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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芬世守”嘉兴钱氏史料陈列馆展陈大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

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

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

性。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

版社，2022 年 10 月第 1版，第 18 页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 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家”。尊老爱幼、 妻贤夫安，

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礼、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

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 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

富 。

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2016 年 12 月 12 日）《习

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 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年

第 1版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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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悠久的中华文明史上，家族文化底蕴深厚，先后涌现出众多杰出的家族，

为国家、民族作出了重要贡献，以吴越王钱镠为代表的钱氏家族是其中之一，被

誉为“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其在嘉兴的分支，为古代嘉兴望族之首，

历代人才辈出，在政治、文化、教育、科学、艺术、历史等诸多领域建树丰硕，

奉献卓越。

在历史长河中，家族繁衍和传承往往难以为继，无论显赫皇族，还是豪门巨

绅，家族繁衍和传承往往难以为继，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钱氏家族

千年薪火相承，根繁叶茂，世代英才辈出。这与钱氏家族“清芬世守”的家族文

化以及优良醇正、底蕴深厚的家风息息相关。

嘉兴钱氏文化概览，简要而系统地介绍嘉兴钱氏宗源和以钱氏嘉兴文端公集

斋尚书派为主的钱氏家族嘉兴分支的历史人文事迹，展示嘉兴钱氏文化、家教家

风以及源远流长、深厚璀燦的嘉兴地方历史文化，旨在宣扬和传承中华民族高尚

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和人文精神，坚定民族自信、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助力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胸怀天下 忠国爱民

胸怀天下，忠国爱民，是嘉兴钱氏文化的思想精髓、精神特质。从世祖钱

镠创立吴越国，以天下为公、民惟邦本为治国理念，在东南沿海为百姓营造起安

居乐业的家园；到钱弘俶纳土归宋，维护国家一统，开创中国和平统一之先河；

再到一代代钱家子孙，始终坚守胸怀天下、忠国爱民的道德情操，诸多英才为国

家、民族殚精竭虑，贡献所有的身心力量和聪明才智，也创造了无比珍贵的家族

文化遗产。

钱镠：建国吴越 民惟邦本

钱镠（852～932），字具美（一作巨美），小字婆留，杭州临安（今杭州市

临安区）人，吴越国开国国君，庙号太祖，谥号武肃王。唐末，钱镠从军保护乡

里，抵御乱军，以战功升迁至镇海军节度使，平定董昌叛乱，逐渐以杭州为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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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浙十三州，创建吴越国，先后被中原王朝（唐朝、后梁、后唐）封为越王、吴

王、吴越王、吴越国王。钱镠以民生为本，外筑钱塘江海塘，抵御海潮侵袭，保

护良田；内兴水利，开塘浚浦，治水营田，建立周密贯通的塘浦圩田系统，鼓励

农渔桑蚕，连年岁熟丰稔；发展海上交通，通外商促贸易。其在位期间，两浙文

士荟萃，文艺兴盛，经济繁荣，社会安宁，“钱塘富庶盛于东南”，奠定了“上

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基础。

钱元璙：甘守地方 造福于民

钱元璙(887～942),初名传璙，字德辉，临安（今杭州市临安区）人。吴越王

钱镠第六子。自幼习弓马，跟随父亲南征北战。征缙云、平睦州，为邵州刺史；

克东洲，又为睦州刺史；后镇苏州三十年，为中吴建武等军节度使，苏州、常州、

润州等团练使，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俭约镇静，郡政循理”，大兴水利，

鼓励垦荒，造福于民，促进了吴地经济社会的繁荣。后晋天福年间（936～940），

钱元璙在嘉兴城南风景秀丽的鸳鸯湖畔筑宾舍以为“登眺之所”，后几经重建，

冠名烟雨楼。

钱弘俶：纳土归宋 维护统一

钱弘俶（929～988），字文德，临安（今杭州）人。钱镠孙，文穆王钱元瓘

第九子。978 年，钱弘俶遵循“善事中原，维护一统”的祖训，改而转向北宋称

臣纳贡，接受北宋朝廷所授“天下兵马大元帅”之封，并避赵匡胤之父名讳改名

钱俶。钱弘俶首开中国和平统一的先河，维护了国家的统一，避免了战争和破坏，

也为江南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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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士晋：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钱士晋（1577～1635），字康侯，号昭白，嘉善魏塘镇人，钱镠第二十三世

孙。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任刑部主事，他恪尽职守，平反冤案数百件，

昭雪千余人。后任大名府知府。崇祯年间（1628～1635），任云南巡抚，平定土

官岑、侬两姓之乱，主持修建师宗、新化、弥勒、昆阳、三乡、板桥六个县城，

兴修水利，政绩显著。著有《经济录》。

钱樾：知民疾苦 力清弊端

钱樾（1743～1815），字抚棠，号黼堂，字潮子，嘉善人，钱镠第三十二世

孙。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后任陕西、江西乡试主

考官，四川、广西学政，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嘉庆四年（1799），接任江苏

学政，妥善处置吴县诸生纠控罪过当案。嘉庆六年（1801）京畿大水，受命密访，

寻调吏部疏请，以工代赈。后调户部，兼管钱法堂事务，奏请申禁改漕折色，以

清弊端。历乾嘉两朝，熟悉民间利病，知无不言，有古大臣之风范。

钱正英：整治江河 呕心沥血

钱正英（1923～2022），嘉兴人，钱镠第三十三世孙，水利水电专家，中国

工程院院士，原水利部部长，中共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中

央委员，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42 年，从上海大同大学肄业

并前往淮北解放区，1944 年担任淮北行署建设处水利科科长，投身淮河治理，

自此为中国水利事业奋斗 70 余年。从淮河治理到黄河、海河流域治理，从三门

峡到小浪底，从南水北调到引黄灌溉，从葛洲坝到三峡工程，直至年过八旬仍在

主持水资源系列战略研究项目，呕心沥血，为中国的江河治理、水利建设作出了

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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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正廉洁 去蠹如仇

清正廉洁，去蠹如仇，是嘉兴钱氏文化倡导并践行的行为准则和坚毅品格。

其后人遵循家训，廉洁清正，讲求守身如玉、清白芬芳、为人不贪、为吏不占、

为官不腐，不谋身外之物，不食嗟来之食；同时，坚持天下为公、去蠹如仇和贫

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刚正不阿，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

实质和本质内涵。

钱薇：直谏皇帝 为民请命

钱薇（1502～1554），字懋薇，号海若，海盐人，钱镠第二十一世孙，明嘉

靖年间任过七品京官，敢于为民请命而直谏皇帝。

其明嘉靖四年（1525）中举，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观政吏部，次年因

出使楚蕃国有功，选任礼科给事中。针对内忧外患连续上疏十五章，内容涉及朝

廷党争、军政、边防、选官、灾异等问题，为民请命并对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进

行弹劾。终因惹怒嘉靖帝和权臣严嵩等，被削籍为民，贬回家乡。嘉靖三十一年

（1552）四月，倭寇侵占海盐，海盐军民与倭寇血战孟家堰，阵亡一千三百余人。

钱薇为死难将士买棺收葬，捐田筑坟。终因染上尸秽，不治离世。隆庆元年（1567）

年，明穆宗朱载垕继位后，下诏钱薇官复原职，赐太常寺少卿。

钱嘉徵：击奸首声 震动天下

钱嘉徵(1589～1647)，字孚于，号愚谷居士，海盐人，钱镠第二十四世孙。

性本直率，虽为贡生，但上书揭发魏忠贤阉党，被誉为“直声动天下”“击奸第

一声”，其事迹载于《明史》，流芳百世。

崇祯十五年（1642），任福建松溪县令。明亡后，被福州南明政权举为部郎，

未几避兵乱还乡。著有《松龛存稿》。

钱汝霖：高风亮节 传承文化

钱汝霖（1618～1689），原名钱青，字云士，一字芸戺，号商隐，嘉兴人，

吴越国王钱镠二十四世孙。清顺治二年（1645），嘉兴遭清军屠城，激发其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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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精神，一生不参加清廷科考，隐居海盐，以海盐县半逻、澉浦为中心，开

办教学，著书立说，重修万苍山楼（即湖天海月楼），世称“紫云先生”。康熙

十四年（1675），倡议疏浚永安湖（即今南北湖），并为之耗尽家产。

钱楷：为政勤廉 首倡禁烟

钱楷（1760～1812），字宗范，号裴山，嘉兴人，钱镠第二十八世孙。乾

隆四十二年(1777）选为贡生，选充四库馆缮写。乾隆四十八年（1783）参加乡

试，考中举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赴京参加恩科进士考试，获会试第一，

殿试二甲第一名（传胪），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改户部主事，充军机章京，后

历任广西巡抚，湖北巡抚，户部左侍郎，工部左侍郎等职，官居正二品。嘉庆三

年（1798）三月，钱楷以户部员外郎为四川乡试正考官，八月出任提督广西学政。

嘉庆十一年（1806)，命以四五品京堂任用，补太常寺少卿。嘉庆十六年三月

（1811)，上疏《请严禁鸦片折》。比道光十八年（1838）鸿胪寺卿黄爵滋提出

《禁烟论》及湖广总督林则徐的《禁鸦片烟折》早 27 年，被誉为“中国上书禁

烟第一人”。

钱陞：义田义庄 救死扶伤

钱陞（1574～1627），字泰阶，又字珠渊，号西乘，又号紫芝，海盐人，钱

镠第二十二世孙。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中举，四年后，因魏忠贤专断国政，

回到海盐半逻隐居乡里，置义田赡养族人，建立义庄劝儿童读书，捐资修建文昌

桥。晚年开辟荒地，建有约 5亩地的药圃，种植几十味中草药，为当地百姓行医

施药，救死扶伤。著有中医药书《壶天玉露》。

钱康荣：平垸复堤 保护农田

钱康荣（1851～1912），字晋甫，嘉兴人，钱镠第三十一世孙。清光绪年

间（1876～1908）出任湖南岳阳、常德、澧水道台。因岳、常、澧三地滨临洞庭

湖，当地土豪在洞庭湖浅水区围湖造田，引起湖水倒灌农民良田。钱康荣责令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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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私垸、退田还湖，并亲自上堤督工，保护了农民的大片良田，深得百姓称赞。

后因惩办贪官石门县令渠纶阁，得罪其后台湖南布政司王濂，被参罢官回京。

严谨治学 求真务实

严谨治学、求真务实是嘉兴钱氏文化矢志不逾的宗旨和追求。其后人重文崇

教，既孜孜不倦、求知若渴、探索真知，更追求科学、坚持真理、勇于探索、守

正创新，从而在各自的领域独领风骚，建树丰硕，声名远播。

钱士升：文坛领袖 史学大家

钱士升（1575～1652），字抑之，号御冷，晚号塞庵，嘉善人。万历四十四

年（1616）殿试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崇祯元年（1628）起用为少詹事，主管

南京翰林院，总裁《实录》。崇祯四年（1631）为南京礼部右侍郎，代理尚书职

务。崇祯六年（1633）九月，召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次年二月，

进为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参与筹划国家大事。为官清正廉洁，敢于秉笔直

言。崇祯九年（1636）四月，钱士称病归乡。

其一生振兴浙东学派，著作颇丰，史学著述有《南宋书》六十八卷、《明表

忠记》十卷 、《逊国逸书》七卷 ，其以学问的富博、经世精神的醇固以及客观

求真的史学修养，直笔独立的史家精神和主通明变的史学思想，被时人尊为文坛

领袖，对史学经世致用的观念以及史学务实的发扬产生重大影响。

钱载：诗坛旗帜 丹青名家

钱载( (1708～1794)，字一苑，又字坤根，号箨石，嘉兴人，祖籍海盐，钱

镠第二十八世孙，清代秀水派诗坛的旗帜诗人和著名画家。自幼在父亲亲授下苦

读，并随曾祖母陈书学习绘画。雍正十年（1832）浙江乡试中式副榜。乾隆元年

（1736）举鸿博。十四年（1749）举经学；十七年（1752）中进士(会试第一名，

殿试二甲一名，传胪)。乾隆十八年（1753）起，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侍读

学士、右春坊右中允、右庶子、詹事府少詹事等词臣，官至内阁学士、礼部右侍

郎、左侍郎、上书房行走。十余次充任会试、乡试正副主考官。其诗宗韩愈、苏

淅淅雨落下
口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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轼、黄庭坚、孟郊，艺术特色鲜明，开创了秀水诗派，与当时名士历鹗、严遂成、

袁枚、吴锡麒等人并称“浙西六家”，是乾隆后期秀水派诗坛的旗帜。

钱仪吉：砥砺学术 治经治史

钱仪吉(1783～1850)，号衎石，又号新梧，心壶，嘉兴人，钱镠第二十九

世孙。清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户部主事、工科给事中。

后因事降职，遂绝意仕进，专注讲学 10 余年，子史百家无所不通，尤精史学，

所编著的《碑传集》是清代第一部大型碑传文集。还撰有《三国会要》《晋会要》

《南北朝会要》。晚年精研儒家经典，辑《通志堂经解》，汇编唐宋元代儒家解

经之著作，著成《经苑》。《清史稿》谓其“先求古训，博考众说”“不持门户”，

在保存前代古注有很大贡献。又长于诗文，诗集有《北郭集》《澄观集》《定庐

集》《旅逸小稿》《飏山楼初集》《衍石斋纪事稿》及《续稿》《刻楮集》等，

被称作“大文合理，小文惬情，情理两得，浩气纵横”。

钱泰吉：藏书名家 勘学大家

钱泰吉(1791～1863)，字辅宜，号警石，嘉兴人，祖籍海盐，钱镠第二十九

世孙。一生酷爱藏书、校书，藏书达四万余卷。主张为读书而藏书、为著书而藏

书和为校书而藏书，反对书籍“秘不示人”。一生著述颇丰，代表作《甘泉乡人

稿》二十四卷，包括《曝书杂记》三卷。尤精于经史校勘察，所校书籍涉及经、

史、子、集四大部类，如《礼记集说》《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老

子》《集韵》和《元文类》等，曾国藩曾如是评价：“礼经默勘，群史校雠，箧

衍丹黄千卷在。”

钱崇澍：献身科学 不谋稻粱

钱崇澍（1883～1965），号雨农，海宁人，钱镠第三十二世孙，植物学家，

中国近代植物学的主要奠基人。1910 年与竺可桢、李四光等赴美国留学。1916

年学成回国。曾任江苏甲种农业学校和金陵、东南、清华、厦门、四川、复旦等

大学教授，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所长。1916 年，发表《宾州毛茛的两个亚洲

近似种》,为中国人用拉丁文为植物命名、分类的第一个文献；1917 年发表的《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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锶、铈对水绵属植物的特殊作用》,为我国应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植物生理学的

第一个文献；1923 年与郭秉文、胡先骕合作编写的《高等植物学》，为我国第

一部大学生物学教科书；1927 年发表的《安徽黄山植物之初步观察》,是中国地

植物学和区系学的最早著作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

生物学部委员、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晚年与陈焕镛主持《中国植物志》的编纂工作，著有《中国森林植物志》《中

国植被区划草案》等。

耕读传家 盛德日新

耕读传家是嘉兴钱氏的世代家风，从而千年薪火相承，代代英才辈出，盛

德日新。耕耘田园，勤事稼穑，既安身立命，也磨其筋骨，劳其心智；而研读诗

书根柢深厚，修身养性，知义达礼，立志高远，史鉴论伟，能文述多。由此，蓄

德福厚，成就了“千年名门望族，两浙第一世家”。

陈书：夜纺授经 篝灯课读

陈书（1660～1736），字南楼，号上元弟子、南楼老人，秀水（今嘉兴）人，

出身书香门第。夫钱纶光早卒后，挑起养家育子重任，严格家教，在纺车旁教

子刻苦读书。康熙四十八年（1709），长子钱陈群带着两个弟弟走进家中南楼，

关闭门窗，发奋攻读。其则在楼下纺纱相伴。整整两年的南楼发奋苦读，兄弟三

人学业倍进，走出南楼后均先后考取贡生。长子钱陈群成为一代名臣大儒。其也

因此被诰封太淑人，成为一代贤母楷模。其在育子成才的同时，笔砚勤耕，画艺

精致，开一代画风，是“浙西画派”的开创者，是历史上作品入藏宫廷最多的女

画家。

钱陈群：三朝元老 一代名儒

钱陈群(1686～1774)，字主敬，号集斋，又号香树居士，海盐人，钱镠第二

十六世孙，为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元老。清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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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翰林院侍读学士，督学顺天府，乾隆时历任内阁学士、刑部左侍郎、太子太傅、

刑部尚书。从雍正年间起，钱陈群曾多次出任乡试主考官，会试副主考官，充大

清会典副总纂官，经筵讲官，且久值南书房，为乾隆近臣。参与编纂《大清一统

治》，与沈德潜总纂《大清会典》。任顺天府学政时，培养了阿桂、纪昀、翁方

纲、钱大昕、刘墉等一批优秀人才，奖掖和支持包括边连宝、李中简、戈涛、纪

昀、刘炳、戈岱、边继祖等“瀛州七子”。深通诗法，深为乾隆所赏识，乾隆称

其为“故人”。乾隆三十九年（1774），病卒于家中，谥“文端”。著有《香树

斋诗集》十八卷，《香树斋诗集续集》三十六卷，《香树斋文集》二十八卷，《香

树斋文集续钞》五卷。

钱琦：寒窗卅载 终成大器

钱琦（1469～1549），字公良，号东畲。海盐人，钱镠第二十世孙。苦读

10 年考中秀才，又磨砺 10 年，后又在山寺中一榻十年，历寒窗三十年，终于明

正德三年﹙1508﹚中进士，历任江苏盱眙知县、江西临江知府、刑部中事、郎中

和贵州思南知府等职，身体力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所任之处，无不为当

地百姓所称颂。告老回乡后，在故里海盐置义田数十亩，收益均归当地百姓和族

人；还制订乡规民约，倡导 “德业相助”“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

恤”。

钱能训：创始刑律 内阁总理

钱能训（1870～1924），字干臣，嘉善人，钱镠第三十六世孙，民国初年曾

任北京政府内务总长、内阁总理。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转员外郎，后任监察御史，广西乡试副主考，湖北、广东乡试主考官，广西学政，

顺天府尹，陕西布政使，护理陕西巡抚等职。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

初设巡警部（后改为民政部），任左丞，一应政策和文件均由其起草制订，成为

中国近代刑律和警察制度的创始人之一。1918 年，任民国北京政府内阁总理，

后任国务总理。五四运动爆发后，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免去交通总长曹汝

WPS_16600330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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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 3人职务后，引咎辞职。此后，曾督办

苏浙太湖水利工程事宜，筹办溥益糖业公司，组织中华懋业银行。参与浙江十八

名士绅联名呈请北洋政府减免田赋。1920 年 8 月，应聘为外交部顾问。1921 年

夏与熊希龄等发起组织华盛顿会议中国后援会，任主席，主张山东应无条件归还

中国等。

钱应溥：股肱干臣 恭勤职守

钱应溥（1824～1902），字子密，别署葆真老人，嘉兴人，钱镠第二十九世

孙，钱泰吉子。清道光年间拔贡出身，考试甲等一名。历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礼

部左侍郎、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是晚清时期重要大臣之一，洋务派人物。光绪

二十四年（1844），因病告归，光绪二十八年（1902）病卒于嘉兴，谥“恭勤”，

并御赐工部尚书、军机大臣。著作有《葆真老人日记》。子钱骏祥，清末任翰林

院侍读学士、山西学政，后归乡任嘉兴府学堂总理。

钱宝琮：数学大师 刚正嫉恶

钱宝琮(1892～1974)，字琢如，浙江嘉兴人，钱镠第三十二世孙，现代著

名数学教育家、数学史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国际科学

史研究院（巴黎）通讯院士。11 岁考入嘉兴府官办秀水县学堂，16 岁考取浙江

省首批官费出国留学生。1911 年 6 月，英国伯明翰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获理

科学士学位。1912 年回国，先后在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附中、苏州

工业专门学校、天津南开大学和中央大学任教。1928 年出任浙江大学首任数学

系主任。40 余年教学生涯中，桃李满天下，有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江泽涵、吴

大任、孙泽瀛、谷超豪等。一生发表的科学史学术论文近 80 篇，专著 8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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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芬世守

“清芬世守”，是清帝乾隆对嘉兴钱氏文化的总结或赞誉，也道出了嘉兴钱

氏文化的核心要义。清芬，即高洁的德行。晋代陆机《文赋》云：“咏世德之骏

烈，诵先人之清芬”。世守，即世世相守、代代相传，喻钱氏家族薪火相传，根

繁叶茂。

“清芬世守”，是以《钱氏家训》为代表的钱氏文化的高度浓缩，本质内涵

和精神实质体现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

尚和合、求大同”的核心思想理念，“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

为、孝老爱亲等”的传统美德，以及“求同存异、向上向善”的人文精神，与新

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

千年望族 家国荣耀

江南钱氏家族自唐末以来，千年薪火相传，世代坚守初心，开拓奋进，为国

奉献，为民造福，开枝散叶，人才辈出，仅载入史册的名家即逾千人。

近代以来，钱氏家族英才井喷，遍布于世界各地，横跨各界各领域，科技巨

擘闪耀，文坛硕儒云集，国学大师不断，卓越的贡献，杰出的成就，展现了钱氏

家族无尽的光彩。

结 束 语

透过嘉兴钱氏家族感人的故事、动人的事迹，可以看到他们胸怀天下、忠国

爱民、清正廉洁、去蠹如仇、严谨治学、求真务实、耕读传家、盛德日新的家族

文化和醇正家风，以及蕴含着崇高的理想信念、纯洁的道德品质、勇毅刚强的行

为操守和勤劳俭朴的美德化育，其丰富内涵和传统价值观念，既是嘉兴钱氏家族

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嘉兴乃至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

透过嘉兴钱氏文化，其深厚底蕴、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与新时代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体现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内涵和精神特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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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宣扬、传承钱氏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能使我们进一步坚定民族自信、历史

自信、文化自信，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磅礴精神力量。

清芬堂简介

清芬堂，原位于嘉兴市区莲花桥，始建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四进十

开间，为古朴典雅的清代建筑群，由钱镠第二十七世孙钱汝诚修建。

清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首下江南，钱陈群扈从出巡。游嘉兴南湖时，

乾隆索阅钱陈群《香树斋诗集》，见到其母陈书手绘的纺纱劳作、教子读书的“夜

纺授经图”，深受感动，便赋诗两首，赐予钱陈群。《夜纺授经图》及御题一时

满朝瞩目，公卿大臣无不羡慕，竞相瞻图，纷纷题诗。当时题诗的有张照、汪由

敦、萨哈岱、刘统勋、沈德潜、尹继善、庄有恭等 15 位当朝名公巨卿。

乾隆三十年﹙1765﹚，钱陈群将乾隆御诗摹刻于石碑，置于嘉兴广平桥故

居（今嘉兴市中山路邮电大楼），并又向乾隆进呈其母陈书所著的《南楼画册》，

共二十三幅画，每幅画上都有其父钱伦光和钱陈群本人的题跋。乾隆亦在每幅画

上御题，并命金廷标仿写成册，录原题收入石渠艺林，原图送回。乾隆四十五年

（1777），钱陈群去世八年后，乾隆命再取画册进呈，观后送回，并在册首御题

“清芬世守”四字。钱陈群子，时任内阁学士、刑部侍郎的钱汝诚取乾隆御题，

将位于嘉兴城南莲花桥的宅第堂号定作“清芬堂”。

清芬堂历经几代人的修缮，特别是清光绪年间（1875～1903）钱镠第二十九

世孙钱应溥的修缮，扩建至四进四开间，成为嘉兴城中较有规模、古朴典雅的清

代建筑群。当时的清芬堂内有“耆英堂”，匾额出自乾隆御书“香山耆硕”，是

当时嘉兴有名的藏书楼，藏书十万余册，其中不少珍贵孤本。1937 年，日军侵

占嘉兴，强占清芬堂，十万余册古籍被日寇洗劫一空。

1998 年，清芬堂在旧城改造中被拆除。钱鏐第三十二孙，时任全国政协副

主席的钱正英，代表钱应溥家属将清芬堂 2500 余平方的房产，共 70 余万元拆迁

款，悉数捐赠嘉兴一中修建清芬图书馆，并亲题“清芬图书馆”匾额。

2005 年，嘉兴市政府在梅湾街重建清芬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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