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远的乌镇 
	  
我对乌镇的向往，源于一部电视剧《似水年华》。记得电视剧里插入了一个动漫画

面，门外边，是一个喧哗、飞旋的世界，门里边，则是一个宁静的世外桃源，那就

是乌镇。里边有个书呆子气的硕士毕业生（黄磊饰演），放弃喧哗的都市生活，来

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整天与古纸堆为伍，直到来了个摄制组，和担任设计的

台湾小姐（刘若英饰演），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一场美丽的爱恋，由于偶然的变故，

终于破碎。当年用一个通宵从头到底看了这个剧，少有地哭得唏哩哗啦。心想这两

个演员把爱恋的过程演到了这个份上，假戏也要演成真的了；可是如果是真的，还

一路演来，情何以堪！既然我自己“入戏”这么深，对乌镇也就爱屋及乌了。	  
	  
六月下旬，趁在上海的几天空闲，决定去乌镇，了却一个心愿。适逢淅淅沥沥的黄

梅雨季，虽然带来诸多不便，但心想下雨会吓跑景点的游人，未尝不是个好事。乌

镇这样的地方如果游人如织，热闹如菜市场，哪还有世外桃源之悠然，必然是大煞

风景。另外，像乌镇这样的地方，雨天有雨天的魅力，雨巷的情致也是可遇而不可

求的。于是一不做二不休，轨道线三号坐到上海南站，然后坐长途汽车，一个半小

时后便到了乌镇长途汽车站。	  
	  
乌镇分西栅，东栅两大景点，相距徒步半小时左右。两面都有民居旅店。乌镇还有

南栅老街，有明清建筑，比起西栅东栅自然要逊色些。我看网上介绍时，一直把栅

（zha）看（读）成了“珊”。幸亏当地老乡的纠正，作为中文系毕业生，好不羞

愧。因为时间有限，决定集中玩一个地方，听说西栅比东栅好，就去了西栅。 
	  
西栅门票白天 120 元。走进西栅景区大门，眼前是一片水域，加上连日下雨，水位

很高，汪洋恣肆，一幅野渡无人的壮阔景象，和电视剧里看到的完全不同。在西栅

入口处，是颇为壮观，即将竣工的乌镇大剧院。看了介绍，方知乌镇是京杭大运河

的南端。这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古镇。 景区的建筑多为明清时期的杰作。 

  
 

 

 

 



原本以为走过一段栈道，便是西栅的全部了，一看示意图才发觉其实是刚刚进了门，

里边的民居，酒肆，石桥，廊桥，水阁，层层叠叠，如迷宫一般。和江南别处的古

镇不同，西栅里面没有常驻居民，只有供游客食宿的“民居”客栈、宾馆、饭馆、

以及各种向游客陈列和兜售特产的商铺和店面。如我预期，雨天里人迹稀疏，西栅

有些路段，只有雨声，没有人影，像座鬼城。 

 

一会儿，就走得没了方向。看景倒是一点不妨碍，抬眼便是。横看侧看，处处如画。

烟雨之中的乌镇，依然有一股油画般的浓郁、坚实，这又和我想像中或电视剧里看

到的乌镇不同。这里的景观，固然有江南特色，但是它的古老，宁静，厚重，又胜

于任何我见过的其他江南小镇。它不是一般的小桥，流水，人家。每一堵墙，每一

座桥，每一条河，都给人传达一种超然的静穆，散发出一种永恒的气质。坐在那里，

听雨的那刻，时间是凝固的，只有远处点缀着色彩斑斓雨伞的小桥，告诉人这里有

游人，只有过往水巷的小船，呈现静态中的律动。 

  
 

 

整个景区，俨然是一座人文生态博物馆。水上集市，茶馆，酱园，酿酒业，染坊，

竹编，木工，陶瓷，湖笔，土产小吃，几乎应有尽有。 

 

  
 



在“水上集市”旁的吊脚楼饭馆，窗外悬空吊着的器具，引起了我的兴趣。它们一

定有独特的功能，虽然我猜不出来。 

 

  
 

这里的建筑我不知道有多久，大部分是古旧的“真品”，只有少量明显是新造的，

或仿旧的。从飞檐的风格看，明代建筑还是占了不少比例。虽然有许多启用的居所，

商铺，大部分建筑如今还是大门禁闭。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如果做一次时间穿越，

你打开一扇窗，就是一个早已作古的鬼魅在生活，在劳作，或者在调情。打开一扇

门，就是一段尘封的历史，  

 

  
 

 

西栅有几条主要河道纵横贯穿，大大小小的桥便是最醒目的地标了。看《似水年

华》，惦记的是廊桥。和美国的廊桥比，这里的廊桥更加多样，也更加精巧。就好

像美国人的汉堡包主要是充饥的，美国人的廊桥除了实用，并不刻意唯美。相比之

下，乌镇的桥是千姿百态，争奇斗艳。桥和道路、房屋、河道的布局一定是一项非

常复杂的土木工程项目。可惜没有导游图（照理景区应该提供的），也没有看到当

年建设这座小镇的资料。或者是天作之合，或者是精巧的设计，这里近万米的纵横

交叉河道，人工和自然浑然一体，相得益彰。 



  
 

乌镇大剧院，就守候在西栅的门口。据报道这座大剧院的建设由赖声川等发起，建

筑师听说是台湾名家。整个建筑的风格是当代的，由简洁的线条和板块构成。它的

装饰又是地方特色的；一半用当地建筑青砖立面来装饰，另一半则像一个打开的扇

面，用富有古镇特色的窗饰做装饰主题。大剧院的里面是富有现代感的巨大空间。

这种大气，和乌镇的古老和厚重是相符的。 

  
 

介绍到这里，不得不说一下我在西栅里看到的厕所和垃圾箱。西栅的厕所，是我在

世界上见过的最豪华的厕所。西栅的厕所，如果不告诉你，咋一看还以为是一个高

档的咖啡馆。西栅路边的垃圾箱是世界上最多姿多彩，最富创意的垃圾箱。西栅，

是一个处处由花卉点缀的景区。这包括西栅路边的垃圾箱。 

 

我慕名而来，是凭吊《似水年华》那段凄婉，动人的年轻的爱情故事。电视剧中的

乌镇，是个世外桃源，是个恋爱的地方，是个唤起沉寂在心底的情愫的地方，同时，

剧中的乌镇，也是一块伤心之地，一块抚慰内心的疗伤之地。可是，在这里，我感

受的是“天地无情，视万物为刍狗”的冷漠。同时，它给人更实在，更接地气的感

受。确实，乌镇并不小资，乌镇大气得多，它沉淀了太多的人文情怀，它是一个自

足的精神栖息之地。也许我对《似水年华》的感受和解读一开始就错了。这部电视

剧固然是一曲青春的挽歌。但是，它更深邃的含义是永恒：任何在乌镇的足迹，都

具有一种永恒性，就如维美尔的画那样。它的本质，就是简单和质朴，不会因时间



而消失。当你感到世界将倾塌于一瞬时，乌镇就是你的救赎。当你希望远离尘嚣，

哪怕一时，乌镇就在那里敞开怀抱。 

 

 
 

听说晚上的西栅，在精心设计的灯光下如梦如幻。这当然是另一种更加现代情趣的

景观了。听一同坐船漫游的小姑娘说这里的“民国时代”味道不错。当然，她说的

是这里的一个餐馆的饭菜。无暇眷恋这里的美景了，在傍晚时分，我离开了景区，

把夜晚的西栅，还有东栅，南栅，留给了自己的下一次，再下一次。也许，每一次

来，乌镇会给人不同的惊喜。 

 

爱恨情仇，终将湮灭；芸芸众生，终将消失 。而乌镇，是永远的。 

 

      戴耘写于 2013 年 6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