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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阿婆茶楼里的国际文化交流。

②徐樟正在车间内查看木船制作情况。

本报记者 王星摄
③朱家角夜色。 本报记者 王星摄

④张马村的田山歌表演队。

为百年老茶馆找“记忆”

朱家角的文艺范儿， 可以从天未亮的一杯茶说起。 每天

凌晨三点半， 北大街上的江南第一茶楼都会准时开门迎客。

从三点半到八点半， 这是属于当地 “原住民” 茶客的专享时

间。 只要 2 元钱茶位费， 人们拎着自带的茶壶、 茶叶鱼贯而

入， 有些老人甚至两三点就到茶馆门口坐着等开门了。

这家有着百年历史的老茶馆， 就在朱家角的淀浦河畔。

古朴的大厅里， 整齐摆放着十几张木制茶桌， 头顶的复古吊

扇、 桌上标配的竹壳热水瓶、 玻璃杯、 点心盒， 无一不透着

人们对老上海茶馆的记忆。

茶楼掌柜江虹蔚记得， 2012 年首次走进这座老茶馆时，

已歇业三年多的破败情景让她很难将其和 “江南第一茶楼”

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 为了能延续百年老茶馆的韵味， 江虹

蔚花了 8 个月时间， 每天早起找当地老人喝茶聊天， 一点一

滴地了解茶楼的渊源。

在老人们口中， 这座百年茶楼最早可追溯到元代至正二

年， 距今有 600 多年历史。 不少老人告诉她： 乾隆第一次下

江南时， 还特意来这里看过。 此后， 经过民初乡绅叶鸿泉再

次修建， 茶楼下为浴池， 上为茶室， 名气又一点点响了起

来。 “江南第一茶楼” 的封号也便有了出处。 当年， 茶馆里

除了能喝茶， 还常有京剧、 越剧、 评弹等演出， 现在很多八

九十岁的茶客两三岁时就是这里的座上宾。

如今， 每天清晨的这几个钟头正是茶馆最热闹的时段。

在江虹蔚看来， 如果下午到第一茶楼喝茶， 喝的是一种情

境， 那早上甚至凌晨来喝的便是一种情怀， 一种属于老上海

茶客特有的情怀。 作为茶馆经营者， 自然有义务将这种难能

可贵的情怀呵护好、 维系好， 毕竟， 镇上 400 多位老人， 都

是这里的 “忠实粉丝”。

和江南第一茶楼隔着淀浦河两两相望的， 是朱家角另一

家久负盛名的百年老茶馆———阿婆茶楼。 位于东井街的阿婆

茶楼地理位置更优一些， 被誉为整个朱家角古镇的最佳

观景台。 过去的 10 多年间， 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 总

理梅德韦杰夫等前来上海参加 APEC 会议、 世博会和进

博会的各国政要很多都曾 “到此一游”。

“回” 字形楼身、 粉墙黛瓦、 飞檐翘角的阿婆茶楼， 是

一座典型的明清建筑。 其地处 “黄金水道” 漕港河和西井巷

汇集之处， 三面环水， 是由东北入口进入朱家角古镇看到的

第一处景观。 站在阿婆茶楼的二楼观景平台， 游人可东望放

生桥， 中看漕港河， 西观圆津禅院， 入夜时分， 华灯初上，

身居此处欣赏水中的古镇倒影更是如诗如画。

“你看到吧， 这里夜景有多美， 要是能在这样的美景里

喝喝茶、 听听戏， 是不是很惬意？ 其实， 现在朱家角的茶楼

晚上基本都是不营业的。” 说到此， 阿婆茶楼的掌柜沈勇，

起身翻出了一幅拍摄于 1990 年的老照片。 这幅名为 《朱家

角茶楼》 的黑白照片上， 不大的茶楼被茶客围坐得满满当

当， 人们边喝茶边欣赏着京剧表演。

他告诉记者， 历史上的朱家角曾是商贸集中地， 最多时

有过 40 多家茶馆， 本地居民和来这里做生意的外地商贩都

会聚集到茶馆， 一边喝茶一边聊时事、 营生， 饿了吃些点

心， 乏了听一曲评弹解闷， 好不舒坦。 当时茶馆还被称为

“百口衙门”， 意思是如果有人要打听什么事， 最好就是去茶

馆。 但时过境迁， 如今朱家角除了那批 “原住民” 老茶客还

坚持喝早茶的习惯， 当地的茶馆文化其实已经淡了很多， 多

数游客来茶馆也不过是坐下来喝杯茶， 凑个热闹。

沈勇对茶馆文化有着深厚的情结。 厨师出身的他， 在朱

家角打拼了 20 多年。 2001 年， 他曾短暂接手过阿婆茶楼的

经营， 但直到 2018 年首届进博会之前， 沈勇才得到了续写

阿婆茶楼传奇的机会 。 “可以说 ， 这次算是 ‘临危受命 ’

吧， 进博会要开， 朱家角是一个重要的接待窗口， 而阿婆茶

楼的位置无疑就是 ‘窗口中的窗口’。 但那时茶楼关了好一

段时间， 幸好， 之前的桌椅和老物件一直被我收藏着。 简单

装修一下， 就重新开张了。” 短短几十天， 沈勇就让阿婆

茶楼焕然新生。

首届进博会开幕次日，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

夫一行登上了阿婆茶楼 ， 切身体验中国江南

的古镇文化。 在沈勇看来， 名人效应固然

重要 ， 但他更希望能够让茶馆文化在

阿婆茶楼重现， 为朱家角的 “夜生

活 ” 添一抹亮色 ， 让游客在游

览古镇之余能坐下来看看

景 、 喝喝茶 、 听听戏 ：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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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启动区 ， 我希望把阿婆

茶楼打造成这里最生动的一张

江南文化名片。 现在， 阿婆茶楼晚

上的评弹 、 戏曲表演还处在 ‘定制 ’

阶段， 最快到明年 5 月， 就可以实现常态

化运营 ， 以后这里还会不定期举办主题文化

沙龙， 希望能用最纯正的江南文化， 为夜晚的朱

家角留住更多游客。”

“激活”沿河而生的古村落
除了古镇本身， 位于古镇南面的张马村， 近年来也是水

彩画家们偏爱的一处 “宝地”。 张马村是江南水乡典型的古

村落， 据考证， 早在 3000 年前， 那里就有先民垦植劳作 、

繁衍生息。 位于泖河之滨的张马村河流纵横、 水系丰富、 水

质优良。 泖河又称泖湖， 秦时为谷水的一部分， 当时水势浩

淼， 极为宽阔。 历史上松郡三泖， 是指今松江、 青浦、 金山

至浙江平湖间相连的大湖荡， 根据大小、 形状把上、 中、 下

三泖依次称为长泖、 大泖、 圆泖。 坐拥 “三泖九峰” 景致的

张马村， 历来是江浙沪的水上交通枢纽。

水彩画家们通过五彩斑斓的颜料把张马村介绍给世界，

90 后创业者徐樟却凭借一艘艘手工木船， 源源不断地把城

里的陌生人， 引到了张马村。 短短三年， 徐樟和他的木船俱

乐部， 已经在原先的泖塔小学里， 带领 137 名会员， 打磨出

了近百艘木船。

在此之前， 徐樟潜心琢磨 10 多年的， 始终是木工文化。

三年前第一次到张马村， 徐樟被小村庄里纵横的河道震撼

了。 “这里曾是繁忙的水路枢纽， 现在却很少看

得到船了。 能不能做一个和船有关的项目， 将这

里的河道文化传承并发扬， 把沿河而生的古村落

再次 ‘激活’ 呢？”

他所在的文化公司， 随后以张马義田项目运作机构的身

份， 与张马村签订了 20 年的商业开发合作协议， 并拿下河

道运营权。 曾空置许久的泖塔小学旧址， 变身木船俱乐部。

在这里， 会员可以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 亲手打造一艘属于

自己的木船。

“起初， 为确定船的样式， 我们去了很多国家考察， 对

比了十几种船型， 才定了这款来自加拿大的木船。 它最大的

优势就是轻便， 重不过四五十斤， 一般成年男子都可以举着

它走。 试想有一天， 你举起自己做的船， 往车顶上一扣， 开

到张马村， 再把船往河道里一放， 优哉游哉地划上半天， 是

不是很有吸引力？” 聊起这份喜爱的事业， 徐樟满怀激情。

果不其然。 三年时间， 在这里制作成型的木船已接近百

条。 很多会员一来就待上一个周末。 张马村的河道里，摇曳的

小船渐渐多了起来。 徐樟告诉记者，除了木船俱乐部，公司还

有包括养生、武术、骑行等十多个俱乐部，通过这些俱乐部的

粘性会员群体，徐樟和同伴希望在为张马带来人气的同时，也

找到以村庄为载体的可持续发展商业模式。

在张马村， 还有一个泖河流域传承至今的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田山歌。 75 岁的孙耀佐，是田山歌的传承人之

一：“其实田山歌就是以前男人们劳动时唱着给自己鼓劲的，

边干农活边唱，越唱越精神。 它有 8 个固定的曲调，唱的人分

头歌、卖歌、嘹歌……但歌词是随性的，通常是看到什么唱什

么。”见记者一脸茫然，孙耀佐决定与人合作现场演示一番。他

带着记者，在村部找到了 84 岁的“老哥”杨光华。说起来，年长

9 岁的杨光华是孙耀佐的田山歌师傅。 两人来到一片空旷的

油菜地，交头接耳了一番后，很快便扯开了嗓子。

“山歌不唱喉咙痒， 问花名唱开场……” 一套曲子唱

罢， 师傅杨光华竟然有些喘了。 “其实平时一套曲最少要 5

个人以上才能唱， 两个人唱， 比较吃力。” 杨光华说， 自己

从十来岁就开始唱田山歌， 哪怕是现在， 只要熟悉的曲调一

响起 ， 脑海中还是会浮现出年轻时在地里干活的场面 ：

“那些特别热的夏天， 我们两只手撑在泥里， 两条腿也跪

在泥地里， 边劳动边唱歌， 天气越热、 汗出得越多， 我

们唱得越带劲。”

孙耀佐说，1953 年，张马村的田山歌队还唱到过北京，

受到周总理接见。 只是，如今的张马村，还能和他俩扯开嗓

子一起唱的老伙伴，只剩下 6 个。1981 年，孙耀佐被调到镇

文体中心工作。 时至今日，“退而不休”的他被返聘已有足

足 15 个年头。 这些年，孙耀佐没少为田山歌的传承操心。

在他和大伙的努力下，村里除了 8 位老歌手，还分别多了

一支中老年和中青年田歌队。 现在一些外出交流、演出，基

本就靠他们。 不久前，中青年田歌队还拿到了一个“最佳传

承奖”，这让孙耀佐很是欣慰。

朱家角镇文体中心主任钟建军告诉记者， 有关当地

田山歌的保护和传承已经被写入朱家角镇乡村文化建设

方案。 接下来， 他们还将对张马村、 林家村、 张巷村等 7

个村在内的朱家角镇沈太片区进行精心规划和

布局， 充分挖掘蕴藏在这些村落里的文化底蕴

和人文脉络， 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区， 为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 提供朱家角蓝本。

用艺术连接古镇和世界
和白天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有所不同， 有一些游客会

趁着夜色 “潜入” 朱家角。 除了旖旎的夜景， 很多人是冲

着 “水乐堂” 而来。 站在阿婆茶楼上朝西看， 位于西井街

的 “水乐堂” 相距不过数十米。

“水乐堂” 的前身， 是三幢破旧的老宅。 经国际音乐

大师谭盾和日本著名的矶崎新工作室共同设计改造后， 如

今早已是朱家角最热门的海派文化地标之一。

一样的白墙黛瓦， “水乐堂” 将河水引到了室内。 在

“水乐堂”， 从天顶落下的每一滴水声， 都能以放大 1000

倍的音效， 真实地展现在观众耳边。 这场名为 “水乐堂·

天顶上的一滴水” 的实景水乐演出， 自 2010 年在朱家角

“诞生” 以来， 观者如潮。

用木梁与钢架作音符， “水乐堂 ” 在穿梭的

声音中奏起回旋的音律 。 水由乐而起 ， 跟着

提琴、 琵琶一同眷恋巴赫的天堂之声 。 演

奏家们手抚水乐器 、 脚踏水舞台 、 敲

打梁柱 、 踏击音梯 ， 从天而降的水

琴 、 玻璃幕展开时 ， 内外合一

的禅意 ， 都给观者带来奇妙

的感受 。 在 “水乐堂 ” ，

建筑不仅仅是个容器，

更是一个巨大的乐

器 ， 一场水与

建 筑 的 奇

遇 ， 融

合 包

豪斯的钢铁 、 明豪斯的木柱 ， 赋予老建筑崭新的生

命力 。

每到冬季， 由上海戏剧学院主办， 布朗大学、 哥伦比

亚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纽约大学、 耶鲁大学等国际知名

中外高校合办的 “冬季学院” 会将 “水乐堂” 作为固定打

卡点， 让中美两国的艺术家、 学者齐聚这一音乐建筑之

中， 聆听自然之声与创造之乐的完美结合。

谭盾曾说， 他想把上海和世界通过水连接起来。

在朱家角， 他做到了。

同样是在 2010 年， 本就如诗如画的朱家角， 以画为

媒， 举办了首届上海朱家角国际水彩画双年展。 而这， 也

是世界水彩画历史上的首次双年展， 吸引了 18 个国家的

艺术家参展。

策划这次重要展览的， 是 2006 年便入驻朱家角的全

华水彩艺术馆。 全华水彩艺术馆由我国著名水彩画家陈希

旦担纲主理， 他希望这座艺术馆不仅能汇集热衷水彩画的

“全球华人”， 更能成为国际水彩画界的交流平台。

“第一届双年展， 真的是太让人难忘了。 当时， 得知

我们要办展， 作为英国皇家水彩画学会荣誉会员的查尔斯

王子特意寄来了他的一幅水彩画作品参展。 还有发行量全

球第一、 水彩画界最权威的法国杂志 《水彩艺术》， 为了

双年展特地创刊了英文版。 从那以后， 一个又一个中国水

彩画家登上了 《水彩艺术》 的封面， 逐渐为全球同行所熟

知。” 在艺术馆耕耘了 10 多年的副馆长竺发龙， 如数家珍

地向记者回味着这些往事。

两年后的第二届双年展 ， 参展国从 18 个跃升至

62 个 。

朱家角， 逐渐成为一个响彻世界水彩画界的名字。 以

前， 很多好的水彩画主题都是水城威尼斯， 现在， 越

来越多的国内外知名水彩画家已将朱家角视作 “东

方威尼斯”， 从中不断汲取创作灵感。 他们不仅

会到朱家角搞创作， 还会争相来 “全华” 办展甚至

授课。 澳大利亚的约瑟夫、 乌拉圭的阿尔瓦罗、 澳大

利亚的霍夫曼、 中国的平龙……这些水彩画界的 “大咖”，

都是古镇的常客。

竺发龙记得， 2016 年， 约瑟夫首度应邀前来朱家角

开设水彩创作训练营。 消息传出短短两个小时， 名额就被

报满了。 报名的学生中， 一半以上都来自国外。 当时， 约

瑟夫第一次带学生们去古镇创作， 有人问他怎么看朱家

角， 约瑟夫毫不犹豫地说： “朱家角是全世界水彩画家的

天堂！”

除了谭盾的 “水乐堂 ” 和陈希旦的 “全华 ”， 古镇

朱家角还有昆曲演员张军的 《牡丹亭》 以及一年一度的

水乡音乐节……朱家角镇党委委员吴文娟告诉记者 ， 近

年来这些落户朱家角的高端文化产业不仅为古镇带来了

持续不断的人气 ， 也大大提升了古镇的文化格局 。 眼

下， 一批新的文化演艺场馆和大师级的文化工作室已在

加紧布局， 未来将持续提升朱家角江南文化品牌的影响

力和显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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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角： 江南水乡的文化新高地
本报记者 王星

朱家角是一个历史源远流长且文化底蕴深厚的
江南水乡古镇 ， 成陆于 7000 年前 ， 良渚时期就有人
类活动 ， 三国时期形成村落集市 ； 到了明朝 ， 已是
商贾云集 、 经济欣欣向荣的繁华集镇 。

朱家角镇全域总面积约 136.9 平方公里 ， 地处
青浦区中南部 ， 位于上海最大的淡水湖淀山湖东岸 ，

东靠虹桥国际机场 ， 北临昆山 、 西望吴江 。 作为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先行启动区中距离
上海市区最近的区域之一 ， G50 沪渝高速 、 318 国
道以及两年前开通的地铁 17 号线将朱家角与上海市
区紧密相连 。

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 ， 每逢周末及节假日 ，

水乡朱家角总是人气满满 。

高峰时 ， 古镇的日均客流有 5-8 万人 。 人们的
期待各不相同 ， 有人冲着放生桥 、 课植园 、 圆津禅
院这些古迹而来 ， 有人想在古镇的小桥流水边喝喝
茶 、 放放空 ， 还有人心心念念的是这里各具特色的
音乐会 、 艺术展 。 在这个上海保存最为完整的江南
水乡古镇 ， 乡村文化 、 传统文化乃至海派文化早已
有机地融为一体 。 难怪有人说 ， 在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先行启动区中 ， 朱家角是颇具文
艺范儿的小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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