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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济（1781-1839年）是宜
兴市丁蜀镇画溪河畔、画溪桥边
上的求志堂主人，清代著名词
人，《清史稿·文苑》中有其小传。

据该书主编秦乐明介绍，求
志堂曾经是丁蜀镇汤渡老街的
一处建筑。汤渡老街位于画溪
河畔，隶属于宜兴丁蜀镇，画溪
桥今犹在。求志堂一度毁于兵
火，后有部分建筑被恢复，直到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被拆毁，求志
堂主人周济生于1781年，嘉庆
年间中了进士，后到淮安府署从
政，官至淮安府学教授，1839年
告老还乡之后，因在淮安与私盐
贩子针锋相对，遭到仇家杀戮致
死。岁月更迭，周济的部分词作
得以保存下来。于是，秦乐明与
朱再平、毕士雄、邵湘君等诗词
爱好者悉心整理，终于成书。

作为周济后人，原宜兴市总
工会主席、原荆溪诗社社长秦乐
明主编的《周济诗词集》《周济遗
集》内容浩繁，编著者反复校核
原稿、查对异体字和繁体字，并
为部分字和词标注汉语拼音、诠
释义项。此举对研究周济和清
代文学，对挖掘、整理和展示宜
兴历史文化底蕴，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传承价值。

本报讯（晚报记者 张月）每年6
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
要节点，今年遗产日的主题为“文物
赋彩全面小康”“非遗传承健康生
活”。无锡准备了丰富的线上线下活
动，展示文物保护利用风采，无锡市

“非遗文化体验周”云启动。
遗产日期间，“中华文物全媒体

传播精品优秀案例展示”和“江苏考
古遗址保护利用示范项目推介”活动
在“精彩江苏”微信平台推出，无锡博
物院的《得天之清——无锡艺兰文化
展》凭借深刻挖掘艺兰文化精髓，增
强无锡城市文化辨识度，以及多角
度、立体化的传播入选优秀案例展
示。无锡阖闾城遗址入选考古遗址
保护利用示范项目。阖闾城遗址不
但建成了博物馆，并逐年开展考古调
查勘探和发掘，目前已对龙山石冢、
石墙、东西小城部分等进行了展示，
阖闾城遗址公园将成为太湖旅游度
假区旅游线路上的人文亮点。

今年遗产日，“云上非遗”专栏在

“无锡文化云”网站上线，非遗活动重
点围绕传统医药、餐饮类非遗项目，
普及非遗知识，宣传健康生活理念。
值得关注的是，依托文旅部非遗司今
年遗产日开展的“非遗购物节”平台，
杨巷葱油饼制作技艺、宜兴乌饭、宜
兴青瓷制作技艺、宜兴紫砂陶制作技
艺、梨膏糖制作技艺、徐舍小酥糖制
作技艺、珠绣、铜制品加工技艺、无锡
酱排骨烹制技艺、灵山素饼10个项
目入驻阿里、京东、苏宁、美团、东家、
拼多多6个电商平台，扩大无锡非遗
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为非遗产业化发
展提供新途径。

线下活动同样精彩。无锡博物院
准备了“与古为新——锡博2020艺
术新空间特展”“师法造化 元气淋漓
——纪念徐风诞辰120周年特展”两
场重磅临展。13日，锡博还将举办

“路转溪桥忽见”活动，上午在院内学
习古桥知识，下午带领市民实地寻访
宝界桥、大公桥、伯渎桥和清名桥4
座古桥，从建造历史、建筑特色与桥
梁装饰等角度了解古桥的历史故事

及所蕴含的文化意味，提高市民文保
意识。

“文物是老古董，非遗是旧时货，
难以走进生活”的理念正在被打破。
去年底至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着各
行各业，也倒逼文博系统加速转型。
往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国文
博系统都不会错过这个展示文保成
果的好机会，无锡也一样。但纵观历
年的遗产日活动，无非是广场搭个
台，展板摆一摆，展演秀一秀，传播面
窄，影响力小，形式大于内容。

今年遗产日，根据疫情防控要
求，文博系统加强数字化展示和网络
化传播，保障文物安全和人员健康。
虽然仪式性的活动少了，但实质性的
活动多了，传播力大大增强。就拿无
锡博物院的活动来说，院方推出了线
上观展，制作了多条推文全面介绍展

览及展品，并拍摄了展览纪录片线上
播放，让观众观展更走心。借遗产日
之际，院方首次带领观众走出博物
馆，实地探访文保单位，近距离感知
文物，15个活动名额被秒杀。

今年遗产日，非遗活动很时尚。
无锡“非遗文化体验周”重点依托线
上平台，推出云赏·非遗展示、云听·
非遗课堂、云品·非遗购物、云忆·非
遗记录、云游·非遗旅游等多个栏目，
让大众在手机上就能全方位领略无
锡非遗魅力，非遗变得亲近起来。无
锡10项非遗更是入驻了电商平台，都
是线下销售、展演的传承人们跃跃欲
试，期待直播带货能为非遗打开线上
市场，相关部门也给予大力支持，希
望此举助力无锡非遗可持续发展。

社会的每一次变革，往往在特殊
时期。今年的遗产日，打破传统，别
具新意，让公众线上线下观览“博物
志”，发挥文物赋彩全面小康、感悟中
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作用，
或许就此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开拓了
一条新路。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线上线下观览“博物志”

他和林则徐不仅有同门之谊，还当过林则徐的“保镖”

周济后人甄选其诗词结集出版周济后人甄选其诗词结集出版
6月12日上午，《周济遗集》首发式暨周济作品研讨会在宜兴举行。《周济遗集》由天际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在此之前，《周济诗词集》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两本书均由秦乐明主编。《周济遗集》首
发式暨周济作品研讨会由宜兴市作家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

据宜兴相关史料记载，在清
代，周济代表作《晋略》被收入国
史馆，他的词作深受曾国藩等大
家推崇。其词作可与当时的常
州词派代表人物张惠言的力作
媲美，是蒋捷和陈维崧后宜兴出

现的又一重要词人。他还是常
州词派的理论奠基者，常州词派
一度领衔中国词坛百余年，周济
功不可没。

江苏国信协联能源有限公
司董事长宗伟刚在《周济遗集》一

书前言当中写道：“希望我们都能
从周济的作品中，不仅能欣赏到
诗词文学的美，更要领略到周济
思想的美。能洞悉现实，把脉时
代，提出改革思路的，就是时代的
思想家。” （何小兵/文、摄）

阳羡历史文化研究专家、原
宜兴市档案局副局长宗伟方在
当天举行的研讨会上谈到，周济
在扬州、淮安等地与官府及民间
豪商巨贾都有交往，显露过人才
干。宗伟方说：“但将其片面地
描述为一个并不重要的词家，未
免过于失之简单。周济有文韬
武略，除了诗词之外，还工书善
画，颇有建树，特别是他和如夫
人金红娥，武功盖世，两人一生
行侠仗义，风流倜傥，堪称是一
对神仙眷侣。”

宗伟方在座谈会上描述了
周济所不为人知的“轶事”。其
一，周济参加殿试时“豁边”。嘉

庆十三年（1808），周济考进士，
前二轮都名列前茅，殿试时，纵言
天下事，议论宏阔，写了一篇长
文，可惜字数超过规定，仅中了个
三甲。周济未能进入翰林院，吏
部就授其知县一职，周济不乐意，
在友人帮助周旋下，改任淮安府
学教授；其二，周济与林则徐有同
门情谊。远在京城的恩师王鼎递
来书信，邀请周济夫妇前往京城，
护送林则徐（1785-1850年）一
家前往浙江任职。虽然周济与林
大人并不相识，因同出王鼎之门，
也算有同窗之谊，于是欣然成为
林则徐此行的“保镖”。后人在
《林公案》中，详细描述了两人的

交往；其三，周济著述丰富。道光
八年（1828），心灰意冷的周济带
着红粉知己红娥离开了扬州，但
并未回宜兴，而是寓居金陵的春
水园。那年，周济已经四十七了，
常言“五十而知天命”，于是，周济
一改之前的豪荡气概，再也不过
问什么武艺政论，重新捡拾起学
问故业，在南京完成了《说文字
系》四卷，《韵原》四卷，搜集编辑
平日古今二体诗二卷，词二卷，杂
文二卷，最后还写成了传世名篇
《晋略》十册。《晋略》一书是周济
的心血之作，他将自己研修的经
世之学，借这一段历史故事，尽情
发挥出来。

画溪河畔著名词人

文韬武略颇有建树

词作深受大家推崇

评论：
线上遗产日，文博新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