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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周而复新——纪念工商先驱周舜
卿书画作品展”在周新里开幕，通过诗词书画的形
式，深入挖掘锡商文化主题，翰墨书写锡商开拓精
神，进一步传承弘扬激活锡商人文资源，讲好新时
代无锡故事。

周舜卿是推动引领近代无锡工商业飞速发展
壮大的杰出代表，他聪颖好学，兢兢业业，坚韧不
拔，发愤图强，历经40多年拼搏，成为全国工商业
界知名的实业家。巨富后的周舜卿不忘布衣本
色，热衷慈善良举，1900年起，他在老家逐步置田
数百亩，造桥铺路，辟街道，办学校，建商业学堂，设
店铺，置义田，立义庄，救济老幼病残和贫困乡邻，
出巨资改造建设周新镇。周新镇的建立，不仅改变
东 及周边乡亲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状态，还极大地
改变了家乡世代相袭的传统观念。他与无锡一批
富有创业创新精神的工商企业家们在经营管理实
践和社会活动中形成的思想精髓和精神文化财富，
为打造新时代工商名城新实践注入强劲动力。

涓涓流淌的梁塘河，述说着历史，现代风貌的
周新里，深烙着工商先驱的厚重足迹。“通过举办此
次展览，为书画家、书画爱好者们搭建艺术平台，增
加精品创作，为工商文化谱写赞歌。”活动的组织方
横云书画院院长田东霞介绍说，此次书画展筹备半
年，旨在以书画作品的艺术形式，再现一百多年前无
锡工商业的辉煌历史，讴歌工商先驱们勇于开拓、克
难攻坚的精神。展览展出书画作品100余幅，有市
内著名书画家的特邀作品，有周新镇海外华侨的作
品，也有出自街道社区书画爱好者的作品。

活动期间，众多书画艺术家亲临现场，围绕弘
扬民族工商文化的时代主题，挥毫泼墨、精心创
作。 （韩玲）

“周而复新”
书画作品展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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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五届（南钢）江苏报告文学奖颁奖式
暨大型系列报告文学《向时代报告》《向人民报告》
《向未来报告》出版发布会在南京举行，共评出“江
苏报告文学奖”10部（篇）。无锡市作协名誉副主
席徐风凭借《忘记我》，为无锡捧回一座沉甸甸的

“江苏报告文学奖”奖杯。
作为在中国报告文学界和江苏文坛较有影响

的专业文学奖项，江苏报告文学奖自上世纪90年
代以来组织了三次评奖。2019年9月，中国民族
工业品牌企业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冠名江苏报
告文学奖，推动评奖形成三年一届的届期制。本
届评选于2022年9月启动，共收到参评作品106
部（篇），由省内外著名作家、评论家、学者组成评
审委员会。经过激烈角逐，《忘记我》《东方湿地》
《纪念碑下》《77人的“78天”》等10部作品入选
“江苏报告文学奖”。

作为一种反映时代的文学题材，报告文学注
重对重大时间节点、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记录
与书写。徐风的作品《忘记我》围绕钱秀玲这一传
奇人物展开。钱秀玲出身江南宜兴望族，在二战
期间于纳粹枪口下挽救了110名比利时人质的生
命，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比利时国王授予她

“国家英雄”勋章。当荣誉纷至沓来，她留给世间
的遗言却是“忘记我”。为真实还原那段历史，《忘
记我》设置了两条叙事线索，一条是钱秀玲的成长
与生活及其钱氏家族的史诗传记，另一条则是作
者苦苦寻访传主的一系列经历。

历史何堪忘却？暮鼓晨钟，犹在耳边。徐风
表示，《忘记我》的书名，改了几次，最后才定下，这
也是他多次对钱秀玲的人生轨迹和精神脉络进行
梳理之后确定的。“钱秀玲不愿意大家盯着她拯救
人质的事，希望大家忘了她，但是那场战争留给人
类的创伤，以及战争中那些美好的人性，那些相濡
以沫的故事，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在徐风看来，这
也是他重述钱秀玲故事的现实意义，也是报告文学
的魅力所在，让人们得以对超越时空、种族、文化差
异的人道主义和人性光亮进行重新体认。（张月）

徐风的《忘记我》
获江苏报告文学奖

家乡是什么？江南又是何方？
许倬云给出了他的回答：“家乡不是
地理，家乡是亲情传递。”“江南有上
天给的福祉，有湖、有江海，也有秀丽
的山川，一年粮食两熟，鱼虾满池子都
是，这是特好的福气。”许倬云说，每次
回无锡，他们都要去上坟祭祖，也会到
惠山祠堂祭祀，他感受着一路优美的
风光，更感怀着地方淳朴的风俗，体味
着乡人间的温情传递。“这都让我觉
得，无锡是个富有人情的地方；让我觉
得，无锡不是路过之处，而是安身立命
之地，不管离乡多久，都会让我想到，
无锡是我可以交托一切、放下一切的
地方。”许倬云说，这就好像在外旅行

的人回到家，换了衣服，鞋袜一脱，两
脚一泡，喝上一杯茶，那种安逸，就是
家了。“所以，我对无锡，是归少离多，
这种温暖和怀念，后来升华为我对中
国的感情、对中华同胞的感情。”许倬
云说。

许倬云定居美国后，回来无锡很
多次。从上世纪 90年代开始，许家
也会在无锡举行家庭聚会。天南海
北的许氏子弟回乡寻根，聚集一堂，
出席人数多达上百人。许倬云回忆，
他上一次回到无锡，是 2005 年在南
京做访问教授期间。那时，他回无锡
的次数很多，逢年过节会来无锡扫
墓，拜会长辈，与同学聚会。他还记

得，有次辅仁中学的老同学聚会，“两
个大圆桌，聚了一整天，同学们又是
哭又是笑”，后来再回来，老同学每次
少一点，再后来，大家连通信也没有
了，“但也有老同学从无锡到美国来
看我的。我感激他们，也想念他们，
在那个年代，这种情感是无法代替
的。”

采访末了，许倬云深情地说：“我
93岁，我不能想象在我此生，我还有
没有可能回来，因为我已经瘫痪了。
梦魂之中，常常万里关山，一重山一
重山，千重浪，一波浪一波浪，最后，
都会进入太湖……我还可以回去。”

（张月、韩玲）

家乡可以交托一切

【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
明的智慧结晶。”

学习贯彻落实这一精神，主流媒
体应更自觉地承担起传承千年文明的
重任，在迅猛发展的数字化时代，通过
创作更多富有仪式感的内容，把传统
文化中的精髓提炼出来，再以受众喜
闻乐见的方式把它推广出去、传承下
去。于是，《太湖周刊》在“天下无锡
人”专栏的基础上，将与更多对传统文
化有深刻理解的大咖、学者、专家进行
对话，用文字专访、音视频采访的形
式，让读者在视听新体验中，感受与传
统文化的情感共鸣。

这次对传统文化的解读，我们采
访到了许倬云先生。出生于1930年
的他，是当今最著名的华人历史学家
之一，他的作品包括《万古江河》《中国
文化的发展过程》等。我们将用三期
内容来领略93岁高龄的他，如何以博
古通今的学问，关切民族与人们的境
遇，思考人类文明的命运……

第三届江南文脉论坛在无锡举办
时，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
家许倬云在视频中讲述了《我的家乡
在江南》。许倬云是无锡人，这些年，
他在访谈节目中，常常会提及故乡无
锡，也时常撰文回忆家乡的种种风土
人情。作为先生家乡的媒体，却始终
欠先生一次专访，这成了我们的一个
心结。于是，2023年的春天，在许氏后
人许树铮先生的热心牵线下，我们向
许倬云先生表达了无锡日报希望对其
进行独家专访的愿望，先生慨然应允。
考虑到他的身体原因，也尊重他的想
法，我们通过电子邮件完成了这次特殊
的访谈。忆起故乡，许倬云情真意切，
几度哽咽，他说：“我还可以回去。”

沧海桑田，褪不去许倬云对家乡
的深刻记忆。“1930 年，我生在厦
门。在厦门的时候，每年也要回到无
锡，但那时年纪还小，印象不深。后
来，我们就搬到了湖北荆州沙市，也
是每年都要回家的。”许倬云所在的
许氏支脉祖籍河南，后迁至福建，乾
隆年间，由福建迁到无锡，深受江南
文化的浸润，成为江南士大夫家
族。虽然许倬云的家族在无锡，但
因为父亲许凤藻在厦门工作，所以
许倬云没有出生在无锡，而是出生于
厦门。

许倬云告诉记者，那时回无锡，
他年纪尚小，对无锡的情况不是很清
楚，但对家里的生活，印象很深。“我
家的院子里，种了许多桑树，小孩子
就喜欢去摘桑葚吃，紫紫的嘴巴，红
红的手，很好玩很有意思。”家乡桑葚

的酸甜可口和那抹紫红，是许倬云最
深的童年记忆。

许树铮在无锡的老家跟许倬云
的老家离得很近。许树铮介绍，许倬
云在无锡的老家位于城中东河头巷，
即现在的梁溪区崇宁路、东河花园一
带，彼时是典型的枕河人家。许倬云
清楚地记得，他们家前门后门都有
河，有码头。过年的时候，河面船只
往来忙碌，乡下的船摇来城中送油、
送米、送菜果、卖柴火，很是热闹。“亲
戚朋友往来频繁”“家里的祭桌上摆
了许多祭品”“墙上挂着历代祖宗的
肖像”……许倬云回忆，那时，在乡下
看田的农夫也会带着磨子到城里来
替他们磨粉、蒸糕，孩子们等不及做
好米糕，便去拿米粉往嘴里塞，“一人
拿一坨，糯糯的，甜甜的”，这些温暖
的记忆，人情味十足。

桑葚是童年的味道

许倬云成长的年代，烽烟弥漫，
家国罹难。“抗战期间不能回家。”许
倬云说，那时候，他们一家从沙市辗
转各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许
凤藻早年留学英国学习军事，受过
中西方教育的熏陶，历史、地理功底
很好，视野宽广。受家庭教育的影
响，天生残疾、行动不便的许倬云从
小喜欢读书。但抗战期间的东奔西
走，令他无法进行系统学习，“基本是
父亲和舅舅、哥哥和姐姐有机会就点
拨几句，大部分时间是自己看书，是
一种不规律的学习方式”。正是那段
边逃难边读书的艰苦岁月，让许倬云
有了较同龄人更强的毅力与见识。
抗战胜利后，许倬云一家回到无
锡。“那是我第一次在无锡上学，在
辅仁中学上高一。”许倬云回忆，他
刚入学时，没有学籍，是寄读生，参
加月考之后，才升级为正式生。

许倬云告诉记者，在无锡读书的
两年半，是他学术生涯里最快乐的
时光，因为终于得以接受学校教
育。许倬云说，在辅仁中学，不仅有
老师的教育，学生之间也相互交流
辅导。他直言，当年，假如没有同学
的帮助，他的学习无法步入正轨。
因此，他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生涯始
于无锡。“但我对他们也有一定的贡
献。我去过的地方，比他们多多了，
我受尽了苦难，也获得了经验，这是
他们所缺乏的。”许倬云打趣道。他
说，跟同学们彼此交流，各有受益，
而他也将那段时期的朋友视为终身
的朋友。许倬云还记得，他们校园
离东林书院不远，老师上课会说起，
他们是东林子弟，有东林的气节，

“东林书院的那副对联，我们每个人
都记得很熟，像是生命的指导一
样”。

无锡有终身的朋友

到江南，杨柳新绿；
待得柳抽丝，江南春已暮。
海外游子已老，
但梦中问：“人在何处？”
乍暖犹寒，叶初绽，枝头滴露，
东来紫气，花非花，雾非雾，江南才

春初。
有书信：赶上江南春，长与春住。
稍蹉跎，慢动身；
乳燕已离巢，草长花老叶满树。
花非花，雾非雾：江南春已暮。
江南子弟他乡老，西望夕阳，山外山。
万重山、万里浪，才是太湖。
中夜醒，孤灯黄，眼模糊。
花非花，雾非雾，
拭眼问：“心”在何处？“身”在何处？

江南春初
许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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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许倬云云 // 访谈访谈

3月1日起，“在路上——马帅中国画作品展”
在无锡美术馆展出。马帅为江苏省国画院专职画
家，该展以“路上的风景”为线，呈现了画家对自然
风光、城市街景和身边普通人的细致观察与独特
理解。

马帅1990年生于江苏省句容市，2015年硕
士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师从周京新教授。本次
展览的“写生”系列是马帅多次采风活动的作品合
集，以虚实结合的笔触描绘了各地的景致；“人物”
系列作品中，马帅将目光投向了日常生活中的普
通人，表现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同时将城市景
观融入其间，记录了新时代人民群众多姿多彩的
幸福生活。展览由江苏省国画院、无锡市文广旅
游局主办，将展至3月30日。 （张月）

马帅中国画作品展
亮相无锡美术馆

2009年，许倬云与辅仁中学同学
合影。 （钦嫣供图)

许倬云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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