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家桥村位于无锡市锡山区东
部的羊尖镇，地处原澄、锡、虞三县交
界处。该村以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
化底蕴、独特的古镇风貌著称，2006
年被列为无锡市首个江苏省历史文
化名村，2013年又列入国家城乡建设
部、文化部评定的第二批中国传统村
落名单。

早在商、周时期，严家桥已有先
民活动，辟田开河，种粮植桑，劳作生
息。自泰伯奔吴，筑城梅里，开创勾
吴基业，把黄河流域先进的农耕文化
带到吴地以后，严家桥农业生产水平
有了进一步提高，这里成了经济活
跃、生活富裕、物阜民康的一方水土。

自元末明初起始，由严姓人氏搭
建严家桥后，贯通了东西两岸，散居
在两岸的村民，以永兴河为骨架、临
河而居、枕河建镇、依河兴市，在漫长
的历史岁月中，把严家桥建成了一个
水乡风情浓郁、人文景观丰富、社会
经济发达的江南小镇，至今已有 700
多年的历史。

岁月的沧桑、历史的积淀，铸就
了严家桥特有的亮点，可以用“三地一
村四码头”来概括她过去的辉煌：“三
地”是指严家桥是中国著名工商大族
唐氏家族的发祥地；华东三大著名剧
种锡剧的发源地；是无锡地区党在各
个革命时期重要的根据地。“一村”是
在上世纪90年代前统计，严家桥高知
高职人才已近200人，被无锡县报称
为“教授村”。“四码头”是指近代200
年间，社会经济得到飞跃发展，清末学
者侯鸿鉴在《锡金乡土地理》一书中，
称“严家桥土地肥沃，乡人颇富，商业
繁荣”。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严家
桥发展到鼎盛时期时，严家桥东、南、
西、北、中五条街道上，共有商家店铺
近200家，成为无锡东北部的商业大
镇，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被称为锡东
的“布码头、粮码头、医码头、书（评弹）
码头”，一度有“小无锡”之称。

严家桥是中国著名工商大族唐
氏 家 族 的 发 祥 地 ，清 咸 丰 十 年
（1860），无锡北塘唐时常布庄老板唐
懋勋，为躲避战乱，举家迁居严家桥，
在双板桥下开设春源布庄，经营土
布、棉纱业务。严家桥特有的地域环
境，家家户户纺纱织布的传统手工业
基础，给唐氏巨大的商机，生意如日
中天，各地客商纷至沓来，盈利颇
丰。《无锡史话》载：“春源布庄，在当
地农民日夜的机杼声中，加快了发财
致富的步伐。”海笑在《中国工商界四
大家族》一书中称：“春源布庄虽在偏
僻的无锡东北乡小镇，因经营有道闻
名大江南北，当时国内办花布的客
商，没有一个不知道无锡东北乡严家
桥小镇双板桥下有个春源布庄的。”

唐懋勋致富后，趁战乱后人口锐
减、地价大跌的机会，在严家桥四乡
置地6000余亩，又在市镇河西沿河修
建唐氏仓厅、宅院、码头。唐懋勋过
世后，他两个儿子又拓展一批产业，
仅几十年时间，唐家便在严家桥这块
土地上发展成为无锡东北乡首富，名

声大振。唐氏的第三代、第四代人，
视野更加广阔，用祖辈积累的资本，
到外面开创事业，相继走出严家桥，
从家乡到无锡，从无锡到上海，到海
外，兴办起一个又一个的唐氏工商实
体，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开拓
者。改革开放以来，唐氏家族率先投
资内地，积极支援祖国社会主义建
设，多次带着浓浓的乡情、亲情回乡
探望。2004年，唐氏严家桥始祖的第
五代传人、时任香港财政司长的唐英
年回故里严家桥探望，受到家乡人民
的热情欢迎。

严家桥是锡剧的发源地。锡剧
是江苏省主要剧种，也是华东地区和
越剧、黄梅戏齐名的三大剧种之一，
素有“太湖一枝梅”之称。《无锡市志》
载：“锡剧初名滩簧，发源于无锡羊尖
严家桥一带，由山歌小调演变而成。”

据史载，明清时期在羊尖、严家
桥一带，民间盛行山歌小调，人们称
之为“东乡小曲”或“东乡小调”。清
道光、同治年间，民间艺人把东乡小
调的曲调、吴歌的内容、采茶灯的表
演形式三者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
文艺形式，被称为滩簧。第一位滩簧
女艺人是严家桥乡下的青宝姑娘，她
和严家桥西街的徐金巧唱对子戏，开
滩簧商业演出的先河。锡剧（滩簧）
初期没有剧本，全靠师徒之间口耳相
传。严家桥的落地秀才严廷初，为滩
簧写了第一个唱本《徐阿增扎灯》，并
为滩簧校订了十八个半韵脚，又写了
一些剧本，成为锡剧史上第一个剧作
家。

出身于严家桥舍上村的滩簧艺
人袁仁仪，因受清廷封建势力的迫
害，孤身只琴闯进“十里洋场”的上海
滩，在上海建立袁家班，表演滩簧的

“大同场戏”，为常锡文戏——锡剧奠
定了基础。袁仁仪是把无锡滩簧带
到上海大都市的第一人，是锡剧界公
认的一代宗师，现代锡剧艺术的奠基
人。

严家桥是中共地下党开展革命
活动的根据地。早在1926年，严家桥
国民小学里多名共产党员教师，就组
建了无锡地区早期的中共地下党支

部，在严家桥地区宣传马列主义，吸
收进步青年入党。1927年11月，锡东
农民起义领导人严朴、杭果人都长期
在严家桥活动，燃起了土地革命的星
星之火。抗日战争时期，严家桥是严
安区抗日民主政府和中共严安区委
的所在地，成为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
据地。1939年新四军江抗支队东进，
转战澄、锡、虞地区，严家桥人民群众
积极为部队送粮送草、站岗放哨，支
援部队作战。

1942年9月21日，地下党武工队
一举端掉设在严家桥的敌伪警察
所。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党的高级
领导干部谭震林、何克希、叶飞等，都
在严家桥地区工作和战斗过。解放
战争时期，严家桥地下党在中共澄、
锡、虞工委的领导下，分成甲、乙两
组，甲种党组建武工队，打击国民党
地方反动武装，镇压顽固不化罪大恶
极的地主恶霸；乙种党开展隐蔽战线
工作，于1949年4月21日成功策动了
严家桥自卫团的起义。

严 家 桥 是 无 锡 有 名 的“ 教 授
村”。严家桥旧时塾师教育盛行，
1912年严家桥国民小学就办起新学，
1939 年又创办了严家桥中学。到50
年代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严家桥大
批知识分子，都成为建国初期国家急
需的高知高职人才，分布在国内科
学、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

严家桥是无锡历史上著名的产
粮区。严家桥农田的稻谷，颗粒饱
满，出米率高，品质优良，深受各地粮
商的青睐。严家桥大米在无锡米市
享有盛誉，运至苏州、上海也很受欢
迎。严家桥商界看准了这个商机大、
有利可图的行业，在市镇上从事粮食
经营，开设米行的多达20多家，除收
购本地粮食外，还到南至羊尖、北至
港下、王庄，西至东湖塘、南桥头，东
至常熟河西巷一带周边广大产粮区
收购大米加工后外销，成为无锡有名
的“米码头”。

严家桥“布码头”的名气，早在
1860年唐氏开设“春源布庄”以后，声
名就开始远扬。虽随着西方洋布、洋
纱的入侵和中国现代纺织工业的兴
起，国内土纱土布行业逐渐淡出市场，
但坚实耐穿、价格低廉的土布，在上世
纪三四十年代的农村仍然受到欢迎。
严家桥的土布品质精良、色泽鲜明、花

色优美，除供应本地外，还远销松江、
浦江、六合、苏北各地。抗战时期，敌
后抗日的新四军的部分军装，也经由
地下党在严家桥采购土坯布，再经本
地染坊秘密印染后加工缝制。严家桥

“布码头”还逐步向近代绸布行业转
换，早在光绪二十八年，镇上就有“久
昌祥”绸布店，以后陆续开设的绸布店
达10家。直到解放前，周边乡镇的老
百姓特别是大户人家，逢喜庆吉日，名
门闺秀出嫁，都要老远赶到严家桥镇
上的绸布店来选购精品布料。

严家桥“医码头”之称也盛名在
外。在旧时缺医少药的年代，严家桥
镇上医界素以门科齐全、医道深厚、
医德高尚、服务地道而闻名远近。自
晚清到上世纪中叶，在严家桥正式挂
牌开业的医生先后有 26 家、30 人之
多（不包括外来短期行医和游医在
内），涵盖中医内外科、妇产科、牙科、
西医内科等。严家桥医界有不少著
名医生，如九代徐氏医学世家，本世
纪初评为无锡市十大名医的徐汇义
（市一院院长，泌尿外科专家），就是
徐氏医学世家的第九代传人。严家
桥医药行业也很发达，镇上拥有老字
号中药店5家，药材地道，讲究信誉，
品种齐全。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严
家桥药店就引进西药销售，这也是一
般乡镇鲜见的。因此严家桥周边几
十里地的人，遇有重大疾病，都会到

“医码头”严家桥问诊买药。

严家桥昔日作为一个繁华的商
业市镇，镇上的酒楼、茶馆比比皆是，
其中不少酒楼茶馆是开设书场的。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北街上群贤楼茶
馆就开设书场了，自30年代起又相继
出现了昭文楼书场、敬业堂书场、聘
山茶馆书场。40 年代又有寄放园书
场、徐厅书场、巫森茂书场、杏宝茶馆
书场、叙畅园书场。直至解放以后的
60年代，还有四开间门面，楼上楼下
可容纳400多名听众的“合作书场”。

严家桥听众多，鉴赏能力强，但
凡到严家桥来评弹、说书的先生都要
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因严家桥书市
活跃、票房收入高，因此出现了“名家
名档联袂而来，评弹评书百花争艳”
的局面。当时评弹艺术界的各种流
派的诸多名家，如陈舫舟、周云泉、沈
剑安、徐琴芬、徐小琴、徐碧英、王街
亭、朱一鸣、张耀声、张纪荣、邢瑞亭
等，几乎都来过严家桥献艺。严家桥

“书码头”的名气传遍十里八乡，吸引
了周边乡镇无数书迷。

建国以后，由于行政建制的变
动，自1958年起，严家桥由乡镇建制
成为村建制，这颗锡东明珠的光辉尘
封了很久。进入改革开放年代，这个
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严家桥古
村，受到羊尖镇党委、政府和上级领
导的高度关注，自2005年开始，实施
了古村保护开发规划，经过十多年的
努力，取得了很大成效，一个人文景
观丰富、水乡风情浓郁、田野景色美
丽的严家桥村，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人
们面前。正在建设的严家桥，已处在
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严家桥必将成为
无锡地区特色旅游景点和对外文化
商贸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后的“话说
严家桥”，内容将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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