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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南诸城中，无锡文化可谓个性独
具，灵动机智中暗蕴着踏实稳健的个性气
质，变化融合间充溢着坚韧刚健的进取精
神，务实质朴中寄托着不断追梦的价值取
向，从容端方中涌动着开放吸纳的渴望，讲
求利益实效而又不乏道德的坚守，自足安
逸中充溢着变革创新的要求，既勤勉务实
又不乏高瞻远瞩，虽追逐功利而又富于担
当……”该书主编、主撰庄若江这样描述无
锡文化。在她看来，无锡的文化正如无锡的
自然生态一般，既有山一样的稳健沉厚，又
有水一般的机智灵动，相辅相成，水乳交
融，浑然一体，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江苏地方文化史·无锡卷》全书54万
字，在全面系统梳理了无锡文化发展的历
史脉络、演进过程和各方面表现样貌的基
础上，客观总结了无锡文化发展的规律，首
次将城市的历史发展演进和城市的文化个
性置于互动的背景下进行审视。

《江苏地方文化史·无锡卷》具有较好
的资料性、学理性和创新性价值。此前无锡
地方文化著述，较多定位于民间通俗文化
读物，注重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在学理
性、严谨性方面有所欠缺。《江苏地方文化
史·无锡卷》作者均为高校教师，擅长理性
的分析解读，故该书较为注重学理性、史

料性、真实性，具有较好的学术价值。“首
先，书中首次搭建了无锡文化史的理论框
架，结构合理，科学完整；二是最大限度地
收集了可以作为论述依据的文献史料，视
域比较开阔；三是对所掌握的史料进行了
较为严格的筛选和真实性研判，使本书所

言皆有依据，引文皆有出典，分析有理有
例，比较有说服力；四是首次在史书框架
中对无锡文化历史脉络进行了全面梳理，
也首次将城市历史发展和内在文化性格
结合起来进行审视，揭示了无锡的文化性
格对城市演进发展的重要作用，并能引入

最新文化研究成果，对无锡文化性格、文
化内涵与特色进行深入分析和研判，揭示
出文化与经济互动关系及其价值意义。”
庄若江说，《江苏地方文化史》的学术价值
和应用价值，将为日后《无锡卷》丛书的撰
写提供重要参鉴。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提出了令人耳目
一新的观点，“书中提到，无锡作为县级小
城之所以在近代一跃而起、飞速发展且跻
身‘工商六强’城市，文化的助力是不可忽
视的重要因素。”庄若江说，这揭示出文化
与经济的内在关系及其价值意义。同时，无
锡长期深受吴地文化的陶冶，“这一文化
优势不仅助力了无锡的发展，也有助于今
天无锡文化的重构，在新的历史时期具有
文化战略上的借鉴价值。”在她看来，这种
文化机智灵活、开放包容、义利并举且务实
进取，无锡的发展硕果正是这一文化优越
性的历史佐证。

背景说明

《江苏地方文化史》是 2016 年启动的
“江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出版成果
《江苏文库·研究编》的重要组成部分，13
个设区市各设一卷，收入3000 册的《江苏
文库》中。

文化折射出城市轨迹与个性
《江苏地方文化史·无锡卷》问世

□韩 玲

陶勇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关于理想、关于爱情、关于亲情、关于人
生……在这本书中，陶勇不仅是一位公立医
院的眼科医生，更是患者朋友的人生医师。
他以医者和普通人的双重视角，忠实地记录
了这个时代的医患关系、医者思考和医学故
事，分享医院之内和医院之外的人生感悟。

《自造》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绵延
的历史与遗存，不仅是历史的
佐证，也折射出城市前行的轨
迹与独特的个性。无锡是吴
文化和民族工商文化的发祥
地，史脉悠远活力依旧，从远
古而来，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
怎样多彩的地域文化？近日，
《江苏地方文化史·无锡卷》
（江苏人民出版社）面世，我们
不妨在这本书中找寻答案。

“为了不忘记过去的那段历史，我
写了《荆家村》。”近日，在梅村街道举
行的长篇小说《荆家村》首发式上，该
书作者、年近八旬的张金龙只用了一
句话，便道出了他写这本书的初衷。看
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背后却是长达
六年多的写作出版历程。全书70多万
字，凝结着梅村人张金龙对脚下这片
热土深沉的爱。

梅村是吴文化的发源地，历史悠
久，文化底蕴深厚。《荆家村》根植梅村
历史文化，用生动细腻的笔触，重现了
梅村土地上的过往和记忆，它不仅是
一部精彩的小说，更是一部厚重的乡
土读本。翻开这本书，《春寒料峭》《解
散食堂》《三斤十二两》《男士手帕》《自
留田》……每一章节无不充满了生活
意趣。小说描写了上世纪60年代初期
至改革开放前夕，吴地农村农民生活，
成功塑造了一批鲜活的人物形象，有
脚踏实地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也有
勤劳善良，用双手改变命运的草根人
物。虽是虚构的小说，却以吴文化为
底色，有革命根据地的印记，有乡镇
企业的雏形，其历史背景、地理环境、
情节脉络、人物角色等均注入了梅村
元素，为我们呈现出一幅精彩的历史
生活画卷。

张金龙务过农，打过工，经过商，
教过书，曾供职于梅村文化站，在文化
站期间，专司群众文艺创作。正是由于
他常年扎根基层，热心群众文化，加上
才思敏捷、观察细致，虽已经退休多
年，但仍潜心于艺术创作和文化工作，
才有了这部长篇小说。无锡市作协主
席曹建平评价，《荆家村》内容生动丰
富，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是一部现实
主义力作。小说从深厚的江南土壤中
孕育而生，呈现了上世纪60—80年代
的苏南乡村生活，是文学版的地方志
和苏南乡村生活的百科全书，是无锡
文学的又一收获。

首发式现场，张金龙向梅村高中、
梅里中学、梅村实验小学、梅村街道图
书馆捐赠小说，引导青少年了解家乡
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梅村街道相关
负责人表示，作为吴文化的发源地，希
望社会各界用多种形式的文艺精品，
传扬吴地文化，展现魅力梅里，讲好无
锡故事。 （张月）

长篇小说《荆家村》
在梅村首发

近日获悉，江南琴社成立十周年之
际，在琴社成员的通力合作下，无锡琴人
实施完成了无锡市文化艺术立项扶持精
品创作生产项目——梁溪古琴传谱编撰
研究计划，其成果《梁溪琴存——无锡古
琴传谱研究》由广陵书社出版，无锡古琴
艺术非遗传承人顾颖编著。加上之前出
版的《清机小录》《云门琴谭》，该书的出
版，完成了琴学中琴事、琴史、传谱等研究
领域的全覆盖，初步建立起无锡琴学学术
体系，形成了史可稽、人可纪、谱可据的新
局面。

无锡古琴艺术是无锡地方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与地方历史密切相关，古琴
艺术的传承沿革更牢牢附着在无锡文脉
的延续之上。2013年，古琴艺术被列入
无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江南琴社作
为古琴艺术的保护单位，注重对本地琴史
琴人的挖掘整理和系统研究。早在十多
年前，琴社成员便通过研读地方志、琴谱
和琴史著作，收集整理无锡古琴史料和历
代传谱。从吴地第一位琴人顾雍开始，江
南琴社完成了对无锡历史琴人的史料收
集，初步建立了无锡近现代琴人的档案文
献和琴谱数据库。

十多年来，琴社成员从中国艺术研究
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无锡市图书馆以

及琴家后人等处获得一批珍贵的传谱。
大家在研究整理地方琴史的基础上，进一
步开展对无锡琴人、古琴传谱的研究，具
体对象为清代无锡琴家、琵琶大家华文
柏，清代无锡琴家、画家、摄影家赵鸿雪以
及近现代民国著名琴人兼曲家吴士龙，我
国民族音乐学的奠基人杨荫浏等人的辑
谱和钞谱。顾颖表示，这些人都是无锡的
精英人物，研究他们留下的音乐文本，不

失为用活名人资源的新途径，也为无锡文
史研究增添了一类特殊文献。

《梁溪琴存——无锡古琴传谱研究》
保存了历代无锡古琴音乐，也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无锡的地方历史风貌，传承了地方
文化。“传承不光是口传心授，还必须有本
为据。”顾颖介绍，近年来，他在无锡市图
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朱刚的帮助下，
先后发现了《华文柏钞谱》《研斋琴谱集
录》等地方孤本琴谱；无锡老琴家吴士龙
后人吴正旸、赵鸿雪之孙赵坚龙也慷慨提
供《吴士龙钞谱》《赵鸿雪钞谱》；杨荫浏的
外孙荣申宏更是捐出了杨荫浏的古琴藏
书。得益于有识之士的发掘、珍藏与传
扬，《梁溪琴存——无锡古琴传谱研究》得
以问世。

非遗传承重在技艺相传，同时也须在
研究上接力，才能放大非遗价值，延续城
市文脉，该书的出版也为无锡非遗的保护
与传承开了个好头。顾颖表示，目前，琴
社对无锡琴学的整理和研究还处在初级
阶段，也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和琴友能
在这些基础性材料之上继续研究，将无锡
古琴艺术进一步发扬光大。“相信有更多
人能领略到梁溪琴学先贤的深意与情怀，
也一定会触摸到无锡这座运河城市特有
的文化与历史。”顾颖说。 （张月）

《梁溪琴存——无锡古琴传谱研究》出版
传承非遗 延续文脉

“家书抵万金”，家书对于“少小离家
老大回”的古人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尽
管如今手机普及，互联网广泛使用，通讯
方式简便快捷，但我对书信依然情有独
钟。一些事情，还是喜欢动笔写信，动手
又动脑，把人的“两件宝”都用上，手书的
味道真好！

我最初学写书信是小学时候，应叔父
的来信写回信。上世纪60年代初，叔父
就出去求学读书，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
落户，回来的机会很少。叔父与我虽各居
一方，远隔千里，对我的关心可没少，我上
学后，他经常给我写信，并要求我给他写
回信。

那时，写信对我来说，难于上青天，不
是提笔忘字，就是无话可写。我知道自己
写得不好，但每次都能得到叔父的表扬与
鼓励，说我写得不错，继续努力。就在这
一次次鼓励中，我信中的话语也流畅了，
内容也具体了，洋洋洒洒地能把一张信纸
写得满满当当。

书信的往来，是真正意义上的情感交
流。渐渐地，我竟喜欢上了给叔父写信，
更喜欢看到并盼望叔父的来信。每次打
开叔父的来信，看着一行行熟悉亲切的文
字，不禁睹物思人，在阅读中进行着心与
心的交流。叔父在来信中与我谈读书，讲
理想，说人生，介绍外面广阔的世界，指导
我学习，劝勉我“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
悔读书迟”“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书是人

类进步的阶梯”……我把叔父信中所写的
一句句记在心里，付诸平时学习。遇到
什么事的时候，我也喜欢将自己的想法
写信告诉叔父，叔父会及时写信予以指
导。有时叔父因工作忙，或外出，没能及
时回信，我心里会想着、盼着；终于盼到
来信时，心里就特别地高兴，仿佛有种触
手可及的温暖。打开书信，浓缩的情感
溢于纸面，熟悉的笑容跳跃行间，见字如
面，信不醉人人自醉。

我上中学那年，学校不能正常上课，
叔父及时写信给我，要我在家好好读书，
坚持自学。我在家读叔父先前寄给我的
《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他留
在家里的中学课本，让时间在书页中流
淌，让知识浸润身心。

恢复高考后，叔父又及时写信给我，
要我认真复习迎考，指导我复习内容、复
习方法，还给我寄来复习资料。得益于叔
父的教导，在教师招录中，我以较好成绩
被录为教师。

回顾过往，我感恩于叔父的一封封
书信，感恩于他对我的关心与指导，让
我收获人生，收获希望。缘于此，书信
成为我最喜欢的与亲朋好友交流的方
式。从上世纪70年代初至今，我与他人
交往多是写信，很少使用手机，几十年
情怀不变。

记得我中学毕业后，同学们各奔东
西，但大多与我保持着联系，一位姓姚的

同学去了科威特工作，我与他一直以书信
保持着联系。有的同学给我打电话，我总
是用写信的方式与他们联系。这薄薄的
信笺，或许能给远方的亲朋好友带去丝丝
心灵的慰藉。前些天我还给一位远在新
疆工作的亲戚写了一封信呢。书信成为
我的一种文化情结，一种动手动脑的精神
归依。

在传统文化中，书信的作用是多方面
的，也演绎了很多传奇与佳话。中国近代
思想家梁启超留下了2000余封家书，在
这些书信里，他与孩子们讨论国家大事、
人生哲学，表达父子间情感，督促子孙用
功读书；鲁迅先生的书信，激励了无数革
命青年的成长。充满父爱的教子名篇《傅
雷家书》、饱含真知良言的《曾国藩家书》，
都为后人所称诵。

信息时代，手机成为人们通讯联络的
主要工具，“一机在手，通遍全球”，手机通
话时，畅所欲言，毋需缜密思考，方便快
捷。可挂断后，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即使
有一些记忆，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烟消云
散。而书信留下的白纸黑字的记忆，是恒
久的。

一封手书，不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
个人情感的深沉表达。书信承载的情感
厚度和生命体验，无法被代替。我坚信，
人们的生活仍然需要书信。遇事我还是
喜欢亲自提笔，把我的情感融入文字，让
对方感受一次别样的温暖。

手书的味道
□谢建骅

余华 著
译林出版社

本书收录的28篇文章，记录了余华三十
年的个人阅听史。他以“写小说者”的敏锐和
同感力，反复叩问，引领我们走近博尔赫斯、
福克纳、卡夫卡、契诃夫、马尔克斯、肖斯塔科
维奇、柴可夫斯基等巨匠大师，条分缕析他们
的叙事技巧，抵达他们创作中的秘密所在，而
这些经典作品也正是在不懈的阅读和解读
中，焕发出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文学或者音乐》

陈磊·半小时漫画团队 著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通过手绘漫画的形式，陈磊（混子哥）及
其半小时漫画团队为读者解读从宇宙大爆炸
中诞生出的物质和能量，如何指引着宇宙中
的一切：粒子抱团成为物质，让太阳一边发生
核聚变，一边被引力压得死死的，为人类安全
地提供光和热；黑洞虽然会无情地吞噬所有
的光，可它的强引力也维持着周边星系的正
常运转……让你在轻松有趣的故事中了解宇
宙的惊人面貌。

《半小时漫画宇宙大爆炸》

蜘蛛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悬疑作家蜘蛛暌违四年新作，根据真实
案例改编而成，涉案地名人名均为化名，空中
尸体、农村三鬼、卤煮人手、食人疯犬……无
比震撼的角色安排：四个超级警察，各怀绝
技，从全国警察队伍中挑选而出，对各地发生
的特大罪案进行侦破。善与恶的较量，我们
将付出多大的代价？寻找真凶，绝不是我们
的最终目的！

《罪全书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