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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港有个缪家村。
北宋靖康二年（1127）三月，都

统制缪弘毅跟随赵构从汴梁到灵
璧，赵构登基后，又护驾南渡，于南
宋建炎二年（1128）任游击将军，率
3000兵力，在江阴西乡沿江构筑申
港栅抗金；咸淳十年（1274），沿江机
宜缪鉴跟随张世杰据守江防抗元，
失败后退居江阴申港栅，奉皇命重
建宋室，任职于十七都院，复宋未
成，于元初隐居至江阴华士瓠岱
里。其重孙缪齐于明洪武中期，携
家眷由江阴城内的北锁巷迁回到申
港栅旧地，根据明代开垦荒地政策，
认垦申港栅周边1000亩荒地，繁衍
生息，逐渐形成缪家村村落。

缪齐不忘祖训，耕读持家，诗礼
传家，建造书房，为南向 5 间平房，
东西两侧皆有厢房，取名向山书房，
以供本族子弟读书。在明末清初的

“江阴抗清八十一天”期间，向山书
房被路过的清军焚毁。清顺治末
年，缪氏在原址重建书屋，谓之香山
书屋。每天早晨，香山书屋内书声
朗朗，学风闻名京都。从康熙到光
绪间的 240 多年中，从香山书屋走
出去的缪氏子孙中，有翰林2人，进
士12人、武进士2人，举人24人、武
举人2人，拔贡11人，香山书屋名满
江南。有清一代，申港缪氏为江阴
著姓望族。

清嘉庆九年（1804），缪廷槐考
中举人，次年高中进士，授河南项城
县知县，政声卓著，后官至甘肃平凉
府知府，授四品衔，并兼任平庆泾兵
备道。缪廷槐儿子缪焕章，在清道
光丁酉年（1837）考上举人。咸丰十
一年（1861），他入贵州巡抚田兴恕
府充任幕僚，因参赞军务立功，职授
贵州候补道，赏戴花翎，敕封文林
郎；后任翰林院庶吉士，诰赠奉直大
夫，翰林院编修加三级。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缪廷
槐孙子、缪焕章儿子缪荃孙在缪家
村出生。虽然缪廷槐、缪焕章并不
以藏书、治学名家，但家中亦有4大
橱藏书。缪荃孙生在这样的读书世
家，流风余韵，着实熏陶了幼小的缪
荃孙，为其最终成为中国近代著名
学者、教育家、目录学家、金石学家、
方志学家、藏书家和中国图书馆之
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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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天生聪颖，4 岁开始识
字，5岁已能识字数千，还能背诵唐
人小诗。这些皆由其母瞿氏口授。
缪荃孙的外公瞿敬邦是嘉庆二十四
年（1819）顺天经魁，历任工部虞衡
司郎中、候选知府，并于道光三十年
前后掌教山东兖州书院。瞿家亦是
诗书之家。缪荃孙6岁入家塾香山
书屋读书，7岁随父到江宁，11岁读
毕五经，12岁丧母后回老家。清咸
丰十年（1860）农历四月，太平天国
军（简称“太平军”）占领申港后，粉
碎了他在香山书屋里平静的吟哦生
活，17岁的他被迫侍奉继母避兵淮
安。

清同治元年（1862）初，局势稍
定，淮安的葛绍裔就迎缪荃孙到其
家从汪竹堂读书。三月，经吴棠拔

取第二名，缪荃孙
进入淮安丽正书院
读书。丽正书院是
朴学兴盛之地，在
丽正书院读书，是
缪荃孙走上学术道
路的重要一步。同治三年，
缪荃孙还未毕业，就遵照父命迁居
四川成都，从阳湖人汤成彦研习文
史，考订文字；六年（1867），因在四
川省乡试中考上举人，充任四川总
督吴棠、川东道姚彦侍的幕僚，遍历
川东北各地，搜拓石刻。光绪元年
（1875）,张之洞任四川省学政时，他
执贽其门下，为其撰《书目问答》4
卷。

缪荃孙先后经过三次会试，均
落榜，终于在第四次即光绪二年
（1876）会试中考上进士，以庶吉士
名分授翰林院编修。在翰林院工作
时，他利用空暇时间采访异本，钞校
考订，在治学上没有走专精之学术
道路，而是走了博通之学术道路。
光绪三年四月起，他协助张之洞总
纂《顺天府志》，历时10年告成。地
方志是百科全书。编写地方志，涉
及的知识面甚广，尤其对总纂而言，
必须具有博通的才学方可胜任。《顺
天府志》的问世，表明实际上的总纂
缪荃孙的学识之博通，标志着缪荃
孙的目录学、金石学、方志学已走向
成熟。

光绪八年（1882），缪荃孙充任
国史馆修纂，次年三月奏派纂修国
史中的儒林、文苑、循良、孝友、隐逸
五传，并任国史馆分纂；十一年，任
国史馆总纂。这一年，他因修儒林
传与国史馆总裁徐桐发生龃龉。徐
桐不学无术，刚愎自用，处处为难缪
荃孙，找茬扣罚缪荃孙年薪，限制缪
荃孙的仕途发展。

光绪十四年（1888），缪荃孙忍
辱负重地完成“国史五传”纂修后，
扶继母薛恭人和夫人庄氏之灵柩归
里，受江苏学政王先谦之聘，任江阴
南菁书院院长，和黄以周同事，主讲
词章，这是他讲学之始。教研之余，
他还主编《南菁书院丛书》144 卷、

《南菁讲舍文集》9卷。十六年二月，
缪荃孙辞去南菁书院院长职务，到

湖北拜谒张之洞；五月进京回国史
馆复职；八月，父亲病故，他又丁忧
三年。十七年二月，因无钱葬父，他
遂受山东巡抚张曜延请，主讲山东
泺源书院，八月回乡葬父；十一月，
到湖北谒见张之洞，受聘经心书院
讲席。

丁忧三年期满后，缪荃孙回国
使馆复职，因与徐桐论事不合，缪荃
孙 产 生 了 辞 职 的 念 头 。 二 十 年
（1894）五月，他请假回乡省墓；六月
到武昌，张之洞留其重修《湖北通
志》；九月，接家眷到武昌，从此脱离
官场，专注于学术。缪荃孙离开京
城后，刻有一方“以七品官归田”小
印，以示其志。二十八年，张之洞保
奏经济特科 29 人，缪荃孙居其首
位，他却未应征。可见其脱离官场
的心意已决。

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
月，按于去年九月与调任两江
总督张之洞的约定，缪荃孙挈
家室由武昌来到南京，开始他
在南京十几年的学术生涯。
是年至二十七年（1901），缪荃
孙执掌南京钟山书院，每月讲
授一课，及门弟子甚众。这
一时期，他在讲学之余，一意

撰著、刻书，日事校勘，在学术上取
得极大成就。同时，缪荃孙支持戊
戌维新变法，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戊
戌变法，但他对变法初期的宣传工
作是作出贡献的。在钟山书院期
间，他是《时务报》初期南京捐款的
代收者，还代售该报，后又代售《知
新报》，还为谭嗣同代售《湘学报》。
在清末，书院是传播新思想最快的
地方。二十四年（1898）起，他还兼
领常州的龙城书院。

光绪二十七年（1901）九月，江
楚编译书局创立，十一月，缪荃孙任
总纂。他延请陈作霖、陈汝恭、柳诒
徵等积学之士担任分纂和分校，共
编译、出版 70 余种教科书，其中著
名的有《清朝事略》《历代史略》等，
还出版《说文通训定声》《江宁金石
记》《续 碑 传 集》等 。 宣 统 二 年
（1910）四月，江楚编译书局改为江
苏通志局。江楚编译书局虽然存世
仅有8年又8个月，但它为当时的高
等、中等、初等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
很大的贡献。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南
京开办学堂，钟山书院改为江南高
等学堂，缪荃孙任学堂监督（校长），
并兼领中、小学堂事；十二月，奉张
之洞之命，率团赴日本考察学务。
这时，缪荃孙已是近 60 岁的老人
了，如他所说“东洋之行，殊非所愿”

“极为厌苦”，但为了开办新式学堂，
他仍以大局为重，远涉重洋。二十
九年，缪荃孙在南京开办中、小学
堂，亲自厘定学程，编辑课本，访聘
教员，讲究管理和教学之法，主张
中、西学并重，旧学、新学同举，为士
林所敬重。同年，他又致力于创建
两江师范学堂，它是清季大力提倡
新式教育的产物，是我国第一所省
级师范学校，是今南京大学和东南
大学的前身。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
缪荃孙辞去江南高等学堂校长职

务，应两江总督端方之聘，创办江南
图书馆，任总办。获悉日本人觊觎
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善本、丁氏后
裔不知珍惜意欲出售的消息后，缪
荃孙紧急筹集巨款亲赴杭州与议，
将丁氏藏书全部购回，并在清凉山
附近建“陶风楼”贮之。宣统二年
（1910），他又奉调进京创办京师学
部图书馆，任正监督（馆长），分类清
理内阁大库珍本，纂成《善本目录》8
卷、《各省志书目》4卷。这一年，江
苏议修通志，他又被延聘为《江苏通
志》总纂，亲自定凡例，分授协纂诸
人，克期编纂。缪荃孙为中国近代
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极大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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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宣统三年（1911）夏，辛亥革
命拉开序幕，湘、鄂、粤、川等省爆发
激烈的保路运动；9月25日，荣县宣
布独立，成为全国第一个脱离清王
朝的地方政权。此时，缪荃孙正在
京师学部图书馆，得知这一消息后，
因其“全家在南”，因而心里“尤为难
受”。9月12日，缪荃孙理董京师学
部图书馆事略定，即告假南返，携全
家由南京居上海。10月10日晚，新
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武昌
起义第一枪。10月11日夜，汉阳的
革命党人攻占汉阳；10 月 12 日，汉
口的革命党人攻占汉口。起义军掌
控武汉三镇后，成立湖北军政府，黎
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
民国。

从辛亥年10月起，至民国八年
（1919）去世，缪荃孙一直以遗老身
份流寓上海。其间，缪荃孙所交往
之人亦多为遗老，他们常在一起赋
诗饮酒，抒发亡国之恨、衰年之惑。

尽管如此，缪荃孙仍然关心学
术、文化的发展，以保护传统文化为
己任。民国二年（1913），他写信给
教育总长蔡元培，要他设法保护江
南图书馆；还以保护传统文化为出
发点，和邓实一起创办《古学汇刊》，
主张“学无今古，亦无中西”。缪荃
孙流寓上海，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
因而生活比较困难，常以旧椠换米，
但遇到喜爱的书还是忍不住要买。
为了整理旧籍、购书刻书，缪荃孙回
老家缪家村，卖掉家中仅有的十几
亩良田，才积“艺风堂”藏书10万余
卷，刻书数十种。民国三年（1914），
开清史馆，赵尔巽为馆长，缪荃孙被
聘为编纂。他不顾年迈体衰，两度
赴京商办史事，并亲纂儒林、文苑等
数传。民国六年（1917）仲春，《江阴
县续志》开局，缪荃孙被推为总纂，
他亲定大纲，延邑中通才任分纂，自
总其成。1919年秋，《江阴县续志》

《江苏通志·金石卷》同时告成。是
年12月22日，他在上海寓所因胃溃
疡发作而病逝。

缪荃孙为中国近代教育、文化
事业发展，保护传统文化，传承中国
文脉，作出了很大贡献。江阴申港
人民为申港出了个缪荃孙而感到无
上荣光和骄傲。1995年，在财政稍
有宽松的情况下，申港镇人民政府
竭尽所能，投资 200 余万元建设缪
荃孙纪念馆与缪荃孙图书馆，并在
图书馆广场安置大型缪荃孙全身雕
塑像，以供人们瞻仰与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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