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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
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
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在太湖流域，一直流传着“三
十六溇、七十二港”的说法，
古老的溇港滋养着太湖沿岸，
在改变这片土地原始地貌的同
时，也孕育出了独特的生产、
生活方式和人文底蕴。

溇港圩田
千里涂泥变沃土

说起溇港，便不难想起著
名的“三十六溇、七十二
港”，而“三十六溇”中的薛
埠、丁家港、吴溇皆位于吴江
七都。

“‘三十六溇、七十二
港’，‘东起第一溇’就是吴
溇。”站在七都吴溇港边，吴
江区溇港文化研究会会长孙菊
林向记者细说起太湖溇港的前
世今生，“在太湖沿岸，一条
条水道从太湖向内陆延伸，呈
现出纵向发散的水网，这就是
溇港。”

太湖南岸之所以由原先的
湿地滩涂变为千里沃野，靠的
就是溇港。溇港是古代太湖流
域劳动人民在与洪涝、干旱的
较量中，创造出的具有运输、
灌溉、排水和蓄水功能的水利
体系。

“早在春秋时期，先民就

已经在太湖边上圩田耕作。为
了灌溉，当时开挖了很多的人
工河，这些人工河就是溇
港。”苏州湾博物馆学术研究
部副研究馆员陆青松介绍，先
民还开挖了连接众多溇港的横
向河道，称作塘，由此形成溇
港圩田水利系统，“每条溇港
的太湖口处通常建有水闸，用
来调节太湖与溇港之间的水
位，由此星罗棋布的块状圩田
逐渐被开发为‘高为菜畦、低
为水田，塘中养鱼、陌上植
桑’的桑基鱼塘系统。到了唐
五代时期，溇港圩田发展成为
规模更大的塘浦圩田。”

到宋代，太湖南岸“围田
相望，皆千百亩”，溇港人家

“稻米流脂粟米白”。溇港就像
四通八达的太湖经络，将湖水
输送到太湖南岸每一寸土地，
滋养了农业、哺育了先民。

捡拾碎瓷
历史实物证繁盛

“你看这个，这是青花
瓷，我判断应该是明清时期的
瓷片，因为湖水长期冲击，都
已经变成碎片了，我们要还原
它，看它原来的器型是什么样
子的。”漫步太湖边，施春华一
边捡拾陶瓷碎片（如图），一边
向记者介绍。

今年45岁的施春华是七
都吴溇人，童年时代，他便喜
欢到太湖边捡拾陶瓷碎片，如
今，他已收集整理3万多片太
湖陶瓷碎片。

“整理这些碎片时，我理

出了一条陶瓷历史发展实物碎
片线。”施春华说，按照手工
工艺和预估年代，他将这些残
瓷作了编排，从新石器时代到
民国，不同时期的残瓷均有其
特点。

在收集整理陶瓷碎片时，
施春华也在努力解读太湖流域
的人文历史。

“这些瓷片虽然残缺，但
仍然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文化
价值。”施春华说，瓷片其实
是会“说话”的，将不同时期
的陶瓷还原出来，分析其特
征，便能得到丰富的信息。

根据明代的瓷片，施春华
判断当时的七都薛埠应该是一
个贸易港口，具备与外邦开展
瓷器等贸易的功能。此外，施
春华还通过已发现的陶瓷碎片
作出大胆推测，可能在春秋时
期，薛埠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
贸易港了。

“我就是想用实物去佐证
南太湖沿岸的生产、生活、贸
易历史，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
溇港，喜欢我们太湖流域的文
化。”施春华说。

溇港是一座丰富的宝库，
吸引了众多像施春华这样的文
化爱好者前来发现它的美。

2016年，太湖溇港入选
第三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
录。这一消息让孙菊林喜出望
外，对七都传统文化颇有研究
的他，开始着手挖掘吴江溇港
文化，并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
的爱好者。2023年 7月，吴
江区溇港文化研究会正式成
立。

“我们认为，吴江有更丰

富的溇港文化遗存，所以我们
开始去走每一条溇港，用脚步
丈量这片土地。”孙菊林说，发
掘和保护这些历史文化遗存，
是研究会的宗旨和研究方向。

沧桑变迁
溇港文化利千秋

“苏湖熟，天下足。”古老
的溇港不仅滋养了农业，也创
造了巨大的精神文化财富。

“从湖州大钱到吴江横
扇，共有三十六溇、七十二
港，传统意义上的吴江太湖溇
港，是从横扇戗港向西的‘七
十二港’，以及七都的三个
溇。”经过实地走访和深入研
究，孙菊林与研究会会员们发
现，吴江太湖溇港并不是止于
横扇戗港，而是应该一直向
东，直到八坼练聚港。

“练聚桥的桥联是‘气吞
西北万顷浪，胜擅东南第一
桥’，‘第一桥’就是第一座塘
桥，练聚港自然也就是第一条

溇港。”孙菊林说，由此可以判
断，吴江太湖溇港应该从八坼
练聚港开始算，“虽然有好多条
港现今或淤或堵，或者已经改
建为大马路，但遗址尚存，地
名也没有改变。”

在溇港的滋养下，吴江孕
育了特有的溇港文化，而说起
溇港文化，孙菊林更是激动起
来。

“我们在太湖边捡到的陶瓷
碎片，恰好可以反映出太湖溇
港千余年的发展脉络及其历史
文化特征。”孙菊林说，有溇
港的地方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
特点，古村、古桥、民谣等文化
遗产，便是溇港发展变化的见
证，“我们这里现在还保留着
一些缅怀治水先人的古寺庙，
太湖渔歌也脱胎于溇港文化。”

太湖南岸，溇港仍在呼
吸。古代的水利系统至今仍在
造福当地群众，而底蕴深厚的
溇港文化，更是国内外罕见。
这个由先民创造，已绵延千年
的田园传奇，仍有更多旷世之
美值得我们去探索和发掘。

借着3万多片太湖陶瓷碎片，施春华整理了一条陶瓷历史发展实物碎片线，而沿着这条
线索，众多已湮没于历史长河的文化碎片，被溇港文化研究会的会员们拼接了起来——

千年溇港 再焕生机
融媒记者 沈利芬 实习生 王恩晴

本报讯（融媒记者沈利芬 实
习生王恩晴）初秋时节，最适合登
高望远。近日，位于七都浦江源太
湖蟹生态养殖示范园的瞭望塔已投
入使用，游人可在此登高望远，饱
览太湖风光。

9月 19日上午，记者登上瞭
望塔，近看是成片蟹塘，远眺是田
园民居、太湖风光，四周美景尽收
眼底。

瞭望塔紧邻230省道，距太湖
仅1.5公里，总高41米，建筑面积
252平方米，主体采用钢混结构，
外立面简约大气（如图）。

“在塔身不同标高处，我们设
置了面朝不同方向的观光平台，方
便大家360度欣赏周边美景。”七
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说，
瞭望塔设楼梯和电梯两套系统，在
第3层、第6层和第7层设观光平
台。

据了解，瞭望塔于今年 5月
开工，8月底竣工验收。想一睹太
湖风光的市民游客，不妨到此登

塔赏景，远眺湖光水色，一品七都
之美。

登浦江源瞭望塔 赏万顷太湖风光

七都再添赏景新地标

（上 接 01 版） 时 针 拨 回
2015年。村上品牌创始人吴嘉
昊用两年时间，在平望镇庙头村
精雕细琢了一组涵盖乡邻中心、
村上集市、酱坊、稻田餐厅、青
年旅舍，以及各类生活文创类工
作室、田美美蔬菜花园、田园游
乐、稻田泳池等业态空间的农文
旅项目。

发展过程中，这座“没有围
墙的博物馆”不断推出深度体验
型产品，打造沉浸式乡村生活场
景。“项目开发过程中，我们既
尊重原生居民和本土文化，也与
各类机构合作，‘长漾二十四
时’系列沉浸式乡村生活体验产
品等，都受到了大家的喜爱。”
吴嘉昊说。

初秋时节的乡村显出一丝清
凉，也让压抑许久的出游热潮再
次迸发活力。这两天，众安桥村
边周生荡的湖面上不时传来阵阵
欢声笑语，市民游客们挥动手
臂、乘风破浪，感受自然的力
量。“这是我们全新打造的皮划
艇项目，可以提供水上冲关、桨
板、皮划艇等体验和培训。”众安
桥村党总支书记吴继华说，2017
年，众安桥村谢家路自然村以特
色田园乡村建设为始，按下了农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快进键。

如今，众安桥村汇集了苏小
花田园餐吧、初莲餐厅、五亩田
民宿、柴米多自然教育中心、蚕
桑学堂、“籽庐”生态摄影工作
室、陌上茶馆等特色业态，成为
长三角乡村休闲旅游的热门目的
地。

“文旅+”空间特色多元

从远处望向柴米多自然教育
中心，整个建筑似一叶扁舟漂浮
在田野上。

在过去的几年里，由云南大
理网红农场柴米多团队运营的柴
米多自然教育中心，带着长三角
周边的孩子们，乘着这一叶扁
舟，在大自然里徜徉，体验蚕
桑、稻米、水八仙、在地鸟类、
昆虫、特色糕点等丰富内容，探
寻人与自然、人与“本地”、人
与人的关系。

“去过许多城市，环长漾这
边生态系统完善，正是我们一直
追求的生态种植的理想地。”柴
米多自然教育中心主理人何逸
说，柴米多不仅将在环长漾种植
的桃子、梨、葡萄、蔬菜、大米
等产品销往上海、杭州等地的城
市餐厅，也将酸角等云南特色产
品带到了吴江。

从云南到江南，柴米多的设
想在环长漾成为了现实；从落后
产能到文旅业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环长漾
得到了实践。

今年上半年，震泽镇齐心村
思乡园正式开业。很难想象，这
栋涵盖西餐和日料的融合料理餐
厅、中式餐厅、多媒体会议室、
室外花园及13间高标准民宿的
建筑，前身是一家铸件厂。

“将落后的产能淘汰后，我
们充分利用村里的资源，先后建
设了思乡园和边上符合国际标准
的游泳馆，以及乡邻中心宴会
厅，形成‘核心景区’。”在齐心
村党委书记朱建芳看来，乡村游
不能单打独斗，必须连片发展才
能“有人气”。

主打“运动”和“亲子”两
个主题，齐心村在短短几年内实
现了月半湾生态园、啾啾小站、
香桐居驿站、长漾人家、范氏萌
宠乐园等业态“多点开花”，也
让环长漾片区的旅游生态更加健
康、良性、多元。

“文化+”游线穿珠成链

在七都镇开弦弓村江村小书
斋里，小朋友们围聚在一起看书
学习，书架上费老的《乡土中
国》《江村经济》等著作在一旁
默默陪伴。

1996年 8月，费孝通先生
出席第62届国际图书馆协会联
合会，作了题为《从小书斋到世
界新型图书馆》的发言，提出

“乡镇的农村图书馆的崛起，必
将大大加快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
展步伐”这一论断。根据费老的
论断，开弦弓村打造了江村小书
斋，为村民和学生提供从书中学
思想、从村中看世界的平台。

在开弦弓村，青砖、鹅卵石
的小路伸向远方，费老的足迹遍
布全村。“费老以开弦弓村为调
研蓝本，为世界观察中国乡村打
开了一扇窗。我们打造的江村文
化礼堂、江村市集、驻村教授工
作室等特色节点穿珠成链，每年
来村里研学的学者和学生不计其
数。”在开弦弓村村委会，工作
人员叶天展示了一份规划图。

指着图里“一心一廊三村四
园”的整体规划，叶天告诉记
者，围绕风景怡人的荷花湾村、
学术氛围浓厚的开弦弓南村和开
弦弓北村，开弦弓村计划打造一
条江村百年发展的乡村画廊，致
力于将开弦弓村打造成新时代乡
村振兴的江村样板。

连点成线、以线成面，这是
吴江农文旅融合实力“圈粉”的
关键所在。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

“水韵江苏·乡村四时好风光”
13条夏季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以江村文化园为起点的“江村丝
绸·魅力吴江”之旅成功入选，
成为苏州市唯一入选的线路。

“江村丝绸·魅力吴江”线
路以江村文化园为起点，以蚕桑
文化串联太湖雪蚕桑文化园、众
安桥谢家路村、村上·长漾里等
点位，借助知识讲堂、手工体
验、亲子互动等多样化活动形
式，触摸吴江因丝绸而兴的乡村
振兴脉络，探索宁静乡野的奥
秘。

如今的环长漾片区，即便不
是节假日，游人也络绎不绝，处
处让人感到轻松和惬意，上演着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炊烟袅袅
的“向往的生活”。

穿珠成线上演“向往的生活”

（上接01版）在“2023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
榜单中，吴江占了1个席位，通鼎列第149位；
在“2023中国跨国公司100大”榜单中，吴江
占1个席位，亨通列第98位；在“2023中国战
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100强”榜单中，吴江占
了2个席位，亨通列第51位、盛虹列第97位。

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吴江上榜企业的共同特
征是：研发投入强度再创新高、创新动力持续增
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
快发展、国际化经营稳步推进。这些上榜企业，
展现了吴江头部企业的发展韧性，也凸显了丝绸
纺织、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新材料四大支柱产
业的发展优势。

长期以来，吴江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
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做大做强四大千亿级产业
集群，锚定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第三代半导
体、生物医药等加大布局，加快制造业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推动纺织等传统产业提质
增效、再放光彩。

与此同时，吴江厚植民营经济优势，发挥2
家世界500强、4家中国企业500强、6家中国
民企500强龙头引领作用，培育世界一流企业，
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巩固优势产业，抢抓
数字经济新赛道，前瞻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
来产业，争创全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在整体竞争中塑造新优势。

吴江4家企业蝉联
“中国企业500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