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河边，金龙大旗迎风飘扬，渔民们用最朴实的

方式传达美好祈盼；河岸上，渔民们敲锣打鼓，载歌

载舞，用传统的姿态还原传统民俗。

4月10日，“流淌着的运河民俗”——2024江南

网船会在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莲泗荡畔开幕。

自南宋以来，王江泾镇就是江浙两省交界处的

一个丝绸重镇，“方圆数十里，日出万匹”，镇上店

坊林立、市街繁荣，被誉为“衣被天下”的丝绸之

府。镇东的莲泗荡水面宽阔，背靠万顷良田，江

南网船会起源于此。近年来，王江泾镇结合嘉兴

运河文化省级旅游度假区建设，江南网船会在保留

传统习俗的同时，不断丰富活动形式，增加了游客的

互动性、参与性，在提升人气与关注度的同时，

进一步打响了王江泾运河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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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江南网船会在秀洲区王江泾镇开幕

千年运河民俗在江南水乡古镇“活”起来
郁馨怡 姚振清 陈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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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提供）（本版图片由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提供）

一城清水入画来，碧水清流润民心。“水
清、岸绿、景美”的美丽画卷为王江泾镇的文
旅产业发展铺就了亮丽的生态底色。

如今，王江泾镇居民漫步于王江泾镇
西雁村和江苏省吴江区盛泽镇兴桥村交界
的小天圩河边的绿道上，可以看到河水波
光粼粼，鱼儿在清澈的水中畅游。这是小
天圩幸福河湖江浙联合创建工程带来的明
显成效。

“该工程通过设置生态浮床、景观喷泉、
新建驳岸和绿道等，共同维护交界水域环境
质量安全。”王江泾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项
目由吴江区与秀洲区携手开展，目前已经全
部完工，面貌焕然一新，成为江浙首个跨省
界村级幸福河湖。

一条生态绿道连接着大运河、长虹桥和
碧波荡漾的莲泗荡景区，串起王江泾镇的曼
妙风情。每逢春末夏初，三五成群的游客与
小镇居民一起，沿着悠悠古运河，踏上翩翩
长虹桥，纵情在千年泽国的人文之美和田园
生态风景之中。

只有写好“水文章”，才能答好“民生
卷”。王江泾镇多措并举，打造污水零直排
标杆镇，建设碧水河道，携手盛泽镇联合治
水。通过努力，近年来，王江泾镇全力提升
区域水环境质量，自2022年以来，全镇河道
出境断面水质长期保持Ⅲ类水标准。

日前，浙江省治水办公布 2023 年度全
省“五水共治”工作考核优秀乡镇（街道）名
单，王江泾镇榜上有名，农村生态环境明显

改善。
未来，王江泾镇将继续保护好利用好丰

富的生态资源，促进“水、文、人”交融，形成
独具特色、极具规模的湿地文化品牌，让“生
态绿”成为城镇发展的动人色彩，引爆新一
轮运河文旅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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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船会起源于元末明初，是江浙沪一带渔民自发组织
的民间民俗活动。古时候，每年清明、中秋、除夕期间，江浙
沪一带数万渔民、船民纷纷驾船来到王江泾镇民主村莲泗
荡。船只汇集荡面，不下数千艘，蔚为壮观，形成了国内罕
见的水上民俗盛会，宛如一幅传承百年的水乡素描，俗称网
船会。

网船会于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今已成为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
活动现场的水上栈道两侧，上百艘渔船集聚莲泗荡水域。

“社团主要来自江浙沪，尤以江苏居多。目前在册登记
的社团有 147 家，也有外地的其他社团慕名而来。”网船会
非遗传承人张文忠表示，今年网船会前后持续一个月左右，
在 4 月 10 日这一天气氛达到最高潮，穿堂、表演，人山人
海，热闹非凡。

除了社团在刘王庙演艺广场（外广场）、刘王庙内广场、
猛将殿、刘王殿等区域循环表演舞龙等民俗项目外，还有其
他民间团队在刘王庙表演舞狮、打莲湘、荡湖船、腰鼓、赞宣
文书、舞龙、舞台剧等民俗文艺演艺。另外，莲泗荡水域还
有踏白船表演赛，4 支龙舟队伍分两组进行“绕障碍”抢荷
花，引得周围游客阵阵欢呼。

如今的网船会，不仅是周围渔民、船民观赏表演、交流
生意、寻亲访友的聚会，而且吸引了大批游客，促进了当地
增收。以刘王庙旁的购物街为例，这条购物街展示本地特
产，吸引了众多游客购买。

今年的网船会开幕式上进行了非遗传承人工作室揭
牌仪式。工作室位于刘王庙望湖楼二楼，门口悬挂大幅
农民画《莲泗荡网船会》，左侧墙上有网船会的介绍，另
有 147 家社团的木质名牌悬挂于墙上。目前，工作室有
3 人，其中 2 人是区级非遗传承人、1 人是市级非遗传承
人。

“工作室会尝试新的传播渠道和方式，来更好地传承、
发展与创新非遗文化，为做好新时代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秀洲区的文化建设贡献智慧和
力量。”张文忠说。

据悉，今年的网船会还有系列丰富多彩的子活动，3
月已开展“长虹桥杯”运河风情摄影比赛，征集大运河

（特别是嘉兴段）相关人、事、物和江南水乡（特别是王江
泾镇）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民俗风情等摄影作品。4 月
在运河文化公园举行 2024 年王江泾镇风筝节，并在王江
泾运河文化公园举办“来一场与大运河的交流”走运定向
赛。五一假期，还将在长虹桥东堍举办闻川市集·非遗造
物集。

流淌着的运河民俗
更有生命力

千载奔流，一条运河穿镇过。长虹卧
波，两岸繁华入眼来。江浙之交的王江泾
镇，有着“运河入浙第一镇”的响亮名号，自
古以来产业兴旺、文化繁荣、风景秀丽，是名
副其实的“水乡明珠”。

如今的王江泾，全镇区域面积 127.3 平
方公里，共有33个行政村、8个社区，有常住
人口13.9万，有着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
镇、中国织造名镇、浙江省首批小城市培育
试点镇等称号。

因水而生，依水而兴。王江泾镇依托浓
郁的水乡特色、多彩的民俗风情和悠久的人
文历史，形成了秀美灵动的独特风貌和文化
遗存。

镇东的莲泗荡景区，背靠万顷良田，面
朝千亩鱼荡，既有深厚的运河文化底蕴，又
有绮丽的自然风光，成为千年运河的一抹亮
点，也是江南水乡的一个缩影。镇里还有世
界文化遗产点——长虹桥，这座高大雄伟的
三孔大石桥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横跨千年运

河，犹如一条长虹贯通云间，有着“虹影卧澄
波，登高供远瞻”的美誉。

位于镇西的古塘村，近年来，以“七彩古
塘，江南灶画”为特色，成功创建浙江省 3A
级景区村庄。在这里，灶画可能在巷子两旁
的墙头，也可能在路边的石头上，这些五彩
斑斓的绘画点缀了江南水乡。

要彰显地方特色，提升辨识度，就要科
学合理规划，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今
年，我们将加快推进蛙偶新时代未来乡村文

旅园基础建设，以节庆节事活动为载体，促
进王江泾镇的文旅融合发展。”王江泾镇相
关负责人说。

通过近几年的建设，嘉兴运河文化省级
旅游度假区正在发生蝶变，也迎来了新的发
展动力。2024 江南网船会开幕式上，闻川
运河文化创意区签约。

“我们将通过与开元文化旅游开发管理
有限公司的紧密合作，积极推进度假区开发
运营，持续完善旅游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和文
旅项目的整体运营水平。”嘉兴市大运河文
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金刚表示，
未来，王江泾镇闻川运河文化创意区将依托
开元集团 30 多年的文化旅游运营经验，充
分尊重本地原有风貌和文化底蕴，通过合理
策划设计及业态招商运营对合作区域进行
统一运营管理，有效整合优质资源，丰富区
域业态内容，完善相关配套要素，为王江泾
镇整体文旅产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打造嘉
兴文旅创新发展新标杆。

“运河入浙第一镇”更具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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