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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胡氏蒙学堂保
留了胡氏文化保护与传承十
分鲜活的场景，2019年胡氏家
风馆开馆，一批书籍、老物件
等展出，被命名为惠山区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发扬胡氏家族
教育救国、科教兴国的爱国主
义精神。当地政府成立了“天
上村前”保护及城市更新规划
建设领导小组，对胡氏公学钟
楼等进行开发保护。

2021年8月，该项目作为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重
要组成，入选江苏“十四五”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同年
12月上旬，《无锡市村前历史
地段保护规划（2021- 2035
年）》正式获得了市政府批
复。百年钟楼也一并纳入了
开发保护范畴，钟楼前将增设
汉白玉围栏等，以更好地对这

座晚清建筑加以保护。
据悉，今年10月，“天上村

前”将以江南文化街区标杆、
长三角一体化“南书房”的形
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今年是

堰桥中学120年校庆，堰桥中
学就是在胡氏公学的基础上
发展壮大而来，届时胡氏公学
百年钟楼也将崭新亮相。

（晚报记者 黄振/文、摄)

在城北片区堰桥街道，有一个有着很多耀眼“标签”的古村落，被人
们誉为“乡村建筑露天博物馆”。尤其是一座钟楼，已有百余年的历史，
为无锡地区目前尚存并有历史图录记载的最早的一座钟楼。

“当……当……”的钟声穿越了一个世纪的时光，至今悠扬清脆。

天上村前 钟楼百年

沿着锡澄路拐进堰新路，
不多远就是村前村。在村子里
走一圈，时断时续的青砖路，起
伏的山墙，别致的花窗，向人们
娓娓陈述村庄的沧桑和不凡。

百年钟楼位于胡氏学堂偏
南方位，四方亭式建筑，人字
顶，高8米左右，上端四角立有
方形四角柱，与当时中式建筑
风格不同，显得比较现代。四
周墙体为青砖白墙，又带古朴

之风。钟楼内部占地面积大约
有一张方桌那么大，上端有四
个对称的上圆下方的条形孔，
挂有一口粗重的黄铜古钟。用
手拉动钟绳敲几下，“当……当
……”的钟声就会响彻四周，久
久回荡在村前村上空。钟楼的
东侧是胡壹修、胡雨人故居。
钟楼下方，有一块石碑，上书钟
楼的由来。

1902年，胡雨人自国外学

成返回家乡，与其兄胡壹修一
起，决定兴办教育，利用胡氏义
庄、义私塾，拨百亩义田，作为
办学堂的经费，开办了胡氏公
立蒙学堂，即胡氏公学。当时，
在校园内建造了这座东西合璧
风格的钟楼。

伴随着催人奋进的钟声，这
里走出了一批批优秀的学子，其
中杰出代表，就有“胡氏三杰”胡
敦复、胡明复、胡刚复等。

胡壹修、胡雨人兄弟开明
的做法开了当时无锡乡区新学
的先河。胡氏公学一路发展，
约一年后，即1903年又新设女
子部，为当时无锡、金匮两县女
学之肇始。公学办学理念也较
为先进，校内建设有阴雨操场
（雨雪天仍能上体育课的操
场），据考证，它是无锡最早的
室内体育场所。胡氏公学对男

女生一视同仁，还增设了刺绣
等课程，新颖的教学方式吸引
了不少适龄学童前来。之后，
胡氏兄弟继而又在村前设立师
范传习所，为无锡师范之始。
1920年租赁积谷仓增办初中，
为无锡乡区第一所初中。

1949年胡氏公学分设私
立胡氏初中和村前小学，初中
部设在“敦睦堂”。1959年初

中部搬迁至堰桥镇（即堰桥中
学）。2011年村前小学合并至
堰桥实验小学。

地铁西漳站区管委会副主
任朱广平表示，村前村是近代
江南民间实践“教育救国”的重
要发源地，有着“华夏科教文化
第一村”之称，其文化脉络源远
流长。胡氏公学以及钟楼具有
较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本报讯 昨天上午，广益街道广丰三村社
区举行2021年度志愿者表彰大会。该社区
老年人口和弱势群体比较多，一些居民尽自
己所能为所在家园做一点事，温暖着别人也
温暖了自己。

77岁的吕彩英作为优秀志愿者受到了
表彰。她去年因一场疾病，卸任了楼道小组
长一职。吕彩英是热心人，楼里谁家有事都
会帮着张罗。楼里哪位小朋友忘记带钥匙回
不了家，她家的客厅就是孩子的书房，可以安
心在她家中做作业等父母回家。老新村设施
老化，经常发生漏水事件，协调好修理费用，
有些人忙着上班，家中施工没人看守，吕彩英
全程守着。“家中一根针都没少”，工程完工
后，邻居们都会向她道谢。

让吕彩英没想到的是，她的一言一行为
自己积累了福报。去年夏天，她的左膝骨刺
发作并牵连了腰部，无法走路，医生让她每天
针灸理疗。“我住在3楼，下楼很困难，走到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一段路”，吕彩英说，女
儿远在英国，儿子工作很忙，她一时不知道该
怎么办好。楼上的刘红娟知道后，从社区里
借来了轮椅，一楼的邹克东和蒋燕琴主动提
出轮椅可以存放在自己家中，楼里的秦惠珠
和许晓燕等人经常包了馄饨去看望她，还经
常帮她把家中的垃圾带走。“就像一个温暖的
大家”，吕彩英说，邻居们每天推着她去治疗，
身体奇迹般地康复了，“做好事，最大的受益
者原来是自己。”

同样被评为优秀志愿者的高炳良则是在
十年前开始了自己的志愿生涯，那时刚退休
的他，看到社区一位老人眼睛看不见，儿子又
有病在身，家中的电路故障不知所措，让他决
定“帮一把手”。有人家中下水管道堵塞，他
上门换根管道，人家的生活就恢复了正常。
这十年来，他义务为邻里们修缮各种水电，已
有上千户，妻子也很支持。“别人说一声‘谢
谢’时，心情也会变得特别好”，高炳良表示，
好心情有利于健康，自己身体很不错。

广丰三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梅丹表示，
社区里70来位志愿者，发挥骨干作用，让整
个社区不乏温暖。今年，社区还将这些热心
人组合起来，建成“相守望”、“暖心意”等不同
的特色队伍，凝聚更多的志愿力量。（黄孝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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