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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穆烜先生
◎江海

穆烜先生于 10 月 8 日下午突发心梗离
世。穆烜先生是一位德艺双馨、德高望重的文
化人，也是一位信仰坚定，对党忠诚的革命者，
更是张謇研究、地方史研究的开路先锋，是我
们非常敬重的张謇研究中心的顾问。

在数十年的革命、工作和学术生涯中，穆
烜先生在做人、做事、做学问等方面堪称楷
模，令人称颂。即使已逾九十岁高龄，也对国
家、社会和南通经济发展以及文化建设颇为
关注，更对人生淡然处之。

南通、江苏乃至全国的张謇研究今天之
所以风起云涌，江海文化研究之所以风生水
起，穆烜先生的开拓性、奠基性工作是功不可
没的，可谓厥功至伟。

11月11日下午，张謇研究中心与江海文
化研究会借座老干部活动中心会议室，共同
举办穆烜先生的追思会，缅怀他平凡而伟大、
普通而壮阔、识势而敦厚的一生，是为了学习
他的精神、景仰他的情怀、致敬他的品格、感
佩他的风骨。

在穆老非凡的生涯中，他对中国共产党
充满热爱、对同事充满热情、对事业充满热
忱。他是一位有创新思想、有高尚品格、有职
业操守、有学者风范、有超前眼光、有普通人
情怀的文化人，是平易近人、关心下属的领
导，是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荣辱、豁达大度的智
者，还是可亲、可敬、慈祥恺悌、包容厚道的长
辈，他为南通的文化、文史、文博事业东奔西
走，积极建言献策，使许多文物遗产免遭厄
运，也使许多项目、设施、建筑得以保护、重
生。他对南通文化事业的贡献得到大家公
认。同样，他谦逊质朴、待人以诚的人品也是
令大家称颂的。穆老虽以九十八岁高龄辞
世，但对于他的去世，我们还是感到十分惋惜
和悲伤。

穆老的去世，是南通文化界的损失，更是
我们张謇研究中心的损失！他是张謇研究中
心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张謇研究中心的顾
问。他为南通的文化事业，为张謇研究所作
的贡献是我们在座的同志们、朋友们永远难
以忘怀的！

我们今天追思穆老、缅怀穆老、感恩穆
老，目的就是要立志向穆老好好学习：学习他
爱党爱乡的情怀、治学严谨的态度、宁折不弯
的风骨和谦逊坦诚的品格，我们要接续奋斗、
加倍努力，把穆老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把张
謇研究工作推向新的高度，使张謇的精神和
情怀成为人们加快建设“强富美高”新南通和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在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阔步前进！

祝愿穆老一路走好！

穆烜先生是改革开放后南通文化界的代表
人物之一，他在文博界的影响无人能替代，更是
张謇研究的一面旗帜。先生参与成立张謇研究
中心的策划和筹备工作，成立大会就在他担任图
博两馆书记期间的图书馆召开。成立后一直配
合首任会长曹从坡做了大量的工作。

先生是我学术研究的导师。我们相识于
1980年，南通历史学会成立，他是首任会长。当
年我们南通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的革命史教
研组，是先生的首批会员。

历史学会成立后的我，为了教育的需要，中
国革命史课程要联系当地革命斗争的实际。当时
的我对南通地方文史一无所知，但我知道南通有

“三一八”斗争，发生过南通惨案，这同我的教学内
容相关，于是产生了对南通惨案做些研究的愿
望。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曾发表过一本《南
通惨案》的著作，他又是我们的会长，我首先想到
向穆烜先生请教。当年炎夏的一天，我带着这个
问题，冒昧前往他的办公室。一说来意，先生立即
从楼上拿出用报纸包的一大包资料，大部分是南
通惨案的剪报，也有抄录的资料，这是他长期积累
的成果。先生毫无保留全盘托出，交给了我。

先生主张先将“三一八”斗争和南通惨案史
料整理出来。在他的指导下，我们教研组的三个
人在他已有十几万字的基础上，开始从市图书馆
和医学院图书馆中查找南通惨案资料，对原有资
料进行了补充。几个月后先生根据20多万字的
资料，挑选了十二万多字，分为六个部分和一个附
录。当年医学院有印刷厂，是铅字排版的，书的印
务、校对工作我们包了下来。书名为《南通惨案史
料》一书，于1981年内部出版。出版时，先生不肯
署他为主编，就署了博物馆、医学院马列室和历史
学会。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编辑史料书籍，有了史
料我开始了对南通惨案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
初，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题目是《南通惨案
在第二条战线形成中的作用》，在上海的《历史教
育问题》杂志上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
全文收录。在南通市社科评奖中被评为二等奖。
这都得益于先生前期的支持和指导。

1993年，我进了张謇研究中心，这30年交
往更多、更加密切，尤其他住在西南营34号期
间，张謇研究中心在因树斋办公，与他住所仅一
路相隔，他每逢春夏季节下午四点左右在濠河边
草地上打太极拳，回家时到中心坐一坐、聊一聊，
我三天两头往他家里走，请教和汇报。先生搬到
银花苑居住后，我们来往少了，但电话联系不
断。先生之情，先生一生的正气和风骨，永远铭
记我心！

我认识穆老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我在
市委党史办搞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了解到穆老早
在20世纪50年代就搞过南通地方史料的征集
工作，对南通革命史上重大事件，如红十四军的
武装斗争、大生纱厂的工人运动、苏中四分区的
反“清乡”斗争、南通“三一八”斗争都做过研究、
编过书、写过文章、积累不少资料，南通博物苑也
保有大量的革命文物，因此穆老成了我们革命史
料重点征集对象，1983年为纪念苏中四分区反

“清乡”斗争四十周年，市委党史办与博物苑联合
举办展览，得到了穆老的全力支持和帮助。

2002年我退休后到了张謇研究中心，与穆
老的接触多了起来。大概在2004年前后，一天
穆老拿来一个本子，要我在本子上写几个字，我
自知为穆老题字还不够格，便再三推辞，穆老说，
在我这个本子上题字的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年过
六十，我无话可说，就勉强答应了。这件事拉近
了我和穆老的距离，越发觉得穆老可敬可亲。

当时，穆老住在张謇研究中心对面的巷子
里，他常到中心前面的空地上打太极拳，偶尔也
会推开中心大门，到各个办公室转转，他知道中
心正全力编纂《张謇全集》，有请来客谈话不超过
半小时的要求，因此转转就走了，很少久坐，除非
我们有问题向他请教。他的家我们一年也会去
几次，都是带着问题去的，穆老对张謇研究的历
史非常熟悉，对张謇研究的专家章开沅、祁龙威、
茅家琦、严学熙的治学情况也很了解，所以我们
每次去穆老家都会收获满满。穆老还会让老夫
人拿出自制的精致小点心来使我们大饱口福。

穆老家搬到银花苑后，随着年事渐高，到中
心的次数少了，但他依然关心中心工作、关心中
心同志。有五六年的时间，穆老在每年的新年，都
会给中心同志发来贺卡，他在贺卡上写的字句不
是礼仪性质的祝福语，而是根据每人的情况提出
自己的希望。

穆老走了，他离实践他的豪言“力争活到百
岁”仅一步之遥，我会永远记住穆老对我的关心
和关爱，愿穆老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

非凡穆老
◎张小平

悼念我的导师穆烜先生
◎张廷栖

怀念穆老
◎戴致君

追思会现场

沈启鹏与穆烜（右）

穆烜 陈建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