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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乡村与古镇都是有生命的。
位于浙江衢州江山市清湖街道的清湖古镇，从

有人定居开始算起，已有 3600 多岁高龄。穿越千百
年的历史风云，如果它会说话，会不会问出那个终极
命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

物质丰裕的当下，精神叩问显得尤为迫切。从
杭州临安区上田村揭开第一座文化礼堂面纱开始，
浙江纵深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让农民群众身有
所栖、心有所寄。过去十年，浙江持之以恒力抓这一
民生工程，实现了500人以上行政村全覆盖。

2016年，清湖古镇上的清湖三村文化礼堂建成并
投入使用，陆续登场的是各色文化文艺活动。乡贤汇
聚、书院复兴，尘封中的码头文化露出光芒。在这一束
束光芒的指引下，清湖古镇追根溯源，重新找到出发的
力量。

一座礼堂如何改变一座古镇？这个物理空间上
的文化阵地，又是怎样重构村民的精神空间？

消逝的古镇？

13 年前，吴拯修是悲观的。他在《消逝的故乡》
一文中哀叹：“我终于发现，我已经失去了我的故乡，
准确点说，我的故乡，我儿时的故乡，已经彻底地消
逝了。”

1944年，作为徽商后代的吴拯修降生清湖，后来
一直在外求学、工作，直至退休。偶尔回乡时，“家乡
空巢衰败，母亲河水薄身瘦”，总让他“想要大哭一
场”。对他而言，清湖古镇不仅是生他养他的家乡，
更是非同寻常的意义所在。历史上，这里曾有过无
与伦比的繁盛与辉煌，孕育出厚重的码头文化、船帮
文化、商贸文化，以及崇文重教的精神底蕴。

有多繁华？鼎盛时，清湖古镇有码头 17个，“三
千轻帆归烟蒲，十万挑夫上仙霞”，繁盛甲于县城，近
代繁华如小上海。南来北往的货船如织如梭，数不
清的商户、船工、挑夫围着堆积如山的商品熙来攘
往；街市中，“三缸六场、八坊九行、十匠百店”，商店
如林，车水马龙。

这与古镇的坐标密不可分。民国以前，水路是
中国贯通南北最重要的命脉。清湖所在的位置，正
是清初学者顾祖禹笔下的“浙闽要会”，自码头上岸
后，沿仙霞古道行走 120多公里，即可到达福建浦城
南埔镇码头，然后顺南浦溪汇入闽江水系。

清湖街道原党工委书记余丰曾就挖掘清湖码头
文化，给吴拯修出了四个研究题目，第一个就是，“海
上丝绸之路”中清湖的历史方位。当查阅大量文献
资料后，吴拯修得出结论：随着漳州、厦门出海口岸
的开发，清湖码头是一条联系陆海丝绸之路不可或
缺的黄金通道。以漳州、厦门为中心，清湖码头、仙
霞古道与钱塘江、闽江一起，组成了东南海港海上丝
路的内陆运输线。丝绸、瓷器、茶叶、桐油等物资由
此源源不断运往东南沿海港口。

因水而兴，也因水而衰。民国后期，随着公路铁
路的修建，水上运输减少，清湖码头的通衢地位自然
不断被削弱，加之两度历经日军劫掠火烧，元气大
伤，自此失去了往昔繁华，一蹶不振。

很长一段时间，古镇几乎被遗忘。街巷里门可
罗雀，村民皆外出谋生，少有人关注。本世纪初，著
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曾带着
学生罗德胤来此，挖掘历史文化，写下了《清湖码
头》，编入“仙霞古道”系列丛书。可学者们来了又
去，古镇复又归于沉寂。

直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古镇终于迎来机遇期。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海上丝绸之路”频
频引发关注，古镇的价值重新得予正视。从清湖三村
落成文化礼堂，到村歌村晚的“出圈”，再到被列入省级
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和利用项目后，通过拆除辅房、三线
下移、立面修复、节点打造等，曾经被誉为“半街两院
士，一埠五商帮”的上街重新亮相，盐埠头之四个分码
头、进闽入赣的两条古商道同样再入视野。清湖三村
在历史文化村验收评比中获全省第一名。

古镇之“魂”，重在以文传承。文化礼堂是载体，
也是阵地，牵引出古镇的历史文化，召唤着漂泊在外
的游子，点燃着人们的精神内核。当清湖三村党支
部书记谢小荣的电话打来，吴拯修不顾年迈欣然回
到家乡，饱蘸深情写道，“爱你不需要理由，我的清湖
老街啊，总是让我魂牵梦绕！”

村歌村晚“出圈”

白墙灰瓦，高高扬起的马头墙，大门上方绘有全
省统一的红底白字 LOGO（标志）。700 平方米的文
化礼堂，占据了清湖三村村委会大院的核心位置。
这是一座典型的徽派建筑，曾经的身份是祠堂，是电
影院，是办公用房，如今是文化地标。

礼堂的大屏幕上，会时不时滚动播放村歌《丝路
清三》的演出视频。“千帆竞渡走钱塘，万商云集下苏
杭。六百里水上啊丝绸路，从清溪码头扬帆起航；千
夫挑担出仙霞，万宗货物入东南。七百里咽喉啊通
商路，从航山脚下举步丈量……”

谢小荣至今还记得 2018 年参加全国村歌展演
决赛时的情形。“竹竿山上采的，箩筐家里拿的，身
上的长衫我自己买了一件，斗笠蓑衣是从村里众筹
来的……”说着说着，他自己都忍俊不禁。

“词好！曲好！让人看到了清湖古镇的历史与
繁华，也勾起了我儿时在清湖外婆家生活的回忆。”
毛向阳是当时的初赛评委，作为国家一级演员的他
听完后，如同挖到了宝贝，可又有担忧，“这样参加比
赛不行啊，没有表演，没有设计，粗糙得很！”

初赛胜出后，毛向阳主动联系上谢小荣，表明了
自己“清湖外孙”的身份，主动请缨担当村歌的指导
老师。“当时我跟谢书记说，你必须上去表演，这样才
能带动大家。”于是，这边毛向阳重新精编精排村歌，

那厢谢小荣干劲十足，跑到村民家里动员，给人家
“画饼”——“参加表演，就能上报纸上电视！”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决赛时，《丝路清三》已
有了主唱，加了朗诵环节，还召集了20多位村民上台
表演。他们中，有的手持竹竿扮船夫，有的背驮布袋
演挑夫，将“三千船夫、十万挑夫”的码头景象演绎得
淋漓尽致。最终，这首村歌成为“黑马”，斩获“全国
村歌十大金曲金奖”。

“能够夺冠，我们还是有点小骄傲的！这也更说
明清湖古镇的历史文化不一般！”回忆那段过往，谢
小荣至今仍兴奋不已。在他看来，这更像是一次心
灵涤荡，如同穿梭回古镇的历史，开始唤醒内心深处
的情感记忆。“说实话，大部分村民跟我一样，对家乡
的认识是一点点加深的。”

村歌一炮走红后，2019年春节，衢州市首届农村
文化礼堂村晚落户清湖三村。各县市区选送的歌
舞、说唱、小品、非遗项目展示等精品节目轮番上阵，
农民演给农民看，古镇的春节许久都没这么热闹
过。愈加丰富的文化活动充盈着村民的精神生活，
也牵动着常年在外的“清湖卸倪”们的视线。

在江山，“清湖卸倪”是一个特有称谓。清湖最
初以码头立镇，年轻人长期与水与商打交道，加上儒
商文化、船帮文化和挑夫精神的熏陶，一代又一代逐
渐形成聪明、活络、擅闯荡的性格，被四周乡里称为

“清湖卸倪”。
余丰在清湖街道工作了七年，对清湖历史如数家

珍，“改革开放后，清湖开始发展地弹簧产业，‘清湖卸
倪’聪明能干、肯吃苦，那时全国70%的地弹簧都产自
清湖。后来，该产业由于缺乏引导，逐渐衰落。当地人
又把眼光投向了注塑、消防行业，把生意做到了天南海
北，能干的人跑出去了，留下的都是老幼弱小。”

因为文化礼堂的出现，大家似乎又都归巢了。“这
是2018年，我们乡贤会的荣誉主席祝瑜英撰写的。”指
着墙上的《振兴清湖历史文化街区倡议书》，谢小荣说，

“朗诵这封倡议书，是每年村晚的必备环节。不瞒你
们，我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每次都能给听哭，在场的村
民无不动容。”

“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我们争得了千年
辉煌，但近半个世纪以来，清湖风光不再，一步步边
缘化、空心化，她像一个年老的母亲，衰败了……”

“古镇已沉寂了半个多世纪，若再不复兴，等我
们这辈人逝去了，就无人知道她的过去，我们的祖功

宗德将被历史遗忘……”
“凡清湖乡亲要鼓起振兴清湖的信心，行动起

来、人人参与‘说清湖历史，扬祖宗美德，兴清湖文
化，育清湖卸倪’的活动……”

诵读声久久回荡，连起了古镇的前世与今生，也
连起了村民与游子的心。

乡贤的文化力量

不久前，一场“谈清湖古天”的讲座在清湖三村
文化礼堂举行。

讲台上，祝瑜英从一张清湖古图开始，用通俗易
懂的聊天方式，把历史上的著名景点、庙堂祠馆以及
相关联的历史名人娓娓道来，讲历史人物，讲辉煌历
程，讲商帮、讲船帮、讲挑夫文化，还有“清湖卸倪”敢
闯擅闯的精神、清湖人崇文重教的家风、诚信经营的
为商之道。引人入胜，掌声如雷。

“这几年，文化礼堂办了很多活动，乡贤写书出
书、办讲座、开培训班，用学识、专长、技艺和文化道
德力量影响乡民、反哺家乡，挖掘清湖历史，传播古
镇文化。”谢小荣半开玩笑地说，“要不是乡贤，我都
不知道原来清湖这么有文化。”

在清湖码头乡贤榜上，几十位乡贤的简介赫然
可见。汪东林、刘善余、周浩敏、祝瑜英、吴拯修、周
正平、程逵鹏、邵则志、周荣诰、祝新源、柴俊树、周光
星、周碧芳、毛向阳、王天鸿……曾经他们身份各异，
有全国政协委员、官员学者、诗词学会会长、作协会
员、中学老师等，如今身份一致——弘扬文化、振兴
古镇的新乡贤。

严格意义上，祝瑜英祖籍并不在清湖，其父亲在
这里经商创业，并养育了兄妹六人，她将此地视作故
乡。正是抱着这种情感，当谢小荣登门时，祝瑜英欣然
应允，还与丈夫——书法家、雕刻家程逵鹏，以及众多
文化老友，共同组建起清湖码头乡贤会。紧接着，恢复
成立清湖书院，创建清湖文学馆，文化名人、艺术爱好
者、当地群众共建共享，在此交流、创作、展示和学习。
祝瑜英说，“我们的定位很明确，就是从文化入手，挖掘
文化，传播文化，为振兴故乡鼓与呼。”

近年来，乡贤会遍邀名家，撰写《清湖码头丛书》
系列，编纂出版《老清湖谈古天》《古今诗人咏清湖》

《清湖卸倪 当代风流》《我的自述》《情钟清湖街》系
列书籍，筹建清湖文化名人堂和清湖码头文化展示
馆，征集清湖码头文化的文物、故事、线索，并且发挥
各自特长，办篆刻班、书画班、乐器班、婺剧传承班
等，还用一篇篇用心之作，记录清湖的点滴变化和时
代风采。文化礼堂也不限于礼堂本身，整个古镇皆
为一个露天博物馆。

清湖古镇的小巷深处，有家特别的美术馆，名为
“一家子美术馆”，长期展出一家四代 48位成员风格
各异的作品。有超写实主义的油画，有潇洒飘逸的
书法作品，有直击心灵的工笔画，有精美绝伦的蛋雕
作品，赢得了参观者如潮好评。

“美术馆是我们一家人协助筹办的展览，从我父
亲的作品到现在孙子外孙的作品，不收门票，完全公
益。”祝瑜英说，办展是为了丰富古镇的文化元素，也
是对家乡文化滋养的感恩和回馈。

对于文化，毛向阳也有着自己的理解。“文化是
什么？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如今，他已是清湖
三村文化礼堂的常客，教婺剧、排节目、做讲座，常利
用自己在艺术圈的人脉，请来一群省级、市级的艺术
大师，为村里的文艺团队做指导。

在吴拯修看来，古镇是根，文化则是魂。清湖古
镇是独一无二的，文化也是独树一帜的，清湖人应该
有足够的文化自信。

透过文化礼堂的窗棂，但见古树掩映下，一江清
溪顺流东去。蜿蜒而至的长台溪和昼夜长流的峡口
港，双流抱碧，绵绵不绝地滋养着这个千年古镇。

从观望到“秀”文化

在清湖古镇，文化礼堂的范畴已经从有形变成
了无形，由具体空间延展为了全域文化礼堂的概
念。漫步古镇街区，步步有故事，处处见历史，文化
的滋养无处不在。

一块块遗址旧址，诉说着过往今生；院士坊、五
圣坊、通衢达福门、南孔书屋、邻里中心，把古建筑与
现代人文景观完美融合；每到夜幕降临，清溪边、街
道旁的灯光带亮起，又是另一番情调；一出实景舞台
剧《清溪江湖》，赋予了古镇新的文化内涵……

夕阳西下，音乐声乍起，远处灯光闪烁。人群欢

呼起来，三三两两的游客向盐埠头赶去。一位花甲阿
姨满面含笑，热情地招呼着，“快点儿，前面有灯光秀。”

攀谈中，记者得知她就是当地村民，家住古道长
街上，遛弯时常有游客向她问路。“这几年，清湖人气越
来越旺，周末假期更是人来人往。有一年文化礼堂办
村晚，十里八村全都来了，唱歌舞龙，可热闹了！”

说话间，清溪边，灯光秀登场。只见移动舞台明
暗交织，不同颜色的灯光渐次亮起，忽远忽近，照亮
了流淌千年的清溪水。

谢小荣感慨地说：“从前村民怯生生的，现在胆
子明显大多了，这跟村里经常举办文艺活动和文化
讲座密不可分，精神头儿完全不一样。你看，老人们
平时都喜欢出来转转了，还会跟游客主动打招呼，讲
讲码头的历史和文化。”

邵金仙今年 71岁，最喜欢唱歌，做饭干活时，总
要哼上几句，可惜后来声带坏了，成了一种遗憾。“现
在村里活动比以前更多了，古镇商街修复了，文化礼
堂建好了。我有空就去看，看人家唱歌、表演，羡慕
得不得了。”

比起邵金仙，54 岁的外村媳妇徐井仙更喜欢打
锣鼓，是村里威风锣鼓队的“一姐”。2014年，村里刚
宣布要成立威风锣鼓队，她就主动报名。去年，村里
排了《清溪江湖》，她又踊跃当群众演员。“我经常跟
娘家人说，到我们清湖来玩吧，清湖真的很好，不骗
你们的。”

参与文化活动也成了村民生活中的新风尚。文
化礼堂门口的小黑板上，列着近期活动安排，一周至
少举办3场活动。“村晚”演出、元宵节舞龙舞狮、传统
技艺宋代点茶以及春光融融时的趣味运动会等。

文化薪火，还需代代相承。“清湖的文化底蕴深
厚，之所以能一条街出两个院士，聚集起一批文人贤
士，还得益于重视教育的传统。”余丰解释说，因为码
头繁盛，这里家族兴盛，他们出钱建祠堂、建书院，光
著名的书院就有南塘书院、文石书院和清湖书院。

“正是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老百姓就算饭都吃不
上，也要让孩子去读书。”

“一开始，在文化礼堂建设上，只是按部就班按
上头要求推，组织村歌村晚，联系乡贤能人，开展文
化活动，没想到能发挥这么大作用。”谢小荣深有
感触。这位曾外出创业 20 多年的“清湖卸倪”，于
2008年回村任职，对日渐疏离、渐成“原子化”的村庄
一度忧心忡忡。

如今，村里变美了，村民凝聚力增强了，邻里关
系和谐了，干群关系更亲密了，过去只顾外出挣钱的
村民们，也越来越关心家乡。“你看，现在村里要做一
点什么事，比如说建共享食堂，需要老百姓捐点钱，
老人们二话不说，就给外面儿孙打电话。”谢小荣觉
得，是文化把大家的心都聚起来了。

不是复古是创新

2022年11月25日8时许，伴随一声“开街咯”的吆
喝，包含清湖一村、清湖二村、清湖三村的码头古镇文
旅区上街率先开街。徐井仙所在的威风锣鼓队第一
个登场表演，敲出了新街上第一记洪亮清脆的鼓点，宣
告曾经沉寂的千年古镇焕发新生、拥抱未来。

开街仪式上，祝瑜英的发言引人深思：清湖复
兴，不是复古，而是创新。先辈们是靠水路发达的，
如今水路断了，我们的路在哪里？

这是每一位关注清湖的人都在思考的问题。余
丰给吴拯修出的第四个题目是，清湖的未来乡村如
何建设？吴拯修认为，往昔的辉煌无法复制，原来的
商业逻辑早已不复存在，必须重新寻找和塑造新的
商业逻辑，建设清湖码头的2.0版。

按照古镇重建规划，清湖要逐步复兴历史上的
“三缸六场、八坊九行、十匠百店”的文旅风貌。目
前，漆雕葫芦、箍桶木艺、篾匠工坊、和睦黑陶等手工
艺店，以及同盛糖坊、埠头煎饼、洋桥娘茶馆等传统
清湖老字号小吃已入驻营业。同时，还要重点复活

“中华老字号”清湖酱油，恢复公泰酱园古法酿造技
艺，用创意理念设计文创产品，呈现千年古镇老手艺
的文化内核。

谢小荣的办公桌上，一黑一白两只瓶子格外显
眼：黑瓶细长清癯，白瓶敦实大肚，金色线条勾勒着
清溪形状和“老公泰”字样。“这是设计的新包装。瓶
子里装的是清湖酱油，承载着一代人的回忆，不能让
江山人心心念念的好东西失传了！”

2022年，清湖三村成立村办企业“富强公司”，恢
复生产清湖公泰手工酱油。新落成的公泰酱油展览
馆，是在原厂址的基础上改造而来，前头是经营展示
部，摆放着各色产品，还有制作酱油的工具。往里
走，则是一个硕大天井，十多个戴着“斗笠”的酱缸要
在这里晾晒200多天。吸足精华的酱油颜色黑亮、芳
香扑鼻，让游客忍不住拿起油提子，体验一把打酱油
的简单快乐。

同是2022年，清湖三村与清湖一村、清湖二村、清
泉村组建清湖未来乡村连片发展实验区，被纳入浙江
省第二批未来乡村建设名单。今年是浙江“千万工程”
实施二十周年，也是文化礼堂建设十周年。受益于全
省建设，偏居西隅的乡村和古镇不仅历史古韵悠长、文
化气息浓厚，并且已经成为新的示范样板。

但，光靠复兴风貌还是不够的。就目前而言，与
江山市其他历史文化名村名镇相比，清湖古镇还没
有成熟完善的业态。吴拯修认为，清湖老街的这三
个村，是一个整体，有着统一而完整的码头文化，但
各村又有各自独特的文化精神内涵，要进一步爬梳
剔抉，深入发掘。

所有人都认同的是，未来发展仍然与文化紧密
相连。接下来，清湖古镇将依托文化礼堂，充分发
挥文化优势、挖掘文化潜能，拓展文化体验项目，如
学做年糕、做清明粿、学唱“道情”地方戏等，让文化
深深融入古镇古街建设，将文化内涵植入各种业态
之中。

“风帆远去，清湖码头何日再启航？”吴拯修在思
考着，谢小荣也在思考着，情系清湖古镇的各级干
部、乡贤、村民都在思考着，且不懈探索着。

而古镇已被“点亮”，正在蓬勃生长。

8
点

视 2023年7月25日 星期二 见习编辑：杨钰莹 新闻热线：01084395094

江山市文艺活动在清湖三村文化礼堂举办。 祝新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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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于清湖三村村委会大院里的文化礼堂。 祝新源 摄

古镇之“魂”，

重在以文传承。

文化礼堂是载体，

也是阵地，牵引出

古镇的历史文化，

召唤着漂泊在外

的游子，点燃着人

们的精神内核。

篆刻班开班仪式在文化礼堂举行。 祝新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