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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你穿越濮院古镇

黄亚洲

我在濮院古镇生活过 5 年，若是连头带尾算的话。

我的 26 岁至 30 岁的步履，踏在了这个古镇的弯曲逶迤的青石板小街

上。下雨天，水花就会随着几块摇动的青石板溅湿我的裤腿，使我的青春岁

月加倍湿润。

当然，那是一段属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日子。虽然所在单位已经不

是“乡”而是“厂”，全称叫作“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濮院丝厂”，并且这个

新建的厂子很快就由于“兵团”的撤销而整体移交给了桐乡县。

因为濮院镇属于桐乡县。

桐乡县出过的名人有茅盾，还有丰子恺。前者生于乌镇，后者生于石门

镇。

乌镇、石门镇与濮院镇，都是坐落于典籍之中的弥漫着历史青苔的古

镇。木橹咿咿呀呀摇过这些古镇的时候，泛起的涟漪都是宣纸上的墨渍。

那些年我只留意过遍及全镇的石头花纹，以及老房子檐头壁脚的雕饰，

没有去系统了解镇子的古老程度，再说那年头也无法看到镇志。我并不了解

这个镇子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草市”，称作“槜李墟”，范蠡拖着美女西施就

是在这里转来转去的；也不知道随宋室南渡的著作郎濮凤就择居这个遍植

梧桐的乡村，他的濮姓后来就成了镇姓，“凤栖梧桐”成了这个古镇的图腾。

那些年我在丝厂从事宣传文化工作，苦乐牵于本厂出品的“白厂丝”，只

大体知道所在的古镇与丝绸历史渊源很深，“日出万绸”的“濮绸”曾经名动

天下；但并不了解“濮绸”的起源与它后来的绵长足迹，不知道是濮氏家族中

最具远见的经商奇才濮鉴在市中构居开街，设立了丝绸贸易市场，完善了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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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生产与销售的产业链，使远道而来的客商免却羁泊之苦，让古镇有了“永

乐市”的美名。

当然，后来，“濮院羊毛衫市场”更使这个古镇突然扬名整个当代中国，

仿佛这个小桥流水的江南古镇竟是一片无际无涯的大草原，多少羊群在这

里出没。这当然又是经济中国的一个当代传奇了，甚至是一个当代神话。这

一传奇或者神话终于彻底改变了一个古镇的风貌与地理，直至激得今天的

文化人要时时发出“抢救古镇”的呼吁。

幸亏古镇的历史还在。

幸亏这一久远的值得细细品味的历史，在青苔与蛛网的卫护下没有丝

毫受损。

当然需要文字上的发掘。

我们需要文字让这个古镇从源头上完美地站起来，让当代人欣赏到她

风貌的整体性。我们知道这种历史的欣赏也将关联到她未来的经济发展与

文化发展，意义很大。

当然，这一文字的发掘需要特别的认真与严谨，甚至需要文字本身的优

美与精良，文字最好也能带有江南的那种湿漉漉的温润之感。

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王立与其夫人陈滢很好地完成

了这一任务。他们访古寻踪，探幽析微，以一个家族、一匹濮绸、一件毛衫为

切入点，以散文笔法，串起了一粒粒散佚在历史深处的珍珠。

显然，他们的裤腿不仅被历史深处那几块摇动的青石板所溅湿，也被当

代的商品大潮打湿。他们辛苦地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而且做得相当优

美。

我们知道，濮院一向有修志存史的传统。自明清两代到民国时期，共有

志书 15 部问世，今虽散佚过半，但是留存下来的志书仍起到了文化传承的

桥梁作用。就这个意义而言，这本《人文濮院》也是很好地承接了濮院古镇的

人文历史，算是一次“无缝接轨”，可以成为濮院百姓认识家乡的文史普及读

本，也是濮院以外的人们了解这块土地的珍贵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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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就建议你的脚步走进书页，去踩响那条音乐般的青石板小路，

建议你在运河、石桥、古屋、大树、茶肆、客栈、灯笼与绵绵细雨中品尝历史，

并且在运河的越来越急骤的流速中，遐想古镇的未来。

在你走出这本书的时候，你一定会说出“不虚此行”的断语。这是肯定

的，就像我在这个古镇生活过 5 年的感觉一样。

写于甲午春日

（序言作者为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影视委员会副主任。

曾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六大代表、第六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第六届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鲁迅文学奖得主。）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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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吴越春秋槜李墟

就人文渊薮而言，濮院之于桐乡市境各镇，可谓翘楚独秀，溢彩流芳。

濮院地处水网密布的杭嘉湖平原，由于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气温适中、

雨量充沛、空气湿润，

适宜人类居住，故先民

在这一带区域繁衍生

息，围圩造田，堆土栽

桑，粮食、果蔬自是充

盈，先民的生活自得其

乐。濮院镇南的张家埭

遗址，专家根据遗址地

层和出土陶片的综合

研究分析，确定属于马

家浜文化类型，距今已有 6000多年的漫长历史。
以“濮院”之名成为建制镇的历史，其实也只有 500多年的时光，是一个

相对年轻的古镇。

南连长水、北枕运河的濮院，宋、元两代为嘉兴与崇德两县共辖。嘉兴的

永乐市、崇德的梧桐乡，即为濮院的前身。明宣德四年（1429）后，始成濮院
镇，由秀水县、桐乡县共辖。新中国成立后，行政区域重新划分，濮院镇由桐

乡县管辖。

而往历史深处追溯，濮院则是春秋时期名叫御儿的一个草市，古称槜李

墟。

濮院的乡村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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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过草市忆西施

几处天边见新月袁经过草市忆西施遥

娟娟水宿初三夜袁曾伴愁蛾到语儿遥

唐代诗人徐凝自长安归隐故里睦州时，夜经语儿草市，看到一弯新月浮

在天边，顿发思古之幽情，遥忆西施之倩影，吟得一诗《语儿见新月》，以寄情

思。

唐时的语儿草市就是春秋时代的槜李墟、今天的濮院镇。《濮川所闻记》

曰：“嘉兴县语儿乡在今崇德县东郭下，故凡咏语溪者多指石门，独唐徐凝

《语儿见新月》一绝，有‘经过草市忆西施’之句，则吾镇之称语儿有自来矣。”

徐凝的七言绝句，把我们的思绪拉到了 2500多年前鼓角争鸣、刀光剑
影的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末期，在东周列国此消彼长的争霸烽烟中，居于江南的吴越两国则

相继崛起。兵强马壮的吴国欲称霸中原，相邻的越国无疑成了难以消除的后

顾之忧、心腹之患。反过来，对于蠢蠢欲动，以图扩张领土的吴国，越国绝对

不会无动于衷。这样一个尖锐对立的利益矛盾，渐渐演变成了两国间的生死

之战。

鲁定公十四年（前 496），吴王阖闾领兵亲征攻越。其时，越王允常已死，
其子勾践继位。吴越两国精兵强将对阵于槜李，展开了生死搏杀。我国古代

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在《春秋》中记录了吴越两国

的槜李之战：“五月，于越败吴于槜李。”

与孔子同时代的春秋史学家左丘明在《春秋左氏传》中对此作了生动的

描述。吴伐越时，面对整齐强大的吴军，越军敢死队两次攻战，而吴军不乱，

后驱使死囚排成三列，呼号自杀于阵前。由此可以看到，勾践后来之所以能

够以小搏大、战败吴国，盖因其善谋、残忍之性也。吴军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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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血腥战法，一时分了神，越军乘机杀入，吴军大败，溃不成军。一代霸主吴

王阖闾被越国名将灵姑浮击伤脚趾，夺去一履，在仓皇溃退中，卒于距离槜

李七里的“陉”。

当孔子、左丘明把“槜李之战”记录于史籍之后，“槜李”之名从此被列入

了史册。

嘉兴的前身为“槜李”，槜李城这座城池，按照嘉兴最古老的志书《至元

嘉禾志》记载：“槜李城在县南四十五里，高二丈，厚一丈五尺，后废。按旧经，

故战场在县南四十五里峡谷中，即秦长水县古槜李城也。”

时至今日，槜李城不仅没有任何遗迹可寻，就连确切遗址，今亦不可考，

只能在故纸堆里费猜详。清乾隆年间沈廷瑞在《东畲杂记》中写到濮院有座

槜李亭：“今有槜李亭，在梅泾西四里，向有草庵，相传此名。”古代的交通要

道，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长亭。自梅泾向西四里的凉亭，既以“槜李”命名，当

与槜李城具有密切的地域关联。濮院之所以被称为槜李墟，可以确定的是距

离槜李城不会遥远，是槜李城

的近郊，或许近在咫尺。

清代陈曾祉《濮川旧迹》

诗有序云：“吾里在春秋时属

槜李，吴越往来孔道，盖即战

场地也。”吴根越角的槜李墟，

处在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在

吴越两国长达 37年的兵戈相
向、鏖战厮杀中，经历了残酷

无情的战争洗劫，注定会发生

名载史册的历史事件。

如西施与范蠡的故事，在

濮院民众代代相传的演绎与

传说中，成为古镇遥远的历史 老街的石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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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处一抹温情亮丽的彩虹、一个历久弥新的传奇。

而在濮院流传的西施佳话，通过一枚名果、一匹绣缎，得到了生动的体

现。

作为一个绝代美女，在兴越灭吴的历史洪流中，西施被推上了历史舞

台、推进了政治中心，成为越国横空出世的超级红粉间谍。

西施与郑旦受命忍辱负重、以身许国，在越都会稽接受歌舞、步履、礼仪

的专业训练。3年后，一双绝色美女既歌舞翩跹又礼仪得体，举手投足之间尽
显华丽富贵。勾践便令上大夫范蠡护送西施、郑旦，献美于吴。香车宝马、晓行

夜宿，很快来到了吴越边境槜李城下的槜李墟。

因为一路上鞍马劳顿，纤弱的西施到了槜李墟后，心口病又犯了，食欲不

振，随行医护束手无策。当时，槜李墟一带出产名果槜李，那果子皮色紫红，密

缀白色果粉，晶莹剔透、圆润饱满。范蠡在集市上买了一筐槜李回到寓所，病

恹恹的西施一看到槜李，就心生欢喜，以指甲在槜李上轻轻一掐，顿时果汁香

溢，舌尖生津，遂双唇一吮，感觉香如醴，甘逾蜜，这琼浆玉液，沁入肺腑。西施

从未品尝过如此佳果，心情舒畅，胃口大开，一连吃了好几枚槜李。待西施吃

完了一筐槜李后，其病不治而愈。

一筐槜李救西施。当李之极品与美女西施奇异地联系在一起之后，便催

生了连篇累牍、代不绝书的槜李文化。

槜李果顶微凹之处，有一形似指甲掐过的爪痕，据传这就是美女西施留

下的印记。清代文学家朱彝尊曾为槜李作诗：“听说西施曾一掐，至今颗颗爪

痕添。”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作为一个出生于嘉禾秀水的文
人，他掩饰不住对槜李的情有独钟与万般喜爱，继而挥毫撰写《槜李赋》，称槜

李乃北斗七星中的第五星“玉衡星”精气所化，此说来源于《春秋运斗枢》：“玉

衡星散为李。”在这篇赋中，朱彝尊如是写道：

传诸故老袁一事矜奇袁遇入吴之西子袁胭脂之汇舟移袁经纤指之一掐袁量心

赏之在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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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所说的胭脂汇，就在古镇濮院。西施赴吴途经槜李墟时，寓住在

百丈河边，每天凌波妆洗，倾脂水于河，河流转弯处，即名胭脂汇。西施悠闲

地泛舟于胭脂汇，纤指一掐，品尝槜李，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情趣图景。

西施病愈后，槜李墟的百姓始知美人莅临，纷纷慕名前来西施寓所，一

睹美人风采。在与槜李墟百姓的寒暄中，范蠡、西施与郑旦忽然听出了方言

语音的不同。槜李墟是吴语区，吴语柔软，而越语生硬，原以为演习 3年已接
近吴语，没有想到差距还是相当大。西施与郑旦负有复国重任，如有语言障

碍，恐怕无法取悦吴王，难成大事。槜李墟的姑娘们得知后，自告奋勇担任

“老师”，在梅泾之畔教习西施、郑旦学吴语。很快，两个美女学得了一口道地

的吴侬软语。

然后，西施一行与槜李墟百姓依依惜别，自梅泾乘舟，自幽湖出长水古

道，北上赴吴。

少女西施渐渐远去的美丽倩影，成了槜李墟百姓铭记恒远的旧梦。后

来，古镇百姓为了纪念西施，在西施下船之处建了一座石拱桥，时名“语儿

桥”。又在西施学习吴语的语儿溪边，盖了“语儿亭”。

范蠡携西施再次来到槜李墟，已是越王雄霸吴越、欲图一统中国之时。

其时，范蠡已过知天命之年，依然风

姿挺拔，西施已是美少妇，依然倾国

倾城。

作为“治国良臣，兵家奇才”的范

蠡，功成名就之际急流勇退，源于他

对于帝王政治具有高度的警惕性与

敏锐的前瞻性，这可以从他后来写给

文种的信中得窥一斑：“飞鸟尽，良弓

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

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

去？”（《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所以，
范蠡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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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为上将军的范蠡，决然向越王请辞归隐，勾践哪里会想到范蠡能弃荣华富

贵而去？“越王恻然，泣下沾衣。”他伤心得居然泪湿衣衫，且对范蠡威逼利

诱：“公位乎，分国共之，去乎，妻子受戮。”然而，范蠡丝毫不为所动，“乃乘扁

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适”。《吴越春秋》所描述的这一幕十分精彩。

范蠡既去，勾践自是无奈。后来，勾践果真容不下复国功臣，赐文种属镂之剑

自刎，直让后人惊叹范蠡之先见之明。

范蠡之潇洒转身，连唐代诗仙李白都羡慕不已：“何如鸱夷子，散发棹扁

舟。”（《古风》第十八首）

“人莫知其所适”的范蠡其时带着西施悄悄地来到了槜李墟，居住在古

镇幽湖之南，其地有范蠡曾经领兵训习的“藏兵坞”。后来，范蠡与西施的住

处，当地百姓称为“范蠡坞”，其北有“洗足滩”，传说是西施、范蠡洗脚处。按

《濮川所闻记》云：“相传月明之夜，犹有美人出没于其际。”这个记载颇有意

趣。

在这段日子里，范蠡与西施在曾经寓住过的百丈河边小楼，开了一爿绸

庄，由范蠡设计图案，西施织

锦刺绣。当年，西施在寂寞的

吴王宫中，以习苏绣打发时

光，心灵手巧的西施掌握了

一手苏绣绝艺。范蠡与西施

的天作之合，使绣缎具有“图

案秀丽、构思巧妙、绣工细

致、针法活泼、色彩清雅”的

苏绣神韵，所以范家绸庄生

意兴隆，财源滚滚。范蠡牛刀

小试，已露商圣峥嵘。

槜李墟的姑娘、少妇成

群结队来到绸庄，向西施讨西施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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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刺绣手艺。范氏夫妇待人真诚热情，细心传艺，毫不保留，使得古镇女子皆

习得刺绣好手艺。

然而，好景不长。越王勾践的探子获悉范蠡、西施隐居在槜李墟后，向勾

践告发。勾践对范蠡本就深怀戒备，放心不下，欲除之方心安，立即发兵缉捕

范蠡、西施。这时，范蠡已带着西施远遁他乡。

槜李墟的百姓是极富人情味的。他们把范蠡与西施居住过的小楼称为

“西子妆楼”，楼下的石桥改名为“妆桥”，桥下的小河就是“胭脂汇”。

所有的传说，都是历史的演变，具有历史文化的蕴含。对于濮院而言，西

施、范蠡的传说，是温暖了古镇子民 2500多年的文化情韵，是一个相传永远
的心灵图景。

二、芳踪千载共凭吊

西施昔日妆楼犹存，范蠡泛舟幽湖尚在。

然而，这是很久以前的景象了。

濮院镇东南的幽湖，是范蠡功成身退后携西施出五湖隐居生活的地方，

幽湖之南、殳山之北，旧传有范蠡坞。历史上的幽湖，因为“澄泓沆漾，幽不可

测”，景色极为秀丽，乃古镇名胜。至元、明两代，濮院镇上的富豪家族纷纷在

幽湖四周建筑庭院，风雅名士乘坐楼船画舫，琴声悠扬，诗酒流连。清代中叶

以后，京杭大运河陡门段筑坝堵水，幽湖失去了活水之源，逐渐淤积，成为沼

泽地。沧海桑田，今日的幽湖已无影踪可寻，早已变成了田地与村庄。

幽湖之东国界桥一带的南北草荡，现属嘉兴机场范围内，旧时为濮院东

郊。南北草荡辽阔荒芜，其中有条河，名“九里港”，有国界桥横跨南北。现存

的国界桥，系清朝嘉庆十六年（1811）重修，为石柱三孔平板抬梁式石平桥，
桥身中央刻有楷体“国界桥”三字，桥身两面有楹联，东镌：“星映斗牛临鹊驾

地连吴越判鸿沟”；西刻：“披莱远溯夫余泽 端委常存泰伯风”。石桥两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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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妆桥冶遗址的义路街

桥墩内壁凿有石像

两尊，北为吴王夫

差，南为越王勾践，

寓意各尽守卫疆土

之职。

古镇区域的胭

脂汇、西子妆楼、西

子妆桥、语儿桥、语

儿亭等西施遗迹，

相继湮灭了。

我们曾按图索

骥寻找西施古迹，在义路街口的杨氏屋基边找到一块石碑，如今依稀可见

“古妆”两字，其下已埋在水泥中了。这是古妆桥的遗址。元代中期的皇庆年

间，濮川富豪濮允中在这百丈河的西子妆桥右复建了西子妆楼。元代中期的

皇庆年间，濮川富豪濮允中在这百丈河的西子妆桥右复建了西子妆楼。这座

精致华丽的西子妆楼，因为有了西施的传说，当时成为宴游胜地、濮镇名景。

至元末，西子妆楼犹在。当时，寓居濮川读书的名儒宋濂曾在一个清晨登临

西子妆楼，看到旭日东升，映红了妆楼，顿时诗情满怀，赋诗《妆楼旭照》：“晓

云一带舞衣轻，脱体风流最惜卿。莫道故人心不见，半帘春色露倾城。”

600年之后的今天，只能从流传下来的诗文中追寻昔日的西子妆楼了。
而那条“胭脂汇”的小河，废河成道后，称“小脂汇”，南通集庆街，北达义

路街，东至南横街，西接固安桥街。

自“妆桥”遗址出来，眼前是一条名为“凯旋路”的通衢大道，自东向西，

商铺林立，人流汹涌，颇为繁华。

避开喧嚣的车水马龙，过东沿永乐路向南，再自万兴街向东，进入一条

小巷，渐渐地寂静起来，出现在眼前的便是闻名遐迩的语儿桥，今称女儿桥。

语儿桥横跨南市河界，南北苏浜之间，即古梅泾港。春秋时东为吴、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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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乃两国交界处。桥为单孔石拱桥，花岗岩石筑成。桥西堍有壕门一道，据说

是 20世纪 30年代晚期侵华日军修筑，昼开夜关，以限制两岸百姓往来。
沿着石阶走上桥顶，两侧皆施石椅，桥顶望柱浅雕如意头，拱圈石以纵联

分节并列式砌置。在石雕座椅悄然落座，南北河流、东西街巷尽收眼底，心中

油然而起的，是思古之幽情。

语儿桥由来已

久 。 南 宋 德 祐 中

（1275—1276），里人
濮振重建语儿亭，并

修葺语儿桥。清嘉庆

二年（1797）重修语儿
桥。

据历代濮院地方

志记载，语儿亭、语儿

桥的来历是，《濮川志

略》记云：“濮氏嫁女泾东，特筑是桥，以利往来，故称娜儿桥。乡人呼女为娜。”

清乾隆《濮院琐志》记载：“语儿亭，在梅泾上语儿桥左。越王夫人入吴，产女于

此，三年归国，女已能言，故创此亭。盖指今之娜儿桥也。”《濮川所闻记》记曰：

“春秋时夫差督兵拒越，此地有生子能言者，因名。”

而把语儿桥、语儿亭与西施的故事相联系的，是濮院的民间传说，平添了

人文韵味。

语儿桥东堍北侧的语儿亭，民国《濮院志》记已“久毁”，究竟毁于何时，没

有详考。清代濮起作诗《语儿亭》：

语儿桥畔语儿亭袁闻说雕栏绕绮棂遥

吴越兴亡成往事袁只今惟见草青青遥

而语儿桥犹在，足可让后人寄托怀古追远之情。语儿桥已落寞荒凉，历史

故事却鲜活如初。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西施与范蠡的情结，是永远挥之不去

语儿桥袁今称野女儿桥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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