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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 活态的文化 活着的古镇
孙 俊

千年大运河，万般皆风情。一条大运河繁衍出湖

州市南浔区的六大古镇，对南浔“鱼米之乡、丝绸之府、

文化之邦”的成型和发展以及沿线集镇的兴盛，起到了

极为重要的作用。

时光流转，新的运河故事仍在续写。为推进文化

遗产保护管理工作、展示大运河文化遗产风采、凝聚文

化遗产保护共识，6月21日，第二届浙江大运河世界文

化遗产宣传周活动将在湖州市南浔区启动。杭州、宁

波、嘉兴、湖州、绍兴 5 个设区市将展示大运河保护成

效，讲述文化遗产保护故事。“浙江省大运河世界文化

遗产监测系统”也将在当天上线运行启动。

作为大运河诗路的人文荟萃地，南浔区拥有大运

河和桑基鱼塘两大世界级文化遗产。当下，一场运河

古镇集群文化复兴行动正在南浔区展开，以打造“活态

的文化，活着的古镇”为目标，南浔区整合南浔古镇、练

市古镇、双林古镇、菱湖古镇、善琏古镇、荻港古镇 6 个

古镇资源，打造世界级运河文化集中展示地、长三角水

乡旅游首选地、新时代文化润富新高地。

南浔区历届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古镇
集群的保护、利用工作，目前，古镇集群内的
文物资源、文博场馆、古民居、古桥梁等建筑
遗产均较好地保持着传统格局和完整风貌。

南 浔 古 镇 被 誉 为“ 江 南 古 镇 的 封
面”。千年古桥、百年民居，豪门巨宅、经
典园林，远看有“势”、近看有“质”。恪守
传统、超越时代、兼容海派的建筑风格和
风貌，中西碰撞，令人惊叹。位于南浔古
镇东大街 38 号的金氏承德堂，是南浔近代
丝商“八牛”之一——金桐于清同治、光绪
年间建立的。金家砖雕门楼上，镌刻的

“心地芝兰”“永建乃家”“慎乃俭德”等四
字箴言，是金桐的座右铭，以示做人以德
为本、以俭为荣、以心为善。金家的每一
位子女，就是在这样良好的家风文化氛围
中成长。他们在实业上步步为营，人才辈
出。

从名门故居到南浔家风传承馆，金氏承
德堂迎来了全新蜕变，遵循“修旧如故，保持
原貌，以存其真”的文物维修原则，对其修缮
和保护利用。丰富的图文和实物资料，让从
古到今的家风故事如同一幅流动的画面，呈
现在每位游客面前。

金氏承德堂只是一个缩影，南浔古镇
遗产区面积达 0.92 平方公里，占古镇总面
积的 42%，近一半的区域保存着原貌肌理
和原始生态系统。南浔区有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等 5 个“国字
号”古镇，拥有嘉业堂藏书楼、双林三桥等
国保单位 5 处、省保单位 10 处、市保单位
73处。

驰而不息，久久为功。如今，南浔水乡
文化的原真性、本源性和根脉性价值得到了
保护和延续，为大运河古镇集群文化复兴打
下了硬件基础。

整塑风貌 厚描底色

南浔区以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为切
入点，提升“精准型”服务设施，全面提升文
化标识系统、环卫设施、休憩设施等古镇基
础设施，打造“共享式”新型空间，丰富公共
文化设施供给，助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废旧粮站迎来大变身！走进练市粮仓
文化街区，这里已经成为练市的重要地标。
包含良愿、良景、良居、良品、良风五大区域
的练市水乡小城市记忆馆，是集合了城市书
吧、会议沙龙、共享空间、大众讲堂、亲子教
育等功能的市民文化生活中心。丰富的城
市商业业态让人目不暇接，一个文旅公共服
务融合示范点呼之欲出。

老建筑焕发新生命！在菱湖老街，姚醒
吾将军故居已大变身，这里以文物、历史照
片、文字资料为主体，以时间为序，采用先进
的声光电等多媒体技术，全方位展现姚醒吾

的感人事迹。姚醒吾是湖州唯一一位走完
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开国少将，菱湖镇把姚醒
吾陈列室作为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让党员
干部及群众边看边学边感悟，让红色血脉永
传承。

老宅大院绽放新芳华！在双林老街区，
蔡氏老宅的修缮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修缮
完工后，将展陈双林镇人文发展史及蔡氏家
族发展史，将其打造成为青少年文化教育基
地，为双林及周边地区的青少年提供文化教
育公益活动，也为周边百姓提供集文化休闲
于一体的场所。

南浔区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打造
出集历史传承、特色体验、艺术文创、餐饮休
闲于一体的城乡融合示范性综合体，让老建
筑散发新光彩，同时为完善城镇文化功能提
供新支撑。

设施提升 多元供给
在历史的传承与文化的发展中汲取崭

新能量，如今的南浔更具底气。
南浔区深入推进古镇集群文化产业，发

展“文旅融合新经济”。古镇集群内，六大古
镇互促互融又各具特色：南浔古镇正处于

“上合区”核心点位，立足承接上海、接轨上
海的主平台，开展古镇八大专项行动，促进

“双城”联动发展；双林古镇充分挖掘绫绢文
化、戏曲文化等特色资源，打造“江南文化艺
术古镇”；菱湖、荻港古镇立足“菱和振兴”发
展布局，打造农旅融合示范带和南浔品质生
活副中心；练市古镇围绕大运河历史文化街
区等项目，做强创意农业文化休闲度假基
地；善琏古镇聚焦湖笔小镇建设，入选全省
首批特色小镇名单。

湖州·南浔第十二届鱼文化节上，鱼歌
鱼舞、水乡百鱼宴、万人鱼汤饭⋯⋯上千村

民和游客在“鱼”味十足的活
动中，感受荻港颇具古韵的景
致与民俗。

鱼桑文化是荻港古镇的魂，也
成了南浔区的特色文化符号。荻港将
景区与古镇相互融合，共同合作开发“苕溪
渔隐美食街”，租赁农户的闲置农房进行改
造，推出特色店铺。同时，举办鱼文化节、正
月踩街活动等各类民俗活动，打造鱼桑文化
研学基地、桑基鱼塘体验区等，形成了“吃在
农家、住在农家、娱在农家”的农文旅融合发
展格局，摸索出了“古镇+景区+渔庄”三位
一体新模式。

画展、雕塑展、非遗技艺教学体验⋯⋯
窑里村文化礼堂不断为村民和游客送去丰
厚的文化“大餐”。曾经的窑里村是养猪专
业村，随着改造旧房、建设村道、整治环境、

改善村貌、完善旅游基
础设施，打造了“水漾窑里”的旅
游主题。村里独特的文化礼堂、猪栏书
吧、浣纱房、蚕房咖啡等项目吸引了大量游
客前来游览参观，公共文化服务迎来高质量
发展。

千年运河，魅力南浔，水晶晶的“诗和远
方”就在眼前。

产业振兴 文旅向新

（本版图片由南浔区文广旅体局提供）

南浔古镇—百间楼

第二届浙江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宣传周

在南浔区古镇集群内，不仅历史风貌得到了保护，而且传
统生活气息也仍在延续，“一元茶馆”、湖笔工坊、传统糕点等
上百年的老店依旧人气十足，“祭笔祖”“三道茶”“灯谜会”等
一批风俗活动也传承至今。

古镇是生活着的，文化是活态的。在南浔区，轧蚕花、绫
绢制作、湖羊养殖、冬季捕鱼等传统习俗场景式地呈现了当地
原住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并演化为“含山蚕花节”“绫绢文化
节”“练市湖羊节”“淡水鱼都丰收节”等“一镇一节”节庆活
动。其中，拥有国家级非遗名录 3 个，省级非遗名录 11 个，市
级非遗名录49个，打造了南浔非遗馆群⋯⋯“文化遗产”在活
态传承中向“美”而行。

湖笔制作技艺被誉为“毛颖之技甲天下”。湖笔中承载着
吴越文脉，笔尖起落之间，是名士风流、翰墨经典。

在善琏湖笔厂的活态传承馆内，一支如扫帚大的湖笔立
于中央，四周的橱窗陈列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湖笔，以及
各种各样的制笔材料。匠人展示着120多道工序的湖笔制作
技艺，引来游客连连赞叹。

善琏湖笔厂只是一个侧面，善琏镇文旅融合公共服务生
态圈内，以善琏书画院为起点，经过万安桥、三棵树到善琏老
码头、善琏湖笔厂，书画艺术与湖笔文化在这里得到了完美融
合。周文清现代艺术研究院、中国汉字艺术研究院、少求书
屋、陈国麟美术馆、善琏书画院、汉字主题民宿等文旅产业项
目在这里集聚，湖笔文化日渐丰满。

赓续文脉 更见风雅

善琏古镇—湖笔文化节善琏古镇—湖笔文化节善琏古镇—湖笔文化节

练市古镇—练市粮仓练市古镇—练市粮仓练市古镇—练市粮仓

荻港古镇—桑基鱼塘荻港古镇—桑基鱼塘

双林古镇—双林三桥双林古镇—双林三桥

菱湖古镇—元宵灯谜会菱湖古镇—元宵灯谜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