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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无锡钱钟书故居 

作者：Winter 

 

继去年一月镇江之旅后，同样是在冬季，今年一月十四日上午我搭乘 G7006

次和谐号动车前往誉为“太湖明珠”的江苏无锡开启了一日游。 

 

无锡古称新吴、梁溪、金匮，位于江苏省南部，地处长江三角洲平原。北倚

长江，南滨太湖，京杭大运河从无锡穿过，是中国民族工业和乡镇工业的摇篮，

是苏南模式的发祥地。 

 

十四日下午游览完荣氏梅园

和东林书院已经渐近黄昏，我匆匆

赶到位于崇安区健康路新街巷 30、

32号的钱钟书故居。抵达后发现故

居大门紧闭，看了门上左侧的开放

时间告示牌，我来晚了只好第二天

再来。(右图：钱钟书故居大门) 

 

说起民国第一才子钱钟书，我对他的认知仅局限于他的作品《围城》，它是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而我最早

接触《围城》，还不是这部小说，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陈道明、吕丽萍、葛

优等主演的电视剧《围城》。该剧根据钱钟书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讲述了方鸿

渐在欧洲留学回国后的人生经历，道出了“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

冲进去的故事。 

 

第二天(1 月 15 日)上午九时许我抵达故居，故居是免费参观的，开门后我

成为了今天第一位参观故居的访客。大门两侧有一副砖刻对联：“文采传希白，

雄风劲射潮。”我查阅了资料得知由钱钟书父亲钱基博所撰。上联中的"希白"是

北宋文学家钱易的字,五代时吴越王钱镠的曾孙,才学过人;下联"射潮",乃指钱

镠当年在杭州指挥大军发箭射潮一事，典出于苏东坡的《八月十五日看潮》中的

“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之句。此联，既称颂了钱氏祖先钱的文采

武略，又显示了撰书者的超群之才、浩然之气。 

 

钱钟书故居，又称“钱绳武堂”，由两部分组成：其祖父筹建于民国十二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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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一九二三年)的钱绳武堂和其叔父在屋后西侧陆续建造的五间楼房及若干辅房。

钱绳武堂面阔七间，原有平房二十八间，大小天井庭院十一个，备弄两条，古井

三口，东有厨房，后有花园，整组建筑属典型的江南庭院式民居。 

 

进入故居，钱钟书先生的铜像迎面而立，背

后一块板画。画上是一棵槐树，画旁书一幅对联，

“枯槐聚蚁无多地，秋水鸣蛙自一天”。 此联

出自元好问诗《眼中》，钱钟书自号“槐聚”，即

出于此。右边的墙壁上，有两块文字板，分别介

绍了钱钟书先生和其妻杨绛女士，稍作停留，继

续向里去了。(左图：钱钟书和杨绛简介板) 

 

穿过天井，踏进迎面十二扇对开的木门就是绳武堂。厅堂上悬匾额“绳武堂”，

虬劲有力。庭柱上书一副抱柱楹联，系南通状元张謇所撰书，联曰：金匮抽书，

有太史子；泰山耸桂，若颍川君。据说，钱钟书周岁时“抓周”，既未抓玩具，

也未抓瓜果食品，竟抓了一本

书。其父因为之取名曰“钟书”，

而张状元或许听说过先生，或

是察觉到钱家祖孙三代文气

之盛志向之高，故有此联，以

寄己之厚望。果如其言，钱氏

后人在许多行业做出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 

 

看了其中一间墙上的文字介绍，我对钱钟书先生有了进一步的认知。钱钟书

在清华大学就学时深得叶公超、温源宁、吴宓(mì)等名家一致赏识。许多人都

赞叹过他的博闻强记，博览群书的天才。尤其是文学评论家、国学大师吴宓教授，

曾对他的学生们多次感叹道：“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

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人中要推陈寅格先生，在年轻人一

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据说自吴宓教

授称钱钟书为“人中之龙”后，钱钟书就得到了“清华之龙”的雅号，同学中曹

禺被称为“虎”，颜毓蘅被称为“狗”，三人并称为清华外文系“三杰”，钱钟书

居“三杰”之首。当时在清华大学，还有所谓的“三才子”之称，除钱钟书外，

另两位才子是历史学家吴晗和考古学家夏鼐(nài）。从清华学生这些班戏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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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号”中，我们可以想见钱钟书当时的影响了。 

 

俗语说，才子配佳人。钱钟书之妻杨绛也是一位才女。杨绛本名杨季康，小

名阿季，行四。祖籍江苏无锡。“季康”被兄弟姐妹们嘴懒叫得吞了音，变成了

减缩版的“绛”，这也是她剧本上演时自己取的笔名。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杨绛

与钱钟书是天造地设的绝配。胡河清曾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

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

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在这样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

两人过着“琴瑟和弦，鸾凤和鸣”的围城生活。 

 

一天，钱钟书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

兴，催他赶紧写。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为了节省开支，她还把家里的女佣辞

退了，自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劈材生火做饭样样都来，经常被烟火熏得满眼

是泪，也会不小心切破手指。可是杨绛并未抱怨过，她心甘情愿地做灶下婢，只

盼着钟书的大作早日问世。看着昔日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如今修炼成任劳任怨

的贤内助，钱钟书心里虽有惭愧，但更多的是对爱妻的感激与珍爱。钱钟书和杨

绛一对夫妻真可谓是珠联璧合、伉俪情深。 

 

斯人已逝，这空荡的古宅里又残留着多少旧时的痕迹。世人知晓的钱钟书，

大多是作为作家的钱钟书，是《围城》的作者钱钟书，而非学者钱钟书、诗人钱

钟书。其实，钱钟书在治学上，贯通中西，古今互见，融汇多种学科知识，探幽

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当我走出故居大门那个瞬间，一种不

舍之情油然而生，回望门框匾额上那五个红底蓝字——“钱钟书故居”，怀着对

钱先生的一份浓浓敬意。一部《围城》光彩四射，为中国当代文学树起了一座伟

岸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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