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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錫榮氏梅園賞梅記 

作者：Winter 

 

中學時讀楊朔的散文，說每到春節，廣東廣州的花市花團錦簇，人潮湧動，

心裡既好奇又嚮往。我雖然去過被譽為“花城”的廣州，但花市我還未曾逛行過。

在眾多的花目中，我最偏愛的還是宋代詩人王安石所寫的五言絕句的《梅花》-

-“牆角數枝梅，淩寒獨自開。”記得這首詩還是當年我在小學時語文課上學過

的一首詩，迄今記憶猶新。 

 

繼去年一月冬日的鎮江之旅後，同樣是冬日，今年一月十四日上午我搭乘

G7006次和諧號動車前往譽為“太湖明珠”的江蘇無錫開啟了一日遊。 

 

無錫古稱新吳、梁溪、金匱，位於江蘇省南部，地處長江三角洲平原。北倚

長江，南濱太湖，京杭大運河從無錫穿過，是中國民族工業和鄉鎮工業的搖籃，

是蘇南模式的發祥地。 

 

是次無錫之旅，我是專門沖著榮氏梅園所去。緣由有二，其一我愛梅賞梅，

現在正是賞梅的最佳時節；其二，梅園與我我現在所工作的銀行的母行有著萬縷

千絲的聯繫。臺灣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董事長榮鴻慶先生正是梅園主人的後人。 

 

中午約十一時一刻，我抵達了榮氏梅園。可能是臨近農曆鼠年春節的緣故，

梅園門口的廣場左側的花壇邊有一幅古味紅色的屏風裝飾，上方寫有“春天從梅

園開始”七個大字，下方中間寫有“金鼠送福”四個大字，左右兩側分別寫有

“鼠你最吉祥”和“鼠你最興旺”，這讓我感覺到仿佛春天就要來了。 

 

梅園大門口有一巨石上刻有“梅園”二字，據說是榮德生先生于民國五年

(西元一九一六年)親筆題寫。花了六十元買了門票我迫不及待地走進梅園，可能

今天是工作日的緣故，遊客不多，園內比較安靜，正適合我的心意。入園後，一

縷縷清香迎面撲來，綿綿悠長，直入心脾。眼前的景色更是如詩如畫，美不勝收。

滿園梅花流枝綴玉，穿插在奇石間，倚靠在小橋旁，臥于溪水邊，更有老藤古柏、

清溪秀竹，亭台水榭環繞著紅梅綠萼，處處冷香迷霧，橫斜影動，讓人如墜入仙

境一般。 

 

梅園是中國民族工業之“首戶”榮宗敬、榮德生兄弟于中華民國元年即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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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年建造的，到現在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倚山植梅，以梅飾山，故稱為“梅

園”。早就聽說梅園是“四面有山皆入畫，一年無日不看花”。幾十年連續不斷

的園林營造，使風景區形成了“初春探梅、仲夏觀荷、金秋賞桂、隆冬踏雪”的

四大特色，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景觀，給人一種回歸自然、超越自然的感受。今

日得以一覽，真是給人心曠神怡的悅感。 

 

我漫無目標地走走停停，來到了“古梅奇石圃”，讓我更進一步體驗園方那

種高雅古樸風格。它是梅園裡的一個“園中園”，是一個不可不去的精緻園區。

古梅奇石圃是二〇〇一年建成開放的，它集天下古梅與奇石於一體，並結合中式

園林建築小品，形成了“園中園”的格局。園區採用傳統園林半開放式的設計，

設立以梅花為主題的照壁，展出以梅為主的書畫，陳列古老梅樁，引進百年以上

的老梅樹，配置松、竹、梅、蘭及其它四季花卉五十餘種；建成唯一的“中國梅

花博物館”。可惜今日博物館暫不開放，實屬遺憾。 

 

繼續走，不知不覺來到了香海軒，這裡有容德生先生的半身銅像，看起來特

別的精神，特別的神氣。該銅像是由全國政協前副主席、榮家姻親、澳門中華總

商會會長馬萬祺先生于一九八六年所贈。是年榮毅仁先生七十大壽、五十金婚，

榮氏海內外親友大團圓為當年轟動世界的新聞。香海軒是一座西式拱圈屋，共有

三間，四周都是走廊，面對千株梅樹，軒前懸掛著清代文人康有為手書“香雪海”。

看了香海軒室內的文字板上的簡介得知，香海軒建於民國三年(西元一九一四年)，

榮德生先生以銀 50兩托人覓得康有為手書“香雪海”額。民國八年(西元一九一

九年)年八月，康有為來游梅園，見此系為他人偽作，乃揮毫重書“香海”。原

匾遺失，現門楣上兩字為康有為學生，也是他的兒媳婦著名書法家蕭嫻女士于一

九七九年所寫，一九九一年在南京博物院找到康有為原書手跡，重新制匾，懸於

軒內至今。 

 

再下來，我們來到了念劬(qu)塔，念劬塔是梅園的點睛之筆，也是梅園的標

誌性建築。該塔三層十八米，建於民國十九年(西元一九三〇年)，是榮宗敬、榮

德生兄弟為母親石太夫人而建的紀念性建築，以懷念父母的養育之恩。念劬塔為

三層八角形狀，飛簷角攢尖，具有名族風的特點。登上塔頂觀賞梅園全景，四周

峰巒，盡收眼底，是賞梅的又一勝處。 

 

接下來是榮德生之兄的宗敬別墅，建平屋三間，室前有走廊，東側有批屋，

室內烹飪、沐浴設備齊全，是榮氏兄弟接待貴賓食宿的重要場所。與香海軒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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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敬別墅前立有榮宗敬銅像。榮宗敬早年經營過錢莊業，從一九〇一年起，與榮

德生等人先後在無錫、上海、漢口、濟南等地創辦保興麵粉廠，福興麵粉公司（一、

二、三廠），申新紡織廠（一至九廠），被譽為中國的“麵粉大王”、“棉紗大王”。

其幼子榮鴻慶，畢業于上海滬江大學，現年九十七歲，目前定居臺灣，是我所工

作的銀行的母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董事長。在宗敬別墅室內的牆壁上，我看到了

一幅大照片，照片上是榮宗敬兒子榮鴻慶和女兒榮卓如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三日在

宗敬別墅前合影。 

 

在梅園旁邊還有榮德生早年花了十萬資助修建的一個開原寺，這個開原寺始

建於唐朝，經過歷史的變遷，現在的模樣可謂是金碧輝煌，裡面有泰國友人贈送

的彌勒佛，還有日本資助建設的鐘樓還有英國信眾贈送的漢白玉臥佛等等，表示

著開原寺和其他國家有著良好的往來。 

 

遊覽榮氏梅園的最佳時節正是冬末春初，這時各種品種的梅花爭相開放，有

道是：冬雪壓梅梅更豔。即使已過賞梅的季節，梅園作為一個江南園林，不管是

什麼時候去，都可以收穫到怡人的景色，梅園的景讓我留戀往返，梅園處處所體

現出的情讓我悠然敬畏，我為榮宗敬、榮德生的那種 “寶劍鋒從從磨礪出，梅

花香自苦寒來”所震撼，為榮宗敬、榮德生的那種孝敬所折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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