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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春劼 文｜
江南大学校园的前世

2001 年，无锡轻工大学、江南学
院、无锡教育学院合并组建新的江南
大学；2002年在长广溪畔征地3000亩
建设新校园；2003 年 9 月 30 日，新校
区大楼建设开始施工；2004 年 9 月
初，第一批学生搬至新址；2007 年 9
月，最后一批学生搬进新校区，学校
实现了整体置换。

2018年，江南大学在校学生3万
多 人（其 中 本 科 生 20191，研 究 生
8686，留学生1285），从建校至今已有
十几万学子在此留下了他们的青春
印记。江南大学借助这块风水宝地，
迅速发展，排名直线上升。

江南大学的今生常为人所乐道，
可它的前世知者不多。

江南大学校园内有一条东西向
的闪溪河，把校园分为北区1800多亩
与南区 1200 多亩。这条河在公元
2000年以前都是船来船往的航道，它
与长广溪、马蠡港等相通，从而与外
部世界实现水运互联。

以河为界，北部糜巷桥自然村归
无锡县东 乡（1995 年无锡县更名为
锡山市），2003 年起迁至大通路糜巷
桥社区；南部为雪浪乡的渔业村 91
户、农场7户、俞巷102户、上头巷17
户、席巷 17 户、赤马嘴 83 户，共 1251
人，2005 年起，他们离开家园安置在
仙河苑。

北区：糜巷桥村

据王金中先生所述，清末民初，
糜巷桥村已有 80 余户，400 多人，村
民以农耕为主，辅以栽桑养蚕。后随
上海开埠，不少家庭的男劳力到城市
打工。

1903 年，该村创立私塾学堂，由
本村王嘉山任塾师。民国初年改称
开化乡第九初等小学。1923年，该校
设教室1间，教师2人，学生66人。抗
日战争期间，王庸在家设塾授徒。
1941 年，殷明祖以祠堂作校舍，招收
村中94名孩童入学。新中国成立前，
张之彦集资创办了糜巷桥小学。20
世纪 50 年代初，设一、二、三年级和
四、五、六年级2个复式班，教师4人，
学生106人。后又在本村觅地造房，
重建糜巷桥小学，直到 1996 年并入
东 实验小学。

1992 年统计，全村总面积 1062
亩，建筑面积106亩，全村总人口500
人，分布在145户汉族家庭。有近20
个姓氏，以殷、张、王为主，丁、席、杜
次之，还有周、吴、陈、赵、钱、何、黄、
薛、尤、曹、朱、陆、毛等姓，但无糜姓
人家。

20 世纪 80 年代末，糜巷桥村创
办了一个由333亩水田组成的农场，
分别由三个组团形成。村中有1台太
湖牌1350联合收割机、4台中型拖拉
机、6 台插秧机、2 台农用汽车、5000
平方米水泥晒场，千百年相袭的繁重
的手工作业，已被先进的机械化取
代。村民们得以腾出手来，从事养
猪、养禽等传统副业，有高产鱼池
65.7亩。

20 世纪 80 年代，糜巷桥大力发
展村办工业。1990 年其工业产值
4000 万，利润 350 万；1992 年村工业
产值为1.3亿，利润为700万元，主要
企业有建筑工程队、汽车铜带厂、电
工厂、有色印染厂，厂区占地共 200
亩，有本村职工163名，外地职工200
个。后又建有无锡县精密合金材料
厂、无锡县合金模具厂等。

从1989年起，全村饮用自来水，

家家安装闭路电视，户户使用液化
气，摩托车、汽车也成为寻常的交通
工具，大多数人家有别墅。

“进入村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既有欧美风格又有民族特点的村标
——立体雕塑，让人遐想。有现代化
小学校、行政中心、活动中心、农民别
墅、停车场，水榭花坛，亭台楼阁，绿
树掩映，小桥流水，繁花似锦。”这是
上世纪 90 年代初对该村的描述。可
以说，糜巷桥村在发展集体经济、实
现农业机械化、让村民致富方面，走
在全国的前列。

村中有一条南北向的小河：秀才
浜，其直通闪溪河，小河不仅可供村
民饮用和浇灌农田，涝保丰产；也可
供村妇淘米、洗菜、汰衣服、刷马桶，
它更是孩童们游泳、嬉水划船乃至钓
鱼捉虾的最佳处。

曾在私立江南大学史地系任教
的王庸是糜巷桥村人，这位著名的历
史地理学家生前没有料想到，他的故
乡会成为江南大学校园。江南大学
的学生们也不知道，他们脚下这片土
地曾走出一位杰出的学者。

南区：多是围溪造田的产物

长广溪正如其名，不仅沟通五里
湖与太湖，有十多公里长，且从石塘
桥以南至横山桥以北比较开阔，约有
一平方公里范围。1968年，雪浪公社
党委书记孟志成，紧随潮流，也打起
了长广溪的主意，实行“围溪造田”：
新开东内河，泥土船运到西岸筑坝。

11 月下旬，在秋收秋种结束后，
雪浪公社成立以萧志康为首的指挥
部。指挥部设在赤马嘴农户家。靠

人工挖掘，用肩挑、手推板车运土，一
担担土、一车车泥倒进浩瀚的湖水
中，刹那间不见踪影。要围筑 10 余
华里范围的大堤坝，谈何容易。由于
人员不足，围垦速度非常缓慢。加上
经常下雨等因素，耗工巨大，大家一
时产生消极畏难情绪。1969 年夏、
秋季农忙结束，全公社总动员。凡是
有劳动力的青、壮年男女齐上阵，组
成了浩浩荡荡的会战大军，在赤马嘴
埋锅造饭。肩挑、手推、船运，接近一
年，大堤筑成，东西两堤在半湖墩合
拢。1969 年底，抽干湖水，整田平
地，建成可耕田1300亩。

“围溪造田”时发现了属马家浜
文化的“赤马嘴遗址”。出土过新石
器时期器物，还发现过旧石器及两
汉、三国时期的钱币、陶瓷器、两晋的
青瓷器、南北朝的钱文墓砖、宋代的
陶瓶等。据考证，这里 6000 年前已
有先民聚居。现在江南大学校园立
有一块石碑，刻文纪念。

1970年4月8日成立长广溪建设
筹建组，陆泉培为筹委会负责人，并
向全公社招募劳动力。第一年就招
到劳动力 300 余人，分成护堤组、基
建运输组、农业垦植组等。护堤组负
责围岸大坝加固工作；基建运输组负
责规划设计盖建民房宿舍、食堂、猪
舍等；5 个农业组负责格田成方，深
翻黄生泥土，因为土质坚硬，人工翻
土十分费力。第一年种植的水稻虽
不理想，也能达到亩产五六百斤；大
堤内侧坡地种植的黄豆也喜获丰收，
收获有一万余斤；河槽低洼地种植的
茭白获得大丰收；棉花因土地贫瘠而
不适应欠收，过后放弃种植。

1970 年建成民工宿舍 28 间，食

堂11间，猪舍几十间。过后又逐步增
建办公室、会议室等。其所用木料大
多是拆除的雪浪山朝山坞尼姑庵的
材料。

1971年长广溪建立“五七农场”，
面积3200亩，落户170多人，从此，河
底里有了新农民。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五七农场更名为雪浪农场。

农场还搞副业办工业：成立无锡
县第二母猪良种场，母猪存栏最高达
120 多头，每年生产仔猪 2000 余头。
猪场内还种植各种花卉，成为花园种
猪场。先后办起了五金电化厂、机油
泵厂、印染助剂厂等。除工农副业
外，这里先后开办了党校、农业技术
学校、乡镇工业培训学校；还成立雪
浪知青点，公社三级干部大会经常在
这里召开，党员培训、民兵训练及各
条线都到此地活动过。

莫忘奉献家园的乡亲

故土难离，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
家园，离开他们熟悉的这片热土，乡
亲们心中必有几分失落与不舍。为
江南大学新校园的建设，为无锡高等
教育事业的发展，所在地的乡亲们作
出了牺牲。为留住根的记忆，2009
年，在板桥村委的协调下，赤马嘴村
民自发捐款，在江南大学内的旧址地
建造“赤马轩”与两座纪念亭。南阳
巷居住的大多为张氏后人，学校在他
们兴建的亭前刻石立碑，撰写《南阳
亭记》，彰此善举：

八百八十多年前，北宋末，金人
南进，张氏祖先为避战祸自河北省清
河扶老携幼辗转数千里，历经艰辛，
迁至江南蠡湖长广溪畔，耕耘繁衍，
创建南阳巷，子孙遍居蠡湖岸沿山一
带直至太湖之滨，其宗祠坐落于南阳
巷村西。

张氏宗祠之享堂，名香远堂，岁
岁阳春，张氏子孙云集祭祖于堂前。
锡邑自古乃人文蔚起之地，躬逢盛
世，科教兴国，百年名校江南大学兴
建新校区于此，宗祠偕南阳巷均在拆
迁之列，张氏后人为纪念祖先，亦为
尊师重教，感怀桑梓，特将政府所拨
补偿金悉数捐赠，筑亭于该祠旧址，
取“南阳”二字以命亭，此亭名由来
者。乡情厚谊，感人至深。

南阳亭近倚蠡湖，遥对嶂山，处
校园之中央，在山水之间也。莘莘学
子，课余晨昏，或诵读于亭前，或休憩
于亭内，激扬时指点江山，谈笑间志
存千里，切磋砥砺，深造有得。人才
辈出，师之德也；富民强国，众所望
也。谨祈百年江大，厚德载物，乐育
栋梁，桃李芬芳，海内同钦。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部分教师在学院新址工地现场。（2004年4月，王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