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说 ： 上有
天 堂 、 下 有 苏 杭 ，
畅游江南 ， 莫漏 周
庄？

周庄原名贞丰
里 ， 它是在康熙年
间 才 改 为 周 庄 镇 。
坐落于上海 、 苏州
市附近 ， 始建于北
宋元佑年 ， 即公元
1086年， 至今已有
900多年历史。 基于
古镇位置湖泊处处，
四面环水 ， 自然环
境造成其独特的水
镇风貌。

夕阳·教堂

美美 分分享享景景

小桥流水乌镇

悠闲周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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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古镇

驴友
笔记

□刘泳晔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吕雪萱

求学时代读到戴望舒的 《雨巷》 时，
心中充满了憧憬： 天空中飘着缠绵而多情
的蒙蒙细雨， 深深的巷子里飘着淡淡的桂
花香， 轻抚两旁斑驳的老墙， 沿着青石板
缓缓而行， 不经意间邂逅那梳着长辫、 撑
着油纸伞的丁香般的女孩。

我终于有机会来到这个江南的枕水人
家， 圆了一个多年的梦。

淅淅沥沥的雨， 落在河面上， 荡起道
道涟漪， 隐约可以看见一群群小鱼儿在水
中嬉戏。 岸边被风吹弯了腰的杨柳， 以纤
细的手指轻轻拂过碧玉般的小河。 不知从
何年何月开始， 小河就静静地流淌在每户
人家的窗前， 孕育着这座古朴的小镇， 装
扮着江南 。 乌镇的流水 ， 充满着柔情蜜
意， 舍不得消退古镇的美， 反而在漫长的
岁月中沉淀着不俗的气质与情节。

顺着石阶走上小桥， 抬眼望去， 小河
上一座座古朴而又韵味十足的拱桥 ， 时
而， 一条乌篷船闯入视线， 橹声咿呀地从
桥下划过， 渐渐远去， 只留下一道水痕。
小桥流水人家， 这是怎样美丽的画面， 让
多少诗人魂牵梦萦， 不能自拔。 雨停了，
阳光在接近傍晚时分露出难得的笑 脸 ，
照在青色的屋顶上 ， 照在小河上 ， 照
在凝结的空气中， 给小镇穿上了一件橘色
的衣裳。

千年古镇， 承载着悠悠风韵， 每一个
不经意的瞬间， 都可轻而易举地捕捉到她
的神妙。 挂着木质招牌的茶馆， 香飘四溢
的黄酒味儿 ， 手工作坊吱嘎作响的织布
机， 晒布场木架上垂挂的蓝印花布……

古旧的木屋， 静流的河水， 玲珑的小
桥， 飘雨的小巷， 寂静的长廊， 日暮的炊
烟， 如诗如画的江南。 电石火光之间， 脑
海里闪出一串诗句： “江南好， 风景旧曾
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寂静的乌镇， 以她的静美、 柔情， 容
纳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 短短数日时
光， 我找到了最初的自己， 忆起那忘不了
的过往， 放下了多年的遗憾， 于心间得到
了永久的安宁。

在欧洲旅行， 如果能自
驾游是再好不过了。 从德国
慕尼黑出发到奥地利一路风
光秀丽 ， 白云在村庄上游
荡,教堂在夕阳下生辉。

周世杰 摄

依河为伴的周庄
早晨，准备出发时，老天却来阵

细雨 ，路面湿漉漉 ，但出游兴致不
减。 友人为了方便及快速抵达目的
地，连拦两辆的士，虽已讲好价钱，
依然还是被“宰了”，气得友人跟他
们大吵一顿，挺扫兴。 出门前情绪
已受影响。

当抵达那里时， 司机也没讲清
楚方向收完钱就走， 令大伙儿似无
头苍蝇 ， 还得走段冤枉路 ， 更气
爆！ 既来之， 则安之， 只好沿着河
岸道路边走边询问。

幸好没走错路， 步行不久后，
已见到岸边另一家商店， 而且遥遥
望见白色砖墙彩绘双桥流水景色及
“中国第一水乡周庄” 的标题， 特
别注目。

步过石板桥走入景区， 沿途皆
是商场、 旅游公司和服务中心， 友
人雇了位导游， 以方便我们游览及
了解古镇。

买了门票， 就一路跟着导游前
行。 第一站 “贞丰泽国” 古牌搂，
这是必经之地， 也是周庄地标。 石
牌楼气势不凡构思古雅， 建于1991
年 。 走过古牌楼 ， 又是另一种风
情， 与牌楼前新式时尚建筑商店不
同， 这里恍若进入古代， 老房子不
高也不大， 有的虽已翻新， 但韵味
依旧 ， 仍保持旧日特色 ， 粉墙黛
瓦， 木门小石道。

导游说， 这里依然保有明清时
代典型建筑物， 可感受900多年前
富 裕 人 家 之 家 居 生 活 。 沿 着 石

板路行走， 双眼并没闲着， 左观右
望， 盼能看尽古镇一屋一瓦， 阅尽
趣闻轶事。

周庄建筑依河为伴， 房屋一概
筑于两岸，小船流水，石阶拱桥，依
依杨柳，如诗如画，让人赞叹着迷。

为周庄代言的双桥
随后我们来到声名大噪的双

桥。 导游说它又名钥匙桥， 建于明
代。 乍看之后， 发现两座桥梁设计
截然不同， 同样是石桥， 一座是拱
形桥， 另一座为梁桥， 桥面一横一
竖， 桥洞一圆一方， 形如古时候的
钥匙。

古老精致拱形石桥并不宽长，
在江南水乡随处可见， 对镇里居民
而言， 桥梁是他们的通道， 是生活
的一部分。 对我们这些如刘姥姥进
大观园的游客， 却是惊叹连连。 那
名在纽约留学的上海画家陈逸飞妙
笔生花， 画出了双桥韵味， 使更多
人领略周庄古镇风情， 双桥俨然已
成为周庄 “代言人”。

离开双桥， 导游带领走访其他
景点胜地。 印象最深刻的算是明清
时代的张厅及沈厅吧！ 两家建筑规
模宏大，各具其美，贴水而建，是典
型江南水乡宅院，规模庞大，古色古
香。从前厅后堂、天井后花园到厢房
大堂楼， 都精心设计， 构思精湛。
厅旁箬泾河穿屋而过 ,正所谓 “桥
自前门进,船从家中过”， 让人见识
到两家人当年的富裕豪华生活。

尤其是沈厅， 面积达2000多平
方米， 大小房屋百多间， 七进五门

楼， 单是松茂堂居， 占地就170平
方米， 除了正厅， 厅堂两旁并建
有楼房厢房。 厅内梁柱， 外边石门
楼皆雕有花卉走兽， 人物图案， 精
雕细刻。 木刻之栏杆棂窗， 简洁古
朴， 虽已陈旧， 仍不失其美感， 可
见昔日精巧工艺。

厨房的格局令我最为欣赏， 内
部设计设施， 已显示处主人身份地
位。 若想想了解沈家的历史故事，
长廊石壁一幅幅铜制挂图是最好的
解说。

品尝万三猪蹄
游完周庄已近午间， 因此便在

那里用餐， 点菜时当然没忘点个周
庄美食———万三蹄 。 据闻来到周
庄， 若不品尝万三猪蹄， 犹如没来
过一样。

明初， 相传当时朱元璋当了皇
帝 ， 于是全国都避讳说猪 （朱 ）。
一次朱元璋到沈万三家坐客， 沈万
三以猪蹄膀招待朱元璋， 朱元璋看
到后故意为难沈万三， 问他这个怎
么吃啊， 因为是整个蹄膀， 没有切
开， 如果沈万三用刀， 那朱元璋就
可以名正言顺的致他的罪了 （意为
杀猪）， 而沈万三却灵机一动， 从
蹄膀中抽出一根细的骨头来， 以骨
切肉， 解了朱元璋的难题。 也有了
万三蹄膀的传统吃法。 朱元璋吃了
觉得很好吃， 就问沈万三这道菜叫
什么名字啊， 沈万三一想总不能说
是叫猪蹄膀呀， 于是一拍自己的大
腿说， 这是万三的蹄膀啊， 于是万
三蹄膀由此得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