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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南朝老街：祥符寺巷 皮市街祥符寺巷于南朝梁天监二年（502）建有福田寺，唐时
改名西竺寺。在北宋大中祥符年间，西竺寺更名为祥符寺。后祥符寺废，巷却因寺而名留至今。 蒙养
义塾 原祥符寺巷54号的蒙养义塾于清同治四年（1865）由孙毓崧创办，校址在轩辕宫内的云锦公所，
办学的经费来源于义塾学田48亩。 蒙养义塾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月改名为公立初等商业学堂，
民国时改名为吴县私立云锦小学校。民国17年（1928）年4月再行立案，定名为吴县私立纱缎小学校。
苏州解放后更名为苏州私立纱缎小学校。1955年8月私立仁德小学并入，1956年更名为祥符寺巷小学
。1975年东吴丝织厂小学并入，同年9月正式更名为东吴小学，并于1994年又将西花小学并人。 改革开
放以后，东吴小学针对独生子女自理能力差的情况，开展了“自己事情自己做，争当红十字小主人”
的主题活动。随后，苏州市红十字会在全市小学推广了东吴小学的这项大队主题活动。接着，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也对东吴小学的这一活动进行了报道。1991年，东吴小学因此被苏州市首批命名为“红十
字示范学校”。 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大钊毕业于东吴小学。1999年，东吴小学并入善耕小学。 蒙养义塾
的杰出人才：郭绍虞 郭绍虞先生出生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他的家庭虽属书香门第，但很清寒。
他祖父是前清举人，父亲郭鲁卿没有考上功名，是一介寒士，担任过文书、校对等工作，也当过家庭
教师。 郭绍虞自幼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深深懂得稼穑艰难，懂得学习的重要，发誓一定要发愤图强
，自力更生。 他的父亲郭鲁卿学养较深，郭绍虞在这样一位父亲的熏陶下，自小喜欢写字看书。由于
家庭清寒，他仅在蒙养义塾读了几年书。失学一段时间后，郭绍虞又在苏州的一所工业中学学习了两
年。接着，又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其后，郭绍虞当上了《苏报》的记者。他有鉴于当时没有一本
系统的中国体育史课本的情况，于是博引古今史料，终于写成了《中国体育史》一书，于1918年8月出
版。这是我国第一部体育专著，后被收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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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苏州是座历史名城，以山水之胜和园林之美而闻名于世，更以其特有的儒雅人文而鼎立人心。代有传
人，代有遗迹，煌煌奕奕峥嵘闪耀。可言、可记的人与事、街和巷，数不胜数。况遗闻轶辛事，浩如
烟海，虽有前贤令人笔陈累累，难免会有沧海遗珠。    时代进入21世纪，城市建设月新日异。老街小
巷、旧址残痕渐为高楼大厦所代替，街巷旧名之丰富内涵亦随之消失．实为很大的遗憾。    是书各文
，经作者多年来网罗散佚旧闻，博征旁引，暮写晨抄，得载于报尾章末。集腋成裘，勉可结集成书了
。    鄙人不以身微而不作，不以言轻而不为，更不自量力，用所知所历而成此书。往大来讲，希望自
己的人生能够有所作为．所谓泥雀印；在小来说，亦可以给自己的孩子留下些精神财富。    本书能够
付梓，多多仰仗苏州大学马杰老师、金振华老师的大力相助。感激之情兹不絮言，铭记，铭记。    许
宗祺    2012年1月16日于天数人力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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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苏州老街巷的旧闻往事》主要描写描写地点是苏州。 苏州是座历史名城，以山水之胜和园林之美而
闻名于世，更以其特有的儒雅人文而鼎立人心。代有传人，代有遗迹，煌煌奕奕，峥嵘闪耀。可言、
可记的人与事、街和巷，数不胜数。况遗闻轶事，浩如烟海，虽有前贤今人笔陈累累，难免会有沧海
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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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相对于我们年轻的一代对了解故乡的过去很有帮助。
2、内容丰富，但作者文笔不行，有些许失望
3、结构松散，脉络不明，文章有拼凑之嫌，所以趣味性不那么强，随便看看也还行。通过这本书能
了解很多苏州的历史变迁，名人轶事以及苏州特色的民俗风情。要是看完都记下来，真的可以去当导
游了。为里面有趣的苏州文人多打一颗星~
4、第222页，《平江夜雨》写得真真好！
5、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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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苏州老街巷的旧闻往事》的笔记-第222页

        �平江夜雨
    当天边的最后一抹晚霞掐然隐去，白日里游人带来的嘈杂也随着夜色的降临而轻轻远离，平江路恢
复了它本来的宁静。
�曲月如眉，挂在黛兰的夜空，温婉素雅。坐在拱桥的石墩上沿河望去，串串灯笼悬挂在沿河的廊檐下
，远远近近，星星点点，随风摇曳。灯光泛着暖意，倒影在黝黝的河面。
�水岸茶楼的客人凭窗品茗，缥缈的笑声贴着河水的涟漪远远地传过来。月光轻洒在老街的石板上，在
平江路的木板水阁之间缓缓地流淌。
�我轻轻地推开老宅旅店楼上的一扇花窗，倚窗眺望。平江河水泛着鳞鳞月光，撒金泼银，平平皱皱，
游游离离。
�今夜，月光下的平江路独特而慷慨。她将千年的风情糅合在淡淡的月光里，奉送出那份故人心底追念
的情愫。
�淅淅沥沥，江南的春雨说来就来。听着夜幕中时紧时疏的雨声，满心都会翻涌着诗意。夜雨中的思绪
总是特别地专注——在夜雨中与友人闲谈，话语会轻声细气；在夜雨中专心攻读，身心会超常地宁静
；在夜雨中思念友人，会情不自禁地寻笔铺纸；在夜雨中挑灯作文，文字也会变得诗润韵雅。
�老街转角处，那盏昏黄的街灯照着飘絮一般的雨雾，你能够看到的东西很少，却又似乎看得很远。
�江南的春雨是烟状的，是雾状的。它比最柔薄的纱幔还要柔薄，它隐隐约约地透明着，若有若无地飞
扬着；它如梦一般地笼罩着，似香芬一样地弥漫着。它让远处的小桥朦胧得更加悠远，让平江河柔媚
得有点失真。它让那些打着花伞的白兰花般雅致的苏州女子犹如走在水墨画里，走在唐诗宋词里；它
让那些灰墙黛瓦的古老民居浸泡在无边无际的薄雾氤氲里⋯⋯
�春风微微，轻轻一阵，便转换成如丝般的细雨，转换成河中更密咂的涟漪。在茶香的汽雾里，在灯笼
的红晕下，听雨声变换，看河面碎映着的对岸老屋稀疏的灯光，让人想起姜夔的词：“商略黄昏雨。
”
�平江路的夜雨好像不是下的，而是纺的、吐的。雨在空中，纺的纱就向下；雾在地面，吐的丝就朝上
。无论是纺的纱还是吐的丝，都是淅淅沥沥，缠缠绵绵。一手牵着雨，一手捻着雾。捻着牵着，天和
地就粘在一起了。
�夜行的人张开了伞，顶着，撑着。天和地才没有合起来。雨簌簌地下，伞面上闪烁起一圈又一圈蝉翼
般的水雾，一直晕到平江路的“宣纸”上了。
�此时看景，景就了洇；看雨，雨就虚了；看人，人就化了。景是洇在雨里，雨是虚到人里的，人是化
进景里的。一切都成了涳濛，涳濛得平江路的街色景物都从伞沿留下来了。一切也都化为了缥缈，缥
缈得平江路老街和小河都从雨湿的睫毛上滴了下来。
�风从远处吹来，吹得雨夜斜了，伞也斜了，整个平江路也似乎斜了，夜雨中的平江路斜成了游客手里
欣赏着的一幅国画长卷。
�平江路的窄街曲巷，小河长廊，觅不见的诗情画意，剪不断的丝丝夜雨，也永远剪不断平江路夜游客
的屡屡思绪。
平江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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