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运河而兴的无锡就像一个时空宝藏，沉淀
和记录着千百年的历史变迁，传承和保护着中华
的文化瑰宝。9月27日晚，2023中国大运河非遗
旅游大会在古运河畔的惠山古镇拉开帷幕，运河
文化以更贴近现代生活的方式被呈现，而沿运河
星罗棋布的老宅院也成为活化运河文化的重要
一环。

“这里不仅包含了对历史的挖掘提炼，还有更
多面向现代年轻人的表达。”在参与会通馆更新活
化工程的张文杰看来，老宅子活化的过程便是一
个与先贤对话的过程，看着原来冷清的巷子里走
进了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能感受到一种文化
和情感的彼此认同，和人们对一座城市的挚爱。”

从“闭门保文物”到“开门用文物”，无锡启
动实施“百宅百院”活化利用工程，在加强文物
保护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开发利用形式，优化拓
展名人乡贤故居功能，积极推动历史文化遗产

从静态保护向活化利用转变，文化活动同遗产
空间相融合，正在把这份挚爱幻化成城市文化高
质量发展的磅礴动能。

江阴利用龙砂医派代表性人物曹颖甫的故
居，联手江阴市中医院打造中医为民服务点，成
为“参观游览+惠民工程”的体验平台；宜兴丁蜀
镇前墅自然村，创烧于明代的古龙窑延烧至今，
300平方米的龙窑展示馆内，凝练了古法柴烧技
艺的精髓，展示着古今陶文化的鲜活姿态；梁溪
区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堪称“运河绝版地，江南
水弄堂”，街区的老宅，生动展现着多姿多彩的时
代生活，也在续写着新的故事……在保护中发
展、在发展中保护，当下，一座座宅院把传统文化
重新植入日常生活，让市民游客把参观变成了体
验，在新媒体手段的加持下，在文旅深度融合的
大背景下，一处处古建老宅被激活，活出了自己
的风采和精彩，也为无锡高质量发展打开了新的

发展空间。
记者了解到，根据《无锡市“百宅百院”活化

利用工程三年行动计划》，到2024年底，无锡将
累计打造100个以上古厝活化利用典范。

鸿儒谈笑，千古一塾。历史长河中，东林书
院始终闪耀着特别的光芒。作为“百宅百院”活
化利用工程的重点工程之一，这个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依托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在“学、
赏、读、养、食、创”六大主题板块下功夫，打造书
院生活文旅体验中心，进一步推动文物资源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了从文物保护单位向
文化空间的转变。无锡市东林书院和名人故居
管理中心主任荣骏炎看着书院一点点变化，从无
人问津到如今门庭若市，“书院有14栋建筑，书
院生活文旅体验中心使用后，包括之前闲置的建
筑都得到了充分利用，孩子们、年轻人来了，专家
学者也来了，东林精神也在被更多的人知晓，用

他们的方式在传播”。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

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
新的文化使命。而一座宅院就是一个城市文化
IP，让文物活起来，才有可能塑造城市个性，才能
真正塑造好现代文明。

“无锡本土的文化特点是守本而开放，一座
城市不仅要健康聪明，还要善良。”在建筑设计大
师顾奇伟看来，建筑是凝固的历史和文化，精心雕
刻时光，岁月陈酿会更加香醇。而不管是历史文
化还是新时代的文化，能够形成强大的磁场，连接
起过去和现在，进而雕塑城市个性。“只有真正做
到将现代人文引进老宅，才能让其活出精彩，让新
的故事传播开来。”文保专家表示，宅院活化利用
的功能定位应该包括产业性、居住性、公益性、商
业性等多种模式，打破以往相对单一公益性为主
的模式，让宅院的使用功能更加多元化。

在自觉中传承 在焕新中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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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
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习近平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
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
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
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
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

——习近平

武凤霞
梁溪区东林小学教育集

团总校长、党委书记，“2023江
苏教师年度人物”

东林书院由
著名学者杨时创
建于北宋政和元
年（1111年），为
宋明时期我国江
南地区的理学传
播中心和著名书
院，享有“天下言
正学者首东林”
之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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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先贤：
历史多变迁，先贤们方正为人、勤慎治学的品

格传承数百年，成为东林学子的内在驱动和文化
自觉。

当我的目光穿透千年，我看到了您——龟山
先生。您立雪程门的身影，为代代东林人树立起
尊师重学的典范。

“五尺之童，元气含烟霞气内；三余之乐，书声
在风雨声中”。顾宪成先生，您童年智慧的灵光依
旧照亮在东林小学每一位师生的心头。

说起中国心、中华情，我不由想到了你们——
二杨先生。杨荫浏先生，您为后世抢救下的那首
《二泉映月》，如今已是东林小学民乐团的保留曲
目。杨荫溥先生，您发出的“吾国之教育多普通，
吾国之教育少专门”的呐喊，和今天的重视科学精
神培养，强化工程教育又是多么地吻合。

敬爱的各位先贤，过去，你们用风骨铸就了东林
精神；今天，我们用行动诠释国家信仰；未来，我虽然
不知道今天的孩童明天会拥有怎样的身份，但是我
相信，有这风骨和信仰打底，任凭园中花开
落，堂前燕去还，每一个东林人必定能辨明方
向，承担起属于他们自己的使命担当。

建筑，是浓缩的城市史。老
宅旧院，呈现着一座城市发展中
的历史与文化肌理。那些曾经隐
没在街巷里弄中的老宅旧院，在
经历了更新与唤醒的双向奔赴
后，正以崭新的样貌演进为无锡
城市文化新的发生地、策源地。

曾有学者指出，城市竞争通
常会历经拼经济、拼管理、拼文化
三个阶段。文化，恰是一座城市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城市竞争，
最终拼的是文化。谁更人文，已
经成为新一轮城市竞争的聚焦
点。

无锡要争当中国式现代化的
城市范例，离不开与之相匹配的
城市人文气质。城市人文气质的
养成，离不开高度的文化自觉。

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
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
程。从文化自觉出发推动文化传

承、创新，时下正在迎来一个新的
时代契机。“百宅百院”活化利用，
正是一个有力的推手。

小娄巷、钱锺书故居、会通
馆……焕新后的这些老宅旧
院，在城市更新的大潮中，显示
出魅力各异的单体“点状”文化
展示力，成为凸显城市文化特色
的“打卡地”新据点，或转型为集

“烟火气”与“艺术范”于一体的
“小而美”空间，或变身为让人流
连忘返的城市文化新“绿线”。活
化利用，如同一种设计转译，通过
IP 化提炼、故事化演绎、情景化再
造，将一个个老宅旧院改变为一
个个有着丰富体验内涵的文化

“场域”，在将城市背后的文脉以
可视的信息直观展现出来，升维
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感的同时，
更让走进这些“场域”的人们建立
起与无锡历史文化“相遇”的情感

共鸣。
传统没有结束，古典仍在呼

吸。文化传承，从来不是简单的
怀旧。那些散布于街巷里弄的老
宅旧院与现代都市的流光溢彩交
融会合，无声地重构着“共栖共
生”的文化空间，人、故事、宅院，
以“各美其美”的姿态深情讲述着

“美美与共”的城市新故事。
这样的自觉与传承，于城市

的未来而言，也是一种担当！

尊敬的钱锺书先生、杨绛先生：
日月如梭，一百年后的今天，在两位当年的新

婚之处钱绳武堂，举办了拙著《优雅百年：杨绛全
传》无锡首发式。读名人爱名城，我们要坚定文化
自信、留住城市记忆、传承江南文脉，提升无锡城
市的人文感召力、影响力。

钱锺书先生在《写在人生边上》中指出，“人生
据说是一部大书”。杨绛先生的百年沧桑，无疑也
是一部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书”。记得当我提出写
传记要求时，杨绛先生一开始是回绝的，“我是一
个很平凡的小人，不值得写传记，要写还不如写钱
锺书先生”。在我眼中，杨绛先生你是个内敛谦虚
的知识分子。

多年前，我采访杨绛先生，并在倾力搜辑反映
先生及其时代的众多图书、报刊、档案资料、书札
笔记等各种资料的基础上，爬罗剔抉、考证比对、
穷原竟委、杂中取真，从大量文献里捕捉了杨绛精
神的闪光之点。以客观又不失温情的笔触叙写了
杨绛先生复杂多姿的百年人生，真实地复原了曾
经遮蔽的若干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我们不仅仅记录历史，还将创造历
史！两位先生想必也会认同吧！

罗银胜
资深传记作家，长期从事

中国现当代名人传记的研究
与写作

钱锺书，字
默存，号槐聚，笔
名中书君，是我国
当代具有国际影
响的著名学者、作
家。钱锺书故居
位于江苏省无锡
市梁溪区新街巷
30 号-1、32 号。
30号-1又称“钱
绳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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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绍楹
福寿堂主人，秦氏后人

位于无锡老城
区，东为苏家弄，南临
崇宁路，西邻新生路，
北靠福田巷。该巷始
建于宋，盛于明清，历
来是无锡谈氏、秦氏
等名门望族的世居之
地，进士举人迭出，名
人众多。小娄巷仍保
留着大片清末民初的
建筑以及构件、遗址
和碑刻，历史风貌十
分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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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寿堂诸先贤：
福寿堂内，当年自大梁携归的牡丹，花发

百朵，欣欣向荣。抚今追昔，百感交集，谨述如
下。

训导公（秦焕）万卷藏书虽已不存，但小
娄巷书香氤氲；平甫公（秦毓钧）饱读书史，指
陈方略，笔扫千军，震古烁今；效鲁公（秦毓
鎏）首倡义旗，光复锡金；秦氏学堂培育了钱
锺书等国家栋梁。而今，完成修缮的佚园，是
小娄巷里难得的书斋式园林，似在向人们诉
说着园主效鲁公的传奇过往；“不雕不饰，聊
蔽风雨”的福寿堂（小娄巷50号）被认定为文
化遗产，跻身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先君子多
次为修园献计献策，将历尽劫火幸存的寄畅园
资料提供给族内外人士研究。时人云欲知秦
史，先识秦园。欲见秦氏风范，从福寿堂著述
与做人说起。

绍楹生也晚，不及见祖先面，而平甫公纂
《锡山秦氏献钞》十存卷仅存目录。绍楹经多方
搜辑已成完璧，且遵“他日有得续当增钞，
所愿子子孙孙勿替引之”，裒然汇为千篇。

武频圆
无锡市国专历史研究会

副会长、无锡市文艺评论家协
会理事

会通馆旧址
位于荡口古镇景
区仓河北街6号，
是明代藏书家、
刻书家、铜活字
印刷家华燧的读
书 室 及 印 书 工
场，始建于明弘
治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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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台鉴：
何其有幸，能与您在会通馆“相遇”。
纸墨之间，传承千年。明代铜活字印本，

见于著录者凡五十种，而存于世者仅三十种，
其中会通馆所印活字本就有约十五种，《宋诸
臣奏议》更被作为中国铜活字印刷的最早实
证，收藏于国家图书馆中。您知道的话也会很
高兴、很欣慰吧。

纵观中国乃至世界印刷史，会通馆都是一
座令人瞩目的丰碑。校印国之重宝，排印经典
古籍，您为文化传播立不世之功，会通馆铜刻
亦在人类进化的发展进程中拥有不可或缺的
历史地位。在您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匠人守正
创新的进取精神，不惧挑战的无畏品格，更看
到了中华文明厚积薄发，在时间长河中淬炼出
创新的火花。

会通君，我要告诉您，印刷术在您之后不断
进化。晚清无锡人俞仲还、廉南湖等人在上海
创办文明书局，首先在国内使用珂罗版印刷技
术；还有一位叫王选的无锡人，使汉字
印刷告别了“铅与火”，进入了“光与电”，
让中华汉字文化在信息时代历久弥新。

华盛
青年窑烧传承人，创立古

法窑烧团队

前墅龙窑，
位于宜兴丁蜀镇
三洞桥村，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是国内极罕
见的仍然在烧制
陶器的明代“活
龙窑”，是中国陶
文化历史的“讲
述者”，生动展示
了宜兴陶业发展
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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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道席：
晚生以传承人身份组建“宜兴古法窑烧团

队”，并于前墅龙窑完成首次窑烧工作。装窑时，
窑内空间狭窄，蚊虫叮咬；烧窑时，见千度火焰，
如蛟龙出海，气势磅礴；日夜守候间，添柴加薪，
炎热难耐，深感前辈之伟大，实属后人榜样。

龙窑之独特，在乎构建巧妙，成品变幻莫
测。自晚生接任传承人之位以来，便遵循前辈遗
训，循古法烧制，按前辈所记之法、烧制之技，用
心选取山川之美、草木之灵，皆熔铸其中。当开
窑初见作品之时，方懂“若窑有变相，匪夷所思。
倾汤贮茶，云霞绮闪，直是神之所为，亿千或一见
耳”之神奇。

时光荏苒，岁月更迭。每念及此，晚生颇为
感慨，世事变幻，前墅龙窑曾是前辈们赖以生存
之工具，无不视之为珍宝，现如今亦是珍贵，却
鲜有人能用之，甚是可惜！唯有薪火相传，绵延
不绝，龙窑文化才能弘扬四海，故晚生在跟随老
师傅们勤学苦练之余，不忘挖掘与培养更多年
轻人，与他们共同继承前辈之遗风，尽心尽力，
携手将前墅龙窑文化发扬光大，再现繁
荣昌盛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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