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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市文联俞前主席拿来了《时光里的温馨与惆怅——吴江古村落寻访》的书稿，我读了十分兴奋。
对吴江古村落的寻访与宣传，是件很有积极意义的事。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全国各地的迅速推进，使广大农村着实发生了不小变化，这无疑为承载千
年历史文化的古村落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古村落传统的建筑风貌、淳朴的人文环境等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不少古
村落已经和正在面临着瓦解甚至消亡的危险。
挖掘、保护、宣传古村落，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此，三年前，我曾向吴江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用文字、绘画或照片再现吴江古村落风貌的意见。
在文联的组织下，吴江市的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摄影家协会的会员们，深入古村落，从史料中探
寻，从村落中采访。
现在，这本《时光里的温馨与惆怅——吴江古村落寻访》终于出版了，我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
　　吴江市镇灿若星辰，村落星罗棋布，每一个古村落，都是一个传奇，它们承载着极其丰富的历史
记忆、人文生态和社会发展轨迹。
南厍、溪港、四都、陆家港、隐渎⋯⋯列入苏州保护名录的古村落，昭示着吴江悠久的历史；古建筑
、古桥梁、古银杏，古村落的标志刻录着吴江浓厚的文化。
周用、袁黄、潘耒、王叔承⋯⋯从古村落中走出来的历史人物，是吴江人的骄傲；范蠡建钓鱼台、陆
龟蒙养鸭、沈万山发迹⋯⋯一个个传说增添了色彩，吴江人津津乐道。
《时光里的温馨与惆怅——吴江古村落寻访》一书，让我们能较完整地了解到吴江某一历史时期的传
统风貌、地方特色、民俗风情，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
《时光里的温馨与惆怅——吴江古村落寻访》用纪实散文的笔调并且图文并茂，是多种艺术的集结，
也是吴江文学艺术家的艺术结晶；是一部很好的爱国爱家乡的富有浓厚地方特色的乡土教材，也是适
合中小学生阅读的一本很好的课外读物。
　　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一个民族、国家，一个地区，文化越博大精深就越受人尊重，发展就越有活力。
希望吴江的文艺工作者们，牢记自己的历史责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创作出更多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
，取得更大成效。
　　2008年8月　　（作者系中共吴江市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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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时光里的温馨与惆怅：吴江古村落寻访》作者从吴江出发，一路探问寻访，用可靠的文字，精
心创作的图画，再现了吴江十九个古老村落的前世今生，既让人温馨回味，又使人备感恫怅⋯⋯寻找
这些古村落，倡导保护古村落留下的遗迹和文明，是《时光里的温馨与惆怅：吴江古村落寻访》留给
我们的深层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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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时光流过谢天港吴头越尾一“隐读”大胜之迹南厍的前世今生银杏树下访四都解读双阳蠡泽行陆家
港的民间故事绿水悠悠黄家溪南塘港纪事秋泽夕拾赵田沧桑花龙泉嘴散记小村依稀午梦歌远逝的“土
城”——城司村溪港的记忆湮没的古庞山雪巷陶墩，悠悠的吟唱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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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初夏，江南的乡村树木葱茏，刚刚经历了春花的烂漫，乡村充满了甜甜的气息，收获就在不远处
了，那是一种美好的希望。
在这样的季节里，我去做一件事。
我把做这件事定义为寻访——我喜欢“寻访”这个词，它充满了人文的气息，充满了让人向往的一种
依附。
我承认，我有附庸风雅的一面，可是这样的附庸风雅又有什么不好呢？
当身边的一些事物正在渐行渐远，最后消逝得无影无踪，我们的心中不由得充满惆怅。
是的，这一次，我要去寻访一个古村落，它的名字叫谢天港。
　　谢天港就在盛泽镇的北端，这个江南的小村庄，依然沉浸在初夏的气息中，小河、垂柳、人家，
一河清水让人感受到江南的秀气。
也许，一直生活于此的村民对此并无太深的感觉。
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的加重，要看到清清河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了，而谢天港，给了
我这样的机会。
我漫步于此，心情是舒畅的，深深地呼吸一口，有点甜丝丝的味道。
江南，我梦里充满诗意和遐想的地方，今天，我在谢天港这个小村里又有了全新的感受。
　　从谢天港到胜天村　　江南的村庄名往往都和“港”、“浜”、“湾”等字眼相连，这是水乡的
特色，倚河而居，是水的灵性滋润了这片土地。
　　谢天港，这个在绸都盛泽曾经赫赫有名的村庄，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变迁，似乎已经只成为老年人
的一个记忆而已。
我的寻访是从谢天港的钱大爷开始的。
钱大爷年逾七旬，身材硬朗，他手抱茶杯，向我介绍谢天港的昨天。
事实上，谢天港也只有一个昨天，因为今天，它已经有了一个另外的名字——胜天村。
胜天村该是一个响当当的村，单从这个名字就可看出它的不同凡响。
在绸都盛泽，说起胜天村，几乎家喻户晓，关于胜天村这个村名的来历，是这样的：1959年的时候，
那时的中国大地正处于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红色的浪潮和过热的思想在四处蔓延，谢天港，因为历
史上的辉煌和如今因丝绸生产和贸易的兴旺而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
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储江来盛泽视察工作，自然，谢天港是必到的地方。
他看到当地群众高昂的斗志和膨胀的热情，就觉得“谢天”这个地名是不合适的，什么叫“谢天”？
革命群众的力量还要老天来帮忙？
我们应该改名为“胜天”，也只有“胜天”才是我们革命事业的真正注解。
于是，谢天港变成了胜天大队！
改一个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改名后具备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才是我们的财富。
　　那时年轻的钱大爷也被改村名带来的热情所感染，说起这段不算遥远的历史，作为一名胜天人，
他感到了无上的光荣。
而他的回忆又把我带到了遥远的年代。
　　康熙《吴江县志》卷四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干家水出谢天港。
”而关于“谢天港”这个地名的来历，也有一段传说。
　　那是一段血雨腥风的岁月。
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为了开辟江浙一带的战场，派李秀成南下，一路上如秋风扫落叶，横扫清军在
江南各地的营垒，战争的烈火烧遍了江南。
当时太平军的头发与清人大相径庭，清人称他们为“长毛”。
传说“长毛”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可怕的“长毛”就要来到盛泽，老百姓们十分焦急，他们求天开
眼。
也许真的是老天帮忙，“长毛”到了盛泽竟然没有杀人，于是当地老百姓把这里的地名称为“谢天”
，因为村里有一条东西向的河港，所以就有了“谢天港”这个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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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是老百姓一直具有的朴素的心愿，上有青天，下有黄土，人是渺小的，人就像一颗沙子，没有
分量。
然而，人毕竟是这个世界的主体，所以会有“胜天”这样的豪情壮志。
　　当然，现在的人们对谢天港也许很陌生了，因为村子改名叫胜天也近半个世纪了，时间冲淡了历
史的印痕，时间就像谢天港的河水，轻轻地向前、向前流去⋯⋯　　沈万三与谢天港　　一座古村庄
的存在，往往与历史上的名人有关。
在情感上，我们情愿相信这样的一些传说和故事是真实的⋯⋯也许，一个地方正是有了这样的传说和
故事，才有代代相传的理由。
　　如果说谢天港这个村名的来历充满了血腥和战乱，那么谢天港与沈万三之间，则充盈了一些风花
雪月的纠结，而这样的纠结往往与爱情或者类爱情有关。
说起沈万=_，人们并不陌生。
沈万三，名富，沈秋凡所著《盛湖杂录·沈万三秀始末考》巾有这样的记载：“明洪武初，沈富于盛
泽建南胜坊、北胜坊以兴市廛，设南书房、北书房以处女闾，又植红梨万树于湖滨以点缀风流。
”现在大家知道的桥北荡，就是那时的红梨湖，红梨湖的北侧就是谢天港村。
从历史记载上可以得知，沈万三既是位富可敌国的大富翁，也是一位风雅之士，他在红梨湖畔广植红
梨树，使盛泽增添了一道别样的风景线。
　　据说，沈万三的第九位小妾善书画，因看到沈氏家族生活奢糜，料定日后定无善果，故决意另居
别宅。
沈万三就在今天的盛泽荷花村一带择地建九娘楼，安置他的九姨太。
由此，这里被乡人叫作“楼下”，直到民国时期，荷花、南霄一带还叫楼下乡。
九娘死后，葬在今胜天村的中山桥堍。
《盛湖竹枝词》中有“九娘荒冢水仙生，岁岁花枝照眼明。
不见滇南夫婿返（传说沈万三充军云南），陇头惟有鹧鸪声”。
一阕专写此事，并附注云：“九娘坟在中山桥畔，今渐湮没，惟石阙存耳。
”据说直到1958年九娘坟才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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