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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杨桥地方传统民俗文化，是常州、武进地区民俗文化中的一个有

特色的部分。杨桥民俗，源于杨桥的先民在开发杨桥的历史进程中先

后带来的原乡民俗文化，又在 880 多年来的传承中融合扬弃，创新发

展出的自己的传统。正是这样的文化氛围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勤劳勇

敢，坚毅朴实，富于开拓进取精神，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杨桥人。而

他们又不断丰富、推进着杨桥文化，使其成为常州、武进地方文化的

一支而熠熠生辉。

作为一本能让我们引起“乡愁”的读物，《杨桥古街》集杨桥地

方文化、历史史实和民间传说为一体，用朴素的笔调，把一种已经或

正在逝去的文化情结，留在了记忆中的家乡，将有魅力的乡土风情展

现出来，相信乡愁不会老去，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文化，并扎根灵魂，

产生吸引远方游子，呼唤他们的乡思、乡情、乡恋。毕竟，我们要留

住的，不仅仅是乡愁，更是精神凝聚力和文化的根源。

对社会各界来说，产生文化认同感，杨桥民俗文化是他们进一步

认识杨桥，走向杨桥最容易吸引、凝聚的纽带。但愿这本书在一定意

义上能起到这个作用。

对杨桥民俗研究的人来说，《杨桥古街》虽然对杨桥民俗只是进

行了一种粗线条的描述，但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人们关注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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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杨桥提供了一种基本的研究资料。但愿这本书稿以后，有更多更

好的杨桥文化专著问世。

和其他文化一样，民俗文化既有传承，又有演变；既有积极的因素，

又有消极的成分。认识传统，尊重传统，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上扬良除莠，

推陈出新，才有可能创造出符合民情的新风俗，显示出自己的特色。

杨桥正处在走向现代化的转折期中，传承和创新发展是现代杨桥人的

责任。但愿此书能给读者带来新的启发，新的思考。

杨桥梦想：老百姓的乐园，旅游者的天堂。

  　　　　　　　　　　　　　 中共杨桥村委书记　徐全海

2015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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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历史悠久，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水网密布，湖塘众多，村落三面环水，

南运河、朱家浜、太平浜河道呈 U 字形环绕，一头通向太湖，一头连结滆湖；

道路是北上常州府城、南下宜兴县城及湖州府城、西向镇江府金坛县的必经

之处，这种地形，具有“金钩扎月”的气势，是一块风水宝地。地理学家说是“独

特”；风水学家说是“神奇”；文人墨客看到的是“诗情画意”，生意人看

到的是“发财的商机”……

于是，880 多年前，思想家、理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子孙、走南闯北到

过很多地方经商的朱慥来到这里，他停留了下来，并决定在这里发展；于是，

常州的唐姓、苏州的徐姓以及蒋、刘、华姓等商界人士也来到这里；于是，

这里开始繁荣兴旺，成为了阳湖县和宜兴县交界地区的集市贸易中心。村落

里尽是商铺、当铺、茶肆酒楼，一时间人口达到数万人。商贾云集，到元末

明初时，这里已经成为经济发达的商埠。这里曾集中有饭馆、绸布庄、南北

杂货、国药、木行、竹器、银匠店、渔行、肉庄、染坊、糟坊、豆腐坊、木

匠店、茶馆、小吃店，甚至还有烟馆（鸦片馆）等各行各业商号店铺400多家，

其中的同仁堂药店、白虎堂茶馆、丁家堂粮行、陈万隆烟店、全盛嫁妆铺、

荣光客栈等老字号商铺更是名噪一时。这里水路交通极为便利，每天有常州、

无锡往返于宜兴、溧阳的轮船及不定期的班船来往，千余米长的石驳岸壁间

的牛鼻孔缆绳石结满了大大小小的船只。为了防止盗贼作案，老街四面街口

都设置了昼开夜闭的栅栏门，并雇佣专职更夫巡逻报点。村落繁华了，为了

/“金钩扎月”的风水宝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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