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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6_87_E5_AF_BC_E6_c34_517999.htm 一、古镇牌坊 各位

游客（领导、朋友），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古镇的牌坊

了。历史上，枫泾古镇一半属江苏，一半属浙江。原先有两

个明显的分界标志，一个是西边的界河，另一个就是这东边

的牌坊了，这座牌坊就是在原来分界牌坊的旧址上建立起来

的，再现枫泾古镇独特的地理区域。 这座高大的仿古牌坊，

上方醒目的“枫泾”二字，是国画大师程十发所题。整座牌

坊高12米，宽14米，三间四柱，十分挺拔优美。 牌坊梁坊柱

基上雕刻着精致的传统花纹，四根冲天立柱上前后悬挂着四

副镏金字联，内容集中反映了枫泾的历史、人文、土风民俗

，让游客一进门就对枫泾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能有个简略的

了解，好似巨篇鸿著的开篇引子。 正面第一副对联的全文是

： 发祥晚唐扬名元明毓秀钟灵沧桑久历 食货四方衣被天下商

旅云集佳境重来 此联集中反映了枫泾历史上既是文化名镇又

是商贸重镇的双重地位。她最早兴起于唐朝晚期，到元、明

时，枫泾已是江南有名的古镇。由于棉纺织业的兴起，枫泾

在明清时期已是与松江、魏塘、盛泽等齐名的棉纺织业重镇

，共享“衣被天下”的荣誉。当时盛产的枫泾土布，远销全

国各地，商贩纷纷来枫泾采购，一派繁荣景象。 正面第二副

对联则集中描写了枫泾江南水乡的秀丽景色： 清泾似练满城

瑞气出芙蓉 万枫如丹一天秀色连吴越 联内嵌入“枫泾”二字

，并点出了古代枫泾一镇跨吴越两地，因以前河道遍植荷花

而雅称“芙蓉”。 牌坊背面相应的也有两副对联，中间一副



是： 白牛清风枫溪芙蓉状荷叶依连五邑 宣公贤良学士天官蔼

声名播扬四方 上联一口气道出四个枫泾镇别名：白牛、清风

、枫溪、芙蓉。白牛是枫泾最早的名字，因地处白牛荡得名

。相传一位船夫在荡中撒网捕鱼，曾见荡中有一头金链锁鼻

的白牛浮出水面，因此得名。对联上方的白牛头也反映了这

个传说。到了宋代，屯田员外郎陈舜俞隐居于此，后人慕其

高风亮节，又称此地为清风泾，后简称风泾，之后又演变为

枫泾。后半联说的是枫泾镇形似荷叶，周边与上海的青浦、

松江，浙江的嘉善、平湖相接壤，加上地处金山，故称“连

五邑”。 下联主要写古镇枫泾地灵人杰，人才辈出。唐代有

宰相陆贽（宣公），宋代有屯田员外郎陈舜俞（贤良），明

代有御医陈以诚，清代有状元蔡以台，曾做到学士、天官职

的谢墉及近现代陶芑生、顾水如、朱学范、丁悚、丁聪、程

十发等名人，他们的美好名声远扬四方。 背面两侧边柱上的

对联全文是： 南北峙分历经五朝终归一镇 古今融汇垂信八极

长治万年 说的是古镇枫泾历来南北分治，南镇属浙江嘉善，

北镇属江苏松江，一镇南北分治，这种奇特现象历经了唐、

宋、元、明、清五个朝代，一直到了1951年3月南镇并入北镇

，才统归一镇。尽管南北分治，但枫泾繁荣的商业经济，丰

厚的历史文化，始终融汇一体，流传光大。 各位游客（领导

、朋友），现在大家即将步入我们古色古香的老镇区，大家

看这座精巧雅致的门头，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建筑风格，门头

正中刻着“唔呶喔哩”四个字，唔呶喔哩是地地道道的枫泾

话，用普通话解释就是我的家里的意思。这个门头是我们镇

上的迎客门，走过它就正式进入了我们的古镇区。大家再看

一下这两边墙上刻的两幅顺口溜，它表达了枫泾的饮食文化



。因为枫泾水网遍布，河道纵横，是鱼米之乡，所以水产特

别丰富，每个月都可吃到新鲜的水产，这其中“五月拉司吃

不厌，暴子弯转六月红”的拉司和弯转，请大家猜猜看是什

么？拉司学名叫蟾蜍，别名叫望天鱼，俗称为癞蛤蟆，具有

清热解毒的作用，据说初夏吃拉司，不会生痱子，拉司肉质

细嫩，可红烧、可清炒、可椒盐、可熏烤，特别是熏拉司，

色泽金黄、香气扑鼻、味道鲜美，是枫泾的一道名菜。弯转

其实就是河虾，那弯转是我们枫泾人对河虾的一种形象的称

谓，大家知道新鲜的河虾烧熟后就会自然的弯曲，因此得名

。 二、长廊景观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地最具人情味的江南

水乡的典型建筑长廊。这条长廊全长268米，是江南水乡现存

的长廊中数一数二的。在长廊里侧是商店和民房，外沿是与

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相通的市河，它在古镇区全长1200米

左右，是一条区级河道，水系主要来自浙江的天目山，河水

流向黄浦江。长廊不仅美观而且实用，我们可以用两句话高

度概括长廊的功效，那就是下雨不湿鞋，盛夏不撑伞，这给

当地的居民和游客带来了很多的方便。以前这里曾是繁荣的

商业街，沿河店面林立，特别是米粮行和麸皮店多达30余家

，这是因为这条市河河道宽阔，吨位大些的船只可以直接开

进来装卸货物，所以许多老板都选择这里开店设行，这些老

板为了方便自家的贸易不受天气的影响，刮风下雨照常可以

做生意，于是在造店面的时候，特意造出延伸到河边的长廊

，其他居民也觉得这样做既方便了自己又方便了他人，于是

也在自己的门前搭起了廊棚，可以想象，最早的廊棚有高有

低，有宽有窄，大小不一，经过300多年的风风雨雨，不断修

建才逐渐形成今天这样整齐宽畅富有特色的长廊。 我们知道



江南水乡是河多、桥多、弄堂多。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条最

有传奇色彩的弄，叫莫乃弄，这条弄原名金家弄，全长50多

米，据说是古代姓金的两兄弟分家产时开的一条分界弄，所

以特别狭窄，最窄的地方只有60公分，两人对面行走要相互

侧身才能过去。在旧社会，有一些浪荡子特意等在弄口，见

有女人迎面走来，就走进弄堂，乘机耍流氓，去摸女人的胸

脯，吓得女人不敢走这条弄，摸奶弄的别名从此叫开，时间

一长，人们只知摸奶弄，不知金家弄了，后来定弄堂名字时

，考虑“摸奶”两字实在不雅，所以去掉了偏旁，成了莫乃

弄。莫乃弄还有个故事，相传有个地痞流氓，叫癞头阿三，

最喜欢在莫乃弄调戏妇女，有一天，阿三又看见一位身穿花

布衫，头包花毛巾的姑娘走进莫乃弄，阿三迎上前去，手刚

摸到这个人的胸脯，两只手突然被竹弓夹住，顿时鲜血直流

，痛得阿三直喊“救命”。原来这个姑娘是一位爱打抱不平

的名叫阿荣的年轻竹匠装扮的，特意做了一付竹夹子绑在胸

前来惩罚阿三。此时，阿荣摘下头巾，脱下身上花衫，连同

花衫里的两只竹夹，往癞头阿三头上一罩，然后将阿三拖出

弄堂，就在这里(廊棚)当着众多的父老乡亲揭露阿三的劣迹

，阿三在事实面前，想赖也赖不了，无可奈何只好低头认错

，后来阿三被官府定了个“调戏妇女，扰乱治安”的罪名，

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广大妇女对此拍手称快，并编出了“癞

头阿三伸黑手，竹弓夹牢鲜血流，铁证如山赖不了，无可奈

何低下头”的顺口溜。根据这件事，民间又称这条弄为莫奈

弄，这个奈是无可奈何的奈字，这个弄名起到了警示作用，

使得那些流氓再也不敢在弄堂里胡作非为了。 各位游客朋友

，在不远处的这座桥是泰平桥，它是我们古镇中最高最宽的



单孔拱桥，该桥最早建于明代后期，因为北面是城隍庙，所

以当地老百姓又称为城隍庙桥，站在桥上看长廊是最佳位置

，一长排逶迤连绵的黑瓦长廊挂着一串串红灯笼，倒映在流

动的河水中，非常漂亮，有兴趣的游客，还可以在桥上拍照

留念。 在这边还有一排美人靠，游客可以在此休息，每逢戏

台有演出，还可以隔河看戏，别有一番情趣。 三、东区火政

会 走出长廊，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的第一个景点东区火政会

。它是我们上海地区保存得较为完整的近代消防机构，在里

面不仅可以看到当年镇上的消防历史，还可以看到当年所使

用的一些消防器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门面是西洋式的，

这是受到当时上海租界救火会建筑风格的影响，下面就请大

家跟我到里面参观一下。 火政会在当时又称为龙王堂，也就

是海龙王克火的意思。在1923年我们镇上共设有八处这样的

火政会，共有义务消防人员200多人。那现在大家来到的东区

火政会是目前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处。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

枫泾救火分会又由原来的八处合并成东、南、北、中四个区

会。期间，又增设了机械“泵浦”和进水管、出水带、长钩 

、斧头、火炬、铜盔、云梯等，而木揿龙等旧设备被全部淘

汰。1952年3月，各区火政会又合并成立为“枫泾救火总会”

，直到1959年“救火会”更名为“人民消防队”由公安部门

管理，民间自办的火政会在枫泾存在了近半个世纪后，成为

了历史。 以前在我们枫泾，每年农历五月二十日，为全镇的

消防演习日。义务消防员当天穿着整齐的消防制服，列队携

器，“号子”开道，前往大星桥堍或桃源漾、人民广场等处

进行救火演习比赛，俗称：“演水龙”。镇上居民纷纷前往

观看，人山人海，成为枫泾镇一年一度的盛事。 大家现在看



到的这个模型是为了纪念历年来枫泾镇上为救火而牺牲的一

些勇士而建造的。1926年，枫泾救火联合会在总会桃源漾清

水桥西建造了一座高7米的消防纪念塔，全称“枫泾救火联合

会亡故同志纪念塔”，下刻铭文表彰义务救火有功人员的事

迹。这是上海郊区至今唯一保存完好的消防历史纪念塔，现

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大家往这边看一下，这边陈列的

就是当年镇上所使用的一些消防器械。墙上挂的就是上世

纪20年代所使用的手压式洋龙，它是我们整个展馆中历史年

代最悠久的消防器械，大家看它的外表就知道当时的消防器

械是非常的简陋的。大家再来看一下，这边地上有一台手推

式的消防车，它是我们镇上上世纪50年代所使用的。这火政

会里最先进的消防器械就是天井里的这台大马力轮式消防车

，是我们镇上上世纪70年代所使用的，所谓的大马力轮式消

防车也就是相对于以前的消防器械而言，它的水量更大、出

水急，这样一来救火就更为有效了。大家请看在我们上方还

有一口警钟，因为大家知道以前的通讯设备落后，一旦镇上

发生火灾就由第一个发现火警的人摇响这口警钟，并在邻里

间鸣锣报警，由消防人员到救火会带了器械前往抢救。 大家

看完里面的展品就请随我到东区火政会门口看一下停在河面

上的这艘消防船，因为以前枫泾水网遍布，河道四通八达，

比公路更畅通，所以火政会根据需要，特意制造了消防船，

船内安装了大功率的高压抽水机，一旦出现火警，立即开到

了出事地点，启动机器，直接利用河水救火，它在以前救火

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艘船使用长达41年，直到1993年才

退役，是上海市最后退役的一艘消防船，也是上海地区仅存

的唯一一艘消防船，被上海消防博物馆所收藏。大家现在所



看到的这艘船是根据原船进行仿制的。 好了，参观完了东区

火政会，就请大家随我走一下我们古镇里最宽最高的一座石

桥泰平桥，我们镇上有一种说法，走过泰平桥就一生平安，

所以来到我们枫泾一定要走一下这座桥。下桥后往右就是大

家所要参观的下一个景点著名的国画大师程十发的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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