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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门望族 系出庐州

九如巷张氏原籍安徽合肥， 该家族的张树

声、张树珊、张树屏等人，在晚清的战乱中，带领

淮军南征北战， 张氏家族也一跃而成为淮上名

门望族。 张树声曾任江苏巡抚，在苏州期间，他

重建沧浪亭、紫阳书院，浚治太湖水利，兴修桥

梁，写下了张氏家族和苏州最初的缘分。数十年

后， 张树声后人张冀牖辗转迁居苏州九如巷三

号，在此开启了张氏家族新的传奇。

芝兰玉树 叶叶交辉

张冀牖一生抚育四女六子，均学有所长，堪

称一门风雅。 张氏四姐妹秀外慧中，气度非凡，

长女元和，嫁昆曲传字辈艺术家顾传玠；次女允

和，嫁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女兆和，嫁作家沈从

文；四女充和，嫁美籍汉学家傅汉思。夫唱妇随，

琴瑟和谐，她们优雅浪漫的人生阅历，至今令人

追慕。张氏六兄弟宗和、寅和、定和、宇和、寰和、

宁和也毫不逊色，在文史、音乐、植物、教育等领

域均有突出贡献。

名士鸿儒 风雅荟萃

张氏家族成员交游颇广，蔡元培、胡适、俞

平伯、姜亮夫、巴金、匡亚明、钱仲联、卞之琳、钟

开莱、叶至善、倪海曙、范用等在中国近现代文

化史上耳熟能详的大师巨匠， 均和张氏家族成

员有过直接往来。 他们或鸿雁传书， 或登门拜

访，字里行间之内，泛黄影像之中，铭记的不仅

仅是他们和张氏家族成员之间的深情厚谊，更

是穿越时空的文化力量。

教育新风 花开乐益

张冀牖热心教育，崇尚风雅，其捐资主办的

乐益女中存在三十五年之久， 其开放包容的学

风、关注底层学子的教育理念，成为推动当时苏

州教育改革的新风。 乐益女中虽然早已成为历

史，但在旧报刊上，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些正值芳

华的女学生们的校园生活，她们或在上缝纫、园

艺、刺绣等课，或在进行远足、游艺等活动，还有

英姿飒爽的运动风采。 “宅校斯土，讲肄弦咏，多

士乐雍融。 愿吾同校，益人益己，与世进大同。 ”

乐益女中的校歌仿佛还在耳边回荡。

独立支部 红色初心

乐益女中注重爱国教育，1925 年五卅运动

发生后，停课十天，并义演募捐，全校师生积极

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中。此年 9 月，中共苏州独

立支部在乐益女中应运而生， 这是苏州地区的

第一个党组织。 独立支部成立时虽然只有乐益

女中的老师侯绍裘、张闻天、叶天底三人，但却

像一颗炽热的火种， 在苏州大地上燃起改变历

史的革命火焰。 筚路蓝缕，砥砺前行，在乐益女

中的校园里， 先驱者们怀着坚定的革命信仰和

理想，书写了苏州党史最初的篇章。

存亡继绝 功在吴歈

昆曲是风雅江南的代表性文化之一， 定居

苏州后，张氏家族对昆曲的热爱堪称超乎寻常。

张冀牖夫妇及其子女不但请人到家中教唱，还

将昆曲引入了乐益女中校园， 甚至长女张元和

及长子张宗和的婚姻都是因昆曲而结缘。 张充

和在海外的昆曲传播、 张允和在北京组织的昆

研社、张定和参与的昆曲《十五贯》等，均有力地

推动了昆曲的发展。

特辑：苏沪印记

张氏家族在上世纪初，先迁于上海，后定居

于苏州，在此后的岁月中，和苏州、上海两座城

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书写了丰富多彩的苏沪双

城记。 苏州的湖光山色、名胜古迹之间，留下了

张氏家族成员的诸多笑语欢颜， 九如巷三号至

今仍居住着张氏后人，继续着家族新的历史。上

海是张氏家族成员的另一个主场， 他们在此求

学、创业、会友，乃至演出、结婚，足迹遍及沪上，

上海也见证着张氏家族成员的努力和成长。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文化经纬，比如胡同之于北京，里弄

之于上海。 在苏州，就是小巷。 江南的灵秀之姿、雅致之美和清幽

之气无不在寻常巷陌中展露无遗，又深藏不露。 今天我们对江南

文化的追索，也离不开这些小巷里的人、物和掌故。

苏州九如巷，便是这次展览的起点。

“九如 ”之名 ，源于 《诗经·小雅·天保 》：“如山如阜 ，如冈

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

之寿 ，不骞不崩 ，如松柏之茂 ，无不尔或承 。 ”诗中连用九个

“如”字，含有祝贺福寿延绵之意。 九如巷三号，为近现代教育

家张冀牖故居。他的祖父是曾任江苏巡抚、两广总督的清代著

名淮军将领张树声。在辛亥革命后的动荡时局中，张冀牖受近

代新思潮的影响 ，从合肥传统仕宦大家庭中 “出走 ”，辗转迁

徙至“开化早，文明隆”的苏州。 他毕生致力于新式教育，创办

了乐益女中，在苏州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而他延

聘的侯绍裘 、叶天底 、张闻天等青年教师 ，在校内成立了苏州

第一个中共独立支部，播下了苏州革命的红色火种。张冀牖的

儿女———张家十姐弟 ，元和 、允和 、兆和 、充和 、宗和 、寅和 、定

和 、宇和 、寰和 、宁和 ，也是个个风致楚楚 、文质彬彬 ，在现代

文化史上声名颇著。 其中张家四姐妹更是大名鼎鼎的民国闺

秀，她们浪漫的爱情故事，已经成为不朽的文坛佳话。 九如巷

里不仅刻印着张家十姐弟成长生活的珍贵记忆 ， 也记录着他

们与名士鸿儒交往的雪泥鸿爪。因为这个传奇家族，九如巷逐

渐成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潮的碰撞交融之地 ， 成为百年沧桑

巨变的历史见证者。

本次展览所展出的张氏家族往来信件、照片、手稿等文物史

料数百件，大部分正是来自“最后的守井人”张寰和先生的珍藏。

他是沈从文笔下亲切的“张家小五哥”，在抗战胜利后的家庭会

议中，他被委任留守九如巷张家老宅，并经营父亲的遗业乐益女

中。 这些展品就如一块块历史拼图，一点点还原出张氏家族在时

代风云变幻中始终如一的斯文家风。 也正是这一脉如水斯文，让

这个家族始终紧紧相依，度过战乱劫难与人生困境。 而从重建紫

阳书院至兴办乐益女中，从主持曲社活动至推动昆曲被列入“人

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还有中共苏州独立支部的建

立、 五卅路的修筑……我们又可以看出一个家族是如何代代相

承，行善举、兴文化、扬正气，深爱着这一方热土，犹如运河之水，

润泽着江南的精神气质和厚重底蕴。

“睹乔木而思故家 ，考文献而爱旧邦 。 ”我们希望借此展

览 ，为广大读者朋友打开另一个视角 ，从一个传奇家族的百

年风华中汲取人文力量 ，也于寻常巷陌间感受江南文化的源

远流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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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守井人”
———写在“九如巷三号”张氏家族文献展开展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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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冀 牖 与 四 姐妹 合

影， 苏州九如巷 ，20 世纪 30

年代（左上：张元和；左下：张

充和；中：张冀牖；右上：张兆

和；右下：张允和）

▲
张元和 《感言》 手稿

（1965 年）

▲

张寰和日记（1975 年）

▲胡适致张充和、傅汉思手书字迹

▲姜亮夫致张寰和信札（1989 年 1 月 9 日）

▲

九
如
巷
张
家
老
宅

▲

乐
益
女
中
校
门

▲

张
兆
和
与
张
寰
和
在
中
共
独
立
支
部
纪
念
碑
前
合
影

▲昆曲 《惊梦 》剧照 ，张

元和饰柳梦梅 张充和饰杜

丽娘（美国康涅狄格州）

▲ 《张元和饰演杜丽娘

身段影集》， 刘邦瑞摄 （1999

年），张元和捐赠苏州图书馆

▲

沈从文、 张寰和在苏

州西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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