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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门”古镇吃一口“热豆腐”

在
传
统
中
新
生

金泽古镇拥有源远流长的桥庙文化，承载着“桥桥有庙，庙庙有桥”的独特文化景观。据史料记载，金泽原有“六观、一塔、十三坊、四十二虹桥”，至今镇上还保

存着宋元明清时期所建的七座古桥梁，故被誉为“江南第一桥乡”，属国家级3A旅游景区。

对于古镇来说，想要“更新”非简单地让商户加载同一套“安装包”就万事大吉。在新时代，如何避免“千镇一面”，推动古镇高质量发展，已然成为重要课题。古
镇
游
走

如何才能跳出“千镇一面”

和许多在商业化浪潮中崭露头角的古镇相比，金泽就像是个世外桃源。这里见不到遍地
的“我在金泽很想你”，这里古桥静静矗立，河水默默流淌，有的是一种全无喧嚣的水乡本色之
美。这座古镇在其独有的宁静韵味与悠长底蕴中凝结出一种内敛而精致的文化生态。

今年1月，随着华为青浦研发基地的入驻，金泽镇的西岑社区，一座融入了华为创新元素
的科技园区已初见雏形。金泽人自信能接住这“泼天的富贵”，但是没有人能确切描述出华为
所带来的新生，会让古镇变成什么样子。

当古镇遇到新生，老味道是否会遇到新改良？古镇新生的奥秘，或许就藏在一块小小的
豆腐里。 青年报记者 陈嘉音

赵鹤鸣的豆腐甜品专门店。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施剑平（除署名外）

当然属于金泽古镇的味觉记忆远
不止一个赵家豆腐。在搜索栏输入

“青浦金泽特产”，“金泽状元糕”的名
字跃然眼前。

点进相关页面，画面中的状元糕，
金黄色的糕体上或许还点缀着几粒红
绿丝，色彩鲜明，仿佛隔着屏幕都能感
受到那份软糯与弹性，让人一眼望去
便心生欢喜，垂涎欲滴。

漫步于金泽古镇的核心街道——
金溪路上，青砖依旧，鸟鸣清越。在这
份不变的宁静之中，也有东西在渐渐
老去……当人们抱着品鉴“糯叽叽”的
心态来到古镇，就遇到了一个最大的
问题——状元糕去哪儿了？后来，我
们就这个问题找到了家住普济桥边的
爷叔袁成荣。

今年61岁的老袁在家门口有个
卖油墩子的小摊。建于宋代的普济桥
刚好位于古镇中段，更是上海地区保
存最完整、年代最早的单孔石拱桥。

在古镇“CBD”生活多年，他对古镇的一
草一木、一店一铺都了如指掌。

一碗新鲜的萝卜丝，加上一碗面
糊，老袁每天顶着冬日寒风制作着油墩
子。生意好时，一天能卖200多个。但
对于状元糕的消失，他显得有些无奈。

“关掉了。”老袁简短地回答，“以
前镇上是有状元糕厂的，现在关掉了，
也就没有地方卖了。”

对于金泽状元糕的踪迹，赵鹤鸣给
了我们一个既无奈又现实的回答。金
泽状元糕坚持采用传统的手工烘制方
法，没有引入大型机械生产，保持了那
份纯手工的温度与匠心。原来的小工
厂规模不大，仅由两排平房构成，内部
配备了炭炉，一切操作均需人工完成。

然而，遗憾的是，下一代“接棒”的
意愿似乎并不强烈，加之老一辈因年
岁已高而选择退休，不再继续制作。
因此，大约在两年前，古镇的街上就几
乎看不到传统的手工制作状元糕了。

其他老字号、老店铺面临的困境，
让赵鹤鸣更加意识到传承的重要性。
赵家豆腐店作为商务部评定的中华老
字号，不仅承载着家族的记忆，也肩负
着传承豆制品文化的使命。

“店名‘瑞蘭’是我爷爷的名字。”赵
鹤鸣说，赵家豆腐在创新上一直走在前
列，不仅保留了传统豆制品的制作技
艺，还不断研发新品，以满足现代消费
者的需求。他认为，豆制品行业虽然历
史悠久，但现代化程度并不高，需要更
多的创新和研发来推动行业发展。

如今，赵鹤鸣的豆腐甜品店受到
了年轻人的喜爱，他认为这主要得益
于健康饮食的潮流和年轻人对特定生
活方式的追求。他强调，大豆对于乳
糖不耐受的人群来说非常友好，富含
蛋白质且脂肪含量低。此外，店铺所
在的金泽古镇与赵家豆腐店的调性相
契合，既可以通过创新回馈本镇居民，
也能吸引游客前来打卡。

赵鹤鸣说，甜品店内的设计由他
一人操刀。比如，他借鉴了上海特有
的老虎窗设计，为空间增添了一份复
古韵味，“而当你走到河对面眺望时，
你会发现那些大窗外还巧妙地设置了
小重檐，这样的设计不仅美观，而且与
周围的环境完美契合。”一砖一瓦间折
射出的，是对传统韵味的坚守与匠心
独运的情怀。

魅力与瓶颈
去年8月的一个下午，来自上海

社科院的专家李宏利来到了金泽古镇
调研。他此次的调研聚焦于上海古镇
发展的瓶颈与对策。

“金泽是一个很特殊的古镇。”李
宏利说。金泽镇区域面积108平方公
里，是青浦区唯一与江浙接壤的乡
镇。在上海，面积一平方公里以上的
自然湖泊有21个，其中19个在金泽，
丰富的水系资源正是金泽成为桥乡的
重要成因。

在金泽镇沙港村，李宏利看到农民
的自建房宽敞而别致，拥有三开间的格
局，前方是雅致的小院，后方则是一片
广阔的院落，里面种植着各式各样的果
树，生机勃勃。“房屋前流淌着一条特别
宽阔的河流，我那天到的时候是下午，
阳光正好洒在水面上，波光粼粼，这简
直是神仙日子。”他充满感慨。

金泽古镇历史悠久，古称“白苧
里”，始建于唐宋年间，至今已有1300

多年历史，有“兴于宋，盛于元”之说，
相传昔日有“穑人获泽如金”，故得金
泽之名。延续至今的一年两次金泽庙
会，更衍生出民俗、饮食、演艺等丰富
多彩的地方文化。“金泽庙会”已于去
年被列入第六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扩展名录。

“你能想象吗？邻近省份的人会乘
船沿着河道聚集到这里。”李宏利介绍，
香汛期间，进香船只停满大小河道，各
庙香火旺盛，街道、庙会场人山人海，演
戏、宣卷、唱神歌、打莲湘、舞龙、舞狮等
各种民间娱乐活动汇集，各地来赶庙会
的小商小贩，遍及大街小巷。

破局的探索
“这样一个盛大的民俗庙会，面临

着传统难以保留的挑战。”他说。专家
通过问题梳理发现，瓶颈主要体现在
古镇建筑产权复杂分散，这不仅导致
资源受损，还造成管理困难与缺位。
同时与周边省份相比，上海古镇在民
宿建筑规模和夜游时间等方面也受

限，亟须整体规划以实现长三角一体
化的古镇运营模式。

上海金泽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经理
居晖也有相同的困扰。金泽古镇去年
成功创建了3A级景区，然而，若要向
更高级别进阶，居晖深知桥、河、庙所
蕴含的文化内涵尚不够丰富。如何吸
引游客停留驻足，同时又避免过度开
发，致使古镇陷入商业的窠臼，成为他
一直思索的难题。

金泽古镇中有一块区域，由于产
权原因始终无法对外开放。尽管这
块区域相对小众，却也让规划部门伤
透脑筋。此外，还有像原来的上海市
缝纫机厂这样的市级资产也位于古
镇内。古镇管理方虽然希望盘活资
源、开发古镇，但由于这些地段的产
权问题，因此感到十分无奈，只能等
待。

另一层隐忧是：古镇“更新”后的
同质化。“就好像现在上海郊区的网红

‘一尺花园’，各个古镇都有，它们开在
泗泾、高桥、新场和朱家角，到处都是

一个样。”李宏利说。而且绝大多数古
镇的商业形态比较雷同，如肉粽、蹄
髈、臭豆腐等相似的小吃，团扇、首饰、
丝绸等相似的小商品，古镇“长得”越
来越像。

他先后走访了金泽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景区办公室后也感慨，古镇管理
主体虽然希望避免这种情况，但由于
古镇管理方主导权小，业态难控，难逃

“同质化”命运。
如今，长三角一体化时代的到来，

也给处于长三角区域中心的青浦西南
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金泽将立足金
泽的特色，和朱家角、练塘等古镇协同
发展，更好地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的蓝图中。

因此在初步设想中，除了围绕桥
庙文化做好文章打造桥庙文化的展示
馆外，也将打造以赵家豆腐干为代表
的特色金泽食品展示馆，同时邀请一
些文化名家入驻开展文化讲坛，让游
客来了金泽之后，有古桥走、有故事
听、有美景看，更有体验与美食。

入冬的上海尽管阳光很足，但金
泽古镇附近的游客比起旅游旺季显
然少了很多。

在一家名叫“豆腐甜品专门店”
的餐厅，我们见到了00后店主赵鹤
鸣。作为赵家豆腐店第五代掌门人，
他已经在古镇上开了三家新型豆制
品店，豆乳烘焙、豆浆拉面、豆腐甜
品，豆腐被他玩出了花。

看看眼前的菜单：法式焦糖豆乳
布丁、红豆起士豆腐慕斯、大红袍豆乳
拿铁……这与印象中质朴的豆腐料理
多少有些反差。然而，无论是何种形
式的变奏，豆腐作为基础的食材，始终
保持着它独有的温和与细腻，默默支
撑着这些创意料理的灵魂。

作为脱胎于金泽的本土品牌，拥
有悠久历史的赵家豆腐，是全国豆制
品行业内第一家荣获商务部颁发的
中华老字号的豆制品企业。凭借其
独特的工艺和配方，百年来声名远
扬。如今，身为赵家第五代掌门人的
赵鹤鸣大胆创新，为食客带来了意想
不到的味蕾惊喜。

“我是个爱吃的人。”赵鹤鸣回忆
起在英国伦敦上大学时，出于兴趣在

甜品店、咖啡店兼职的经历。他表示，
在制作面包、甜品的过程中，发现其与
制作豆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做甜品
和做豆腐一样，都极为耗费体力，需要
精心制作，只有这样才能做出一份美
味的甜品。留学期间，赵鹤鸣对咖啡
厅文化和甜品产生了浓厚兴趣。

2023年，赵鹤鸣回到上海，一头钻
进厂里的实验室。两个月之后，赵鹤
鸣带着他的“研究”成果走了出来，一
家豆腐甜品咖啡店也应运而生。咖啡
和豆腐，一土一洋，赵鹤鸣却觉得两者
搭配相得益彰，“豆腐甜品比较清淡、
甘甜，咖啡相对浓烈，它们在口感上融
合会很好。”

谈及为何选择在此地开设创新
豆腐甜品店，他回忆道：“我们在这里
的时间比较长，到今年是130年。我
小时候就在厂里，有的时候我就会看
着我爷爷或者我父亲带着工人一起
生产豆制品，从浸泡黄豆到出成品，
这个过程大概要30多个小时。”他想
在这片充满过往记忆的地方“留下我
们的东西”。

《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栏目中
提道：“中国人用豆腐表达了自己柔

软变通的适应性。所有的这些，让一
粒黄豆得到了升华。”

老味道不仅是记忆的承载体，更
是烟火人家的象征。对于当地人而
言，赵家豆腐的独特风味极具辨识
度，一尝便知出自他家。除了成为当
地人的味觉记忆，赵鹤鸣也怀揣着为
更多顾客留下美好印象的愿景。他
透露道：“我们近期正在对产品的配
方进行改良，旨在保持原有品质的基
础上，结合现代人的口味偏好，做出
一些适当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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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泽古镇环境优美。 受访者供图

制图 李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