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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你

乌镇，你如此幸运，每天，数以万计素不相识的客人，

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走近你，读你，想你，醉心于你的小

桥流水人家。

读你，是因为你有可读的价值。读你，是因为你有可读

的魅力。

今天，当这么多人涌进乌镇，乌镇渐渐成为人们茶余

饭后的话题，外出旅游的首选，那么，读懂乌镇，理解乌

镇，便显得尤其重要，尤其迫切。乌镇是那么炙手可热，众

人青睐；而同时，我们也发现，一直没有一套全方位展示

乌镇人文历史的完整样本，可供来乌镇旅游、喜爱乌镇的

人阅读、品味。

鉴于此，由乌镇国际旅游区管委会牵头，会同市文联

等相关部门，组织人员，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启动，编撰了
一套“乌镇历史文化丛书”，共5册，包括《乌镇人物》、《乌
镇史话》、《乌镇胜迹》、《乌镇味道》、《乌镇民俗》，目前，即

将付梓。现在，我们可以说，阅读乌镇，有了一个好的向

导、好的文本，实可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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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乌镇，是一本厚厚的历史大书。阅读，从那座“六朝遗

胜”的石坊开始。当你走进乌镇，第一眼就看到了昭明太

子，看到了陈与义，看到了严辰，看到了茅盾，看到了木心

……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就立在古老的石坊前，人杰地

灵的乌镇，有了更直观的标记。从昭明太子读书乌镇而开

文运之始，千年以降，一代又一代读书人，走出乌镇，走向

世界，立起文学的标高，难舍乌镇的倒影。这套丛书之一

的《乌镇人物》，将给你一些提示，你可以去触摸人文乌镇

的前世今生。

乌镇，是一座活着的千年古镇。阅读，从那叮当作响

的青石板路开始，那古老的节奏里，看得到小镇深厚的历

史过往。走进乌镇悠长悠长的小巷，你会欣喜地发现，乌

镇从远古走来，谭家湾畔有人家，吴越路上留遗风，乌青

分治，萧梁陈迹，宛然府城气象，有丝竹江南，小桥流水，

往事如烟尚可寻，该是多么欣慰。这套丛书之一的《乌镇

史话》将牵着你走进小镇的历史深处。

乌镇，是最后的枕水人家。阅读，从那魂牵梦萦的双

桥开始，虹桥倒影，回眸凝视之间，莫名你就被感动，自然

地你就停下了行走的脚步，静一静心，随着《乌镇胜迹》的

描述，悄悄走进茅盾故居，走进风雨飘摇翰林第，也可以

走进曲径通幽的里巷民居，从乌镇的东南西北四栅，细细

地寻访朝南埭、廊下埭、财神湾，走进沈氏冶坊、厅上厅，

看适园变迁，读张同盛老宅百年兴衰史，读不完双桥遗梦、

沧海桑田浮澜桥。当然，走过桥巷时，不妨留心那一棵标志性

的唐代银杏，在修真观戏台前看一出“桐乡花鼓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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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乌镇，是个远近闻名“吃码头”。阅读，也可以从吃在

乌镇开始，走进乌镇，乐乐地经历一番寻味之旅。《乌镇味

道》引着你尝尝乌镇三味，还有一日三餐家常“杜”菜的滋

味，当然千万别忘了那一碗独步江南的乌镇羊肉面，还有

写满故事的姑嫂饼和定升糕……种种吃的意境，吃的味

道，尽你去品尝，江南佳丽地，便是这样的朴实又华丽。

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乌镇一地，有着极富地方特色的民间习俗。阅读，从

“乌镇香市”开始，高竿船、蚕花会，白莲塔上看戏法；茶棚

喝茶，摊头小吃，“救命豆腐干过烧酒”，摩肩接踵，人山人

海，好一幅清明上河图。《乌镇民俗》为你全方位地展示乌

镇一地的生产、生活、节庆、社会、娱乐等民间习俗，各种

新鲜花样尽可阅读，真是好。

毋庸赘言，让我们一起去阅读乌镇，感受乌镇！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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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谭家湾畔有人家

乌镇地处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杭嘉湖平原腹地。早

在 1 万年前，这里受长江、钱塘江冲击，已形成陆地。那
时，这里大小湖泊河汊星罗棋布，沼泽水草茂密，落英缤

纷。亚洲象、麋鹿、野牛、野猪等穿梭其间，河里鱼儿跳跃，

天空鸟儿翱翔，这里是动物的天堂。

乌镇，有实物可考的历史，要追溯到距今 7000 年前的
马家浜文化。东郊的一个叫谭家湾的水乡小村，便是乌镇

的文明之源。

谭家湾，典型的江南水乡。一只浜兜，两岸人家。现在

还住着 40 来户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然这已不是
他们唯一的生活，但种桑养蚕，耕田种稻的农耕生活还在

延续。这里虽然叫谭家湾，却没有一家姓谭的人家，村坊上

以姓沈为主，还有几户汤姓和赵姓的人家。只是在浜底头

有座石桥叫谭家桥，至于桥名来历，已没有人说得清楚了。

谭家湾浜兜多，一个连着一个。一湾湾静水，围着一

个个坟起的高地。高地离水面足有 3—5 米，种着密密麻
麻的桑树。桑基下一爿爿水稻田，春有布谷声声，夏有鹭

鸶栖居，鹧鸪秋鸣，野鸭冬游。这种杭嘉湖平原特有的桑

基圩田人工地貌，曾有专家称其为催生“吴越文化”、“鱼

米之乡”、“丝绸之府”、“财赋之区”的重要载体，也是先民

在土地利用方面的一种创造，更是建立合理的人工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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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开端。可惜的是，我们祖先几千年来耕作留下的农

业文化遗产，在近 10 年来的推土和造田造地工程中，几
乎消失殆尽。好在谭家湾是古文化遗址，所以这里的地貌

得以很好地保存下来。

就在这不起眼的高地下，深藏着 7000 年前的秘密，保
留着史前先民的足迹。7000 年前，这里就鹿群飞奔，象群
荡步，还有那犀牛惊起了飞鸟，野牛啃食着嫩草。田野水

草密布，稻香芬芳。我们的先民走进了这块原始沃土，在

这里繁衍生息。上演着一幕幕“动物大世界”和“人与自

然”。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这里地下的秘密一直被深埋
着。居住在这里的村民在生产劳作中，经常会在田间地头

捡拾到稀奇古怪的骨头，有的说是牛骨头，有的说是鹿

角，有的说是龙骨，村坊上还流传着这里曾生活过巨人的

传说。

1975 年冬的一天，村民们正在进行冬季农田水利建
设，几个村民在挖水渠时，挖出许多动物骨头和陶片等古

代遗物。当时的桐乡县博物馆派人赶到现场，经实地察看

后，初步认定谭家湾是一处属于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

类型的古文化遗址。

马家浜文化是因嘉兴马家浜而得名，其遗址位于嘉兴

城南 7.5 公里，距谭家湾不过十来公里。1959 年春，农民
在挖掘沤肥坑中，发现了大量的兽骨和陶片。浙江省文管

会与杭州大学历史系、杭州师范学院等 6 个单位组成的
考古队进行发掘清理，出土了一批具地方特色的陶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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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发现被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要闻录》，由此引起了

国内外考古界的极大关注。1975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专家
吴汝祚先生，在《考古》杂志上发表文章，率先提出了“马

家浜文化”的命名。1977 年 11 月，在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
新石器文化学术讨论会上，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等提出了

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多元论的观点，明确指出长江流域和

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民族起源的摇篮。会议确认以马家浜

遗址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早期文

化的代表，并正式命名为“马家浜文化”。一直认为黄河

是中华文明唯一摇篮的观念宣告终结，中华文化起源原

来是满天星斗。

被誉为“江南文化之源”的马家浜文化，它的分布范

围为太湖流域。东至东海，西达宁镇山脉边缘，北不越长

江，南不过杭州湾，以太湖为中心的水网地带。谭家湾遗

址的周边，马家浜文化类型的遗址极其丰富。方圆数十公

里内，东有嘉兴马家浜遗址，南有张家埭和罗家角遗址，

西有湖州洪城遗址，北有新塍吴家浜遗址。说明这里是太

湖流域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核心区域。

1978 年，谭家湾的文明曙光又一次被触摸。当时乌镇
公社砖瓦厂看中了这里的高墩，要在这里的高地里取土

制砖。为了运输方便，便从浮澜桥港开进来一条运输河。

眼看着遗址要遭到破坏，一村民立即向文保部门进行了

报告。这惊动了省文物局，赶到现场的专家在新开河断面

上采集到釜、罐、盆、钵、豆等陶器标本，还有较多的麋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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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水牛等动物遗骸。从采集到的陶器标本，根据出土陶器陶

型、陶质和夹蚌陶的大量出现，以及运输河开挖的剖面发

现的灰褐色斑点土文化层，进一步印证了谭家湾遗址是

一处文化层堆积厚、包含物丰富的马家浜文化中晚期古

文化遗址。

值得庆幸的是，这次运输河的开挖还没触及遗址的中

心部位。砖瓦厂的取土被制止，新开的运输河重新回填，

遗址得以保存，谭家湾又恢复往日的平静。

谭家湾遗址的二次触碰，提醒人们这里不仅是“江南

文化之源”，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它作为目前马家浜文

化类型保存最完好的遗址之一，2006 年 5 月被国务院公
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谭家湾遗址是全国最早人工栽培水稻的地区，也是世

谭家湾遗址于 2006年 5月 25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第
一
章

文
明
之
始

远
古
时
期
的
乌
镇

005



乌

镇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界水稻的发源地之一。先民用制作的骨耜耕种着水稻，水

稻种植不用挖得太深，甚至不挖，只要在冬天向田里灌上

水，来年播种期把水放干，直接在烂水田里播种。现在的稻

田免耕技术可能就是马家浜时期人类耕种的一种方法。

7000 年前的先民，从动荡不定的野居生活逐渐过渡
到村落定居生活。从出土的实物证明：他们不仅会采用

“积壤而丘处”的建筑方法，还掌握了榫卯结构的建筑技

术；他们开始学会纺织，解决穿衣，改变了赤身裸体的原

始状态；他们学会了制作陶器，用于生产生活，出现了社

会发展史上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这种分工促进了生产的发

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所以，当你重新站在谭家湾这块高地上时，你会觉得

7000 年离我们并不遥远。农耕技术，石器、陶器生产，定居
方式，对自然的崇拜，对美的追求……7000 年前先民留下
的灿烂文明，一直绵延至今，“鱼米之乡”、“丝绸之府”、

“文化之邦”的美誉无不继承着先人们的智慧和精神血脉。

谭家湾遗址出土的穈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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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墙里的秘密

墙里，是个小地名。这里住户不多，零散的几间民居周围

都是桑园，也有些插花地里围着苗木，显得郁葱葱。原先这里

有两多：一是浜兜多，二是坟墩多。老人们称这里为“九浜十

三坟”。

九浜十三坟、墙里，这里究竟有什么秘密，冥冥之中

似乎又会让你联想到什么？“九浜十三坟”，不是在告诉我

们这里是良与渚的组合？如果这一个个坟起的土墩是早

期城墙的一种形式的话，难道“墙里”真的围过城吗？四五

千年前，是这里一个个美好的水中小洲，逗引史前时代的

先民们在这里落脚的吗？这些疑问，带给大家的会是浮想

联翩。

杭嘉湖地区在没有人类的时候，是长江冲积出来的下

游平原，到处都是平地。先人为了生存，在跟自然的斗争

中总结了这样一个经验，就是把土堆成一个个土墩，墩上

建屋、种桑、修墓，墩下挖河防涝。当然，这些坟起的高墩

也印证了古人“天履地载，人羡天地不可穷极”之语。自马

家浜文化起，到良渚文化时期，这里的埋葬习俗就是采用

平地堆的无圹穴的葬式。然而，墙里的 13 个土墩到底是
什么，连长期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也不清楚。

直到 2003 年，这里被列为造田造地工程，为了增加土
地面积，村民们把一个个坟起的土墩推到几个河浜里。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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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挖，晚上还挑灯夜战。这些“行家”往往比文物部门的

专家信息灵，下手快。至于他们挖到了什么，村民们有的

不清楚，有的也不肯多说。

在 2007 年 4 月开始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文物
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发现了较多的良渚时期的陶片，

经专家确认这里确是属于良渚文化遗址。2010 年 9 月，桐
乡市人民政府公布这里为文物保护单位，命名为“墙里遗

址”。

良渚文化是分布于环太湖地区一支著名的史前文化，

距今 5300—4000 年。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和
文化命名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

镇，距乌镇有几十公里路程。良渚文化在我地比较丰富，

考古界已在浙江省发现过 300 多处，其中心区在杭嘉湖平

位于乌镇东郊双塔村的墙里遗址

008



原的余杭、嘉兴周围地区。近年来，在桐乡市南乡发现较

多，据统计有 80 多处。已发掘的遗址有普安桥遗址、金家
浜遗址、徐家浜遗址、新地里遗址等，出土各类文物 3000
余件。

其实在乌镇地区发现良渚遗址也不是意外，属于马家

浜文化的谭家湾遗址离墙里遗址不足 3 公里。在乌镇地
区，自从发现马家浜文化遗址之后又发现良渚文化遗址，

说明了人类文明在这一地区的延续与继承，预示着文明

时代的来临。

这一时期，经济生活较马家浜文化有明显进步。犁耕

是良渚文化农业耕作的主要方式，从耜耕农业发展到犁

耕农业，是中国古代农业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为夏代以

后的农业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

必然带来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各地出土的文物表明，良

渚文化已拥有陶器、石器、木器、竹器、丝麻纺织、玉雕以

及髹漆等多种手工业，而且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中，

以制陶业和玉器制作更为突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

占有重要地位。良渚先民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心灵创造

了辉煌，把良渚文化引向了文明时代。

良渚文化只差一步就可以进化为国家，然而就在这道

门槛前，良渚文化却衰落了，其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谜。一

种说法是海侵和洪涝摧毁了良渚社会；还有一种说法是

出现了战争使之消亡。但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更

愿意相信良渚古人没有走远。也许，墙里遗址深藏着秘

密。但愿在这里能找到良渚文化留下的蛛丝马迹。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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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乌镇的这些史前文化遗址，足以证明乌镇境内有着光

辉的史前文明。

三、回首吴越路

翻开历史，在 2000 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乌镇曾是
吴国与越国的边境。明代《乌青镇志》有载：“镇周属吴，吴

戍兵备越，名乌戍。”

“乌戍”作为乌镇的古名，至后的文人墨客在诗词歌

赋中仍然引用。清代知名学者杭世骏在他的《过乌镇》诗

中写道：“苍凉西北栅，六邑一湾通，远树归帆隔，斜阳戍

垒空。风流思九老，鹪 倚孤篷，回首吴趋路，荒荒有朔

风。”清代乌镇进士陆以湉认为，杭世骏这诗对乌镇的描

述最为恰当。

屯兵之地，兵营所需的粮草、武器装备、运输工具一

样不可少。可见乌戍之地，早在春秋已是军事重镇，这一

带的农业、手工业和市镇都有一定水平，才可以为军队提

供给养和保障。

在那个“强凌弱，众暴寡”的年代里，各诸侯都想称

霸。春秋后期，吴越两国的关系经历了从盟友到敌人的演

变。在公元前 601 年，吴、越同入春秋，起初都是楚国的盟
国。后来在晋国“联吴制楚”，楚国“助越伐吴”的战略影响

下，两国纷争渐起，争战不断。两国边界，亦受战争的结果

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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