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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是环太湖地区唯一因湖而得名的
城市，其大运河申遗主要涉及“一点一段”。

“一点”指南浔历史文化街区，即南浔古镇，系
大运河西线 （dí）塘的城镇聚落遗产；“一
线”指 塘故道，即南浔古镇的东市河、西市
河。

因湖得名的城市
湖州市地处浙江省北部，东邻苏州、上

海，南接杭州，西依天目山，北濒太湖，与无
锡隔湖相望。

湖州因湖得名。流淌的湖水离不开纵横
交错的河道，其中大运河就是滋润湖州的重
要干渠。

湖州市南浔区文物保管所有关负责人陆
剑介绍，大运河流经湖州的河段主要有两段：
一是江南运河的中线，在湖州境内主要流经南
浔区的练市镇和善琏镇，长度约21.75公里；
二是江南运河的西线，即最早开凿于西晋太
康年间的 塘运河，至今已有1700年多年历
史，流经南浔区的旧馆、双林和南浔三镇，是
江南重要的交通航道、漕运航道和水利设施。

此次大运河湖州段申遗主要涉及“一点
一段”。其中，“一点”指南浔历史文化街区，
即南浔古镇，其面积约 1.68 平方公里，系
大运河西线 塘的城镇聚落遗产。“一线”
指 塘故道，即南浔古镇的东市河、西市河，
它自南浔西栅祇园寺旧址始，至南浔东栅分
水墩止，全长约1.58公里。

“ 塘运河作为太湖南岸一项规模较大
的水利工程，与太湖溇（lóu）港一起形成了一
张巨大的水网，既减轻了该地区的旱涝之灾，
对湖州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也起到了不可或缺
的作用。”陆剑说。

辑里湖丝甲天下
南浔镇位于 塘东端，南宋时已是“水陆

冲要之地”，“耕桑之富，甲于浙右”，因滨浔溪
河而名浔溪，后又因浔溪之南商贾云集，屋宇
林立，而名南林。至淳祐十二年（公元1252
年）建镇，南林、浔溪各取首字，改称南浔。

“南浔镇的发展壮大与运河有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陆剑说，明清时期，由于蚕桑业、
手工缫丝业而发展繁荣，并依靠大运河支
线—— 塘运河的交通便利，南浔镇发展形
成了基于 塘运河的独特十字港架构格局。

至清末民初，南浔古镇作为名甲天下的
辑里湖丝的主要产地和集散地，一跃而成为
江南重要商业城镇。

说起先人们的“伟业”，如今在古镇做生
意的刘先生仍豪情万丈：“在清末民初，南浔
的富豪达到数百家，民间俗称‘四象、八牛、七
十二金狗’。其中，‘象’这个档次家财须在一
百万两银子以上，‘牛’在五十万两到一百万
两，‘狗’在三十万两到五十万两。”

原汁原味的江南水乡图
700多年的建镇史，给南浔镇留下了许

多文化遗产。如今，镇区内拥有各级文物保
护单位16处、其他历史建筑80处，主要包括
小莲庄、金绍城旧宅、张青江故居、南浔粮站
总粮仓、方惠桥、通津桥等。

6 日，我们来到南浔古镇。镇北运河东
西横延，镇中市河南北穿镇而过，街桥相连，

粉墙黛瓦，绿柳拂水，组成了一幅原汁原味的
江南水乡图。

小莲庄是古镇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私家庄
院之一，系清光绪年间南浔首富刘镛（字贯
经）的私家园林、家庙及义庄所在地。

小莲庄园林部分以荷花池为中心，设山
理水，形成内外两园，尽显幽深、秀美、别致。

与园林长廊一墙之隔的，是小莲庄的主
要建筑群——刘氏家庙。该家庙始建于
1888年，于1897年落成，为刘氏家族祭祀祖
先之所。家庙坐北朝南，从南至北依次为照
壁、石牌坊、门厅、过厅、正厅和馨德堂等。

“你看，刘氏家庙前不但设有‘门当’和
‘户对’，其门槛也有近1米高，足见刘氏家庙
级别之高。”洛阳隋唐大运河博物馆特约馆员
王志军表示。

家庙的西侧为刘氏义庄。在义庄天井
内，植有古桂两株，故名“桂花厅”。义庄西侧为
嘉业堂藏书楼，二者由长长的甬道相连，甬道
两旁植百年古樟，幽深肃穆。

陆剑说，嘉业堂藏书楼由南浔“四象”之
首刘镛的孙子刘承干于1920年至1924年建

成，因清朝溥仪皇帝题赠“钦若嘉业”九龙金
匾而得名。书楼最盛时藏书60万卷，其中不
少为海内外秘籍和珍本。

全面展示运河文化
“可以说， 塘运河是南浔古镇的‘母

体’，南浔也是因 塘而生、因 塘而兴。”陆
剑说， 塘对南浔“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化
之邦”的成形和发展以及沿线集镇的兴盛，起
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南浔镇不但对古镇内的标识系统和界
桩、档案和监测系统等进行了完善，还专门建
立了与大运河相关的展示馆。

展示馆位于南浔古镇东大街官房弄口，
面积300多平方米，坐落在河边。其整体风
格古色古香，彰显了大运河的历史文化。

走进馆内，内部装修和布展工作已经完
成。展示馆讲解人员说，展示馆包含遗产览
胜、 塘与漕运、浔沪丝路、保护管理四部分
内容，“还将通过展板、视频、实物、场景模拟
等方式，全面、清晰、直观地展现大运河的文
化价值”。本报记者 姜春晖/文 鲁博/图

河湖共滋润 丝绸甲天下
湖州市南浔古镇

“净香诗窟”内的斗状藻井古镇河道与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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