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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毓鎏造佚园
|� 汪春劼 文文 |

1921 年 2 月， 无锡县女子师
范校长秦同培向无锡县政府呈
文，“查校中旧屋，如戏台井亭，本
已破败不堪，且亦不合校用，听其
风雨剥蚀，亦自可惜，及今将其拆
卖变价，即以为改造教室之用，似
一举两善。 戏台至少折价三百元，
井亭至少折价百元，合计四百元，
其有不足，再由案中酌贴三百元，
为数不多，事自易集，不必全仰公
家，较之掷破台败亭于无用之地，
其得失为何如？ ……”

时县女师校园在金匮县城隍
庙， 即现在市中心崇宁弄无锡女
子第一中学所在地。

县政府同意了秦校长的建议。
城隍庙中拆除的戏台、 井亭对外
出售。 买家为秦毓鎏，他家住小娄
巷，离女师校园只有 500 米远。 秦
购买这些材料， 是要在老宅的空
地上打造一座私家园林。

秦毓鎏 (1880—1937) , 字晃
甫，号效鲁，晚号天徒、坐忘，是
名门之后， 可生在豪宅的他，出
生仅 12 天母亲归天， 留给他是
母爱的缺失。 他爷爷是秀才，父
亲考上举人，可他却抛弃正途去
接受新学， 先后入南洋公学、南
京水师学堂，22 岁时又自费赴
日留学， 为革命思潮所影响，宣
传民族革命， 从事反清活动 ，
1904 年回国与黄兴、宋教仁等在
长沙发起组织“华兴会 ”任副会
长。 1907 年之前秦氏辗转长沙、
上海、广西龙州从事地下活动，直
至龙州起义失败潜回家乡避难，
其间九死一生。

因光复无锡有功，32 岁的秦
毓鎏理所当然地成为无锡一把
手。 而这之前的几百年，无锡一把
手采用回避制， 由外地人担任并
要有功名。 年轻气盛的秦毓鎏，一
改往日官员的不作为与少作为原
则， 扩大城中公花园作为全县人
民自由进出之集会休闲场所，新
开光复门， 修筑火车站到城中心
的直马路， 集巨资于三清殿原址
建立县图书馆。

秦毓鎏发号施令的日子很短
暂，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
他被捕判刑 9 年。 在苏州服刑期
间，他沉迷于庄子学说，著有《读
庄子穷年录》二卷。

1916 年 10 月，经孙寒厓、廉泉
等众多地方名流的呼吁，在牢中关了
3载的秦毓鎏被提前释放，可他出狱
后才 20多天，他的至交黄兴去世，年
仅 42岁。秦前往上海吊唁，精神受到
冲击，开始研读佛经，发起“无锡佛教
研究会”，渐有看破红尘之势。

“生老病死， 佛家谓之四苦。
庄子则云：‘劳我以生， 佚我以
老。 ’诚哉，达观之言也。 余生旬有
二日而丧母， 髻龄羸弱， 夭折时
虞。 既冠以后，频岁奔驰，屡濒于
厄。 幽居三载，忧患饱尝。 行年五
十，疾病侵寻，两鬓已颁，齿牙摇
落，此天之所以佚我也。 余虽不足
言老，然欲不自佚而不可得矣。 吾
之以佚名园，职是之故。 ”

时代的大气候与个人的小环
境使秦毓鎏决定躲进小楼成一
统，打造一所私家园林，作终老之
所，题名佚园。

佚园是一座宅园， 占地约 2
亩， 位于秦毓鎏祖居福寿堂西北
角，福寿堂建于 1864 年，经后人扩
建为南北七进。 民国时期福寿堂
前三进由秦同培、 秦毓钧、 秦毓
鎏、秦毓浏四人共执，第四进属秦
毓钧，第五进属秦同培，第六进属
秦陈兰荪，第七进属秦毓鎏。 秦毓
鎏在宅西造园，形成“东宅西园”
的格局。

园内被竹净梅芬之榭和澄观
楼分隔为西、东、北三处庭院，西
为主院，东为次院，北为辅院。 秦
毓鎏《佚园记》精心设计了一条游
线，从园林中部的石虎岗开始，登
朱樱山，渡观瀑桥，过澄观楼，经
菜圃，达竹净梅芬之榭，临水池，
抵双峰亭，最后以松林作为结束。

佚园建好后，秦毓鎏并未躲进
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他
仍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 这期

间他参加一系列的政治活动，时
国共实行第一次合作， 已泡沫化
的国民党重新焕发生机。

1927 年 3 月， 北伐军占领无
锡， 在这个江南水城隐居 14 年的
国民党人东山再起，47 岁的秦毓
鎏第 4 次坐上县长的交椅，但这把
交椅却是一个烫手的山芋。 在一
起合作了三年多的国共合作走向
分裂，两党由友为敌，势同冰炭。
大量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枪杀，其
中就有 20 岁的无锡工人领袖秦
起， 秦起与秦毓鎏都出自无锡的
秦家。 秦起的死让秦毓鎏脱不了
干系， 也让他良心难安，4 个月后
秦毓鎏辞去县长一职（1949 年前，
无锡一直是县建制）。

1928 年 3 月,钮永建出任江苏
省主席，复委秦任县长，直至当年
的年底。 这是秦毓鎏一生中最后一
次政治活动。 秦毓鎏本是无锡同盟
会的创建者，是无锡国民党第一任
支部长， 坐过北洋军阀的大牢，可
这位革命元老在 1928 年 11 月就成
了县党部的声讨对象。 县党部召开
党员大会，做出议决，呈请省方撤
职查办秦县长，这让在县长位置上
五进五出的老革命对政治彻底失
望，杜门养疴，读易穷年。

1928 年秦毓鎏请族侄秦淦
（1894—1984，字清曾）绘《佚园十
景图》，自撰《佚园记》。 这套图册
和园记由秦淦之父秦文锦（1870—
1938）创办的上海艺苑真赏社精印
出版， 秦文锦在卷首题“散怀林
壑”四字。

当时不少名流收到秦毓鎏题
赠的图册， 现存一本《佚园十景
图》 上用小楷写着“誉虎先生清
赏，秦毓鎏奉赔”，赠给著名书画
家叶恭绰。

一些文人骚客也慕名来到佚
园，与园主诗文唱和。 如 1929 年 5
月，42 岁的柳亚子“与陈巢南、林
一厂、 金葆光、 于范亭等同游扬

州。 复至无锡，访秦效鲁，唱酬颇
乐”。 名士柳亚子何时与秦毓鎏相
识，尚不清楚，他们年轻时都从事反
清大业，从而有了交集点，以后共订
《苏曼殊年谱》。柳氏在《己巳春尽前
三日，自京口至梁溪，效鲁盟长邀游
所居佚园， 出示画册， 率题一律奉
教》一诗中写道：“少年努力事神州，
此日园林爱息游。怪石奇花新粉本，
故家乔木旧风流。经纶世上羞余子，
丘壑胸中出一头。但祝南阳龙卧稳，
草堂梁父不须讴。 ”

柳亚子比秦毓鎏年轻 7 岁，而
陈去病则比秦大 6 岁，秦与陈在日
本留学时就因革命而相识，这次雅
集陈去病作诗多首，在《效鲁属题
所居坐忘庐》 中他吟道：“阴阴门
巷罨垂杨，小有亭林足晚凉。 且学
斋心颜氏子，漫教结客少年场。 灌
园种菜聊为尔，勒石铭勋尽自忘。
我亦希夷老孙子， 息机长愿事蒙
庄。 ”在《效鲁属题佚园图册》中陈
赞美佚园：“微云一抹露山眉，淮
海风流允可师。 春涨看残新绿水，
栖鸦占尽最高枝。 天教孙子开图
画，我与讴吟进酒卮。 要许名园寻
寄畅，呼童拂石更题诗。 ”

除了秦毓鎏这些老战友外，当
时来到佚园雅集的多为高僧与居
士。 1926 年民国四大高僧之一的
印光法师到无锡传法，秦毓鎏以居
士身份拜见法师，呈上自撰的《读
庄子穷年录》。 1931 年 7 月 17 日,
秦氏赴上海谛闲法师处,正式行皈
依礼,赐名“圣光”。

1936 年 １ 月太虚大师到无
锡讲法，“二月， 大师移住秦效鲁
之佚园”，作《丙子释尊成佛日用
柳亚子韵题秦效鲁佚园》：“摄取
瀛寰九九州，佚园清赏足神游。 四
时凉燠唯心现，百物新陈大化流。
岂止荫成堪息影， 也曾狂歇不迷
头。 偶来暂借蒲团坐，晓听林禽引
吭讴。 ”

1937 年春，57 岁的秦毓鎏归
天，这处旧宅由其子女居住。 1949
年归公，先作苏南行署区政府干部
宿舍，后由政府房管部门经租。 20
世纪 50 年代，土岗、高台和园中树
木被削平，2010 年复建了冈南的
黄石山洞，作为连接东西的通道。
现存的建构筑物有主房三间、辅房
三间、杂屋两间和小园一个。 2003
年 6 月，秦毓鎏旧宅及佚园被列为
无锡市文物遗迹控制保护单位。
2019 年 7 月， 随着小娄巷历史街
区的修葺完成，佚园也掀开盖头，
对社会开放。

佚园虽位于市中心，但
长期藏之闹市。 2019 年 6 月
底，佚园对社会开放，人们
终于可以与佚园零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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