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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传承:嘉定浦氏人才辈出

“秀野”一词起源于北宋，诗人苏东

坡曾在诗中描绘司马光独乐园中的园

林情景：“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

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此后以“秀野”

命名的居所渐渐成为书香门第的象征。

据《浦氏宗谱》记载，浦氏自明末由

龙华迁至南翔，至清代中叶迁至嘉定孔

庙旁的永康桥，后又陆续分支迁居至马

陆、安亭等地，至民国八年（    ）浦氏

已在嘉定凡十三世，卜居在嘉定的历史

达    年之久。

经过多年的稳定发展，浦氏成为嘉

定知名的文化世家，其子孙后裔人才辈

出。第十二世浦文球为光绪元年秀才，

擅长书法，现嘉定孔庙里尚留有他写的

碑刻《归骨园记》碑；第十三世浦泳（原

名浦昌泳），是知名的书画家，有“江南

一枝笔”之称，也是民盟嘉定创始人。

到了第十四世，“增”字辈中的浦增

声在嘉定、苏州、无锡等地陆续开设了

十几家米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为了

便于运输粮食，便在练祁河边建起了大

宅，取名“秀野堂”。

浦氏三姐妹属家族的第十五代，大

姐与二姐出生于嘉定南城，幼年就读于

嘉定启云小学，后因父亲浦增禧（字友

梧）工作调动，举家迁至北京。浦安修与

其弟浦通修出生在北京，浦通修曾在人

民政府教育部担任副部长一职。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中国大多

数女性仍被陈旧的思想所束缚，但浦氏

三姐妹都是有着独立思想与品格的新

时代女性，她们心怀家国大义，分别从

商、从文、从政，一门三杰，在中国近现

代革命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嘉定博物馆原副研究馆员、地方史

专家陶继明在上世纪   年代从事地方

志编纂工作时，便与浦家后人相识，多

年来一直推动着对浦氏家族及其文化

成果的研究与保护。

在他看来，浦氏一族人才辈出的原

因，除了嘉定深厚文化积淀的哺育，还在

于其家族对文化教育与家风传承的重

视，“浦氏强调‘修身治家、勤俭孝亲’，这

也成为浦家的家训。以老宅堂号‘秀野’

为例，其‘聿修厥德，敬业乐群’的文化内

涵，就包含着遵循祖训、加强修行，和忠

义节操、家国情怀这两层意思在里面，正

是寄托了家族对后辈的殷殷期望。”

焕新重生:呵护城市历史文脉

随着时间的流逝，历经百年的风雨，

秀野堂虽外形架构完整，但房屋已渐有

颓势，客堂间大门缺少了几扇；屋内也成

为了杂物间。尤其西厢房屋架已经偏斜，

靠一根柱子勉力支撑着。

“秀野堂是浦氏在嘉定的唯一遗

存，它是典型的清末民初江南硬山式建

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像这样比

较有代表性的江南百年民居，已经越来

越少了；其次，它原汁原味，是研究本土

人文与历史鲜活的实例，人们能从中一

窥当年嘉定书香人家的生活样貌；此

外，它还承载了一个家族的文明与辉

煌，更是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

陶继明向新成路街道建言，将秀野

堂改建成浦氏陈列馆，将浦氏家族的红

色历史故事及育德树人的家族文化发

扬光大。

新成路街道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

护和传承的重视让秀野堂迎来了前所

未有的机遇。早在    年，秀野堂就已

被公布为嘉定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为

了进一步做好非遗文化普及传承，呵护

城市历史文脉，街道多次召开专家研讨

会，就秀野堂的修缮改造方案进行了多

方论证、比较，    年初，秀野堂修缮改

造规划方案确定并正式立项。

在对文物进行保护修缮的同时，街道

更加注重文物保护的表达方式和传承发

展方式，历史文物场馆以江南园林风貌呈

现，实景沉浸式体验更加贴近市民生活，

此外，“通过挖掘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

历史价值，重现了文物和文物背后的故

事，将其打造成文物活化的典型范本。既

保护了地方历史文脉，同时也让文化事业

和产业的长远发展，为地方发展注入新的

动力。”新成路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年   月，秀野堂启动本体修

缮及周边环境提升工程。在此过程中，

  扫描、虚拟现实（  ）、增强现实

（  ）等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为文物后

续的保护和修缮利用提供了数字化证

据支撑，也为古老的秀野堂增添了时空

交错的时尚感。

“当年法国巴黎圣母院火灾后重

建，就得益于之前有团队为其做过全要

素激光三维扫描固定。”上海市园林设

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院长、总工程

师、秀野堂项目负责人赵彦回忆道，为

加紧保护老建筑，在修缮工作正式展开

前，项目团队果断采用先进科技，“抢到

了第一手资料”。原来，此项工作结束不

久，上海就迎来了一次暴风雨，曾经摇

摇欲坠的西厢房在这次风雨中彻底坍

塌了。“真的非常幸运！”

另一个“惊喜”的小插曲，则发生在修

缮过程中。为了最大限度还原秀野堂的原

貌，施工团队将屋内原有家具以及一些生

活用品进行清点、编号和存档用于后续的

展示利用。在黑沉沉难以下脚的屋子里，

赵彦触碰到一只老皮箱。借着手机灯光，

看到压箱底处铺着一张牛皮纸，原来是当

时浦增声在苏州开米行时留存的一张广

告纸。如今，尘封多年的老广告和皮箱已

成为浦氏家族陈列馆中引人注目的展品，

让人们得以一窥当年苏南商贸的盛况。

寄托念想：浦氏后人“寻根”热

秀野堂的修缮改建和浦氏家族陈

列馆的成立，也在浦氏后人中掀起了

“寻根”热潮。

在陈列馆开馆之际，三姐妹的部分

后人特意从北京赶来，“我们应该记住

家乡，那是祖辈诞生的地方。”浦通修之

子浦西民如是说。浦熙修之女袁冬林表

达了深深的感谢之情，“陈列馆的成立

了却了大家的心愿，对浦氏后代是一件

很大的事儿。”浦熙修孙女袁松则激动

地表示，家族内口口相传的家训，能够

通过公共平台展现给大家，“为文化传

承作出一点贡献，是十分有意义的。”

 月下旬，在“修”字辈浦姿修女儿周

学慧的组织下，  位在上海的浦氏后人

相约来到陈列馆，他们大多是浦家第十

六世，年龄最大的已经   岁了，最小的

也已经年过六旬。为了这次“寻根之旅”，

定居美国多年的张庆欢和魏平元夫妇也

特意赶回来，“想看看老宅中能不能找到

母亲的身影和她曾经说过的故事。”

作为浦氏辈分较高的家庭代表，  

岁的浦渊修参加了陈列馆的揭牌仪式。

他扶着眼镜，仔细地端详着仪门上的灰

雕饰物并为大家作讲解，门上题额依稀

可辨为“聿修厥德”四个字，“小时候我

来这里玩过，现在比我印象中漂亮太多

了，记得以前屋外还有葡萄树，我们小

孩子还摘下来吃过。”

馆内桌上摆放的老照片，墙上悬挂

的书法作品，柜子里泛黄的旧书……每

一样都如此亲切。  岁的浦世敦坐在

浦熙修曾经用过的写字台前若有所思，

写字台上摆着一篇浦熙修写于     

年   月的战斗檄文《南京政府的最后

挣扎》手稿，“这是我二姑写的。”

在以卷轴电子屏形式展出的家谱显

示板前，众人纷纷驻足寻找自己祖辈的

名字，“文、昌、增、修、世、德”……张庆欢

和魏平元在“修”字辈的排行中看到了自

己母亲的名字：浦 修。眼前熟悉的名

字，唤醒了大家尘封的记忆，那些口口相

传却记忆依稀的故事鲜活地呈现在眼

前，众人难掩激动之情，久久不舍离去。

拂去厚厚的尘埃，如今的秀野堂从

历史烟雨中走来，变身为融家族陈列

馆、非遗文化展示厅、红色教育基地等

为一体的江南秀野文化园，更成为一张

“红色文化”的新名片和弘扬爱国传统

的新阵地。

“下次，我们还要来，带上子女和小

辈，让他们知道，这里是可以安放我们

对祖辈情感和念想的地方，这里曾是他

们的家，也是我们的根。”  岁的周学

慧深情地说。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提起
“宋氏三姐妹”家喻户晓，而与
“宋氏三姐妹”同时代的，还有
江南历史文化名城嘉定孕育出
的“浦氏三姐妹”，她们的传奇
人生，同样闪耀历史长河。

 月的上海，惠风和畅，花
团锦簇。在嘉定区新成路街道
的练祁河畔，一处曾“养在深闺
人未识”的百年老宅，也正式向
世人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它
就是秀野堂，由当地名门望族浦
氏第十四世传人浦增声建于
    年。

浦氏是嘉定知名的文化世
家，历经了数百年的发展与传
承，其“修身治家、勤俭孝亲”的
家训，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
人才，其中之翘楚，便是著名的
浦洁修、浦熙修和浦安修三姐
妹，她们生前留给后世的头衔分
别是民建中央副主席、著名进步
记者和彭德怀元帅夫人。

作为一处久远的文化遗产
和不可移动文物，秀野堂于
    年经修缮改建为江南秀
野文化园再次面世，向世人阐
释着中华秀野文化的历史文脉
传承、精神内涵价值和创新发
展。（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受

访者提供）

◆记者傅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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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氏家族部分后人前来 “寻根”，

并在陈列馆前合影留念

餐女

#陈列馆重现民国时期浦氏书房场景

傅佩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