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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文化摇篮

八旬老报人笔耕不辍
新著《春华秋韵》出版

本报讯 宜兴八旬老报人张澍新著《春华
秋韵》最近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共
有11个篇目，计36万字，均为作者退休后撰
写成文。其中，作者回忆与原南京大学党委
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原西安大学校长蒋德明、
原《人民日报》社社长邵华泽等人交往，文章
朴实厚重，记人叙事重在反映人性的光芒。
据作者介绍，书名“春华秋韵”取自其原名字
与老伴名字中的各一个字：“春”与“华”，寓意
伉俪情深。

张澍原名张小春，1942年出生于宜兴太
华山乡北川，幼时勤勉好学，1968年毕业于
南京师范学院新闻专业，后毕生从事新闻工
作。先后在镇江日报社、中共宜兴市委宣传
部、宜兴日报社等单位担任新闻记者、新闻干
事等，从《宜兴日报》副总编辑岗位退休。

退休以后的张澍全身心投入地方革命史
的研究，在宜兴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秘书长
岗位上承担了大量具体的工作。他撰写的
《张锡生老人对日军暴行的控诉》、《朱廉的传
奇革命生涯》、《难忘的宜南山区岁月》、《为了
粟司令和战友们的嘱托》等专题文章，为发掘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
了生动教材。张澍的大哥、革命烈士张西是
淮安人民的英雄，也是宜兴人民的骄傲。在
宜兴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淮安市淮安区新
四军研究会等有关方面的积极推动下，找到
了当年张西的遇难地，张澍用红布捧回了一
抔烈士血染的热土，连同遗物埋入其出生地
太华山下，并为其立碑纪念。这一过程，由淮
安人网拍摄成视频《大哥回家》，产生了良好
的社会宣传效果。

（何小兵 张芸）

本报讯“周处除三害”是宜
兴重要的标志性城市雕塑，周处
悔过自新的故事在宜兴家喻户
晓。3月1日，由阮经天主演的电
影《周处除三害》上映，影片与宜
兴历史人物周处的人生有异曲同
工之处，巧妙地借用“周处除三
害”的典故，讲述了一个关于“救
赎”的故事。

据宜兴历史文化研究专家宗
伟方介绍，西晋时江苏宜兴有个
叫周处的人，年少时“凶强侠气”

“纵横恣肆”“暴犯百姓”，乃“为乡
里所患”。老百姓把他与山中猛

虎、水中蛟龙并称“三害”。后来
周处发现自己为世人所极端厌
恶，开始对过去的胡作非为有所
追悔。于是，他去求教于当时有
名的文学家陆云。在陆云的指导
下，他懂得了“朝闻夕死”的道理，
决心“励志好学”，痛改前非，后来
终于成了屡建奇功的名将，“殉国
亡躯”的“志节之士”。《晋书》还为
他写了传。周处被后世公认为后
醒者的典范。据《宜兴县志》记
载，早在西晋，阳羡（今宜兴）周处
撰写的《阳羡风土记》成为我国早
期方志之一，为记述地方风俗的

名著，在中国方志史和文化史上
都具有重要地位。

位于宜城街道东庙巷内的周
孝侯庙俗称周王庙，始建于晋元
康九年，是为祭祀晋平将军周处
而建的专祠。周王庙大殿框架为
明嘉靖年间重建。“京剧中仍保留
有《除三害》剧目。”宜兴市戏曲曲
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王建平
说。王建平介绍，宜兴历代史志、
艺文志中都有关于周处传说、古
迹、丘墓、忠义、坛庙、人物等记
载，更有无数诗词描写周处的传
说、故事、行迹。 （何小兵）

周新老街的工商基因又孕育
新生，沉淀百年的工商文脉上，又
拔起一座文化与商业和谐互融的
精神乐园。工作人员介绍：“现在
我们主街的展厅梳理了周新镇工
商业文化的发展脉络，同时还设
置了丰富的非遗文化展，欢迎游
客随时参观。”老街上“黑珍珠”级
别餐厅、精品咖啡等新派餐饮、数
字艺术展，和裕昌丝厂旧址前斑
驳的缫丝机共生在同个时空，给
游客带来工商文化和现代商业融
合的沉浸式体验。
（晚报记者 孙妍雯/文 汪新笛/摄）

周新老街周新老街：：工商基因重生路工商基因重生路
无锡素有中国“丝都”之称。明清以

来，本地蚕丝贸易活跃，无锡逐渐成为当

时全国最大的缫丝工业基地，而全市首家

机器缫丝厂——裕昌丝厂就设立在滨湖

区周新老街。老街在无锡古老的自然河

流骂蠡港边形成，近代丝、布等货物通过

这里的码头贸易走向世界。

“周处除三害”典故被拍成电影了

上世纪，无锡以棉纺织业、缫
丝业、粮食加工业为三大支柱产
业，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发祥地
之一，六大家族集团相继崛起。
1899 年，其中周氏家族掌舵人

“煤铁大王”周舜卿在家乡新建周
新镇，他聘请了当时的建筑专家
作了详尽的规划设计，这在当时

省内乃至全国都是极为罕见的。
1902年，这条街镇被正式命名为

“周新镇”，意为“周家新造的街
镇”。周舜卿在此设立裕昌丝厂，
丝厂产品远销欧美，鼎盛时工人
近1000人，让周新老街人流大
增。

至抗战前，周新镇已拥有5

家工厂、70多家商店。上海《申
报》报道，“此镇于五年前本甚荒
寂，由邑绅周舜卿观察独力兴创，
今则丝厂、学堂及一应巿民房屋，
盖造整齐，烟户不下千家，竟成一
绝大巿镇矣！”起初仅有几十户的
小村庄，发展成为一条“十”字形、
长300多米的近代工商街镇。

江南建筑露天藏馆

从靠近贡湖大道的京堂桥
开始向西走，能清晰感受到周新
老街更新再更新的历程。原周
京堂桥由周舜卿出资建于清朝
宣统元年，后因泄洪需要改建为
现在这座三孔京堂桥。桥东侧
保留有民国时期修筑的滨水凉
棚，它是江南多雨气候的独特产
物。周新里工作人员表示：“沿
河的滨水凉棚是古镇的代表性
建筑，在无锡几乎已经找不到

了。”近日正值雨季，滨水凉棚下
可见到访古镇的游客驻足观
雨。东侧是“铁业大王”张卓仁
的故居，一进门的天井能唤起每
个老无锡童年的回忆，故居现已
得到活化利用，作为“统战之家”
同心楼，接续当年民族实业家的
奋斗精神。

望湖路东西侧的矮脚楼现在
仍有百姓枕河而居，两山墙屋顶
突出部分，就是徽派建筑的灵魂

——马头墙。苏式建筑多体现在
江南园林，而徽派建筑常见于民
居，以前的老房子多为木轴结构，
突出的马头墙着火时能防止火势
蔓延，是前人智慧的凝结。经过
望湖路口，周新老街的新潮气息
逐渐浓郁，历史韵味作为点缀相
融共生。周舜卿故居京堂第门前
的照壁，反映古人祈福、避邪的民
俗心理，是无锡保留下的中国传
统建筑重要单元。

工商基因再次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