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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塘是美的，美在它的小街长弄，美在它的小桥街廊，美在它质朴的民居，美在西塘人淳朴悠闲
。
　　小镇是寂寞的，长期的寂寞。
正是这种寂寞形成了西塘的恬静和内向，正是这种寂寞使西塘充满了诗情画意。
　　西塘，它寂寞，平淡而不闪光，但它是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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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常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是针对建筑艺术或艺术建筑而言，那么在西塘的这些传统民居，那
些普普通通的民宅建筑也是否属于此范畴呢?让我们到西塘走家串户，仔细地观赏聆听一番吧!    人类
从穴居到建造房子室居，是一个质的飞跃，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的需要，对建筑的要求，对
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社会的统治阶层、宗教场所等，在中国还有府衙。
人们发现这些由人类的智慧产生的建筑物，可以代表一种社会精神、代表统治者的威严，也可以象征
神的力量和感召。
因此，历代的帝王们对此非常重视，曾被西楚霸王焚毁的阿房宫规模之大，在两千年之前是难以想象
的。
那么中国的民居建筑呢?它的历史又是如何呢?    在宋朝以前，中国的民居还很简单，贫富的差异，官
民的差异使一般老百姓的住处丰富不起来。
一个城市里最好的建筑总是官邸和庙宇，这在宋代的《清明上河图》中可见一斑，图中的民居、商店
等建筑都十分简陋，在它们的屋檐上甚至找不到瓦当。
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比较快的时期，在江南，连年的丰收、商贸的繁荣使城市和农村积累
了大量的财富。
于是大兴土木建筑一定规模和格局的住所成为时尚。
到了明、清时期，社会的长期稳定，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江南的许多小镇依靠商贾崛起，成为大中
型城市的卫星。
现存西塘民居就属此类。
    被百姓呼曰老房子的西塘民居，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从明、清到民国都有，展现了江南水乡历
史进程和文化脉络。
你站在环秀桥上东望，河南岸高低错落、色彩斑驳的小楼密密地挤在一起，但是它们之间却又关系和
谐、节奏自然。
它们虽然时代不同、主人不同，风格也不完全一致，但是它们一座座立于河侧，在小河的流水托映下
，奏出了西塘小镇的主旋律。
    这种旋律毫不虚构，要是在雨天，雨点丁冬作声敲打瓦片，还有石板路的嘎嗒作响，还有你走进深
深庭院时古人在你心中的吟唱，一种节奏缓慢的，仿佛还有洞箫声时隐时现在其之中的细细的、长长
的音乐在你心上流过。
    镇上的大户人家往往是前通街后傍河，依其规模称五进、七进或九进。
所谓进，就是独立的一个单元，功能可以不同。
因为镇小地贵，一家一户总是紧紧地挨着，而且都是狭长的纵式结构，不打弯。
可能这也是一种文化的缘故吧，这里有一句谚语：弄堂里扛木头——直进直出。
所以这里的民居占地往往是狭长的条状，如原址西塘二院杨姓宅居为九进，地积长有近50米，宽却不
到10米。
    除了长以外，还有一个特点是“穿”或“串”，这个特点的形成很早，应在明代，因为明代的建筑
、家具、服装等生活起居的风格都讲求一个“简”字。
在镇上大多宅居，为三进以上的几乎每进的通道都在中间。
如果每进门开，一眼可以望穿到底，中间不兴阻挡，当地语叫“直拱”，也就是说两手一拱可直接进
去见主人。
这是一种多么透明的处世之术!可是到了清代，“避”事顺行，什么都要讲究迂回，在建筑上也同样，
进门要用照壁挡往行人的视线，穿堂的结构故意打弯，正门一般关闭，一般来客走边门，下人佣人走
陪弄。
因此，就有了与建筑物相贴的陪弄。
可以说，在西塘凡有陪弄的民居，大多为清代建筑。
    ⋯⋯书摘(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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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我的西塘情结（后记）    据父亲说，祖父的祖父出生在西塘，我们家是从曾祖父的时代迁居到魏
塘来的，到了父亲手里，在西塘的氏族还分给简陋的房产。
由于我们不在西塘，长期出租又收不到房租，在文革后处理掉了。
在西塘的韩氏家族也不少，中国第一代外交家韩古农、韩司农都是我的堂叔祖。
可以说，我的根在西塘。
    孩提时代，祖父曾带我去西塘走亲友，到了青年时代，高中毕业以后在干窑中学当代课教师，每逢
星期天总是沿着宽阔的河，徒步宫塘虐九华里路到西塘；那时就对神秘莫测的西塘民居，无论是长长
的陪弄，幽暗的居室，还有那种特有的潮腻腻的感觉，育着谁以形容的亲切。
    文革时期，闲着没事，在西塘的几个友常约我聚首。
我仃刁在老轮船码头东面的汶水漾中游泳，爬到停泊在那里的轮船顶上往河里跳水，臂撩清波，那种
感觉至今不忘。
    1984年，由我撰写的电视专题《银嘉善》和《水镇西塘》同时由嘉兴电视台开拍。
在《水镇西塘》的拍摄过程中我几乎走遍了镇上每一个角落，仔细领略了这个典型江南水镇的独特风
情。
    当时拍摄《水镇西塘》的视角是写远离尘嚣的小镇上老百姓淡泊的生活。
镜头里的人物有渔民、种花人，也有镇卜较有知名度的南社社员蔡韶声、书法家江蔚云和退休教师卓
士浩，体现了西塘人浓厚的文化底蕴。
此片在省台播出后还获了奖，这恐握是最早对外宣传西塘的片子了。
从此以后，我开始了影视文学的写作，对南社和柳亚子在西塘的活动也发生了兴趣。
对西塘昔日的文化人，尤其是长期经商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也发生了兴趣。
可以这么说，石塘的文化积淀是一种中国近代史上有听代表的儒商文化。
我总觉得这些都是吴越文化在吾乡吾土的反映。
    90年代初，周庄的知名度一下子高了起来。
鉴于它也是个水镇，南社也曾在那里活动等情况，1994年我建议县政协文史委去周庄考察，此时的周
庄旅游业还方兴未艾，张厅还尚未开发，可以说初见端倪。
因为柳亚于、陈巢南等一班南社社员在周庄的活动与西塘相称，于是更因为周庄的民居建筑和水镇氛
围与西塘也相似，我萌发了将西塘与周庄结成文化友好镇的构想。
此建议首先得到了昆山文化局长著名画家颐鹤冲和作家、副局长陈益的赞同，周庄镇的领导也欣然同
意。
因为负责旅游开发的镇长早年是镇文化站站长，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
可是，很多人对周庄已经显现出来的水镇风情不了解，生在宝中不知宝，对具有旅游发展潜力的西塘
文化遗存并不认识。
    1995年，县委县政府召开“九五”规划征求意见座谈会，我提出可以开发西塘的旅游资源，而且举
周庄为例，说明西塘完全可以依托大上海客源开发旅游，喊出了发展西塘旅游的第一声!从此时起，各
级领导，日益重视，先后派员去周庄等地考察。
    1996年的政协全会上，我又作了题为“关于开发西塘文化旅游资源的建议”的大会发言，列举了大
量的旅游优势，取得了政协委员们的支持。
由于西塘镇领导下了决心，和上海同济大学阮仪三教授的有力支持，一个全面开发西塘旅游文化资源
的热潮终于掀起来了。
在各路“神仙”的声声呐喊中，终于撩开了西塘占镇神秘的面纱，步入旅游世界。
    1997年，我陪同上海作家协会一行15人来到西塘游览，他们曾提议我写介绍西塘的书，写以西塘的
人文历史为背景的电视剧。
我谈了自己的构想，想写中国当代儒商，中间插有南社主要人物的活动，反映古老的吴越文化在中国
资本主义萌芽最早产生的地方的特定的历史。
        因种种原因将此事搁置，倒是应古吴轩出版社的老总之约写一本西塘的旅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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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重新整理手头有关西塘的资料，并对西塘文化积淀的几个重要方面，比如昆曲、宗教、酒文
化、瓦当文化、船文化等作了深入的研究，将它们一一写入书中。
为了写好此书，我差不多花去了整整一年的业余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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