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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庄奇趣谜》

前言

　　约80年前，朱自清先生和俞平伯先生夏夜泛舟同游秦淮河，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题，各
作散文一篇，那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在两位文学大家眼中、笔下呈现了别样的风情——朱先
生写得真挚细腻，俞先生则冷静玄妙，以风格不同、各有千秋而传世，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2010年4月，三十余位当下创作锋头正健、富有活力、艺术风格成熟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儿童文学
》杂志社和周庄镇镇政府邀请下，到素有“中国第一水乡”之美誉周庄镇聚会。不论晨昏晴雨，那杨
柳依依桨声欸乃的水乡，那底蕴深厚的周庄均呈现了她特有的魅力。古典与现代，安宁与热闹，闲适
与繁忙，那样妥帖地交汇融合在一起，她仿佛一个连接过去与当前的时空节点，让儿童文学作家们遐
思神游，真情大发。　　于是，作家们有的在阡陌交错的田野里流连，在水墨画般的小桥流水间依洄
，尽情呼吸、纵情拥抱周庄的清新与自然；有的细细体味小镇的饮食居行、人文典故，于人间烟火里
触摸周庄的风土人情；有的徘徊于安宁静谧的小径里“穿越”古今，在时空纵深处，忘却尘世喧嚣净
化内心；有的俯仰观看，用心灵感悟周庄的诗意；有的则从周庄出发，回溯自己的来处，怀想自己的
故土，守望精神家园⋯⋯这些散文以周庄的风景、风情、风物为基点，用儿童文学作家特有的率真眼
光，打量着周庄的奇、探寻着周庄的趣、猜测着周庄的谜。写出了作家心目中周庄神韵，并提炼出对
文化、对生活、对自我的思索。在每位作家的笔下，周庄各具情致，别有风采，作品的题材虽为一致
，面貌却颇不相同，犹如一块块七巧板，共同为读者拼出了乡土周庄、人文周庄和心灵周庄：同时，
也为孩子们在写作游记散文方面，从视角、思路、风格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丰富的经验。　
　有道是，文无定法，但只要文都是从内心出发的，一定能给读者以极大的感染力。这一篇篇情真意
切，意蕴自然的美文，由《儿童文学》编辑部辑成《周庄奇·趣·谜》一书，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
版。期待读者和我们共同品读、鉴赏，共同走进如诗、如画、如梦般的周庄！

Page 2



《周庄奇趣谜》

内容概要

2010年4月，三十余位当下创作锋头正健、富有活力、艺术风格成熟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儿童文学》
杂志社和周庄镇镇政府邀请下，到素有“中国第一水乡”之美誉周庄镇聚会。
    这本《周庄奇趣谜》由徐德霞等人著，书中收入的这些散文以周庄的风景、风情、风物为基点，用
儿童文学作家特有的率真眼光，打量着周庄的奇、探寻着周庄的趣、猜测着周庄的谜，写出了作家心
目中周庄神韵，并提炼出对文化、对生活、对自我的思索。在每位作家的笔下，周庄各具情致，别有
风采。作品的题材虽为一致，面貌却颇不相同，犹如一块块七巧板，共同为读者拼出了乡土周庄、人
文周庄和心灵周庄。
    这本《周庄奇趣谜》适合文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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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周庄之奇·趣·谜穿越俯仰观看，诗意周庄寄给未来莲花处处开梦幻周庄梦里周庄梦入江南烟水路三
寻周庄水韵周庄童话周庄我打周庄走过摇啊摇，周庄舫悠闲周庄又见江南周庄，那一场盛大的华丽缘
周庄，我的故乡周庄，永远的童年周庄，江南的寻常燕子家周庄的童话周庄睡着了虾糟·鳗鲡菜遇见
暗香：艳羡与疏离心的居宿地青梅散落在周庄的饕餮记忆不一样的江南水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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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周庄之奇周庄之奇，首奇在水。水生周庄，水润周庄。　　水是周庄的血脉，水是周庄的灵魂。
没有水的周庄，就不是江南的周庄，难怪周庄素有“江南第一水乡”之称。　　2010年阳春三月，我
们召集全国五十多位作家在周庄开会，会址就安排在专为2001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非正式会议建
造的水上会议厅——周庄舫。这船舫，通体洁白，犹如汉白玉石雕就，四面雕花小窗，飞檐翘角，造
型十分优美。　　它坐卧于四面环水的湖中，只一条栈桥与湖岸相连，远远望去，这船舫昂首翘尾，
似动非动，好像艄公呼嗨一声便能起程似的。坐在这大石舫上，凭窗远眺，一湖碧水，浩浩荡荡，烟
波浩渺，无边无际。湖面上不时有载满游客的画舫悄然驶过，恰似电影中的慢镜头，由远及近，由近
又及远，终化为湖面上的一点丹青。会间茶歇，手捧一杯香茗，三五文友，齐聚舫首看风景，心之舒
朗如碧海晴空。　　会后坐船去古镇观光，初来周庄，地理位置尚未搞清楚，客随主便，并不完全理
解当地好友的良苦用心。直到再来周庄，从街上直入古镇，两种方式有了比较，方知乘船环游古镇之
美妙。　　周庄四面环水，环抱于南湖、白蚬湖、淀山湖三湖之间。　　坐在小船上远眺，烟波浩渺
的湖水将一方小岛轻拥入怀，几多怜惜，几多疼爱。小船环岛而行，中间水域不足五百米，也就这数
百米的距离，恰似分隔了古与今，醒与梦，幻与真。　　从湖上遥观周庄，美丽而神秘。一湖碧波，
氤氲水雾，远处的古镇时隐时现。正是红肥绿瘦的仲春时节，近时能看到一片片桃花灿烂，远时则绿
冠如云，偶露一角黛瓦白墙，仿若一幅自然天成的水墨画。更似一美人闲卧于万顷碧波之中，清丽素
净，不染纤尘。同船本是热络的三五好友，此时不约而同被那一份淡淡的恬静素雅所震动，均缄默无
语，一颗心仿若被人摘了去。此时此刻，眼前之景虚虚实实，亦真亦幻；身边之人也似梦似醒，似醉
似迷，天人水景合而为一，感觉甚是奇妙。　　小船自南湖入镇，这浩瀚湖水一旦进入古镇，立马变
得娇柔起来，妩媚起来，好像一个野丫头进了婆家，见到了心上人一般，几多娇羞、几多喜悦、几多
慌乱都在那微波颤动的湖面之中。此时才知周庄的水外阔内敛，周庄的水外美内秀，周庄的水外刚内
柔。　　站在船头的船娘，身着蓝底白花小褂，头戴同色方巾，轻摇船橹，小船如犁，剪开银绸一匹
；小船如梭，船后织出万丈花绫。船娘一边轻摇船橹，一边轻吟小曲，偶尔还能遇到放鱼鹰捕鱼的船
家，还有吹吹打打、红红火火娶亲的喜船，这一切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江南，带到了那有几分婉约
、几分细腻的江南水乡。最有趣的是我们在船上观街景，街上的行人也看我们。船头街上，互相拿出
照相机对照，此情此景，正应了卞之琳那名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曲曲弯弯的小河汊，给古镇平添了几分妩媚、几分滋润、几分情趣。有了水的周庄才有了灵气，也
才有了精气神。　　周庄之奇，二奇在古。周庄之古雅，足以乱真。不论从哪个入口进入古镇，仿佛
一步就从现代跨进了古代。古镇内不要说没有汽车之喧嚣，就连一辆自行车也没有。走在古镇逼仄狭
窄的小街上，时空一时错乱，犹如进入明清时代，那份新奇之感难以言表。　　古镇房屋多傍河而建
，街河相依，曲曲折折，纵横交错，犹如迷宫。户连户、店依店的小铺面，多为棕黑色老木门窗，黛
色屋瓦，宽不盈丈，高不过二三层，都是保留完好的明清建筑。街道时宽时窄，或青石或老砖或碎石
铺路，均保留了一份自然的原生态。有的小街很窄，窄到两边屋檐几近相衔，街面仅容二人并行。　
　古镇之奇，还在于五行八作均是传统工艺。一天早上八点多钟，我独自一人进入古镇，人少声稀，
小巷幽静，青石板上还偶见夜露点点，远望河汊之上雾气缭绕，极目之处一座拱形石桥如影如画，四
周甚是清爽素净。不多时，湿漉漉的小街深处，不时传来啪嗒啪嗒的声响，那是一家家店铺老板陆续
开门迎客。不待一条小巷走完，所有的小店就都开张营业了。此时我的脑海里不知怎么就浮现出了这
么一句古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想罢，也自觉荒唐牵强，不禁哑然失笑。　　原本
以为古镇只是一条条商业街，出售一些当地传统的土特产，正是这一天早上，我才发现占镇其实是一
个大舞台，每天上演着的是明清民俗生活大戏，而演员就是镇上的居民。　　看旧时布衣者为生计而
奔忙，有制坯的、箍桶的、编筐的、做鞋的、织布的⋯⋯五行八作的手艺人，各有各的来路；卤猪蹄
、酱肘子，青面团子、芝麻糕⋯⋯临河小店各有各的特色。那边古戏台上昆曲咿咿呀呀，这边三毛茶
楼上佳茗伴书香；若访名人古迹可到张厅、沈厅，看看穷小子的发家史，对自身也不免是一番激励。
若探新寻奇，还可到怪楼一游，体验一下外表温文尔雅的江南人胸中自也狂放不羁⋯⋯走在古街之上
，听古曲，赏民俗，古雅的丝织品，精巧的小饰物，一家一户细细品来，一宗一件细细把玩，漫无目
的，步随心移，不知不觉神安心定，竟然忘了身在何处。这番奇妙的感觉已多年未有，因此将此定为
古镇又一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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