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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出的无锡土地史料
主要分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
个历史时期，时间跨度有三百
多年。展览的第一张县境图约
有一米见方，龚明表示，这是网
上淘来的。由于没有制图年
代，他与1813年的《无锡金匮
县志·县境图》进行了比较，发
现增加了许多桥梁，估计应该
晚于 1813 年，绘制于清中晚
期。这张地图是彩色的，绿色
的是河流，褐色的则是山和桥，
黑色的小楷山名、桥名、城门和
无锡的四至一一详细罗列，无
锡现今不少地名都能从这张地
图上找到。地图上甚至还有两
处用英文后注的字母，一处似
是“grand canal”(大运河)的字
样，龚明怀疑这张地图曾流转
至国外又回流到国内。

另一张无锡地图则是由无
锡测绘局主测，南京陆军地图
测绘局和上海南洋公学（交通
大学）工程系学生协助，从民国
初开始历时 6 年形成的实测
图。上面有坐标方格网、等高

线等，已具有现代地图样式。
这是苏州的一位出让人转出
的，据称是从某大学图书馆卖
出的旧书废纸中所得，全套共
17张，龚明收得16张，还有1张
则由无锡另一藏家所得。在其
中一张地图上，可以看到“开原
乡立第三小学”，龚明表示，应该
就是钱桥中心小学的前身，学校
的百年历史可从这里得以确证。

另一本《结字鱼鳞图册》也
颇为珍贵，这是我国古代的一
种土地登记簿册，将房屋、山
林、池塘、田地按照次序排列连
接绘制，是民间田地之总册。
由于田图缩小汇总后状似鱼
鳞，故而得名。无论是官方馆
藏还是民间藏家处，《鱼鳞图
册》并不多见。龚明是无意间
到常州的一处废品收购站“淘
宝”时发现，在一堆资料中，他瞥
见了“天授区”几个字，知道这是
无锡旧时地名，就求来翻阅。这
册书少了封面、封底，其他部分
基本完好，收购者见他有意，便
赠送给他，让他喜出望外。

近日，《非遗瑰宝绽新枝》《天上
村前：中国近代科教之乡》两本新书
发布，聚焦传统文化宝库中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和近代乡村教育发展，
为文脉重焕生机探索路径。

从一千多年前的宜兴紫砂，到
有着五百多年历史的惠山泥人，直
至吴歌、锡剧、钧陶、泰伯庙会等，无
锡非遗资源种类繁多、形态多样，蕴
含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
到目前为止，我市入选市级以上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已达300
多个。

《非遗瑰宝绽新枝》主编符志刚
介绍，各地非遗保护工作的水准参
差不齐，非遗项目的生存状态也是
良莠不齐。为了探究非遗保护工作
的内在发展规律，让广大非遗工作
者和非遗传承人寻找到一些可资借
鉴的成功经验，编撰了《非遗瑰宝绽
新枝——无锡市优秀非遗项目活化
创新案例选编》一书。

本书遴选确定了43项具有代表
性的非遗项目，聘请一批热爱非遗工
作、具有扎实写作功底的作家参与撰
写，几乎涵盖了非遗所有的领域，因
而具有较强的样本研究价值。“希望
能够把我们无锡的一些非遗保护和
活化创新的实践探索汇总成册，为

全省乃至全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提供
一个小小的样本。”符志刚说。

无锡文史专家陆阳把目光投向
了至今有600多年历史的无锡市惠
山区堰桥街道村前村。村前村在近
代归属天上市，而有“天上村前”的
雅称。这里素有崇文重教之风，对
无锡地区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影
响深远，被誉为“中国近现代乡村教
育的摇篮”“中国近代科教第一
村”。日前，陆阳新著《天上村前：中
国近代科教之乡》正式发布，全书
64万字，分上下两册，并配有200余
幅历史图片。

陆阳对于天上村前的关注已经
有十年时间了，这些年相继出版了
村前胡氏的相关文集，积累了大量
一手资料，这次又创作了《天上村
前：中国近代科教之乡》，意图全面、
系统地反映胡氏子弟在科学、教育
领域的事迹，以及对近代中国近代
化进程所做出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来，惠山
区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保
护，于2021年元月启动“天上村前”
保护及城市更新规划。目前，“天上
村前”核心区建设已经完工，目前正
在紧锣密鼓进行内部布展，很快就
将正式开放。 （陈钰洁）

本报讯“今天是中国航天日，
这份由‘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撰
写的《研究工作方法》首度面向市
民公开展出……”4月24日，位于
无锡锡山区黄土塘村的姚桐斌故
居，展览馆馆长姚正邦告诉记者。

姚正邦小心翼翼地从一个略
微掉漆的深灰色木盒里，取出姚桐
斌撰写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
《研究工作方法》及相关物品，放进
展柜中。“我手上的这本《研究工作
方法》，是当年姚桐斌所在的某研
究所赠送的。自接收之日起，我们
就一直守护至今……”一旁的黄土
塘村党委副书记严明说。当天，前
来黄土塘村授课的无锡市关工委
报告团成员、姚桐斌族弟姚炳华，
对《研究工作方法》同样感触颇深：

“族兄下了非常大的功夫撰写《研究
工作方法》，并于1961年7月3日，向
单位全体职工作了报告。当年，钱学
森对该文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文章对
科研工作有重大指导作用。”

据介绍，《研究工作方法》全文
约25000字，分为前言、研究工作
的阶段和程序、研究课题的提出及
技术要求的确定、文献资料的搜集
整理及总结等十个章节。无锡市委
党校教育长周及真表示，当前，全党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需要传承和发
扬姚桐斌等老一辈科技元勋的优良
传统。江南大学教授王育红则表
示，《研究工作方法》指导原则、方法
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同样适用。

当天下午，该展陈迎来了首批
参观者。农行无锡分行党委副书
记、副行长、机关党委书记周学军
说，银行正在进行与现代金融课题
相关的调查研究，《研究工作方法》
给予他的启示是，调查研究必须扎
根基层，身入心入、求深求实，解改
革之难、解发展之需。江南大学附
属医院党委委员、党办主任钱永峰
说，要学习姚桐斌的科学调研精
神，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
况，解决新问题。 （薛中卿 宋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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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惠山区钱桥的民间收藏家龚明，在盛岸西路的五洲
国际举办了《“时代印记·抚昔颂今”无锡土地史料展览》。该展
览通过近两百份弥足珍贵的土地文书藏品，见证人民当家作
主，时代向前发展进程。

修缮黄埠墩平房要有执照

这些展出中，还有民族工商业资本家
杨翰西的地价申报证明书，登记了一块一
亩一分七厘二毫的土地，位于惠山脚下的
宝善桥，“值洋93元”，文书上还有“宝善
桥堍啤酒公司合”等字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无锡有了新
气象，在展览中也可看到有趣的往事。
1949年的一张《土地所有权状》对惠山镇
蓉湖庄1845号地号进行了确权，上面有
正副市长顾风和包厚昌的手写体印章。
在展览里还有一张黄埠墩的改建执照，执
照的日期是1950年5月。大意是一个名
为俞依生的人，申请对墩上营业所用的六
间平房进行土木工程改造，当时的建设局
长是季恺。这张执照被要求悬挂在施工
地点，类似于现在向周边百姓公示的施工
许可证。在龚明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对黄埠墩也是很重视，很快批准了

改造工程。1951年3月，无锡县高明乡农
民协会将地主的土地分给了农民，出具了
《临时土地证》；1963年的“自营土地使用
证”中则记录了钱桥陆姓社员拥有一块六
分四厘二毫的自留地。

近两百份土地文书见证了无锡的时
代变迁。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
从原来的归地主、资本家所有，到现在归
人民所有，龚明表示，在科普中国土地制
度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感受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珍惜来之不易的新生活。

对于这次展览，锡城不少收藏爱好者
都很感兴趣，来自火车站的邵先生带来了
自己曾爷爷传下来的土地文书和其他一
些老资料来请教一些不解之处。龚明表
示，展览将于6月10日结束，如果有需要，
他可以到现场进行讲解。

（晚报记者 黄孝萍/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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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淘得罕见锡城地图和图册

姚正邦手捧姚正邦手捧《《研究工作方法研究工作方法》。》。

（（张轶伦张轶伦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