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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访水乡古镇，看得最多的便是桥，最不可缺的也是桥。在
朱家角流传着一句话：“到了角里不看桥，等于角里勿曾到。”桥
是水乡的灵魂，亦是文脉的见证，更是古镇韵味的重要载体。来
到朱家角，这个上海最负盛名的江南古镇，以古桥文化为底色，
从非遗传承到文旅融合，朱家角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让这座千
年古镇焕发出新的光彩。

首个“非遗”新春，走在朱家角的桥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连
接两岸的交通要道，更是节日庆典的核心舞台，承载着人们对新
年的美好祈愿，也见证着古镇的新生与未来。 青年报记者 蔡娴

朱家角古镇位于青浦区西南部，
依偎着碧波荡漾的淀山湖风景区，是
上海四大历史文化名镇之一。古镇旅
游区占地3.08平方公里，水网如织，道
路交错，风景名胜、人文古迹俯仰皆
是，被誉为镶嵌在淀山湖畔的“江南明
珠”。一直以来，其悠长的历史文脉、
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雅致的江南风光吸
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观小桥流水，逛石板老街，探蜿蜒
巷弄，踏古朴石桥，乘乌篷游船……兜
兜转转，看看江南水乡的温婉与柔情，
亦在感受其不凡的雅致与宁静。

站在桥上远眺古镇风貌，九条长街
沿河而伸，千栋明清建筑依水而立，三
十六座古桥星罗棋布……桥下，一叶摇
橹船正划开澹澹水波，远处亦有悠扬古
乐阵阵入耳，让人仿佛置身于一幅流动
的水墨画卷。桥上与桥下，各有韵味，
让眼前的江南胜景越发动人。

说到古桥，朱家角最负盛名的当

数放生桥。拥有百年历史的放生桥是
上海地区最长、最大、最高的五孔联拱
大桥，被誉为“沪上第一桥”，也是朱家
角古镇的标志性建筑。放生桥凝结了
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在其设计
与构造上可见一斑。长如带，形如虹，

“井带长虹”为朱家角十景之一。历来
文人雅士赞美此桥，有诗云：“长桥驾
彩虹，往来便是井。日中交易过，斜阳
乱人影。”

除了放生桥，朱家角还有如廊桥、
泰安桥、永丰桥、福星桥等多座知名古
桥，每一座桥都展现了古代建筑艺术
的魅力，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故事和文
化内涵，也构成了朱家角独特的水乡
风貌。千年古镇，拥有丰富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这些古桥不仅是岁月变迁
的见证者，更是非遗的承载者。两者
相互交织，形成了独特的角里文化。
比如，放生桥就是摇快船、船拳等非遗
传承的重要场所。

轻舟雅乐醉古镇，画意柔情识水
乡。朱家角像是一首写不完的诗篇，
一幅看不厌的画卷，一曲唱不停的歌
谣。著名作家三毛也曾迷恋此处小桥
流水的清淳幽静，为处处可画、时时有
诗的风情而陶醉。这里的天然外景还
被不少海内外的影视导演慧眼相中，
把水乡古镇的婀娜风姿一次次地搬上
电视和银幕。

在“长街三里，店铺千家”的北大
街，虽名为“大街”，却仅有“一线天”。
不过，并不影响街上依然是游人如织，
或驻足拍照，或醉心购物，或品尝美
食。沿街店铺售卖着各种传统小吃和
手工艺品，而人气最旺的自然还是小吃
店，软糯鲜香的阿婆粽、粽叶清香的肥
美扎肉、外焦内绵的臭豆腐……北大街
不仅有美食，这里还保存着“涵大隆酱
园”“江南第一茶楼”等百年老字号，让
人依稀能感受到古镇旧时的烟火气。

《繁花》带火的朱家角酱菜引得年
轻人也慕名前来。小萝卜头、蜜汁酱
瓜、大头菜、香辣丝……口感酸、辣、
甜、咸，选几样对味的招牌酱菜，回家
制作一份属于自己的“宝总泡饭”。

提及茶楼，既然来到朱家角，怎能
错过在茶楼品茗。如今的茶楼不再是

“老茶客”的心头好，很多“轧闹猛”的
年轻人也喜欢找一家临河茶楼“吃气
氛”。点上一壶清茶，就着中式小点，
悠哉品茗，转头听着婉转悠扬的评弹，
吹着淀浦河畔的风，看着轻舟划过桥
洞之影……坐享一天的好时光。

除此之外，在角里，备受年轻人青
睐的还有看似古朴、实则新潮的大清
邮局。点一杯特色的米汤咖啡，买一
只憨态可掬的青龙文创，盖一枚“灵蛇
福笺”的新年印章……在这处传承三
千年中华邮驿文化的珍贵遗址里，厚
重历史与国潮文化交相融合，迸发出
源源不断的创意和活力。游客不仅可
以亲身感受邮政的历史变迁，领略邮
驿文化的魅力，也能体验书信往来的
温暖与情感。

用“新意”迎接八方来客，让文旅融合为古镇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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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镇，游人或匆匆而过，或慢慢
踱步，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感受
着朱家角的丰满与独特。新春已至，
换上节日装扮的朱家角又让人耳目一
新，放生桥长廊里“龙灯高照”，非遗竹
编添古镇红妆，青瓦白墙铺满大红灯
笼……让古色古香的浓浓年味装点在
水乡的各个角落，以福气满满与海派
祥和的气氛迎接八方来客到“角里过
大年”。

在青浦区举办的新年音乐会上，

英国女中音歌唱家菲比受邀参演，在
演出期间，首次来到青浦的这位英国
友人，就抽空游览了朱家角古镇，坐上
游船的她对水乡风貌流连忘返，“这里
太有意思了！之后我要带我的家人朋
友们一起来。”

2024年9月，朱家角古镇跻身中国
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
发布的“入境游客喜爱的十个名城古
镇”榜单，成为榜单上唯一的上海古
镇。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施

行，朱家角的外国游客明显增多。朱家
角古镇景区管理办公室预计，春节假
期，朱家角的游客量将比往年增加15%
至20%。此外，古镇旅游公司的员工和
商铺店员等，都在语言方面进行了培
训，做好迎接外籍游客的准备。

上海朱家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沈怡闻告诉记者，朱家角呈现的
江南文化、水乡文化和本土文化都对
外国游客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近年
来，朱家角将这些特色文化通过文旅
融合，为古镇增添了不少新的活力。
2024年，通过推出“咖啡文化节”“汉风
奇妙夜”“超沉浸艺术季”“金秋艺术展
演季”等活动，进一步探索了演出内容
和形式的创新，比如，从单一的剧目演
出到多元化的艺术形式、从封闭的舞
台剧场到广阔的市民游客活动空间。

在“汉风奇妙夜”举办期间，古镇里
处处是舞台，游客无须门票即可在游览
途中欣赏到文化实景演出。在廊桥上，
昆曲艺术家以妙曼身姿吟唱；放生桥畔，
凤凰于飞，扶摇直上；泰安桥上，石榴花
开，花仙起舞；朱家角市河畔，朗诵《离

骚》回荡在空中；阿婆茶楼，琴声与萧韵
交织；中龙桥上，祥龙翻腾起舞……

同时，依托古镇的历史风貌，以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为理念，让文化
活动与景区联动起来，让角里的商铺
实实在在地得益，通过活动影响力的
扩大，形成长尾效应。沈怡闻表示，

“汉风奇妙夜”就明显为景区里面的汉
服旅拍带动了一波热潮。

“朱家角对照创建国家5A级景区
的标准，对文化也有着极高的要求。
我们通过艺术家联盟活动，将谭盾的
《水乐堂》、张军的《牡丹亭》等大师作
品和古镇文化串联起来，深化古镇的
文化品牌，扩大内容的影响力。”沈怡
闻告诉记者，为了助力古镇新生，朱家
角也将继续挖掘角里文化内涵、丰富
古镇文旅资源供给，举办更多群众喜
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助力角里文化和
旅游高质量发展。新的一年，朱家角
还在计划推动业态提升，对大清邮局、
江南第一茶楼等“网红”打卡地进行文
化空间的更新与升级，为游客打造更
好的体验。

过去的朱家角“出门一支橹，路在水
上铺”，老百姓走亲访友，上街买卖，出入
来往全凭舟楫。生长在这里的人，都是
掌舵摇橹的高手。据民间记载，角里居
民会在农历七月二十七前往位于淀山湖
中的三官堂庙朝拜焚香，回朱家角赶庙
会时，在漕港河进行自娱自乐的水上竞
技表演，其中就包括摇快船和船拳。

在当时的庙会表演上，紧接着摇快
船的便是船拳表演。老一辈角里人的
记忆中，都曾留下过这样热闹的画面：
当拳船缓缓驶近放生桥时，武师在锣鼓
声中使出各种绝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

“飞钢叉”表演。放生桥有八米高，当船
摇至五孔放生桥下时，武师就在船头将
钢叉掷向放生桥上空，钢叉飞越桥顶，
同时拳船也穿过桥孔。等到钢叉飞过
放生桥后下落时，站在船头的拳师就用
手接住钢叉。整个过程惊心动魄，十分
精彩。

船拳传承人何磊告诉记者，据记载，
当时，漕港河两岸和放生桥上人山人海，
观看表演的农家船楫不计其数，喝彩声、
锣鼓声喧天动地。为将船拳这一具有地

方特色的民间传统武术发扬光大，在船
拳传人丁裕春等人的努力下，2013年，朱
家角船拳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同时，也有越来越多像
何磊一样的年轻人来到朱家角，致力于
推动船拳在古镇传承。

2011年，从上海体育学院毕业后，
刚二十岁出头的何磊就来到朱家角小学
担任体育老师。作为全国武术冠军，这
个从小习武的北方小伙，初入江南水乡
时，非但不觉得格格不入，反倒是有些惺
惺相惜。何磊说，他尤为喜欢古镇的雨
天，低头看着淅淅沥沥的雨滴不断磨平
着青石板的棱角，抬头又见晶莹剔透的
雨珠顺着青砖黛瓦的屋檐徐徐滴落，也
将这江南水乡的缱绻柔情沁入了他的心
里。尤其是，何磊师从丁裕春学习朱家
角的特色拳种后，这份对古镇的欢喜也
就更甚了。

“可以说，船拳与朱家角，两者相辅
相成。船拳是因水乡而生，它与这里的
历史文化息息相关。因此，通过船拳也
让我对朱家角有了新的认识。”一晃，如
今已是何磊来到朱家角的第十四个年

头，作为船拳的青年传人，何磊也在积极
推动船拳进校园，他不断奔波于幼儿园、
小学、初中、高中的校园中，为孩子们创
造接触和学习船拳的机会。他认为，通
过对地方非遗资源的有效运用，有利于
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乡土情
怀，推动传统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融洽结
合与传承。

在一些重大节庆活动中，何磊还
会带着“小传承人”在古镇进行船拳表
演和展示。今年正月初五，他就将带
着孩子们一起在“角里过大年”活动中
进行船拳展示。在这些活动中，虽无
法复刻旧时庙会表演的盛况，但他们
依然保留了当时的表演形态，武师乘
着拳船驶向放生桥，当靠近桥下时，他
们会轮流在一只八仙桌大小的船头上
施展拳法，整个造型犹如一朵悄然绽
放的“梅花”，向桥上和两岸的游客展
示这一民间传统文化的瑰宝。每逢这
类非遗展示活动，总会吸引众多游客
的围观，在他们感受古镇文化魅力的
同时，也让古老的放生桥与传统的非
遗在这里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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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活动与古镇风景融为一体。

朱家角的桥见证了岁月承载着历史。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非遗船拳进校园。

古镇年味正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