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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也许是一年中最温馨曼妙的
时光。此时，春日的妩媚尚未消退，盛夏
的酷热还没抵达，天气凉爽宜人，大地
一派苍翠——这是多么令人舒畅惬意
的时节啊！

清晨，阳光早早地照进屋内，温而
不燥，暖而不灼，明丽动人，成为初夏最
灿烂、最和蔼的脸庞。我从床上起身，虽
然睡眼惺忪，却感觉精神抖擞。迎着朝阳
推开窗户，深呼吸几口清新空气，感受柔
风送来的阵阵凉意，顿时就彻底清醒了。

往窗外望去，近在咫尺的小区广场
周围，蔷薇、月季、凌霄花、石榴花和其

他一些不知名的花儿竞相绽放，花团锦
簇。这些婀娜多姿、色彩绚丽的花朵，在
微风中摇曳，散发出怡人的芳香。稍远
处的运河边上，翠绿的柳枝随风摇荡，
鸟儿在两岸间穿梭鸣啭，它们都在以各
自的方式迎接生机蓬勃的初夏。

午后，阳光慷慨地释放着热情，虽
有些炙热，但拂面而来的仍是清凉柔和
的风。这时，我常约上几位小区老友，到
附近公园里，寻一处树荫下的长椅，或
在精巧的凉亭中，边品茗边对弈，于楚
河汉界间忘却烦忧。

初夏的夜晚，月光似水，星光闪烁，

微风轻柔，相较于白天的热烈，格外安
谧。此刻，我喜欢在小区旁边的公园小径
上独自散步，聆听池间蛙鸣，任思绪随夜
色蔓延，享受这份独属于夏夜的悠然。

最让人无法抗拒的，是初夏的美
味。每年这个时节，乡下老友家栽种的
半亩多枇杷树便迎来了它们的“高光时
刻”——一颗颗枇杷逐渐褪去青涩，化
作金黄色的宝玉，空气也随之变得香
甜。淳朴的老友总会打来电话，邀我们
全家去采摘。我们穿梭在枇杷林中，专
注搜寻饱满的果实。满载而归后，将枇
杷洗净沥干，放进冰箱冷藏。午后取出

冰镇枇杷，咬开细腻的果肉，清甜在舌
尖化开，满是夏日的馈赠。

未被暑热浸染的初夏，亦是出游的
好时节。我常去锡惠公园爬山，体验攀
登之乐；漫步郊野，沉醉于盛开的花海；
静坐太湖之畔，看白鹭翩飞、鱼儿嬉戏；
更爱月夜露营，安卧于大自然的怀抱，
枕着星辰入眠……

初夏的时光，静好而浪漫。它是春
之尾端、夏之起点，恰如一味温柔的“调
和剂”，让人不必伤感于暮春的离去，亦
能从容迎接盛夏的炽热。

初夏的时光，永远令人神往！

初夏时光
□吴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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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爱
国教育家、工科教育先驱、国学大
师唐文治先生诞辰 160 周年。唐
文治（1865—1954）秉持“正人心、
救民命”之志，一生致力于民族振
兴事业。自1920年起执掌无锡国
学专修学校30年，培养了众多国
学人才，为中华文化传承作出了
突出的贡献。唐文治先生一生坚
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折
不挠，历久弥坚，其文化精神在中
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独特的宝贵
价值。

为了弘扬唐文治先生精神，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江南大
学、无锡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经学
研究院与无锡市国专历史研究会
共同发起，联合各界举办纪念唐
文治先生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
会。此次学术研讨会预定于2025
年11月21—23日在无锡市举行，
邀请国内古典经学、政治学、教育
学、历史学、文学、工科教育等领
域的专家学者，以“唐文治及无锡
国专与中华文化传承”为主题，共
同探讨唐文治精神的深刻内涵与
当代价值，以期启迪后学、裨益于
世。现特向国内学者专家就本次
研讨会征集论文。

参考分论题如下：

1、唐文治研究：唐文治的生
平与学行，唐文治的国学教育理
念，唐文治与经学，唐文治与理工
科大学生的修身立德教育，唐文
治与唐调吟诵。

2、无锡国专研究：国学与近

现代东西方文化交会，无锡国专
的课程结构，无锡国专的经学、文
学、古典政治学等领域研究，无锡
国专的文化传承担当，群星璀璨
的无锡国专杰出师生。

3、央视纪录片《风雨国学
魂——寻找无锡国专》研讨：纪
录片的主题建构与传播价值，纪
录片的历史叙事与现代表达，纪
录片的影像风格与文化品格，纪
录片对无锡城市形象塑造与推广
的意义作用，纪录片在数字建模
上的应用与创新。

4、与本次研讨会主题相关的
其他论题。

论文要求：

1、作品系首发论文，未曾公
开发表过，行文符合学术规范。

2、根据选题自拟题目，论文
字数 10000 字左右，格式请参考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论文格式，文末附作者信息。

3、论文征稿回执报送截止：
2025年8月31日，论文文本提交
截止：2025年10月15日。

4、请将论文电子文档发送至
电子邮箱 twzjnxsh@163.com，邮
件注明“研讨会论文”，文件名标
注为“作者+论文题目”。

主办方将精选论文编入《纪
念唐文治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
会论文集》正式出版，《江南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择优发
表。本次征集论文不支付稿酬，论
文集正式出版后，向论文作者赠
送论文集新书。

纪念唐文治诞辰160周年
学术研讨会论文征稿启事

作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尚君师从朱东润先生，而朱东
润早年曾受教于无锡国专创办人
唐文治先生，并得到其资助继续
学业。这种师承关系使陈尚君对
无锡国专的学术精神和历史脉络
有着天然的关注。此外，无锡国
专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
存在，承载着传统国学与现代教
育的融合实践，其“保存读书种
子”的办学理念与陈尚君对传统
文化赓续的研究方向高度契合。
近年来，他多次在公开讲座和文章
中梳理唐文治的办学思想、无锡国
专的课程特色及其在抗战中的坚
守，既是对师门传统的追溯，亦是
对当代文化传承的深刻回应。

以下是对陈尚君口述访谈的
内容整理：

唐文治先生从清末走来，经
历了重要办学实践，任世事变迁，
始终坚持国学精神。唐先生出身
传统书院，以经史子集治学，是近
代著名的古文家、理学家。他经
历了中国近代的巨变，光绪十八
年（1892 年）进士及第，进入仕
途。唐先生的早年著作《英轺日
记》，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睁开眼睛
看世界的代表作。

据我所知，唐先生曾在慈禧
太后帘前奏对国事，会晤过法国
总统、比利时国王、日本天皇等政
要，是见过大世面的学者。他的
外交经历让他深入了解发达国家
的情况，也促使他希望将这些经
验带回中国。在上海交通大学任
职的14年，是他教育生涯的重
要阶段。那段时间里，他全心投
入学校建设，发展近代工科教
育，引进哈佛教材，为交大之后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他兼
任国文教师，坚持传统古文教
学，强调吟诵。唐先生在交大期
间，白天忙于学校建设，晚上挑
灯著书，他的生活完全西化，但
对国学的坚持从未改变。

我的导师朱东润早年就读于
唐文治主政的学校，后因家贫面
临辍学，唐文治慷慨资助其继续
学业。朱东润晚年多次对我提及

唐文治的教学风范，尤其是其古
文吟诵法和“不解释字句，仅反复
诵读”的教学方式，这也深刻影响
了我的治学理念。在他看来，唐
先生和梁启超都洞察到西方现代
化进程中对本国传统文化的保
留，因此他们毫不犹豫地表达了
回归国学的愿望。

在多场讲座和多篇文章中，
我都试图系统梳理唐文治的办学
实践。例如，在湖南大学岳麓书
院的演讲中，我概括了唐文治先
生“国学四用”思想——传续文
明、弘扬学术、砥砺士节、重建道
德。无锡国专的成立，正是为了
保存国学精神和传统文化。无锡
国专从开办到结束历时30年，经
历了两次重要转型，最初由无锡
地方士绅支持，后转为国民政府
资助，全面抗战时期内迁广西，但
办学理念始终没有变。1950年学
校停办，唐先生对此深感遗憾。
他坚持传统，即使在国家危亡时
也不曾屈服，始终保持独立的人
格和为国家负责的精神。为此，
无锡国专的课程设置既注重传统
经典诵读，如《论语》《史记》，又引
入现代学科，如世界地理等，并以
历代仁人志士的言行激发学生的
报国热情，体现了“守正创新”的
特色。

唐文治在双目失明后仍坚持
授课，由助手搀扶至讲堂，凭记
忆讲授儒家经典，展现了传统士
人的坚韧风骨。他的唐调吟诵
极具特点，根据对作品的理解，
表达平仄语气变化，跌宕起伏，
荡气回肠，被誉为“近现代吟诵
第一调”。

陈尚君对无锡国专的研究，
既是对师门文脉的追溯，亦是对
近代教育史的深度挖掘。他通过
钩沉档案、口述访谈和文本分析，
重构了无锡国专在动荡年代的文
化坚守，并以此反思当代教育中
传统文化传承的困境与可能。正
如他在“纪念唐文治诞辰 150 周
年”时所言：“国学可以传续文明，
可以砥砺士节——这正是无锡国
专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韩玲）

薪火相承
陈尚君论唐文治与国学精神的当代回响

那些人那些事
无锡国专无锡国专

无锡日报社、梁溪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近日，《城市平行线——黄阿忠作
品展》在无锡凤凰艺都美术馆开展。上
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阿
忠擅长用油画描绘新时代大都市蓬勃
向上的精神力量，也善于将自然风光、
山水意境和日常风物融入创作之中，提
炼出宁静质朴且回味悠长的美学意蕴。展
览展出的这些作品，围绕城市与生活的话
题展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城
市、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契机。

黄阿忠对于家乡上海有着长期而
深入的观察，他用温情的笔调记录着城
市变化。他的《曹家渡·1970》《苏州河·邮
电大楼》《晨曦》等作品将记忆与现实中
的片段串联。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
他描绘的对象常取自于身边的风景，由
景生情，借物寓意，情景合一，作品中流
露出自然洒脱、平淡率真的特点。凤凰艺
都美术馆馆长邹芳评价，黄阿忠的艺术
既有时代精神的表现，又有人文关怀的

呼唤，其东方意蕴的表现风格为当代油
画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借鉴。

近年来，黄阿忠坚持写生，从日常
街角到城市天际线，从周边省市到异国他
乡，无论是描绘都市的繁华、水乡的静谧，
还是异国的建筑之美，他始终保持着一种
超然物外的审美态度。著名油画家、壁
画家戴士和表示，黄阿忠在近半个世纪
的创作生涯中，始终坚持用画笔描绘时
代变迁，作品极具亲和力。在江苏省油画

学会主席陈世宁的眼中，黄阿忠的作品有
温度，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有力度，作品
的表现意识很强，充满了视觉冲击力；有
深度，作品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黄阿忠表示，此次展览展出的“城
市”和“生活”两个系列，恰如两条平行
线永远相向而行，他十分感谢无锡为他
提供展示的平台，希望观众走进美术馆
身临其境地感受城市风华，触摸时代脉
动。该展将展至7月3日。 （张月）

来凤凰岛看“城市平行线”

·艺讯·

近日，我应邀参加了曾执教语文的
体育班学生在母校江苏省洛社师范学
校（以下简称洛师）组织的聚会。早在
2002年，洛师就并入无锡师范，组建为
新的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2005年，江
苏省无锡师范学校更名为无锡高等师
范学校。洛师旧址由一所民办学校入
驻。自退休后，一晃二十余载，我很少踏
入此地。接到邀请，耄耋之年的我，像阔
别家乡多年的游子，心已飞向那魂牵梦
绕的校园。

近了，近了！惠洲大道、洛石路……
初夏的风裹挟着花香，掠过校园斑驳的
红砖墙。赵朴初先生题写的校牌，历经
岁月的打磨，字迹依旧苍劲有力。站在
校牌前，我心潮澎湃，不禁自问：这就是
我度过了40年教育生涯的地方吗？刹
那间，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往昔的点
点滴滴如潮水般涌来……

洛社镇，是京杭大运河进入无锡的
第一站。1923年，一群怀揣教育理想的
拓荒者，在洛社镇“笠帽顶”的高田之
上，郑重埋下第一块基石。江苏省立第
三师范学校农村分校就此诞生，恰似划
破夜幕的璀璨星辰，照亮了苏南乡村教
育的前路。首批洛师人背着简单的铺盖
卷，穿过晨露未干的稻田，毅然踏入这片
土地。他们在简陋的草棚里执着办学，在
昏黄的油灯下精编教材，将陶行知先生

“生活即教育”的理念，深深植根于苏南
的校园与乡村。1932年，学校独立建制
为江苏省洛社乡村师范学校。此后，尽管
校名几经更迭，但为乡村教育培育人才
的初心，始终如磐，从未动摇。

历经风雨沧桑，眼前的综合楼依然
巍然矗立，宛如一位见证岁月变迁的长
者。当年，依托校办厂运作20年贡献的
约350万元办学经费，学校规模扩展，
新建了综合楼、教学楼、实验楼、运动

场、体育馆、音乐楼，彻底告别了往日平
房校舍、竹头校门、篱笆围墙的简陋模
样，也让4800人次学生在校办厂车床
实践中，深刻领悟到“幸福都是奋斗出
来”的真谛。

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关
键时期，社会急需大批“合格+特长”的
复合型农村小学教师。当年，在综合楼
的那间办公室里，我与其他校领导以实
施“新教学方案”为契机，致力于让毕业
生在农村“下得去、教得好、留得住”。学
校大力强化师范教育的专业化知识教
学与技能训练，在无锡、苏州地区建立
了22个农村小学教育基地，积极践行

“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学校还十分
重视教育科研工作，早在1991年便成
立了教科室，每年年底举办教育年会，
每两年开展一次教科奖评选，并将优秀
成果刊登在《洛师教育研究》上，同时鼓
励有条件的教师著书立说。

即便年事已高，记忆力有所衰退，
那些在全国、全省颇具影响的事件，依
然清晰如昨，仿若纪录片般在我脑海中
重现。

1976年初，全国《汉语大词典》编纂
总部在洛师设立编写点。多名资深教师
历经8年艰辛，完成了“车、辛、辰、阜”4
个部首1.2万条、80万字的释文工作，获
得上级高度表彰。他们在岁月里默默耕
耘，为文化传承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洛师毕业生、苏州吴县东山实验小
学自然学科教师张洪鸣，在校时成绩优
异、学识渊博。20世纪80年代，他在工作
岗位上被评为省特级教师，《中国教育
报》以《问不倒哥哥》为题在头版头条进
行报道。此事在洛师教师间广为传颂，也
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办学方向，激励一代
又一代洛师人在教育路上砥砺前行。

1985年 9月起，洛师承担全国军

训试点任务。新生入校第一年，每周开
设两堂军训课，在提升学生身心素质、
训练军事技能、加强组织纪律、促进校
风建设等方面成效显著。由此，学校还
开办了9届12个体育专业班，有效缓
解了当时体育教师紧缺的状况，为教育
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1994年6月，学校与江苏教育出
版社联合创办《继续教育丛刊》。这份正
式出版的双月刊，每期发行约2万册，为
当时的继续教育事业提供了有力支持。
它也是全省师范系统唯一由洛师主编
的刊物，连续办刊8年，共出刊32期，在
教育的星空中闪烁着独特的光芒。

……
洛师的发展历程，让这里深深浸润

着爱国主义精神、自力更生精神、艰苦
奋斗精神与奉献创业精神。无数怀揣教
育理想的学子从这里走出，奔赴乡村教
育第一线，将知识的火种播撒在广袤的
土地上，为乡村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
动力。办学近80年，洛师为无锡及周边
地区培养了大批优秀小学教师，共培育
师范毕业生24200名，其中98%以上
扎根农村小学，涌现出曾涛、周秋野、秦
柳方等一批名人、专家。学校成为中国
乡村师范的典范，培育乡村教师的“黄
埔军校”，也成为锡西地区当之无愧的
文教地标、精神高地。

从综合楼到体育馆之间，有一条长
100米、宽30米的大道，浓荫蔽日。20
多棵法国梧桐撑开如巨伞般的树冠，形
成拱形穹顶。阳光穿透层层叠叠的叶
片，在青石板路上洒下万千跳动的光
斑。这些20世纪50年代种下的树苗，
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同行的一名体育
班学生指着斑驳树皮上的幼稚图案，惊
讶道：“这难不成是我当年调皮刻下
的？”此言一出，引得众人一阵大笑。

远处传来轰隆隆的声响，那是曾
经无比熟悉的绿皮火车驶过的声音。虽
已多年未曾听闻，却瞬间唤醒沉睡的记
忆——那些在火车声伴奏下备课的夜
晚，那些被汽笛声打断的课堂提问……
洛师一侧紧邻铁路，那时老师们都住在
校舍，日子久了，大家甚至能分辨出驶
过的是客车还是货车，以及行驶方向。
后来，老师们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不
再住校舍，听不见火车声反而觉得有些
不习惯。那火车声，早已成为洛师岁月
里独特的背景音乐。

依依不舍地离开校园，我几度深情
回望。忽然明白，有些东西早已在时光深
处牢牢扎根：法国梧桐的圈圈年轮，教学
楼墙根的点点青苔，铁轨缝隙里的株株
小草，还有一代又一代洛师人对乡村教
育的深厚情怀……汽笛声渐渐远去，但
有些回响，永远在人心深处，生生不息。

回家后的数日里，我的心绪依然在
洛师的红墙碧瓦间萦绕。如果说对洛师
的眷恋是镌刻在血脉里的个人情愫，那
么，让洛师旧址在传承创新大运河文化
的潮流中，续写属于洛社、属于惠山、属
于无锡、属于大运河的崭新篇章，是吾
辈的共同心愿。在案头袅袅升腾的清茶
热气中，我不禁浮想联翩：或许，它可以
成为教育实践基地，在触摸历史中传承
洛师精神与惠山精神；或许，它可以改
造为文化创意空间，让灵感与才华赋予
其新的内涵；又或许，它可以打造成休
闲亲子之地，留住岁月、记住乡愁……

京杭大运河依旧浩浩荡荡，千年不
息的水流既承载着往昔的荣光，也奔涌
着未来的希望。洛师，曾经在过去的时
光里照亮乡村教育，期待它能继续在新
时代的运河畔闪耀光芒。

（作者系原江苏省洛社师范学校校
长、特级教师）

难忘洛师
□徐 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