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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锡地吴文化的人文积淀

地处太湖流域的无锡是江南吴文化的发祥地之

一。考古学家认为，无锡的原始文化先后属于马家浜

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

公元前 12 世纪商末，泰伯携二弟仲雍奔吴，断发文

身，自号勾吴，开凿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人工河——

伯渎河，为吴地带来了最早的灌溉、航运等水利技术。

周武王寻找泰伯、仲雍的后代，得仲雍五世孙周章，封

其为君（前1066），国号吴，梅里曾是吴国都城。泰伯、

仲雍为吴国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而泰伯、季札先

后让国的义举也成为这个地区的“文化原型”。吴国

自强不息，善吸纳周边先进文明，通于内陆，生产力得

到较大发展。春秋后期，诸侯争霸，吴阖庐伐楚降越，

国势强盛，当时的江南人骁勇善战，但同时也饱受战

乱之苦。汉高祖五年（前202）始设无锡县。自六朝始，

中原战争频扰，人口南迁，历史上三次（永嘉、安史、靖

康）大迁徙，促成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融，江南一带兴

修水利，农耕和交通发展迅速，无锡人口大增。

江南繁盛，才俊多风流。江南无锡由商周的尚武

之气逐渐演变为魏晋后的崇文之风。一方面，隋大业

六年（610），隋炀帝杨广凿通江南运河，途经无锡，

漕运大开向来是商品贸易繁盛的基础，这使江浙一带

在唐以后成为我国财政来源的主要区域。另一方面，

隋唐科举兴起，宋朝分权制衡，人们不再以立功疆场

为荣，而亟亟于仕途功名，无锡地区对教育文化的重

视日渐显现。宋庆历四年（1044），无锡知县张诜奉

召于城南束带河畔建县学——学宫孔庙，宋政和元年

（1111），杨时于城东驳岸上建龟山书院（后东林书

院），宋嘉定十六年（1223），胡埭人蒋重珍状元及第，

其为无锡历史上第一位状元，设在南京的江南贡院是

全国最大的科举考场可为明证。

江南富庶，奇人好旅游。明清的江南文士，走遍

名山大川，非主流思想滋生，产生了许多不慕科举好

实学之人。例如，徐光启撰《农政全书》《几何原理》，

张景岳编《类经》《类经图翼》等，江阴徐氏更是一

例。出生于没落地主家庭的徐霞客，其祖上梧塍徐氏

曾是江南巨富，嗜书如命，家里藏书甚多，被称为“文

献巨室”，徐家一心想通过科考光宗耀祖，徐经、徐洽、

徐衍芳等连续几代科考失意，到了其父徐有勉，志趣

大转，好游历，不走仕途。《徐霞客游记》载徐霞客更

是自幼“酷好奇书，客中见未见之书，即囊无遗钱，亦

解衣市之，自背负而归。今充栋盈箱，几比《四库》，

半得之游地者”，他“博览古今史籍及舆地志、山海图

经”却能不被“图经志籍所蒙”，决意走出故纸堆，进

行实地考察。

当明清时期无锡地区士族文人特殊的政治能量

被逐步显现后，明清两朝逐渐加强了集权统治，建立

起更为缜密完善的专制制度，加强了对江南士人缙绅

的压制，不许书院结社，不许非议朝政，不然坚决予

以打击。明朝东林党祸，其镇压极为惨烈，给无锡人

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也逐步使无锡人形成了气质

上偏于细致内敛，精神上务实理性，行为处事上自有

其经纬却不爱显山露水的特点。

近现代中国，内忧外患，科举废止，西学兴起。江

南无锡，民族工商业在这里起步，各种思潮从沿海涌

入，新旧观念产生激烈碰撞。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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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经济能力、财富资源成为衡量人的标准，这使该

地区的士绅观念和身份也产生了变化，从以前的有地

位、有钱、有闲的精英阶层，变成了虽以思想家启蒙

者自居却也要自食其力的普通民众。在心理上，这些

士绅对传统文化持批判态度，却又割舍不断，面对崛起

的新贵，有鄙夷、有羡慕更有无奈。如同《围城》中的方

鸿渐遇到财大气粗的孙柔嘉的姑母，在世俗化了的价值

观面前，他感到无比瘪涩，现实处境让他们尴尬不已，

固有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在时代的冲击下变成颓势。

自泰伯奔吴，吴文化以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与中华

大地其他地方的地域文化之美互相交织，在物质与精

神、自然与人力等多个方面呈现出独特风貌。而近现

代以来，吴地处于江南沿海西学东渐的前沿，更以其

开放包容的姿态，接收着各种不断变化的思潮。近现

代，无锡的区域发展和区域文化，既得其精髓，又在

沉淀稳定中推陈出新，故而我们既可追根溯源，远及

吴文化之源头，也可审时度势，研察吴文化的今昔发

展与随势变迁，探讨其历史嬗变。

二、锡地吴文化的人文地理成因

江南形胜，锡地繁华。吴地文化特征得以固形和

演变，与江南的水域环境不无联系，而这种自然环境

的独特性，又缓慢而固执地影响着该地区人们的生活

状态、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

无锡具有独特的自然气候和水运条件，其既处于

大运河和锡城运河交汇处，又属太湖水网平原。南宋

有谚语：“苏湖熟，天下足。”可见，无锡早在宋元之

时就是江南主要的产米区。王世性在《广志泽》中载：

“天下马头，物所出所聚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

维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骡，京师城隍、

灯市之骨董，无锡之米，建阳之书，浮梁之瓷，宁、

台之鲞，香山之番舶，广陵之姬，温州之漆器。”明清

时期，无锡先后形成了布码头、米市、丝市，贸易往来

十分活跃。无锡在光绪年间已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

一，据《无锡县志》记载，抗战前夕，粮食每年集散量

最高可达 1200 万石（9 亿公斤），粮食的集散总量、

加工能力、仓储容量、运行能力在全国四大米市中均

居首位，1937 年粮行总数达 392 家。锡地在明代中

叶起就有着“布码头”之称，清诗人杨伦在《芙蓉湖

棹歌百首》中描述当时布码头的盛景：“花布开庄遍

市廛，抱来贸去各争前。要知纺织吾乡好，请看江淮

买卖船。”布匹交易连带着米棉酒瓷等交易，贸易异

常频繁；自泰伯奔吴将渭河流域先进的栽桑养蚕技术

传入锡地，其养蚕的历史已有三千多年。清光绪六年

（1880），新安乡蚕农张少甫改良蚕种，产出的蚕茧

丝量增多，后逐渐成为全国重要的丝茧市场。1930

年，全县有茧行 549 家，占全省茧行总数的 40%。与

此同时，缫丝业也发展迅速，周舜卿、薛南溟两家发

轫，尤其是薛寿萱开办了华兴制丝养成所、组建通运

生丝股份有限公司，在对丝厂进行改革后，无锡成为

全国缫丝行业的领头羊。

明代以后，无锡传统的劳作方式和劳动关系悄然

发生了变化。之后，又受上海的辐射影响，民族经济

得以迅速发展，若没有遭受之后的战乱和破坏，兴许

会发展得更扎实。随着沪宁铁路和津浦铁路的连接，

锡地贸易往来更为活跃，商店鳞次栉比，集市繁盛密

集，逐渐成为苏南一带的经济中心。辛亥革命后，时

局并不安稳，无锡先后遭受了齐卢之战、1920—1930

年的经济危机等，但较之全国其他地区，总体情况还

不算太坏。“七七”事变后，无锡地区的城乡遭受战

乱重创，经济凋敝，人口流失，城镇破毁，米行十之

八九被烧毁。据《无锡县志》记载，日伪时期，日军一

方面由城镇到农村对无锡进行了多次经济封锁、清乡

扫荡，另一方面又进行经济掠夺，火烧商业用房 5 万

多间，致使物价全面飞涨、日用品奇缺，“抢米抢棉”

事件时有发生。

无锡以独特的人文地理优势，为人们提供了丰厚

的物质基础，人们只需脚踏实地、勤勉劳作、买卖运

输精打细算，便可获得较为殷实的生活。吴文化中的

重商重利、内敛精明、讲求实际的特征在无锡表现得

尤其明显，近现代民族工商业文明在这里起步自有其

内因，也是其必然结果。

三、锡地吴文化在近现代的历史嬗变

江南一带人文渊薮，与吴文化重视教育不无关

系。受大环境的影响，近代以后，西方文化由沿海沿

江向内地渗透，新质文化中人的觉醒和教育启蒙是两

个绕不开的内容。此时的无锡，更是得风气之先。

1905 年废科举后，经有识之士推动，无锡兴办学堂渐

成大势，产生了一大批教育家，如胡雨人、顾倬、侯鸿

鉴、杨荫榆、钱基博、钱穆、顾毓琇、钱伟长等，他们早

年受过严格的旧式教育，视野开阔，学养深厚，其中

更有一些留学海外，西学造诣较深，在一定程度上也

推动着无锡整体的文化走向。

（一）西化新学的普及和“无锡国专”的特立独行

19 世纪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人们对近代中国

的内忧外患有了越来越深的认识，一部分人走出国

门，探究救亡图存的良方。“曾门四弟子”之一的薛

福成一生未走科举道路，虽然他的父亲薛湘八股文极

佳，时称“薛调”，但薛福成对八股深恶痛绝。他出使

多国，主张学习西方科技、文化和教育制度，早年就

在《选举论》《上曾候相书》中表达了他对培育新型

人才的重视，指出科举取士的弊端，更在出使西洋对

其教育制度作细致考察后，一再呼吁要重视教育普及

和专业化。他在《出使日记》中道：“西洋各国教民

之法，莫盛于今日，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

其父母……夫观大局之兴废盛衰，必究其所以致此之

本原。学校之盛犹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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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欤？”他主张学科专业化，主张教育要从改革制度

开始，“各以攻其专家之学，遂能直造精微”。

无锡于清末民初相继建立了竢实学堂、三等蒙学

堂、东林学堂、胡氏公学、果育两等学堂、廷弼学堂、竞

志女学、鹅湖女学、匡村初等小学堂、公益小学校、省

立第三师范学校等十几所新式学堂，这些学校大多在

1905 年废科举前废除了《癸卯学制》中“讲经读经”的

课程，钱穆《师友杂忆》记载：“晚清以下，群呼教育救

国，无锡一县最先起。”辛亥革命后，学堂改为学校，

《无锡县志》载当时的小学共145所（其中公立63所），

曾和南通等地成为当时全国的“义务教育模范区”。

1935 年，有小学 402 所，儿童入学率为 37.9%。

新式学堂发展迅猛，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西文

化交融与冲突由背后鼓荡转为正面对话。1920 年 6

月 22 日至 25 日，美国教育家杜威在第三师范学校讲

学，内容包含“试验主义”“学生自治”“学校与社

会”“近今世界与教育思潮”等主题，受到无锡教育

界的欢迎，当时《新无锡》报载“第二日会场听讲者达

二千余人”。可见，西方文化理念已深入锡地学界，

曾经的书院式教育传统及经世致用的教育风气与杜

威“平民教育”“实用主义”的教育理念相契合，自

有其合理性和现实需要。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1920 年 11 月，创建无锡国

学专修馆（以下简称“无锡国专”），其成为无锡高等

教育之始。馆长唐文治，感时伤怀，借鉴江阴南菁书

院的方法，着力继承中国传统书院精神，注重提高学

生的修养品性及自我管理能力。面对新文学强势的

呼声，“无锡国专”依然保持国学特色，吸收新学合

理的办学机制，设学分制，分选修必修课程，还经常

聘请国内外经济学或教育学专家（马寅初、唐庆增、

CarlH.Beckcr 和 P.Langevin 等）开展讲座。在当时，

虽“正常毕业者不到一千人”，但为国家培养了大批

国学专家学者，在西学浪潮强势推进的 20 世纪上半

叶，意义深远。“无锡国专”对传统诗礼文化的重视

和继承，能有效抑制工商业文明带来的弊端和流俗。

而“无锡国专”与曾经的东林书院相比，秉承了书院

式讲学传统，引入了新文化因子和办学机制，是无锡

近现代文教史上值得一书的辉煌。

（二）家族教育的传承和嬗变

进入近代，因受西学普及、社会动荡和战乱等因

素的影响，江南家族教育受到极大冲击，只留存于一

些传统士绅家庭中，他们非常重视子孙德、能、学问

的养成。无锡“钦使第”薛氏故居留有一幅薛福成儿

时手书：“每逢三八日作文一篇，除廿八日作赋外，计

每月作文五篇，需当日交卷……每月逢廿八日作赋一

篇。每月逢四九日，上半日写字，下半日作八韵诗一

首。”可见，当时家族教育较为规范和严厉。但太平

天国战乱、父亲的去世及八国联军入京等事件，使薛

福成看清了家族教育的最终目标并非科举，而应是工

商立国、经世致用。传统家族教育在文化传承、学脉

流传、诗礼氛围营造等方面起到了较重要的作用。

而无锡绳武堂钱氏家族更为典型。城中“七尺

场”钱氏故居有对联：“以蔽风雨，曰止曰时，相协厥

居，孤始愿不及此；既勤垣墉，爰众爰有，自求多福，

汝兄弟好为之。”知足、和睦、仁厚、勤俭是其家风。

钱家是教育世家，钱维桢（钱基博祖父）、钱福煐（钱

基博伯父）、钱福烔（钱基博父亲），以及钱基博自己

皆以教书为业。钱氏家族的教育形式更多地表现为

家庭教育。钱福煐既是钱福烔的二哥兼业师，又是钱

基博、钱基厚（孪生）伯父兼业师。钱基博、钱基厚兄

弟俩在 4 岁起由母亲教他们认字读书，半年后授读经

书，后因母亲家事日繁，由兄长钱基成或堂兄钱子绍

来教授，这样钱基成既是他们兄长也是他们的业师。

兄弟俩 11 岁开始作史论，晚上由父亲钱福烔批改，

14 岁读《资治通鉴》等大书及诸子百家，能与师友谈

笑自若，纵论古今。

时世变化，旧式教育临近终结。在新旧之间，人

们的抉择难以两全，也难以轻言放弃，但士绅家庭求

学上进的风气并没有改变。仍以钱氏为例，钱钟书从

五岁起，更多的不是接受新文化，而是在家受其父钱

基博的教诲，通读《古文辞类》《骈体文钞》等著作，

写信必用文言文，不到 20 岁就已能替父作序。虽然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无锡地区战火不断（1924 年齐

卢之战、1927 年北伐战争、1931 年淞沪之战），兵荒

马乱中学校经常停课，但钱家停课不停学，钱钟书、

钱钟韩兄弟俩多是自主学习，功课从未落下。钱基

厚的《孙庵年谱》及钱基博的《〈古籍举要〉序》中也

多次提到，在家庭教育中，钱家营造了浓厚的读书写

诗、说理论世的氛围，无论“基”字辈还是“钟”字辈，

他们从小就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中成长，钱家的家庭教

育可被看作是无锡地区传统家族教育的一个缩影。

文脉相承，绝不是一两辈人的简单积累，需重视子孙

的立德、立身、立人，经百年的努力，以达到学养双修

的至臻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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