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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询之下，记者找到了文中描
述的那栋老宅。据屋主蔡老伯和钱
阿姨讲述，这栋宅子建于明朝，总共
有三开间，自落成开始就没有大修
过，只是进行过简单的修缮，至于房
屋具体的年代他们也不能确定，还要
进一步考证。蔡氏族亲蔡建安老先
生正在主持修谱事宜，他对于西仓的
历史沿革有一定的了解。在他看来，
这栋老宅子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弘
治年间。如果这一推断能够证实，那
这栋500多年的老宅，可能是无锡地
区留存最早的民居之一。

但是也有人持有不同的意见，
常州古建专家孙五一表示，从柱础
的样式来看，老宅的年代应该到不
了明中，是明末清初的。

虽然已历时数百年，但从柱础、
梁架、滴水等细节处依旧能看出其工
艺之精巧、当时工匠的匠心和功力。

“屋面阔大低垂，举折平缓舒展，屋檐
出挑深远，屋顶充满了柔和的曲线，
气质不事张扬，是明代民居继承宋元
建筑美学的典型特征。”无锡苏珈美
术馆馆长林一表示，老宅的柱础十分
有特色，不是石头墩子而是木质的，
古建术语叫“櫍”，是明代柱墩的显著

特色。老宅的梁架装饰十分简素，仅
在童柱蜀柱雀替和月梁屋脊处饰有
云鹤卷草荷叶等纹样，配以墩斗和单
拱承托梁架，构造类似于常州藤花旧
馆（明中期建筑，原苏东坡旧居），在
无锡也是不多见的。檐口瓦当滴水
饰却花纹繁复，同为龙凤纹样但每片
都不同，各个做工精妙、栩栩如生。

几天时间内，已有数批专家和爱
好者前来探访这个老宅，蔡老夫妻俩
只得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开门，一遍遍
向来者讲述这个老宅的故事。看过
的人都纷纷表示这个老宅珍贵和少
见，但现实问题也摆在眼前——如果
老宅再不进行修缮的话，过个三五年
一旦遇到恶劣天气，产生的渗水情况
极有可能导致整个房屋的坍塌，看来
保护工作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西仓古村是个有故事、有人文
的地方。可喜的是，记者从西仓村
属地鸿山街道了解到，对于整个西
仓村的保护规划的制定已经在按部
就班地进行中，规划将综合专家的
意见从范围、保护方式等方面层层
落实，为西仓村传统风貌和历史价
值的延续保驾护航。
（晚报记者 殷婉婷/文 史晨霏/摄）

始于宋朝，显于明朝

差点被遗忘的西仓古村想“活下去”

近日，一篇描写西仓古村现状的网文引

起热议，文中提及西仓村有一栋明代的民居，

多年来未列入文保单位，也并未采取任何的

保护措施，现状堪忧。此文一出，差点被遗忘

的古村西仓再次回到了市民的视野中，为此

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走进无锡市图书馆，现场看
书的读者不在少数。记者观察
发现，老中青三代人阅读的偏好
明显。老年人更青睐于一些养
生和健康类的书籍，对于自己感
兴趣的其他领域也是毫不手
软。中青年群体是自然科学类
图书的借阅主力军，这类书籍涉
及很多的专业领域，如医学、IT、
经济学等，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
才能理解。同时，由于购买难度
较大或者单价高的原因，更多的
人 喜 欢 把 它 们 借 回 家 慢 慢

“啃”。孩子们看书大多根据老
师推荐的书单来选择，他们也会

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心情挑选想
看的书。图书馆丰富的图书、安
静的环境、良好的阅读氛围，让
这里成为孩子们的阅读天堂。
虽然，看书的喜好不尽相同，但
是老中青三代人对于阅读的热
情却是相当的。

整个 2021 年的借阅数据中
最令人惊叹的是，市图去年的阅
读达人，年借阅册次达到 416
本。在这个快速阅读的时代，能
够静下心来读这么多本书实属难
得。有榜样在前领跑，老中青三
代人也纷纷发力，全民阅读的脚
步稳步向前。 （殷婉婷）

据《无锡金匮县志》记载，西仓
始于宋朝，显于明朝，位于鸿山街
道，曾是锡东重镇，规模比泰伯故里
梅村有过之而无不及。

沿着石板路走进西仓村，这里与
其他很多自然村一样，古朴的民居依
河而建，村民们都说着一口地道的无
锡话。西仓的原住民几乎都姓蔡，现
在其中的一大半都已经搬走，留在这
里的很多都是租户和一些恋旧的老
人。从村民口中得知，上世纪三四十
年代，西仓村盛极一时，当时整个西
仓村由东街、中街和西街组成，街两
边店铺林立，约有六七十家，米铺、油
铺、糕团铺等应有尽有，满足当地居
民生活所需之余，一度吸引无锡其他
地区的居民和商户来此。而如今，斑
驳的墙面、凹凸不平的道路，很难从

中再寻觅到曾经的繁华和兴盛。记
者探访过程中，身边偶有村民和车辆
路过，正是由于有这些忠实的土著，
西仓村才得以维系着烟火气息。

自西仓桥上望去，200多米长的
街巷风光一览无遗，记者发现西仓
河两岸有很多石驳码头，依水而建
的民居都或多或少向外延伸了一部
分。村头小卖部店主杨老先生告诉
记者：“以前这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是
经商的，像我们家就是做铁匠生意
的，在船运盛行的年代，西仓河有三
个码头，每家每户都会在河上建船
坞，便于货物的买卖和流通。最热
闹的时候，西仓河的半条河道都会
被船坞占据。”正是这些“枕河人家”
的吆喝声、搬运货物的辛勤身影，共
同描绘出繁盛的江南画卷。

在刚结束的寒假期间，无锡市图书馆火力全开，好书推荐、特色展

览、“彩虹桥”绘本阅读等活动精彩不断，极大丰富了市民的阅读生活。

近日，无锡市图书馆2021年度图书借阅排行榜公布，来看看哪些书最受

无锡人欢迎。

精致生活人人爱，科幻小说势头猛

去年，无锡人都爱看这些书

市图的年度图书借阅排行榜
已经连续推出了很多年，主要分为
自然科学类、社会科学类、文艺类。

从近三年的榜单中，记者发
现《断舍离》《小家，越住越大》多
次登上自然科学类借阅排行榜。
去年，《断舍离》成为该类榜单第
一名。随着人们对于生活质量要
求的提高，精致生活指南类图书
的走俏是必然的。整理、清洁是
每家每户都避不开的家务活，这
一内容与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息息
相关，又可以快速地提供一些实
用生活小技巧。生活指南多以通
俗易懂、图文结合的“快餐式”输
出内容，这也是大部分读者所喜
闻乐见的形式。

无锡人还是名人传记的忠实

粉丝，每年都有一两本能够上
榜。在社会科学类借阅排行榜
上，除了《毛泽东传》这类经久不
衰的著作外，读者对于无锡本土
的名人也保持着一如既往的追
捧。从《杨绛传》到如今排名第一
的《我认识的钱钟书》，生活琐事、
辉煌成就均以朴实无华的文字娓
娓道来，无锡的名人文化已经在
很多人心里扎根发芽。

另外，科幻小说在文艺类借
阅排行榜中异军突起，以虚幻世
界的故事折射出生活中种种现实
问题，新颖夸张的表达方式吸引
了一大批读者。其中，长篇科幻
小说《三体》以一年242次的借阅
次数荣登榜首，是去年当之无愧
最受无锡人欢迎的小说。

现场探访：寻觅古村旧事

明代民居：细节之美犹存

精致生活指南最合“口味”

三代人看书热情相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