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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浔古镇，是名扬中外的江南六大古镇之一。江南六大古

镇，无论周庄、同里、甪直、南浔、西塘、乌镇，都是我国江

南水乡风貌最具代表性的名片，也是我们正在建设的美丽中国

的一组个性鲜明的典型群体。把这些名片打造好，把这群典型

的品格进一步提升，关键在于把古镇文化遗产保护好，使之在

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

这些年来，南浔古镇十分注重遗产保护，同时，全面推进

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取得了突出成绩。在南浔，众多名胜

古迹与自然风光和谐融化，游人如织，领略着江南水乡古镇清

丽婉约的诗情画意，品味着历史胜迹浓郁深邃的文化底蕴。南

浔的经济建设成就喜人，南浔没有森林，但这里生产的地板却

在全国地板市场占据了三分之二的份额，南浔没有钢厂，但这

里生产的电梯却蜚声海内外。南浔在文化建设方面更是获得了

国内外高度赞赏，不仅获得了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贡献

奖，而且被评为中国十佳古镇、中国魅力名镇、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国家卫生镇、全国文明镇、全国环境优美乡镇、全国特

色景观旅游名镇，等等。

南浔古镇的文化遗产保护，为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了

基础。而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又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动力

和活力。这种良性循环，就是人们说的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

在我看来，这种活态保护的根本要义，就是要使文化遗产受到

我们当今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追求的保护，并使之成为我们

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成为我们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就不限于固态静化

的保存和延续，还要进一步理解和发掘文化遗产的精神价值，

传承发展它在今天仍然有生命力、有价值的东西，努力加以创

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因此，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即 ：在

江南六大古镇中，不仅要了解它们的共同性，还要抓住南浔的

特殊性 ；在这种共同体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中，我们才能更好

地发现南浔古镇遗产在今天仍然有生命力的东西，并使之随时

代的发展而延续和发展。换一句直白的或许有些简单化的话来

讲，面对江南六大古镇的选择，为什么要去南浔？去了周庄镇、

乌镇，还要去南浔吗？这个问题搞得越清楚，对南浔古镇遗产

的活态保护可能就越自觉，也越有效。

南浔古镇的文化遗产确实丰富多彩，要抓住它的独特的东

西需要提炼，需要讨论和研究。我不揣浅陋，以为南浔有三大

现象是不但体现江南水乡古镇共同性，而尤其体现南浔古镇特

殊性的。

一是南浔古镇的辑里湖丝及丝商巨富。南浔的辑里湖丝，

历史悠久、驰名中外。曾获首届世博会金奖，至今故宫修复皇

宫文物仍然专用辑里湖丝。南浔自古借大运河以及江南水运之

便，丝商生意兴隆，在清代南浔出现近百家丝商巨富，是中国

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他们积累了巨量财富，其中最大的四家，

财富抵得上清末朝廷一年的收入。

二是南浔古镇中西合璧风格的江南名园及开放的文化气

度。由于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富可敌国，南浔自古以来就文

化昌盛，书香不绝。参加科举考试的多，做官的也多，南浔在

宋明清三代出了 41 名进士，明代时就有“九里三阁老，十里

两尚书”之谚。财富、文化和地位，又为南浔园林建筑的发展

提供了前提。南浔多名园，最著名的是江南名园小莲庄和嘉业

藏书楼。《江南园林志》就称赞南浔“以一镇之地，而拥有五园，

且皆为巨构，实为江南所仅见”。而且南浔的江南名园中，还

多有中西合璧的风格，甚至完全仿造西式洋楼，却包藏在中式

的高墙深院中。这在我国建筑史、园林史上蔚为奇观。

三是南浔古镇享誉“民国第一镇”。上世纪初，以张静江

为首的南浔富商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为民国的建

立做出了历史贡献。孙中山先生就任大总统时，曾说南浔应为

特别市，肯定了南浔与民国的这种特殊渊源。这方面的历史资

料，还有待继续发掘和研究。

从这些现象可以说，在南浔古镇的“小桥、流水、人家”之间，

蕴含着大格局、大气度。发现它，研究它，升华它，继续在实

践中探寻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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