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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晚报记者 璎
珞) 经过多天的整理，中国
民族音乐学的奠基者杨荫
浏留在无锡留芳声巷旧宅
的遗物，终于梳理成册，由
杨荫浏外孙荣申宏捐赠给
无锡天韵社。这是继去年
后的第二次捐赠。除了家
具、生活器物外，杨荫浏两
纸箱的藏书令人惊喜，可分
15个大类、189种，计200
余件。天韵社成员一直寻
而未得的杨荫浏编于1925
年的《昆曲掇锦》以及多份
珍贵的乐谱，也在其中。

杨荫浏是无锡留芳声
巷走出的一代民乐宗师，后
长期工作生活在北京。“杨
荫浏去世后，遗物有些捐赠
给了中国音乐研究所，有些
家属留作纪念，这批遗物就
是来自无锡留芳声巷老
宅。”无锡天韵社社长陈倩
表示，杨荫浏虽然工作生活
重心在北京，但也时常回无
锡来小住，故留下了不少具
有学术价值的手稿、孤本和
初稿。据悉，此次捐赠的遗

物涉及音乐理论研究、音乐
曲集、昆曲曲谱、古琴研究
及琴谱、古籍手稿、书法碑
帖、国画、围棋、食谱、宗教、
数学等多个领域，有他的著
作，也有音乐同仁、学生请
求指教的签名赠书。

让陈倩最为惊喜的是，
在藏书中，有一本是天韵社
社员一直以来寻而未得的
物品——杨荫浏先生编于
1925 年 的《昆 曲 掇 锦》
（1926年出版）。陈倩告诉
记者，这是当年他在南洋大
学国乐会教唱昆曲的课本，
杨荫浏还自书序，所有曲目
都采自《天韵社曲谱》，值得
一提的是，每字都标有朱红
归韵符号，比工尺谱的《天
韵社曲谱》所载的更加详
细，注明了气口和小腔，并
且在工尺旁，借用简谱符号
详注了节奏，大大方便了学
习者。

除此外，两份乐谱也让
陈倩激动不已，一份是宜兴
协和俱乐部赠天韵社的锣
鼓谱，体现了一百年前宜兴

协和社保存抢救本土古乐
的强烈意识。书中记录了
《闹场》《蝶穿花》《一枝花》
《两来船》等锣鼓段，其中
《蝶穿花》是一段锣鼓夹一
段曲唱，为宜兴独有。第二
份是《苏南区宜兴县徐舍区
美栖、洴浰乡农民国乐队丝
弦曲谱》（50年代初，宗震
名手稿）。记者获悉，这是
1950年常州地委文化服务
团调研小组到宜兴调查发
现的。当时已有一百多年
历史的宜兴丝弦，1951年
曾由苏南文联的费克录音
后，送到文化部作为研究民
间乐曲的材料保存。天韵
社副社长、宜兴昆研社社长
高峰看到这两份曲谱十分
重视，立即扫描带回研究。

除去音乐研究专业书
籍外，还有不少杨荫浏业余
爱好的物品，如1946年的
临帖手稿和书法、绘画、围
棋、食谱等书籍、剪报资
料。无锡市图书馆历史文
献中心副主任朱刚现场查
看后表示，杨荫浏作为无锡

的杰出人物，他的这批藏书
非常具有文献价值和文化
价值，对进一步研究无锡民
乐历史等有重要意义。

杨 荫 浏（1899—1984）
出生在无锡留芳声巷，5岁
读经，6 岁习丝竹，12 岁师
从天韵社曲师吴畹卿学习
昆曲等古乐，1928 年底与
从事教师职业的张菊仙在
无锡留芳声巷老宅结婚。

去年，杨荫浏小女儿杨
国葳的独子荣申宏，代表杨
家把杨荫浏先生的办公桌、
樟木箱、唱片柜等物品捐给
了天韵社。无锡天韵社是
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昆曲社，
起源于明代，定名于 1920
年。2013 年，天韵社在中
断活动 60 年后复社，开展
雅集曲会，致力于民乐传
承。荣申宏表示，把杨荫浏
先生的物品捐给天韵社是
家族的一致意见。

本报讯 5月9日至15
日是全国城市节水宣传
周。昨从无锡市市政和园林
局了解到，今年将围绕“贯彻
新发展理念，建设节水型城
市”主题，构建人水和谐的水
生态自然健康循环系统，让
节约用水为无锡高质量发展
添加“绿色”动力。

无锡地处江南富水地
区，水资源量较丰富，降雨
量较充沛，但属于“水质缺
水型”城市，节水减污、构建
生态文明的和谐生活环境
任务艰巨并迫在眉睫。近
年来，无锡因地制宜、推进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作，城
市节水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效。市市政和园林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无锡市于
2009年被国家住建部、发
改委命名为“国家节水型城

市”，2013年、2017年通过
国家住建部组织的国家节
水型城市复查。同时，江阴
市、宜兴市也相继创建获得

“全国节水型城市”称号，无
锡创建成为“国家节水型城
市群”。今年无锡将迎来国
家节水型城市第三次复查
考核，也是新考核标准下的
首次国家节水型城市复查。

来自市节水办的数据
显示，2020年城市供水管
网 漏 损 率 为 9.81% ，比
2019 年 10.58% 下 降
0.77%，减少不必要的公共
供水水量损失3747万立方
米；市区万元GDP取水量
为7.72立方米/万元，规模
以上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
量为8.01立方米/万元。随
着越来越多的节水技术得
到成熟利用和推广，污水再

生水利用正成为“第二水
源”。据统计，去年工业用
水重复利用率为 80%以
上，城市污水处理率为
95%以上，节水型企业（单
位）覆盖率为25%以上，节
水型用水器具普及率继续
保持100%，城区污水再生
水利用率为33.03%，持续
达到国家节水型城市考核
标准要求。

“老旧管网改造和居民
住宅二次供水设施改造也
为城市节水立功。”市节水
办负责人介绍，2018年无
锡实施居民住宅二次供水
设施改造，逐步对居民小区
陈旧耗能和供水分区不合
理的泵房供水设备实施改
造，同时废除高层住宅屋顶
水箱，更换易生锈腐蚀易爆
管漏水的小区供水管线。

截至2020年年底，无锡已
完成360个居民住宅二次
供水泵房主体工程及附属
管道设施的改造目标，在一
定程度上改善了老旧供水
设施不必要的水量漏损状
况，取得了良好的节水成
效。此外，去年公共供水计
划用水单位加强内部节水
管理、开展水平衡测试、参
与节水载体创建，累计节水
3626万立方米。

“水资源保护和节约利
用与每个市民生活密切相
关，节约用水人人有责。”市
节水办呼吁市民应提高节
水意识，在生活中自觉节
水，家庭用水更是提倡一水
多用，共同擦亮“国家节水
型城市”这块“金招牌”，让
无锡的水更清、天更蓝、环
境更美。 （蔡佳）

本报讯 江阴靖江
长江隧道建设有新进
展。目前国内断面最大
承受水压最高的水下盾
构隧道——江阴靖江长
江隧道（即江阴第二过
江通道）A1标项目深基
坑第一块底板混凝土近
日顺利完成浇筑，吹响
了工程主体结构施工的
攻坚号角。

江阴靖江长江隧道
全长约12.4公里，隧道
段长6445米，采用双向
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
计,是国内长度第二的
长江隧道，2020年4月
28日开工建设，主线预
计将在2025年12月建
成通车。

4月份以来，该项目
加快施工进度，高标准
地完成了首块底板钢筋
绑扎、模板安装等关键
工序。目前，江阴靖江
长江隧道A1标已完成
江北工作井及后续段围
护结构施工，正在开展
土方开挖。江阴靖江长
江隧道A2标高标准完
成了江南工作井地下连
续墙施工，为后续工作
井开挖打下坚实的基
础。

（宋超）

后人再捐杨荫浏遗物200余件
包括昆曲教材、锣鼓丝弦乐谱以及书法临帖

日前，雪浪山生态
园龙潭花海前的草坪
上，滨湖区近500名拳
友正在轻灵整齐地演
练24式太极拳等。这
是由滨湖区文旅局主
办的“踏上新征程，健
身再出发”全民健身大
联动，武术太极、舞蹈、
腰鼓等丰富多样的活
动展示带来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健身盛宴。

（潘凡）

全国城市节水宣传周启动
城区污水再生水利用率为33.03%

（图片由无锡天韵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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