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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

浙江是个物产丰富，风景秀丽，
人才辈出的地方。虽然我仅仅在那
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却深深地怀
念它！

我的家乡乌镇，历史悠久，春秋
时，吴曾在此屯兵以防越，故名乌戍，
何以名“乌”，说法不一，唐朝咸通年
间改称乌镇。历代都在乌镇驻兵，明
朝曾驻兵于此以防倭。乌镇在清朝
末年是两省、三府、七县交界，地当水
陆要冲。清朝在乌镇设驻防同知，俗
名“二府”，同知衙门有东西辕门，大
堂上一副对联是“屏藩两浙，控制三
吴”，宛然是两江总督衙门的气派。
镇上古迹之一有唐代银杏，至今尚
存。我为故乡写的一首《西江月》中
有两句：“唐代银杏宛在，昭明书室依
稀”。梁昭明太子曾在此读书。

一九一三年夏，我毕业于杭州私
立安定中学，为了报考北京大学预
科，我离别了故乡。后来，生活、工
作、斗争的需要，竟使我再没有回归
故乡。在二、三十年代，我还间或回
家乡探望母亲，而一九四○年母亲的
去世，终于切断了我与故乡连接的纽
带；那正是风雨如磬的年代。解放
后，故乡日新月异，喜报频传。每当
我从故乡来人的口中听到这些消息，
总想回去看看，可又总是受到各种意
外的干扰，其中就有文化大革命的十
年浩动。然而，漫长的岁月和迢迢千
里的远隔，从未遮断我的乡思。

浙江出过许多人才。历史上的
人物就不说了，仅仅民国以来的仁
人志士、革命先烈就可以列出长长
的名单。敬爱的周总理的祖籍在浙
江，鲁迅先生是绍兴人，这是妇孺皆
知的；与陈独秀共同创建中国共产
党第一个小组的陈望道和沈玄庐，
都是浙江人；民主主义革命的斗士
蔡元培、沈钧儒，为革命而被砍头的
第一个女烈士鉴湖女侠（秋瑾），也
都是浙江人；还有郁达夫，也是浙江
人；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人，而章太炎
的夫人汤国梨，是乌镇人。但是，还
有一些现在也许不为人所知的志
士，在我的记忆中却保留着深刻的
印象。这就是湖州中学校长沈谱琴
和嘉兴中学校长方青箱。沈谱琴和
方青箱都是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
时，他们把学生武装起来，占领了
湖、嘉两座府城。武器是学校体操
用的枪，都是真枪，能连发九颗子
弹，而且他们确实储备了不少弹
药。平时的体操课实际上是军事训
练。当时嘉兴中学教三角、几何的
教员计仰先还率领学生前往杭州助
攻府台衙门。

我回忆这些往事，想念这些故
人，是为了寄语故乡的亲人：浙江是
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踏着前辈的
足迹，高举四个现代化的旗帜前进
再前进！

1980年3月17日于北京
（原载 1980年 5月 25日《浙江

日报》）

可爱的故乡可爱的故乡

乌镇古名乌墩、乌
戍。

乌墩之“墩”，王雨
舟 在《二 溪 编》 中 说

“乌镇古为乌墩，以其
地脉坟起高于四旷也
⋯⋯”

乌镇近郊的谭家湾
古文化遗址考证表明，
大约在7000年前，乌镇
的先民就在这一带繁
衍生息了。

春秋时期，乌镇是
吴越边境，吴国在此驻
兵 以 防 备 越 国 ，史 称

“乌戍”。
秦时，乌镇属会稽

郡。其后，乌镇或属浙
江的湖州、嘉兴管辖，
或属江苏的苏州治理。

唐时，乌镇隶属苏
州府。

宋 淳 化 三 年
（992），乌镇属乌程隶
湖 州 。 宝 庆 二 年

（1226），改 湖 州 为 安
吉，乌镇为安吉州乌程
县地。

元 至 元 十 四 年
（1277），乌镇为湖州路
乌程县地，青镇为嘉兴
路崇德县地。镇地设
都巡检。

明 宣 德 五 年
（1430），乌镇属乌程隶
湖州府。这一隶属关
系至清未变。

由于乌镇是两省、
三府、七县交接处，治
安 环 境 十 分 复 杂 ，所
以，明清时在乌镇特别
设立浙直分署和江浙
分署，以一小镇而行使
相当于府衙的职能。

民国元年（1912），
乌、青两镇依旧分治。
1950 年 5 月，乌、青两
镇终于合并，称乌镇，
属桐乡县，隶嘉兴，直
到今天。

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谥号
昭明，世称昭明太子。萧统编辑整
理了我国第一本集诗歌、散文于一
体 的 文 集《文 选》，世 称《昭 明 文
选》，是我国现存编选最早的诗文
总集。

据清乾隆《乌青镇志》记载，梁
天监二年（503 年），萧统曾随老师
沈约来乌镇读书，并建有书馆一
座。后来，书馆塌毁，遗迹残存。
明万历年间，乌镇同知全廷训出于
对萧统才学的敬仰，便在书馆旧址

前建起一座石坊，里人沈士茂题书
“六朝遗胜”、“梁昭明太子同沈尚
书读书处”匾额，至今尚存西栅昭
明书院内。

昭明太子读书乌镇，可以说是
乌镇乃至桐乡一地“开文运之始”。

昭明太子（501—531）

本名孙璞，笔名木心。海外华
人文化界传奇式大师，画家，作家。
1927 年 2 月 14 日出生于乌镇东栅栏
杆桥老宅，5 岁时迁居东栅财神湾的
孙家花园。

木心是一位在中国并不出名，
在国外却声名远扬的当代作家和艺
术家。他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私塾
教育，1946 年的时候进入了由刘海
粟创办的上海美专学习油画，但没
过多久又转到了与他的哲学理念更
为接近的林风眠门下，入杭州国立
艺专继续探讨中西绘画。建国后木
心一直在京沪展览界任美术设计工

作。
1982 年，木心旅居纽约。到国

外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写作上，自
1984 年至 2000 年，他已出版了 12 本
小说、散文和诗集，他的画作被耶鲁
大学博物馆收藏，这也是 20 世纪的
中国画家中第一位有作品被该馆收
藏的，他也是出现在美大学课本中
的惟一中国作家。

木心是一位真正触及艺术最高
之美的大家。他的美感臻于纯粹，
因而融会贯通，在文学、美术、音乐
方面均有杰出创作。木心非凡的才
情和学识使其在纽约的精英文艺圈

中享有很高声誉，有一批忠实的拥
趸。

木心的童年少年时代，皆在这
个水乡小镇上度过。木心有许多作
品中都写到故乡乌镇，以及童年碰
到的人物故事。

2006 年，79 岁的木心回到阔别
已久的故乡乌镇定居，从此回归故
里，安度晚年。木心说：“今日之乌
镇非昔日之乌镇矣，一代新人给予
我创作艺术足够的空间，所以我回
来了。”他在自己命名的“晚晴小
筑”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 5 年
时光。

木心（1927—2011）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现代
作家、社会活动家，新中国第一任文化
部长，1896 年 7 月 4 日生于浙江桐乡
县乌镇观前街。

茅盾从小接受新式的教育，后
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进入商
务印书馆工作，他是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
人，同时也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
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
动家。代表作有小说《子夜》、《春
蚕》和文学评论《夜读偶记》。

茅盾在他的《可爱的家乡》写
到，“我的家乡乌镇，历史悠久⋯⋯
漫长的岁月和迢迢千里的远隔，从
未遮断我的乡思。”他是我们的一个

乡亲，一个在外奋斗的游子。读着
他的《香市》，“从前农村还是‘桃源’
的时候，这香市面上就是农民的‘狂
欢节’。因为从‘清明’到‘谷雨’这
二十天内，风暖日丽，正是‘行乐’的
时令，并且又是‘蚕忙’的前夜，所以
到‘香市’来的农民一半是祈神赐福

（蚕花廿四分），一半也是预酬蚕节
的辛苦劳作。所谓‘借佛游春’是
也。”茅盾是这样爱着他那桃源似的
故乡乌镇。

1981年3月14日，茅盾将稿费25
万元人民币捐出设立茅盾文学奖，茅
盾文学奖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
奖项之一，每4年评选一次，参评作品
需为字数13万以上的长篇小说。

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
诗人郁达夫对茅盾极为推崇：“茅盾
是早就从事写作的人。唯其阅世深
了，所以每不忘社会，他的观察的周
到，分析的清楚，是现代散文中最有
实用的一种写法。中国若要社会进
步，若要使文章和实际生活发生关
系，则象茅盾那样的散文作家，多一
个好一个。”

茅盾逝世两年后，中央批准全
面整修复原茅盾故居。修复的茅盾
故居再现了主人童年时代的环境，
推窗便见茅盾手植的天竺和棕榈，
青青枝叶，给古旧幽深、人去楼空
的故居平添生气，让人感觉到生命
的延续与灵魂的附存。

茅盾（1896—1981）

昭明太子萧统像昭明太子萧统像

乌镇钟灵毓秀，文人荟萃，人才辈
出。从一千多年前中国最早的诗文总
集编选者梁昭明太子，到中国最早的镇
志编撰者沈平、著名的理学家张杨园、著
名藏书家鲍廷博、晚清翰林严辰、夏同
善。近、现代更有政治活动家沈泽民、银
行家卢学溥、新闻学前辈严独鹤、旷代清
才汤国梨、著名文学家茅盾、农学家沈骊
英、著名作家孔另境、海外华人文化界传
奇大师孙木心等都来自乌镇。

斯洛伐克的学者高利克先生曾
经将茅盾的《子夜》翻译给他们国家
的读者，1959年，他首次来乌镇，只因
茅盾先生曾告诉他：“你要翻译我的
作品，最好去乌镇看看江南水乡。”

乌镇的名人大家数不胜数，他们
从乌镇走出去，胸怀水乡的博大、聪慧，

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书写了永不磨灭
的浓彩重墨；也曾有无数文人墨客倾慕
于乌镇之风华绝代，游学或寓居于此。
如中国山水诗派开创者谢灵运、齐梁文
坛领袖沈约、书画大家唐宰相裴休、江
西诗派三宗之一陈与义、南宋中兴四大
诗人范成大、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宋
孝宗、唐宋八大家之父茅坤等，为后人
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正是他们，给

“一样的古镇，不一样的乌镇”做了最具
文化底蕴的诠释。

目前，乌镇还保存了一大批独具
特色的明清时代江南水乡民居建筑，
及全国、市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
处，被称为“中国最后的枕水人家”。

如今的乌镇，正以崭新的文化面
貌吸引着大众的目光。2013年投资5

亿元的乌镇大剧院建成，并成功举办
首届戏剧节，2015年木心美术馆将对
外开放。乌镇正以文化旅游产业作为
经济转型升级和加速发展的突破口，
以再造一个5A级标准文化主题景区
为目标，启动一系列文化旅游项目，江
南乌村、东方斗牛园、乌镇国际房车旅
游度假区、中国艺术文化园等项目，积
极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

走在乌镇，恍如走在一条岁月的
河流中。悠悠岁月把青石板洗得锃
亮，蜿蜒的老街、长弄无言诉说着历
史的沧桑。抬头眺望，是屋檐间明净
的天空，鸡鸣狗吠，柴炉紫烟，恍惚间
时光倒转。1300年文脉传承，每块斑
驳的青砖仿佛都浸透了深深的墨色，
诉说着那曾经的故事。

千年古镇 文脉流韵

木心木心

轧蚕花

高竿船

香市

水乡民俗

（本版由记者 石天星、
李茸采写整理）

（本版由记者 石天星、
李茸采写整理）

桨声灯影中的乌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