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乌镇是历史的切片、文化的乡愁，是中

国的从前。

乌镇地处杭嘉湖平原的中心、桐乡的北

端。7000 多年前，乌镇先民便在这个名为马

家浜文化的朋友圈活动，磨石取火、休养生

息；2500 多年前，乌镇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重

要战场、吴越两国的分界线，吴国在乌墩据

兵抵越，越国在青墩引兵抗吴，隔车溪河对

峙，吴越之争的一些经典战事就发生在这

里，卧薪尝胆、韬光养晦、槜李之战，留在成

语典故和史记之中了。春秋无义战，天下竞

交兵，却使乌镇迎来第一个发展期。从那时

起，乌镇所辖的乌墩、青墩先后归属会稽郡、

苏州府、湖州府、嘉兴府，被今天浙江、江苏

两省的桐乡、石门、秀水、乌程、归安、吴江、

震泽等七个县所统辖，直到 1950 年两墩合一

镇，定名“乌镇”，归属浙江嘉兴的桐乡。

乌镇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养的是文化、文明和文人，养的是情

感、情怀和情结。

据乌镇史志记载，从宋朝到清朝，乌镇

走出了进士 64 位、举人 161 位、武职 7 位，另

有荫功袭封者 136 位。南宋建都临安，乌镇

成为后花园，这一时期经济文化的发展使这

个江南小镇活跃起来，进入第二个发展期，

来乌镇讲学求学、经商休养的达官显贵、文

人墨客、行商坐贾络绎不绝，这里成了贵人

的逍遥宫、商人的交易所，是僧尼的讲经堂，

更是文人的精神家园、游子的心灵港湾，文

化的芳香因此而弥漫飘远。

东晋山水诗派开创者谢灵运在这里造

屋隐居，他居住的西林仙气氤氲文气弥漫，

被称为乌青一景；南朝齐梁文学家、梁武帝

时期的尚书沈约在这里守孝、研学；南梁昭

明太子萧统在这里跟随老师沈约读书，他编

纂的《昭明文选》是我国第一部诗文总集，文

质并重、“丽而不浮，典而不野”；唐朝诗人李

绅在这里游学，他的诗《悯农》妇孺皆知，“谁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教育了一代又一代

中国人；唐朝宰相裴休在这里修学，他信佛

教、善文章、工书法，在乌镇建造了一座大规

模的私家园林；宋朝文史家沈平在这里研

史，寓居乌镇东皋园，他编纂的《乌青记》四

卷和《乌青拾遗》是关于乌镇最早的志书，也

是中国最早的镇志；宋朝诗人陈与义在这里

流连，他与黄庭坚、陈师道并称“江西诗派三

宗”，卜居乌镇期间与当地文仕僧侣交往甚

密，他的“简斋读书处”是乌镇的一处文化景

观；南宋诗人范成大在这里怀旧，他与陆游、

杨万里、尤袤并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乌

镇离他的家乡吴江仅一步之遥，乌镇激发了

他创作田园诗的灵感，留下了诗作《乌戍密

印寺》；南宋安定郡王赵伯在这里逍遥，他的

官府就在乌镇顾家桥，关于南宋宗室墓群的

考古发现，正在日渐揭秘这个王室与乌镇的

关系。身是异乡客，愿做乌镇人，是一份情

怀，是乌镇的魅力。

方圆百里，远近为家。乌镇不仅以热情

广宴八方宾朋，还用温暖的怀抱欢迎那些走

四方、归故里的游子们。曾担任岭南横州通

判的明代文人王济，辞官回到乌镇，依然风雅

不改，专攻金石书法，常邀文徵明、祝允明等

名仕到乌镇相聚，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上

还留下过钤印“王济赏鉴过物”；明朝文学家、

藏书家茅坤回到乌镇，满怀书生意气，“唐宋

八大家”始称于他主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

他还为家乡编著了乌镇分署建制的史志；明

朝担任过江西巡抚、工部尚书、兵部尚书的潘

季驯回到乌镇，他曾仗义执言，被认为是袒护

张居正而遭革职，复官后总督河道，受命治理

黄河有功，成为“千古治黄第一人”；明朝冶炼

专家沈东溪回到乌镇，开办起沈记冶坊，炼铁

铸锅，生意兴隆，当倭寇围攻桐乡城时，沈氏

献计巡抚，在全城收铁锅铁器，熔化成铁水，

从城墙上往下泼洒，毙敌无数，城中百姓受到

保护，他也因此受到巡抚表彰，被尊为“飞火

将军”；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张杨园回到乌

镇，终其一生“祖述孔孟，宪章程朱”，编纂二

程、朱子遗书等几十种典籍，还将务农经验著

成《补农书》，被后世誉为农学方面的“伟大著

作”，其价值在今天依然不菲；清朝著名藏书

家鲍廷博回到乌镇，办起“知不足斋”藏书楼，

闻名江南文化界，他读书、集书、编书、藏书，

嗜书成瘾，爱书如命，他曾刊刻蒲松龄的《聊

斋志异》，使之名播天下、广泛流传；现代著名

学人、乌镇立志书院山长，北洋时期的银行

家，茅盾先生的表叔兼恩师卢学溥回到乌镇，

修葺名胜，修编镇史，续写乡邦文献。漂泊计

无期，游子归有期，家乡的情结是系泊心灵的

榄桩。

江南儒士多，乌镇为甚。这里还走出过一

门三代拔贡、四代诗人，家风传承百年的吴氏

家族，可谓书香门第绵延、文化世家繁衍，诗书

传家久；走出过清朝进士、授翰林庶吉士，为官

为文为史留下耿耿英名、昭昭业绩的严辰；走

出过清末文化学者、翻译过《易经》，在拼音文

字改革中作出杰出贡献，担任过交通大学、浙

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的劳乃宣；走出过我国

现代妇女解放运动先驱，著名的诗词家、书法

家，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夫人汤国梨；走出

过现代文化名人、中国新闻界前辈，曾授业于

张学良、张恨水、秦瘦鸥、蒋经国、荀慧生等人

物的严独鹤；走出过现代著名农学家，培育过

多个农作物改良品种，去世后令冯玉祥、李德

全、邓颖超、史良、冰心、董必武、费孝通等社会

名流痛悼哀惋的女中豪杰沈骊英。车溪河潺

潺，乌青墩穆穆，尽管这些乌镇的儿女们一去

不复返，但乌镇没有忘记他们，或设馆以祭，或

修史以记，为他们树碑立传。乌镇，永远是望

穿双眼等候他们的老母亲。

我在《有一个故事，叫乌镇》一文中，曾写

到乌镇一家人的故事，他们分别是茅盾、王会

悟、沈泽民、孔另境、孔德沚。王会悟是中共

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正是她建议一大会议

转移到自己的家乡嘉兴南湖去开，并为会议

承担联络和警戒任务，她还是茅盾、沈泽民兄

弟二人的表姑、同学。茅盾，字雁冰，是新中

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1981 年 3 月

14日，在生命最后时光的他致信党中央，请求

党组织严格审查他“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

非后”，考虑追认他为中共党员。中共中央迅

速做出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

从 1921 年算起，他是最早的共产党人之一。

沈泽民是茅盾的胞弟，是我们党的早期重要

领导人，担任过中央宣传部部长、鄂豫皖省委

书记、代理中央分局书记，为了革命工作积劳

成疾，于 1933年 11月 20日在湖北黄安以身殉

职。孔德沚是茅盾的夫人、忠诚伴侣，她从目

不识丁的农家女成长为知识女性，茅盾的长篇

小说《子夜》就是由她一笔一画抄写后交给出

版社的。孔德沚去世后，茅盾将她的骨灰安放

在自己的卧室陪伴，直到溘然长逝。孔另境是

孔德沚的胞弟，是著名作家、出版家、文史学

家，有着达士高风、文人本色，青年时投身革

命，参加过北伐战争，跟随毛泽东、鲁迅、茅盾

开展工作，三次被捕入狱。一家 5 人，都是从

乌镇走出去的革命者。乌镇没有忘记她的孩

子们，本世纪之初，乌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关注，迎来第三个发展期，一批建筑物被修旧

如故，一批纪念馆择地而建。乌镇在灵水居设

立了茅盾纪念馆、王会悟纪念馆、孔另境纪念

馆，三馆紧紧相依，五人事迹同展，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还是相亲相敬的一家人。乌镇，是

他们人生的起点，是革命的出发地，也是永远

的纪念地。

小镇故事多，充满喜和乐，有两个故事值

得展开讲述，其与乌镇的两座建筑物有关。

清朝“四大奇案”之一，是发生在同治年

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杨乃武是浙江

余杭人，以种桑养蚕为业，家道殷实、疏财仗

义，是乡试举人，腹有诗书、风流倜傥；毕秀

姑是葛家媳妇，长相白皙秀丽，因爱穿绿衣

白裤，被邻里称为“小白菜”。杨乃武夫妇与

小白菜家关系密切，杨乃武还教毕秀姑识字

学文，街坊中有“羊吃白菜”的闲言碎语。没

曾想，小白菜的丈夫葛连品暴死，平日里与

杨乃武有过节的知县刘锡彤，心生羡慕嫉妒

恨，想公报私仇，断定是杨乃武和小白菜合

谋用砒霜毒杀葛连品，将二人屈打成招，押

送杭州府审理。被买通的杭州知府陈鲁再

次动用严刑逼供后，即判“杨乃武斩立决，葛

毕氏凌迟处死”，上报浙江按察使。杨乃武

的胞姐杨菊贞不服，为弟弟喊冤，通过浙江

籍官员终于将案卷辗转送到军机大

臣兼总理大臣翁同龢手里，慈禧

太后下旨重审，并遣监察

御史私访，但浙江巡

抚倚仗湘军势

力 ，以 维

持原判复奏。朝廷再次指派浙江学政胡瑞

澜为钦差大臣重审此案，但胡的不作为、乱

作为，加之知县刘锡彤重金贿赂办案官员，

胡瑞澜仍以维持原判上奏。次年，杨菊贞二

次进京告状，30 多名浙江籍在京官员联名指

陈此案黑幕，要求重审，朝廷再次要求刑部

尚书桑春荣亲审此案，经过周密调查所有疑

点线索，并开棺重新验尸，确证葛连品是因

旧病复发而死，与杨乃武、小白菜无关。至

此，震惊朝野、历时 4 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

案宣告终结，二人无罪出狱。此案导致 30 多

名官员被革职查办。一起普通的民间命案

几经周折、多次反转，引发了一场大清朝廷

与地方官员之间的权力斗争，出身湘军的

“两湖派”势力与出身科举的浙江派势力的

激烈较量，最后慈禧太后葱指翻覆定乾坤，

既了结奇冤、主持公道、平定民愤，又借机打

压了湘军势力，一箭双雕。这个惊天奇案中

有一位重要人物起了关键作用，他叫夏同

善。夏同善自幼饱学四书、熟读典籍，一试

中举，进士及第，被钦点翰林，文章卓越超

群，慈禧太后曾命他和翁同龢为光绪皇帝侍

读。夏同善后来担任过大清朝廷的兵部侍

郎、顺天学政、吏部左侍郎等职务，正是这位

京城高官，得到浙江籍官员的联名信和伸冤

状纸后细细端详，发现案件疑窦丛生，断定

有诈，便与翁同龢商量后再报慈禧太后，恩

准派得力者重审，终于使真相大白。这位夏

同善，正是在乌镇长大的。他年幼丧母，父

亲续娶乌镇女萧氏，继母视夏同善如己出，百

般呵护。在乌镇，夏同善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遍读外祖父萧麟的藏书，学业精进，终有大

成，被钦点翰林后，他将所赐“翰林第”匾高悬

在萧家大厅上，并请得圣旨恩准，将翰林第改

造成萧家厅，以答谢萧家如山一般厚重、像海

一样深重的养育之恩。家乡的情结，朴素的

情怀，铸就了他博爱的胸怀和正直的秉性。

一场惊世大案在乌镇一处静谧的翰林第，找

到一个完美的谢幕，令人唏嘘。当年的剑拔

弩张、刀光剑影、惊涛骇浪，在乌镇的翰林第

尘封，个中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令人回味。

还有一个故事，是发生在当代的。知道

木心的人在国外，不知道木心的人在国内，对

木心感兴趣的人在乌镇。木心本名孙璞，

1927 年 2 月出生在乌镇东栅，自幼学画，曾求

学于杭州艺专、上海美专，师从刘海粟、林风

眠；1982年旅居纽约、游学欧美；本世纪初，乌

镇实施保护性开发，文化的主题被刷亮。木

心于 2006 年 9 月回归乌镇故里，定居东栅财

神湾 186 号孙家老宅花园，直到 2011 年病

逝。乌镇人专门辟地建木心美术馆。在西栅

景区的元宝湖面，现代感极强的木心美术馆

依水铺陈，像一叶睡莲静静地醒着，不张不

扬，不艳不俏。馆内深蕴艺术哲理情思，满是

静心归根的意象，一心只等来读懂木心的

人。木心的创作领域涉及绘画、诗歌、散文、

小说、评论、戏剧、音乐、书法，多有成就。先

生说，“凡钟声，都像是一句句肺腑之言”，我

想说，先生的钟声催醒了许多人的依稀梦、未

了情，让人感受到现实的质感和骨感。有一

种味道，是留给后人回味的。木心是调味大

师，把品尝过的酸甜苦辣提炼成金句警言，让

你咀嚼品尝。木心即是文心，是乌镇车溪水

沁养过的一颗晶莹剔透的心。

车溪河从时空深处走来，把乌镇的时钟

拨回到远古，拨回春秋，拨回古典，拨回青

色。乌镇的故事是江南的记忆，乌镇的人物

是历史的风流，乌镇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标点。

（作者系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总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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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有一个叫坝美的村

庄，因酷似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成为许多游客的打卡地。

走进广南县西北部的深山中，一条潺潺小河为游客引路，

抵达坝美景区的入口处时，河面变得宽阔起来，对面的山崖中

出现一个狭长山洞，清清河水从洞内缓缓流淌出来。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眼前

景象正如《桃花源记》中描述的那般。坝美景区是一个壮族村

落，500 多户壮族村民聚居其中，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村寨

四面环山，前后两个天然的水洞是进出村子的必经之路。乘

船而入，数分钟后溶洞的另一端便到了。眼前豁然开朗，正值

秋日，成熟的稻田一片金黄。

“因为地处偏僻，过去我们靠撑竹筏、划独木舟出入村庄，

直到上世纪末村子和外界联系还很少。”坝美村村民黄思高

说。坝美村村民世世代代以农耕为生，至今保留了壮族多姿

多彩的农耕、服饰、饮食等古老文化。2001 年，当地开始开发

建设坝美景区，村民们吃上了旅游饭，但开发早期基础设施不

完善，交通条件落后，坝美旅游一直不温不火。

“为了搞农家乐，当地老百姓随意建设房屋，导致村内建

筑风格迥异、杂乱无章，一定程度上也破坏了原有的田园风

光。”广南民族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丽枫说。

2016 年，广南县成立了广南民族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

司，对坝美景区实行统一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2019 年 3 月

1 日起，广南县关闭坝美景区，用一年多时间完成了景区基础

设施建设，全面保护了景区环境，恢复了坝美原生态景观。

“田园风光、古朴劳作场景，我们以《桃花源记》为主线打

造了一个隐逸山水秘境桃源游线。”杨丽枫说。

漫步村寨的游客李云欣赏着壮族风情，她说：“进来后有

与世隔绝的感觉，田园风光和淳朴民风让人流连忘返。”

从泥土中探寻文明印迹、零距离

观察发掘过程⋯⋯近期，多地开展“公

众考古”活动，2021 首届北京公众考

古季、2021 年度辽宁·沈阳公众考古

活动等陆续启动，公众可通过勘探现

场体验、专题展览、云端展示等活动近

距离感受考古魅力。

由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

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可以说

文物是由公众创造的，考古学的成果

源 于 公 众 ，又 能 反 过 来 影 响 公 众 认

知。考古和公众难以分开，考古也需

要走向公众。

以往，考古学披着神秘“面纱”，其

研究过程及成果不能很好地被大众知

晓，考古学者也多是埋头做学问，这显

然不利于考古学走出“深闺”，也不利

于文物的保护传承。

可喜的是，近年来，从“良渚遗址

热”到“三星堆上新”，从文博节目热播

到考古盲盒脱销，公众对考古文博、文

化遗产的兴趣连年攀升。VR、考古现

场直播、考古盲盒⋯⋯新的技术手段

及消费形式，也助力考古从“深闺”走

向大众。各地在公众考古方面更是新

招频出，如开放考古现场，让网友参与

“云考古”，以及招募志愿者到考古一

线实地体验等。让公众参与、体验考

古工作，有助于发掘文物的潜在价值，

让历史文化遗产及其内涵以一种被公

众广泛认可的方式得到传承，让公众

的理解和支持成为考古事业进步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公众考古”的探索仅限于向公

众展示考古工作新成果、介绍文保技术及法规等，公众参与程

度不够深、形式不够多。在确保文物安全前提下，还需进一步

丰富形式，增强公众参与度，一些待发掘项目可先期招募志愿

者参与准备工作，一些在发掘项目也可开放发掘现场让公众

参观，使更多人了解考古、走进考古、享受考古成果。

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之际，

开展公众考古活动，让社会各界参与到考古及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中，探索文物古迹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气韵，有助于更好地

展示中华文明风采，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进而为弘扬中华文明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世外桃源”坝美寻
本报记者 曹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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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深秋时节，，游客乘船游客乘船

在乌镇游览在乌镇游览。。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李 鑫鑫摄摄

云南省广南县坝美景区巨大的溶洞水道云南省广南县坝美景区巨大的溶洞水道。。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白 天 的 乌 镇 水 上 集白 天 的 乌 镇 水 上 集

市航拍市航拍。。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