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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993年出生于宜
兴的朱璟秋，小学五年级时就
开始阅读《红楼梦》。这部文学
巨著对她的影响很大。自翻开
它后，时至今朝已读了不下二
十遍，豆蔻年华的她因此有了
写小说的冲动，这种由内心生
发的文学创作动力，一发而不
可收。日前，她新创作的长篇
小说《茶洲记》出版，与读者见
面。

从小学三年级起，朱璟秋
在报刊上发表习作，小学五年
级尝试写作小说，多次在各级
作文大赛中获奖。初一年级成
为《关心下一代周报》小读报
员，在校刊上设“璟秋品红楼”
专栏。朱璟秋于2012年出版
长篇历史言情小说《秦淮歌
飞》，2018年出版长篇历史权
谋小说《乱世辛夷》，2022年出
版长篇小说《茶洲记》。“在写作
第一部长篇小说时，往往有时
候半夜来了灵感，为了不打扰
舍友休息，不敢开灯，便在枕头
放一沓稿纸，将当时的‘灵光一
现’记录下来。”回忆起最初的

文学写作，朱璟秋说道。
《茶洲记》是首部以阳羡茶

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讲述民国
风云，谋篇布局纵横捭阖，作者
对阳羡茶、宜兴城市地理、人文
以及湖氵父山乡风情的描述细致
入微。朱璟秋说：“对于中长篇
小说写作，我倾向于以历史为
背景，将历史风云揉入人物命
运进行二次创作。中国历史悠
久，可写作的题材不胜枚举。
写作《茶洲记》时，我将许多风
俗物产融入书中，希望给读者
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朱璟秋是一个安静的人，
文学是她生活中的影子。”熟悉
朱璟秋的人这样评说。朱璟秋
出生于宜兴的教师家庭，身上
带着书卷气息，有着“书能香我
何须花，茶亦醉人何必酒”的自
信。2012年起，朱璟秋在潜心
文学创作之外，兼习中国画、陶
刻艺术，在自己的艺术工作室
里安静而平凡地生活，恬淡冲
融。她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万言
文。” （何小兵）

本报讯 11月12日，无锡
市堰桥中学喜迎建校120周年
华诞，历届学子和校友从四面
八方赶来，参加百廿堰中办学
成果展系列活动，共同见证堰
桥中学教育博物馆开馆、异地
新建的堰桥高中新校区一号楼
结顶，以及江苏省课程基地和
空间工程教育实验中心揭牌。

堰桥中学前身是“胡氏公
立蒙学堂”，始建于1902年，由
著名教育家、水利专家胡雨人

和胞兄胡壹修共同创办，是无
锡地区最早的近代新式学校之
一。当天开放的堰桥中学教育
博物馆，以实物藏品展示了
120年办学之路。2014年堰桥
中学分设堰桥初中和堰桥高
中，其中，堰桥初中易地新建。
校园原址现为堰桥高级中学，
是江苏省四星级普通高中。近
年来，惠山区对堰桥高中实行
易地新建，学校发展将开启新
的征程。 （黄振）

南下塘是古运河东岸的一条古街，
狭长而幽深，是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宁
静的一面。铁树浜老宅位于这条街上
的135号，就在金塘桥下。铁树浜和古
运河环绕着这座老宅，整座宅子为五开
间三进，第一进高一层，后两进高两
层。白墙黛瓦，屏风墙，观音兜，典型的
江南水乡民居。老宅中有三个花园，第
一二进之间流水潺潺，在这里静听院落

水声，临窗坐上几个小时都不会厌倦。
第二进的花园则是一个传统园林，绿树
几株，假山小景，半座戏台，中间是一汪
碧绿的池塘，池中时有一大群红色锦鲤
游过，悠然自得。

最后一进的花园中有一棵高大的
朴树，属江南地区的乡土树种，从他处移
植而来。树下有露营设备，三五好友，在
此品茗聊天，是当下年轻人喜欢的感觉。

巨贾旧地巨贾旧地，，融入运河新时代融入运河新时代

位于清名桥历史文位于清名桥历史文
化街区的铁树浜老宅坐化街区的铁树浜老宅坐
落在运河东岸的南下塘落在运河东岸的南下塘，，
这里曾是锡城巨富的旧这里曾是锡城巨富的旧
宅第宅第，，如今老宅修旧如如今老宅修旧如
旧旧，，外观仍是旧时风貌外观仍是旧时风貌，，
内部却已融入当下印记内部却已融入当下印记，，
焕发出新的活力焕发出新的活力。。人们人们
于此临河闲坐于此临河闲坐，，观窗外静观窗外静
水流深水流深，，遥想当年风雅时遥想当年风雅时
光光。。

堰桥中学喜迎建校120周年华诞

通读《红楼梦》不下二十遍

青年作家朱璟秋新长篇问世

铁树浜老宅所在的这一地点，有着深
厚的人文历史。据记载，明代华麟祥曾在
此建波光阁读书，闲暇时喜将所藏古籍校
订印刊聊以自娱。因年代久远，波光阁不
存，后该址即建今宅。华麟祥为明中叶无
锡三大富商之一，旧时歌谣称，“安国、邹
望、华麟祥，金银日夜用斗量。”

华麟祥以“富有其名，商有其德”而
著名，发达之后在无锡南门外创办了义
庄，“创田租千石，为义庄义塾，以赡族
人，越数代犹守其遗训”，为族中老弱病

残提供帮助。在离老宅不远的向阳路
边上，有一块“华义庄坊”的牌坊就是这
段历史的见证。

华麟祥深知有“才”比有“财”更重
要，要求儿子华云奋发读书，拜著名文
学家邵宝为师。华云官运不顺，直到五
十三岁才考中进士，又因反对严嵩擅
政，辞官回家。华云后居南郊菰川庄，
建庄园，筑读书堂，收藏明人字画。通
扬路附近的历史地名“大庄里”正与这
段故事相关。

如今的铁树浜老宅活化利用为一
座民宿酒店，酒店的室内设计师希望这
处历史悠久的传统老宅能融入更多的
阳光、空气和水，更加适合现代人居
住。设计师把这里打造成一处可独处、
可分享的空间。比如，南侧的围墙上有
数扇木质窗户，推开窗，就能与邻里们
欣然欢语，关窗则小院自成一统，可享
受院内独有的宁静。

老宅内有许多格栅和玻璃搭配的
设计，既有木的温润，又能引入明亮的
自然光。第一进是一间咖啡厅，集美
食、阅读、艺术沙龙于一体，可以办公，
也可以与三五好友聊天。在保留老建
筑特有的光影和底蕴中，打造一处公共
空间来品味乡愁、乐享文化，吸引着许
多人来到这里。

第二三进中则有16间客房，作为历
史建筑，客房内的各类管线加装都有严
格要求，不能破坏其原有的风貌。目前，
通过精心设计，室内保留了原有的结构，
又增加了满足现代人需求的卫生设施，
使其焕发新活力。“这些房间尤其受到北
京、上海等大城市游客的喜爱”，设计师
表示，在这里，有桨声灯影里的江南，能
感受完全不一样的文化体验。

正因如此，这间酒店的设计获得了
很多奖项。比如，2020第23届CIID大
奖赛酒店会所类金奖，2020WA中国建
筑奖-WA居住贡献奖的佳作奖。在评
审者看来，这处位于古运河之滨的历史
建筑随着时光的流转既传承了历史文化
遗产的精髓，又在城市的发展中得到了
新生。 （晚报记者 黄孝萍/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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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中式花园内部中式花园

三座花园点缀而成的老宅

旧时巨富宅院，原有仁义爱书人

活化文化遗产，赋予建筑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