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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泽：太湖畔因蚕桑而生的丝绸名镇
由水兴市 缘丝聚商

·专版

太湖之滨，千年古镇，蚕桑之乡，丝绸故里。

走过青石板路，拾阶而上，登高禹迹桥，极目眺望，近处是银杏
树和慈云寺塔。金黄的银杏叶随风飘落，仿若与慈云寺塔在低语，诉
说着沧海桑田。

静谧的禅杖浜，蜿蜒流淌。 顺水而下，远处是大顺码头，大红灯
笼依次点缀沿岸鳞次栉比的粉墙黛瓦人家，给氤氲江南平添了无限
的生机与活力。

穿行于宝塔街上，阿婆团子的香气、老严卤菜馆的评弹曲调、仁
昌阁定胜糕的甜糯、“太湖雪” 色彩缤纷的绫罗绸缎织品、“辑里”丝
棉柔软轻暖的触感……每行进一步，感官体验就增加一重，嗅觉、听
觉、味觉、视觉、触觉，丝丝入扣地提醒着，这里是因蚕桑而生的丝绸
名镇———苏州吴江震泽镇。

震泽，因蚕桑而成集，因集旺而成市，因市盛而成镇，在时光流
转里不断积淀，成长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全国第一批特色小镇。

近年来，震泽丝绸人始终在抱团中坚守，在传承中创新。如今的
震泽，集聚上百家丝绸企业，形成“金花领衔、小花紧跟、百花齐放”

的壮美画卷。

“天下丝绸品，震泽占三成”，从种桑养蚕，煮茧缫丝到织服成
被，一条全国罕有的丝绸产业链，串联起小镇三产，吸引全国的业界
翘楚投身其中。 衣被天下，情暖万家，焕发新生的震泽初心不改，砥
砺前行。

震泽镇党委书记顾全表示，作为吴江对接沪浙、融入长三角的
重要板块和“西大门”，震泽将紧紧抓住历史机遇，汇聚每一分力量，

做好每一件实事，让传承了千年的蚕花常开不败，更加精彩。

徜徉古镇，

穿越千年历史

“太湖湖水连天阔，中有灵区号震
泽”。震泽，地处吴头越尾，南连南浔，北
靠上海，是江南古镇中唯一与太湖古称
同名的小镇。

据传，5000万年前，有颗巨大的陨
石从东北方向撞击地球形成湖泊，故名
震泽。

震泽是中国丝绸的起源地之一。震
泽人种桑养蚕、缫丝织绸的历史，最早
可以追溯到 5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晚期。 夏禹治水曾在这里留下足迹，南
宋绍兴初年设镇，清雍正四年设县。 历
代，震泽曾隶属乌程县、东迁县、吴兴
郡、吴县、吴江县。 1912 年，震泽县并
入吴江县。

受太湖水的润泽，震泽物产丰富，

农副业发达， 地道的食材搭配造就了
流淌在水乡周边的特色美食：香青菜、

黑豆干、 熏豆茶……丰富而淳朴的乡
土美味给震泽带来了 “中国太湖农家
菜美食之乡”的称号。 震泽酱鸭、酱肉、

酱蹄，面拖六月黄、芡实虾仁、塘鳢鱼
炖蛋，蘸酱黄鳝、香大头菜汤、油豆腐
塞肉……是震泽家宴上， 款待归乡游
子的必备佳肴。

在百转千回的历史长河中，留下印
记的除了舌尖上的味道，还有说不尽的
水乡故事。

《史记·禹贡》有云：“三江既入，震
泽砥定。 ”相传，大禹洪荒治水，途经震
泽， 留下 “禹迹”。 清康熙五十四年
（1715），为纪念大禹治水，当地修建了
“禹迹桥”。乾隆四十四年（1779），特请
江南名匠雕凿东面桥联：“善政惟因，不
易大名仍禹迹；隆时特起，重恢古制值
尧巡。 ”以此歌颂康乾盛世；西面桥联：

“市近湖漘， 骄肩无俟临流唤； 地当浙
委，绣壤应多题柱才。”意为震泽临近太
湖，商贸繁荣，锦绣之地可为国家多培
养栋梁之材。

禹迹桥、慈云寺塔组成了震泽镇的
地标。始建于三国孙吴赤乌年间的慈云
寺塔，塔高 38.44 米，外观六面五层，

塔内置有楼梯，可供登临赏景。 每逢春
秋佳日，夕阳西照，登上塔顶，万家街市
尽收眼底。 霞光万道，落日余晖斜照古
塔， 犹如一幅浓墨重彩的水墨丹青，也
是震泽八景之首“慈云夕照”。

清末民初，震泽的近半房屋属于徐
姓人家，号称“徐半镇”，其中的代表是
师俭堂，也被誉为“江南第一堂”。 师俭
堂集河埠、行栈、商铺、街道、厅堂、内
宅、花园、下房于一体，街中建宅、宅内
含街，是一座反映晚清工商绅士坐贾行
商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的典型建筑。

“师俭”，出自《史记·萧相国世家》

“后世贤， 师吾俭； 不贤， 毋为势家所
夺”， 寓意徐氏节俭持家的家风。 在现
场，记者亲见，为节省木料，徐家甚至特
意将楼梯修得特别窄小， 不足一米，坡
面特别陡，或有 45度以上。

“无一处废笔”的师俭堂，70%的建
筑为商业用房，包括米行一家、丝经行
一家、铺面八家。堂内的锄经园，被称为
中国最小的江南园林———太湖石上，倚
墙而建的半边亭， 仅供两人下棋品茶；

依地势而铺的鹅卵石路面在雨天自然
形成溪流； 以木板作为墙体的客厅，夏

天作凉亭、冬日当暖房……

师俭堂的米行，南门敞开即大顺码
头。码头前的禅杖浜是頔塘河的支流之
一。 頔塘河属太湖重要的泄洪通道，水
流湍急，换水频率极高。 借着頔塘河的
水势，禅杖浜浜内长年清澈见底，为两
岸居民生活用水的重要来源。

自古 ，震泽因水而兴市 、缘丝而
聚商， 生产的湖丝都是从大顺码头，

通过頔塘河、运河，运至上海港口，走
向世界。

赏“太湖雪”，

触摸最柔软江南

每年 4 月，在宝塔街举办的蚕花
节是震泽人民的节日， 包括水乡婚
礼、老街巡游、绕柴龙、蚕丝被制作、

苏式糕点制作等活动，轮番上演。

街边的蚕桑文化主题景墙是小
镇的 “网红点”。 原来是临河管理用
房 ，后废墙改造 ，有机更新 ，文化上
墙，将煮茧灶台、晾茧、上蔟、纺机、复
摇机等各类缫丝用具镶嵌在做旧的
墙体内，重现旧时震泽蚕桑缫丝生活
的场景， 展现了震泽蚕桑人家风情。

景墙上的凌霄花，为古色古香的老街
注入了一抹江南的柔美与灵性。

古镇布局，处处见景，步步有韵。

比如， 三面被老建筑包围的四季花
田，就像深藏闺阁的江南姑娘。 花田
占地约 80 亩， 主要由波斯菊和马鞭
草、向日葵组成。 波斯菊颜色艳丽多
样，温柔摇曳；马鞭草俊俏挺立，高可
达肩；向日葵热情迎客，错落有致。这
里既是游客观光的拍照打卡点，又是
古镇居民茶余饭后的休闲公园。墙外
古街粉墙黛瓦，古朴恬静；墙内花海
万紫千红，绚烂夺目。

震泽镇党委宣传委员沈国强介
绍，近年来，当地充分发挥本地居民
就是小镇建设 、运营 、管理的 “主人
翁”精神，积极引导发展阿婆团子、老
严卤菜馆、四碗茶、仁昌阁等一批本
土产业，推进“景社共建，主客共享”

新格局，打造“富民”最美风情。如今，

宝塔街上 70%的居民仍为镇里的原
住民。

此外，宝塔街还吸引了各类丝绸
名品店面的云集， 在太湖雪丝绸、山
水丝绸、慈云蚕丝、辑里丝绸等店家，

顾客可现场订制旗袍、蚕丝被、丝巾
等特色丝绸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 ， 辑里湖丝早在

1915 年的巴拿马万博会上， 就一举
夺得金奖。 清末民国年间，震泽出口
的生丝约占全国出口量的十五分之
一，《姑苏繁华图》上清晰可见“震泽
绸”等真实史料。

现在，震泽蚕丝被年产量达 300

万条， 蚕丝床上用品 100 多万套，行
业年产值达 14 亿元 ， “震泽蚕丝 ”

“震泽蚕丝被” 两项国家地理标志集
体商标进一步增厚了集群品牌的含
金量。 发达的桑蚕产业使震泽荣获
“中国蚕丝之乡”的美誉。 每年，小镇
都会举办 “震泽丝绸杯·中国丝绸家
用纺织品创意设计大赛”， 为震泽丝
绸家纺产业的发展注入新动力。

如今，震泽正在全力推进水系恢
复和古镇保护工程，努力复原曾经江
南水乡的原貌， 科学利用好一本堂、

馀庆堂、耕香堂等历史建筑，串联丝
业公学、江丰银行等丝绸遗迹，加快
发展文化精品酒店、蚕意民宿、众创
空间等业态，建设一座历史与现代对
话的中国丝绸名镇。

当然 ，说起震泽的蚕丝业，不得
不说“蚕丝之母”费达生。 1923 年，年
仅 20 岁的费达生， 刚从日本留学归
来， 跟随省立女蚕校校长郑辟疆，宣
讲新法养蚕 ， 路演示范持续了半个
月。 费达生的弟弟、著名社会学家费
孝通先生曾数次造访震泽，写下著名
的《江村经济》。

太湖雪蚕桑文化园是中国首个
以蚕桑为主题的生态园，也是江苏省
级湿地公园的文化交流中心、旅游集
散中心，同时是“中国·江村”环长漾
特色田园乡村带的重要驿站。

在蚕桑文化园，既可了解源远流
长的丝绸文化、 近距离触摸蚕的一
生， 又能体验制丝工艺的演化历程。

园内，用蚕茧制成的小毛驴、喜羊羊、

大熊猫，形象逼真，憨态可掬，令人啧
啧称奇。尤其，用蚕茧制成的永生花，

火红的玫瑰、娇艳的桃花、快乐的文
心兰、团聚的绣球花……无一不栩栩
如生，以假乱真。暖房里，小小的蚕宝
宝正在努力蜕皮；经过蜕皮后，不消
几日便可成长为大蚕； 大蚕结茧时，

需历经两天两夜之久， 待到丝方尽，

再破茧而出，羽化成蛾。

“以前，一颗茧只卖两三毛钱，现在
我们把茧子设计成蚕茧花、蚕茧微景观
等，一颗茧子能卖 10元，甚至更多。 ”

创客总监孙小莉告诉记者，蚕桑文化园

已经逐渐走出一条“一丝绕三产，三产
绕一丝”的产业创新发展之路。

2016 年 8 月， 太湖雪挂牌新三
板，成为“苏州丝绸家纺第一股”。 慈云
蚕丝、山水丝绸、辑里丝绸……一批震
泽丝绸的“金花”企业，名声大震。 作为
国礼的真丝画、企业首创的中药抑菌蚕
丝被，一批批工艺新品在震泽丝绸匠人
的手中竞相绽放。

踏谢家路，

品新苏韵乡村

从文化园出来， 驱车沿丝路绿道
就到了江苏首批省级特色田园乡村试
点村———谢家路。

谢家路承袭了吴江 “鱼米之乡、丝
绸之府”的自然禀赋，北依 1.5万亩左
右的长漾湖，南拥 500多亩的周生荡，

一条港河穿村而过，形成两湖抱一村的
格局。

虽然名为谢家路，可村里没有一家
姓谢。 元末明初，明朝开国大将军常遇
春攻打苏州王张士诚， 行军时途经震
泽，见此地风景优美，民风纯朴，遂问当
地百姓，此处为何名？无人答应。 于是，

常遇春命将士就地卸甲休息，赐名卸甲
路，口口相传，就有了现在的谢家路。

在常将军之前，还有两名人物也与
此地有关。传说，北面长漾中有一土墩，

四面环水，地广两亩。这土墩“大旱不见
水甚减，大涝不见水甚增”，与湖水同时
上下浮动，极为神奇，因此名为“浮玉”。

唐朝写下“斜风细雨不须归”的诗人张
志和，辞官归隐震泽一带，见长漾浮玉
墩上清静出俗，便脱口咏出“数椽结庐，

一水环镜。 玉山浮游，震泽清净”，后常
于此垂钓、饮酒、作诗。后人为纪念张志
和，便将浮玉墩改称为“张墩”，成就了
震泽古八景之一的“张墩怀古”。

谢家路南端周生荡的“周生”，因东
汉吴国大都督周瑜在此训练水兵而得
名。 坊间传言，周生荡水底还有周瑜衣
冠冢。 曾经，百姓希望把水抽干要找周
生的墓，奇怪的是怎么也抽不干，后只
发现了两块巨石板。

依托 “两湖一河” 的自然微气候，

“千亩桑园、四季养蚕”的农业优势，谢
家路发展规划定位为“水韵桑田村”，以
“公司+村+农户”的经营模式，通过招
商引资和专业机构投资运营， 于 2019

年 4月正式推出“水韵谢家”乡村文旅
品牌———以蚕桑为特色，围绕“生活、生
产、生态”三生融合，致力推进“文商旅
农”协调发展，培育精致的丝绸生活，打
造新时代“生活着的蚕乡”。细雨婆娑的
天气，记者偶遇四五辆旅游大巴，满载
着游人来蚕乡打卡。

都说“丝绸之根在田野，蚕桑之源
在乡村”， 由原村办企业腾退后建造的
蚕桑学堂，以苏式庭院为框架，内设花
园、菜园、书吧、酒吧、咖啡馆、游泳池、

星空套房等，开启了“小清新+亲子游”

的新型“农家乐”模式。

与之两两相望的，还有“苏小花”田
野餐吧，配有蚕桑文化为主基调的咖啡
厅，涵盖了“乡村艺术展+丝路咖啡+湿
地宣教”多重功能和业态。 走上木质平
台，一片空旷的田野映入眼帘，这里的
春天有紫云英、油菜花，夏天有桑树、荷
花，秋天有格桑花、稻田……是休闲小
憩的绝美之地。

“苏小花”的南侧是观景台，也是整
个村庄的制高点。 站在观景台，往北可
以看到万顷长漾，让人想起“泛棹牛娘
夕照天，白云红树两茫然。 一湾浮玉庵
头月，曾照渔翁蓑底眠”。往南望是周生
荡，依稀可以听到当年周公瑾甲兵操练
的鼓声。 往西是千亩稻田，不远处是江
南农业文化特色景观“桑基鱼塘”，晚唐
诗人陆龟蒙寓居震泽时有诗云“桑柘含
疏烟，处处倚蚕箔”，不外如是。

顾全说，谢家路目前的业态和形态
只“布局”了三成，早已声名鹊起、令人
神往，还有更多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正在
谋求合作：本地的新旗艺旗袍、仁昌食
品和苏州的台湾农产品协会跃跃欲试，

社会资本也纷至沓来。 未来，震泽谢家
路田园乡村文化旅游业态将越来越丰
满，“新苏韵”———“水韵桑田村”的美好
蓝图，每一天都在接近现实。

选一日，泛舟水上，闻着夹杂着桑
叶味道的风，感受湖光潋滟、桑叶沃若
的美景。 或许，这才是江南独一无二的
“蚕式”慢生活，也是新时代里独一份的
“新苏韵”。

依托景区和社区、 产业和文化、

水韵桑田和田园乡村、社会资本和旅
游资源的四大创新融合，震泽正加快
推进全域旅游发展，用自己生动的实
践，书写美丽的震泽答卷。震泽，正如
这秋日暖阳里蜕变的秋蚕，留住了乡
土文化的根，含英咀华，茁壮成长，生
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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