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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钱穆先生是从无锡走出去的著名国学大师、现代儒家学术思想的代表人物，被誉为“一代儒宗”，无
锡人民以钱穆先生为骄傲，并以各种方式加以纪念和研究。
无锡青年作家周育华的新著《从无锡七房桥走出的文化大家——君子儒钱穆评传》，是我市近年来研
究钱穆先生的新成果，对于挖掘城市历史文化资源、深化文化名人研究、促进文化繁荣发展、提升城
市文化影响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翻开此书，字里行间扑来熟悉的乡土气息，从无锡鸿山七房桥至台湾双溪河旁素书楼，作者以灵动
和感性的行文带领读者缓缓走进历史门槛，进入理性的审视视野。
此书表现了钱穆先生为学建树、育人传世、勤勉修学、珍重人伦、爱国爱家的精彩人生，真实地再现
了“成就于大陆、创学于香港、终老于台湾、魂归于故乡”的钱穆先生，享誉君子儒——一个具备仁
善和普世价值的一流的教育家和文化学者的风貌。
    作者在用丰满翔实的实例轶事娓娓展示有关钱穆先生人生的往事经历过程中，又以朴实而不乏睿智
的思维触角，将先生毕生践行的理想要义，或以警世醒言郑重告知，或以平实白描的语句明示。
对人物描写刻画，有时简洁临摹，有时激情挥洒。
阅读过程，充分感受钱穆先生追寻实践其文化理念的气场，如何身体力行一个史学家、更是伟大的教
育家的责任、担当和贡献，也感受到作者本人激情投入的酣畅情怀和良好笔力。
    当今时代，世界处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也是中华民族面临伟大复兴的新起点。
目前，世界各种文化呈碰撞、交融、多元发展的态势，保持民族文化特色且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是我们面临的艰巨而重要的任务，也是我们作为中华后人的光荣使命。
今天我们重温钱穆先生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和贡献、教书育人的办学理念和特色，会清晰地感受其
鲜明的时代意义：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振兴国学和教育，不仅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协
调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民素质，增进民族团结，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像钱穆先生那样“用温隋和敬意去研究历史，研究国学”，当我们对于祖国文化的传统价值理念、生
存智慧、治国方略等理解、发掘得越深，弘扬传播的范围越广，就越能理性地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
科学地学习西方文化之真，才能使中外文化在新时代的要求下相融合，丰富我们的文化家园，构建发
展新的中华文明。
    从无锡鸿山七房桥走出的国学宗师钱穆先生，生前曾殷切期望后人能继续深入史学研究，继承传播
灿烂的中华文化。
我们期许宗师的品格和典范的精神会走人你的心里，引导你走向“崇尚传统文化，女里修身养性”的
道路，这也是作者的美好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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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大家钱穆由无锡七房桥走出。
《从无锡七房桥走出的文化大家：君子儒钱穆评传》通篇以“君子儒”为引路明灯．对钱穆先生于教
育路铺引的文化大道全程访迹问踪，作者凭借开阔的视野与臆，以颇具阅读悦感的纪实报告文学手法
，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一一能总括钱穆先生教学旨趣的这四个孔门教学总纲目．
溶于生动感性丰富的故事中，给读者呈现了一位温暖可亲的君子儒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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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育华，女，常用笔名月光、云舒。
1965年出生于江苏无锡，从军二十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语语言文学专业，她深信最重要的学历来
自试卷课堂之外的有品质的阅读习惯。
曾任无锡日报报业集团无锡日报评论部记者，现为文学版编辑、江苏省作家协会“报告文学组”会员
，擅长散文与评论。
其创作的散文《海宁的两位悲情大家》获地市报副刊作品二等奖．《秋雨绵绵》获江苏省报纸副刊作
品一等奖．《率性江城》获首届全国旅游散文大赛“最佳城市散文奖”。
曾发表过长篇报告文学《天鹅交响曲》。
  《君子儒钱穆评传》为其第二部长篇文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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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武肃王与玉飞凤    公元10世纪钱锡在杭州治城时，他只关注湖水的清浊、民众的福祉，而不惜放低政
治的名号、军事的意气，在钱塘江口降伏了大海对这座城的生态威胁，被人们称为“海龙王”。
接着他又疏浚了西湖、太湖、南湖和鉴湖。
只要历史良知显现，这位立足民生与环境的吴越王不该被人们忘记。
杭州是幸运的，这种幸运与造福的责任担当，在血脉中没有停止过流淌，时隔34代的嫡孙钱穆也绵延
了这种立足文化本位，立足“达则兼善天下”的文化秉性。
    吴越文化经过三千多年的演变，成为一种深刻历史记忆，熔铸着先贤精神和浓郁的地域文化。
在历史取舍中，吴文化主要是接受了周文化的深厚影响，很大原因是在圣教孔子的导向下。
孔子极其仰慕与推崇周文化精神，他“习儒业深佩周公所得”，钱穆又对孔子的儒学思想情有独钟一
脉所承。
无怪中庸有日：“道不远人”，孔子还说：道路只有两条，行仁与不行仁罢了。
所以大道源头的真理信仰、灵魂元气，必然是简单而又朴素的，人类道德，都会是，仁义礼智，“九
九归一”。
    玉飞凤，随着200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鸿山墓群的挖掘出土，一度成为图案主角，毫无悬念
于2008年被推为无锡市徽标。
图腾玄鸟、展翅凤凰糅合成的独特造型，充满着韵律和动感，无锡鸿山的玉飞凤，就以这样的形象闪
亮出土，它是人和人伦的美丽化身。
有人说：“美”是一种比“德”更深刻、更具终极性的东西。
    2500年问一直静静地躺在这方土地里的玉飞凤，恰恰正与国学宗师、文化大家钱穆生根于同一故乡
，同一土壤，虽然时间相隔久远，但有过数十年时光的重合，且相距的空间就近在咫尺方圆里，这不
能不令人寻思⋯⋯在鸿声毗邻的三个村子半个世纪里就呈现了七位院士，七位人类学科最高殿堂中的
精英。
    “院士”其本身是社会化的一个成功坐标，在此坐标之下，有着更为丰富的精神与品质，值得我们
去细细品读。
哲学教授周国平说：人生的第一目标是优秀而不是成功，成功只是优秀的副产品。
钱穆与其他六位院士，定是首先让自己具备了优秀品质，如玉飞凤至善至美的形象化身所具备的品质
一样。
1895年7月30日，文化教育泰斗钱穆，于江苏无锡鸿声啸傲泾七房桥村诞生了。
比起宇宙无穷的时空，数十年只是短暂一瞬，他们就在这一瞬中，选择了咫尺方网的精神观照与守望
⋯⋯    吴文化研究会有人士作出这样的分析：内在自觉并超越自我的勇敢探索精神，成为吴地人一种
执意进取的永动机，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崇文重教的文化理念深深融人了长三角地区的社会结构与
民俗民风之中。
这正是吴地文化的优秀品质。
    无锡孕育和送出了钱穆这样的国学文化大家，是玉飞凤的观照和预言?还是吴地优秀文化千年积淀的
结果?有待我们追寻⋯⋯    七房桥与素书堂    七房桥名的由来，始于吴越王后迁锡湖头的18世祖。
距今约1400年，钱穆18世祖钱正德生下七子，在啸傲泾上分建七宅，骈连于东西一线这条啸傲泾小河
边，七家墙门宅第连成一片蔚为壮观，泾东千步许有一小桥，“房”“桥”皆备，互为见证，七房与
小桥成了“七房桥”名字的实景展出，被一代代后人朗朗上口地印证呼唤。
其实人们心中都明白，祖先七房所生活浸润的地方无处不是“七房桥”。
随着人丁的兴旺衰落变更，钱氏聚族而居已有多个村落，但唯有这里，可以嘹望升腾过钱穆祖先的灯
火炊烟，可以找寻文化大家幼年留下的音容足迹，“七房桥”，已成为国学思想童年摇篮的一个代号
，没有理由不流传至今，并会代代呼唤下去。
现在又有渔业村、友联村加盟于“七房桥”，与原来的七房桥一起合称“七房桥村”。
    七房初时的兴旺程度，超乎想像，沿啸傲泾七房宅的南北两侧多为良田，每房拥有良田一万亩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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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北有一小村，是七房桥的公仆居所。
泾西约五百步又一桥，名丁家桥，桥北有丁家村，是七房桥的乐户，从明代便沿袭下来，世代演习昆
曲锣鼓，歌唱吹打，每一房有喜庆，乐户全数集于宅前大场内演奏。
直到钱穆儿时，还吹拂到七房桥乐户那悠久温良的乐风。
    钱氏七房桥直至钱穆的曾祖父的爷爷这辈，家境仍然宽绰有余，供养上学自不用说，钱邵霖很会读
书，考中贡生进到江南贡院深造。
1841年他的第一个玄孙、也就是钱穆父亲的长兄一出世，钱家便有了划时代意义的“五世同堂”，而
获得了道光皇帝的嘉奖，被赠予“五世同堂”匾额，世代悬挂于大门，第二进厅堂为鸿议堂、第三进
为素书堂。
    1763年，五世同堂的第一先祖、列29世祖钱邵霖，凭着对先祖怀义济世的理解，开办了怀海义庄，
划地有200亩，到道光年间就达900亩。
七房桥前后共办有三个义庄，另还有清芬堂义庄和宏远堂义庄。
义庄虽然是建立在血缘纽带上的家族救济，但从属戚中延伸出去的接济范围并不算小，鳏寡孤独藉以
远离贫困死亡、获资求学进取，意义非属寻常。
P8-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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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我手上有本李开复自传《世界因你不同》，书中提到，在他办公室悬挂的一幅楹联：“有容德乃大
，无求品自高”，是钱穆先生早年题写赠与他父亲李天民的，父亲将它转赠给了儿子，儿子将它作为
座右铭悬于办公室墙上，用来对自己的品行时时提醒与对照。
李开复是计算机、IT界的精英人物，他曾经以自己的切身感受给中国学生致信：《从诚信谈起》、《
从优秀到卓越》⋯⋯    无论成功还是精英，必然首先让自己具备了优秀品质。
有句名言耳熟能详，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其实这层意思在世问可举一反三，有杰出成就者同样会有上述的“相似”，总是具备着“行之四海而
皆通，置之百世而无疑”的人文品质。
    我想说的是，这种“相似”和上述的“父子传承”，协同考证了钱穆先生所理解的经典人文。
他认为，人文的东西，是个恒定的守量，后人并不能将此如同物质财富一样，日新月异继涨增高，却
只能温故而知新，坚守与追随。
    《易经》上有“人文化成”之语，自古以来，文化就立足于人文，钱穆先生以中华文化的受惠者自
居，以传播文化为终身己任，始终立足于文化本位，钱穆先生一贯视教育重于政治，视育人重于教书
。
因为育人具备教育的长效功能，可以“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钱穆先生之所以要中国的读书人负起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在读的
过程中实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精神——他的一番苦心在于，《论语》给中国人明确了
“贤”与“不贤”的总标准。
    事实证明，经典人文可不断在时空的跨越与更新中获得检验，崇尚经典人文与目前所倡导的创新文
化，并不祗牾。
举个例子，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温习旧的知识，进而懂得新的知识，这样的人可以做老师了；“学而不思则罔”，只读书而不肯动
脑思考，就会迷惑不前⋯⋯这些理论同样对创新文化有着思维观念的合理引导。
    经典人文既然不存在时空的障碍，我们更不能人为地以时空设障，经典人文完全可以世界共享，有
爱国激进者提出所谓“文化入侵”这个概念，我以为有必要推敲⋯⋯    钱穆先生对孔子奉若明灯，对
此，读者能否和作者一样已然理解和接受?确实我们无法挣脱这样一个事实：人文的最高思想与精神，
一定确立在人类的童年，诸子百家中孔子，则是杰出代表。
    “在我心目中，钱穆先生就是伟大教育家孔子的再现。
”钱先生的学生洪德辉如是感慨。
我们一代代后人能够做的是，依然要仰望明灯，仰望“再现者”，并不停追随，努力让自己和身边人
成为“再现者”。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让世界因我不同，因我有所改变、有所进步。
做到这些，无非是将经典人文运用得更好更彻底罢了。
“君子之德，务使泽及当时”，推崇君子之道，是中国文化经典人文中的精粹之一，到今天我们所要
做的是，不应让其式微：‘而应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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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君子儒钱穆评传(从无锡七房桥走出的文化大家)》编著者周育华。
    从无锡鸿山七房桥至台湾双溪河旁素书楼，作者以灵动和感性的行文带领读者缓缓走进历史门槛，
进入理性的审视视野。
此书表现了钱穆先生为学建树、育人传世、勤勉修学、珍重人伦、爱国爱家的精彩人生，真实地再现
了“成就于大陆、创学于香港、终老于台湾、魂归于故乡”的钱穆先生，享誉君子儒——一个具备仁
善和普世价值的一流的教育家和文化学者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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