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65003109 零售3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42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1212 旅游天地 责编：罗 兰 邮箱：rmrblytd@163.com

2022年8月8日 星期一

行天下行天下

漕港河的水，给了上海朱家角大家
闺秀的灵气和智慧，与乌镇、周庄、同里
相比，朱家角用“海派古镇”形容再恰当
不过。作为勾连八方的航运码头，朱家
角自古繁华富庶，迎送八方来客，成就
了海纳百川的情怀。海派是一种精神，
也是一种开放吸收、博采众长的博大胸
怀。如今，在岁月湍流不息的河岸，朱家
角静静伫立着，给整座上海城保留了可
以回头的理由。

千年繁华如许

徜徉于漕港河两岸的青石路上，古
朴的屋檐、悠然而行的木船映入眸中，
时光此时慢成了碧水中的碎影。两岸连
绵不断的古屋和不时闪现的古桥，勾勒
着明清水乡小镇的旧貌。踏上明代的古
桥，望着唐代的古塔，不知不觉间，就走
入一卷徐徐展开的江南水墨画中，步履
起落间，繁华如昨，古雅如昨。这就是有
着1700年历史的古镇朱家角。

朱家角踏着千年绵长的摇橹声而
来，早在三国时期便是成型村落；宋
元期间，是一个名叫“朱家村”的富
足小集镇。古代，交通以水路为先。
朱家角连通了漕港河、朱泖河、淀浦
河、淀山湖、太湖等水系，水运航道
宽阔，四通八达。利用先天的水运条
件，这里贸易日益繁盛。至明代，朱
家村改名为珠街阁，清代时俗称角
里。是时，米市、油市、布庄、钱庄
等纷纷涌入角里，“长街三里，店铺千
家”，南北百货，各业齐全，于是在当
地有了“三泾”（朱泾、枫泾、泗泾）
不如“一角”（朱家角）之说。明清时
期，朱家角的米价对长三角地区的米
价都有很大影响。

时至今日，朱家角不负往昔，繁华
依旧。九街沿河而伸，千幢明清旧宅依
水而立，三十六座石桥古风犹存……两
岸商铺所用房子就是明清古民居。一抬
头，就能看见雕刻精致的木雕、石雕，它
们穿越了历史的烟尘，静默而温柔地守

护着古镇。被时光打磨得乌黑的窄窗，
半开半掩，仿佛岁月无所不知的眼睛。
阿婆茶楼、原乡楼菜馆、涵大隆酱园、
放生桥菜馆……老商铺看过了朱家角
的百年兴衰。那从阁楼间飘逸出的幽
幽茗香和沧桑烟火气，正向世人讲述
着水乡的过往和故事。

现在，水乡朱家角总是人气满
满，有时，周末客流量都在 5 万人以
上。人们不仅仅是白天逛古镇，夜里
也有各种文化活动，比如，听音乐
会，欣赏曲艺节目，喝茶等。在这个
上海保存最为完整的江南水乡古镇，
乡村文化、传统文化乃至海派文化早
已有机地融为一体。

为了弘扬“古文化”“水文化”，
朱家角正探索重启“角里老字号复
兴”计划。仅上世纪40年代，朱家角
就有同德油厂、人和堂国药店、恒泰
祥米行等著名老字号。让老字号用起
来、活起来、兴起来，成为古镇金字
招牌、亮丽名片，让游客感受到朱家
角的文化繁荣，是朱家角下一个努力
的方向。

海派大市情怀

尽管朱家角千幢古建有着“江南
风”的主基调，但行走其间，海派文
化依然大胆张扬。其建筑融合了周围
地区民居的多种风格，而又有独创之
处，涵大隆酱园和大清邮局的老石库
门、证大朱家角的徽派民居、江南第
一茶楼的红砖大厝、西湖街上的吊脚
楼，都是海派元素鲜活的载体。

西湖街上多是江南民居的青瓦飞
檐，有水上吊脚楼的独特风韵，很多
民居的屋脊就像航船。屋脊之间互相
错落，高低起伏，充满层次感和音乐
感，展示出一种流动的美。

大清邮局是一座中西合璧的老上
海石库门。邮局创于清光绪年间，破旧
的“大清邮局”门帘上，依稀透着古韵。
红砖门拱足有二层楼高，豪华气派，门
楣上的旋花砖雕，散发着浓郁的海派气
息。两旁“大眼粗眉”的落地窗，亦与对
面的中式方窗相视而觑。邮局外一个清
代铜制铸龙邮筒，至今仍在承接着当地
居民和游客的各种信件。这个活的“大
清邮局”，依然是朱家角与外界交流的
重要阵地。

朱家角小镇总是主动地吸取着世
界精华，不管是建筑的、宗教的，
还是艺术的、文化的。古镇上不仅

有圆津禅院 （佛教）、城隍庙 （道
教），更有天主教堂，可见朱家角的

“大市情怀”。
今天，朱家角致力于打造成为上海

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典型示范镇，正在
从历史古镇向全域水乡转变，对市民游
客形成了别样的吸引力。

新旧完美交融

朱家角的文气绵亘而来，不说咏珠
曲社（朱家角昆曲社）、清华阁（圆津禅
院丹青藏宝地，藏有赵孟頫、郑板桥等
人的墨宝），光说《漕声》《珠溪》等二十
多份本土报刊，便足以想象朱家角昔日
文化的繁荣。今日，行走朱家角，各种文
艺馆依然遍布大小角落。不管是老地新
建的朱家角人文艺术馆，还是老店新开
的全华水彩艺术馆、延艺堂，处处都能
感受到浓郁的艺术气息。

“水乐堂”的前身，是三幢破旧的老
宅。经改造后，如今已是朱家角最热门
的海派文化地标之一。“水乐堂”将河水
引到室内。在“水乐堂”，从天顶落下的
每一滴水声，都能以放大 1000 倍的音
效，真实地展现在观众耳边。

每到冬季，由上海戏剧学院主办，
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国际知名中
外高校合办的“冬季学院”会将“水乐

堂”作为固定打卡点，让中外艺术家、学
者齐聚这一音乐建筑之中，聆听自然之
声与创造之乐的完美结合。

2010年，朱家角以画为媒，举办
了首届上海朱家角国际水彩画双年
展。而这，也是世界水彩画历史上的
首次双年展，吸引了18个国家的艺术
家参展。此后，朱家角逐渐成为一个
世界水彩画界有名的地方。以前，很
多好的水彩画主题都是水城威尼斯，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知名水彩画
家已将朱家角视作“东方威尼斯”，他
们不仅会到朱家角搞创作，还会争相
来办展甚至授课。

江南水韵，自然少不了江南特色戏
曲、音乐的伴奏。课植园里的大戏台，在

“昆曲王子”张军的努力下，又恢复了往
昔的繁荣。实景版昆曲经典《牡丹亭》在
这里频频上演。每每韵味十足的唱腔响
起，这里便人山人海，仿佛咏珠曲社的
完美复兴。

在今天的朱家角，古建筑可以成
为新艺术的表演场；同样，现代建筑
也可以成为古老传统文化的展厅。无
论是建筑的、艺术的还是生活的，新
与旧完美交融，和谐共生。

朱家角，以海派大市情怀，一直
向前。

海派古镇朱家角
姜志燕 向 明文/图

进入炎夏，酷暑难耐，川南地区的闲游一族，便纷纷
邀约去马湖避暑纳凉。于是，朋友圈里多了一张张令人心
动的马湖图片：高山湖泊，碧波荡漾；蓝天白云，梦幻倒
影；满目青山，景色秀美。大家纷纷点赞，称马湖是盛夏
避暑的天堂。

地处金沙江大峡谷峻岭峰壑之间的马湖，是与邛海、
泸沽湖齐名的四川第三大天然湖泊，面积7.3平方公里，海
拔1113米，平均水深70余米，最深处达137米，是我国排
名第三的深水湖泊。湖泊周围群山叠嶂，分布着大量原始
森林，古木参天，风光旖旎多姿，原始风味浓郁。

周末，我们在一路酷热中穿过金沙江大峡谷，绕过著
名的黄琅古镇，浩浩苍茫的马湖就出现在眼前。只见一湖
碧波，万点金光，天光云影，空阔清明。尤其是一阵阵清
凉的湖风迎面拂来，干凉舒爽，长途跋涉的劳顿在湖光山
色的美景中顿时消融了。

当晚，夜凉如水，无需空调，伴随着悠悠清凉的湖
风，我们惬意地入眠了。一觉睡到天亮，醒来后整个人神
清气爽。

晨光熹微，朝阳未露，我们便沿着湖边公路徐行，在
清凉晨风中感受着高原湖泊的绰约丰姿。

马湖三面环山，风光秀丽。湖东，五马归巢山，犹如
五匹骏马昂首扬蹄长嘶；湖南，青龙山脉似天骄飞龙；湖

西北，老君山横空出世，虎视眈眈；湖西南，三山似蛟龙
抢夺马湖翠宝；湖北，玄武岩堆积而成的天然石坝，犹如
向前涌动的波涛。据传，昔人以壮马系湖岸，湖中龙出与
交，后产异马，因得名马湖，又以湖中有龙，亦称龙湖。

虽是酷暑时节，但清晨的马湖，清风舒爽，浩淼湖面
的粼粼波光，令人心旷神怡。忽然，东山上一轮朝阳喷薄
而出，在水面的湖心撒下晶亮眩目的波光，初始如一颗金
光闪耀的玉钻，之后忽然变换为一顶美轮美奂的皇冠，不
一会儿又变化为一把金光四射的玉剑……整个湖面，因为
朝阳的沐浴，云蒸霞蔚，波光跳跃，变幻多姿，令人讶异
而沉醉。

我们荡舟湖上，已是丽日中天。湖面辽阔，山色青
翠，清风骀荡，感觉自己已消融在天光波影之间。在舟子
的引导下，我们登上马湖中心的一座龟形小岛，岛上有一
座彝族寺庙——孟获殿。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诸葛
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家喻户晓，马湖周围的彝族山寨，就是
将近两千年前彝族祖先孟获渔猎生息之地。悠久的三国文
化和神秘多姿的彝族文化，荡漾在湖光山色之间。

夜晚，我们进入彝家饭店，食马湖独特珍奇的莼菜、
鲜美的马湖鲶鱼、浓郁的山寨老腊肉。湖风习习，清凉满
怀。围着熊熊的篝火，我们和彝家姑娘手牵手跳起热情奔
放的舞蹈，感受着浓烈的民族风情。

酷暑游马湖
张学东

来到广东省惠州博罗县，我直奔
向往已久的旭日古村。

将车停在村委会门前，步行约
200 米，即见一方荷塘。放眼望去，
几朵荷花玉立塘中，荷塘对面，一排
青灰色的砖石古建筑融入玫瑰色的天
空，化作荷塘恢宏的背景。

旭日古村落有 400 多年历史，是
一个集明、清、民国建筑于一村的古建
筑群体。从高处俯瞰，四面环水的古村
布局呈太极双鱼循环状。现存古民居

有 600 多处，村巷道路全是用花岗岩
石铺就。古村“山·水·村·田”的聚落格
局，极具岭南地区村落特征。

漫步村中小巷，古意盎然。拐出一
条小巷，一块“千金出阁大道”的指示
牌令我兴奋起来。

“千金出阁大道”的建设是有故
事的。当地富商陈百万的小女儿要出
嫁了，却整天愁眉苦脸。原来夫家与
娘家路远难行，今后想回家看望爹娘
成了奢望。得知爱女的心事后，陈百

万大为感动，请来百多位匠人铺筑了
一条长约十公里、宽三米的花岗石
路，直通女婿家门口。这幕父女真情
感人至深，乡亲们便亲切地称这条大
道为“千金出阁大道”。

我又走到荷塘边，见一户人家敞
着大门，门前摆放着当地土特产出售。
当问他贵姓时，老人笑得灿烂：“姓陈
啊，我们全村都是陈姓后人啊！”走进
屋内，见我对老屋的雕梁画栋赞叹不
已，老人来了兴致：“你看，这石柱多
大，不知当时怎么运来的！”

跟老人告别，我走向村中祠堂，
远远看见两个四五岁大的孩子在相
互追逐。祠堂前，一块花岗石小斜坡
被岁月打磨得锃亮，在夕阳照耀下熠
熠生辉。孩子们像发现了新大陆，颤

巍巍地冲上冲下，宁静中传来他们纯
净的笑声。古榕树把透过来的夕阳捻
成光束，星星点点地涂画在祠堂斑驳
的墙壁上。看着这一切，我不禁思
忖：天真无邪的幼童，不知道长大走
向村外世界后，会不会常回来看看？

时光从没停留，它曾用心雕琢辉
煌，也有意无意间将曾经的繁华抹上
一层历史的灰浆。只要迎着光走，背
影必会坚定同行。恰如村前的荷塘，
亭亭玉立的荷花，没有被渐渐枯萎的
荷叶吓得花容失色，而是迎风优雅，
坚守它的美丽。

陈姓后裔有很多人满怀梦想地走
出去了，小小村落转换成了世界大舞
台，曾经辉煌的古村落，正在送走夕
阳，迎接旭日。

夜幕降临，在安徽省宁国市
青龙乡的真也天境大草坪上，游
人如织，有的人逛集市，有的人
听音乐会，有的人玩机车，有的
人搭帐篷……他们都是参加
2022 长三角露营产业峰会暨首
届安徽省露营大会活动的人们。

不仅有丰富多彩的户外活
动，露营大会还设立了星空帐
篷区、营地餐吧区、潮玩市集
区、音乐嗨玩区、项目体验区
五大特色区域，让来自全国各
地的露营爱好者和游客们，能
在青山绿水间休闲放松。

今年以来，安徽省宣城市
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特别抓住
暑期这一重要旅游窗口期，于7

月 1 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嗨游宣城”活动，通过“免、
减、惠、补”活动组合拳，出
台相关优惠政策，激活文旅行
业市场。当地还围绕“皖南川
藏线”宁国段，对原始森林、
飞瀑流云、断层崖壁等景点，
制定了适合人们自驾、露营的
旅游项目。“皖南川藏线”吸引
了来自长三角地区的游客自驾
骑行、登山露营、探险漂流，
玩转青山绿水，乐享清凉一夏。

据统计，活动前10天，全
市就接待游客 120.70 万人次，
同比增长 52.81%。截止到 7 月
31日全市接待游客460万人次。

图为安徽省宁国市青龙乡
真也天境南区大草坪上，汽车
音乐节日、乡村创意集市、户
外装备展、房车 （机车） 派对
等丰富多彩的户外活动，将首
届安徽省露营大会装点得活色
生香。

李晓红摄

露营
青山绿水间

图片新闻

本报记者 罗 兰

旭日古村迎旭日
沈治鹏

旭日古村迎旭日
沈治鹏

游客乘船欣赏马湖风光。 周凯威摄（人民视觉）

左上图：朱家角古桥。
右上图：朱家角阿婆茶楼。
左下图：朱家角文艺小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