
答。全书近300幅精心挑选的彩色插图堪为一
场奇妙的视觉盛宴。

《印度艺术》

赵汀阳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以一种“哲学与诗”的方式来论述作者
的历史哲学和对中国文明的基本理解：历史乃
中国精神世界之根基，中国文明之所以始终以
历史为本，在于把历史变成了方法。作者尝试
提出一种“渔樵史学”，认为虽然在学术性、丰富
性和可信性上远远不及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太史
公传统，但渔樵的论古方式提示了一种不可替
代的、有着形而上深度的历史方法论，尤其与一
种文明的生死问题密切相关。

《历史·山水·渔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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