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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1_9F_E4_B9_8C_E9_c34_636386.htm 乌镇地处浙江北端，

与江苏省相邻，曾经是两省三府七县交界之处。春秋时期，

乌镇是吴疆越界，吴国曾驻兵于此以防越国，当时称乌戌。

“乌镇”的称呼，首次出现是在唐咸通十三年。南宋嘉定年

间，以市河为界分为乌青二镇，河西为乌镇，河东为青镇，

解放后，统称乌镇。 关于“乌镇”一词的由来，还有一个典

故。据说在唐宪宗元和年间，浙江刺史李琦妄想割据称王，

举兵叛乱，朝廷命乌赞将军率兵讨伐。乌将军武艺高强，英

勇善战，打得叛军节节败退。李琦突然在市河河畔挂牌休战

，正当乌将军就地扎营伺机再战时，李琦却于当日深夜偷袭

营地。乌将军仓促应战，最后连人带马跌入李琦设下的陷阱

，被叛军乱箭射死。虽说仗是打输了，但是乌赞将军那种正

直、忠诚、爱国的表现，让老百姓十分钦佩。大家为了纪念

他，就把镇名以他的姓氏为名，改称“乌镇”。 乌镇二期的

西栅景区毗邻古老的京杭大运河河畔，占地三平方公里，

由12个碧水环绕的岛屿和72座形态各异的古石桥组成，需坐

渡船才可以进入景区。相对一期东栅景区而言，二期的保护

和开发更加完善彻底，人和环境、自然、建筑更为和谐。横

贯景区东西的西栅老街长1.8公里，两岸临河水阁绵延1.8公里

有余，整个景区内保存有精美的明清建筑25万平方米，真正

成为了观光、休闲、度假、商务活动的最佳旅游目的地。 草

木本色染坊 整个工坊占地2500平方米，地面是青砖铺就的，

上面竖立着密密麻麻的高杆和阶梯式晒布架，规模相当庞大



。这里除了制作蓝印花布外，还有独特的彩烤工艺流程，而

且当时的彩烤色彩也十分丰富，都是从当地的草木原料中提

取出来的，像茶叶啊，桑树皮啊，杭白菊啊，都是提取色素

的原料。红茶可以染成浅红色，绿茶可以染成浅绿色，杭白

菊可以染成浅黄色，桑树皮可以染成浅褚色，因此，这个染

坊在当地被叫做草木本色坊。 叙昌酱园 中国是酱油生产起源

最早的国家，距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而叙昌酱园是

乌镇有历史记载以来最早的酱园，它是镇人陶叙昌于清咸丰

九年创立的。 酱园前店后坊，自产自销，现在我们看到的就

是它晒酱的地方。满院子都是青灰色的酱缸，我们从缸身上

，斗笠上都可以看到“叙昌酱园”的字样。大晴天的时候，

工人们就把斗笠取下，露出盖着蚕丝棉的酱缸，让里面的豆

瓣酱尽情的吸收阳光。或许大家要问，为什么要盖一层蚕丝

棉呢?首先这是因为要防灰防蚊虫，另外一方面，蚕丝有很好

透气性，让豆瓣酱可以在烈日下更好的呼吸发酵。晒的时间

大概要34个月，直到变成黑褐色为止。 这里是陶家的一个会

客厅，旁边还有一些照片，上面是做酱的工艺流程。做酱的

工艺比较复杂，要先浸泡黄豆、蚕豆、小麦等原料，再利用

竹匾制曲，再发酵，发酵好了加盐水放到外面暴晒，而暴晒

的时间是最久的。以前江南一带的人家几乎都是自己做酱的

。 亦昌冶坊 亦昌冶坊也是前店后坊的性质，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口锅被称为“天下第一锅”。明代嘉靖年间，湖州铁匠沈

济带着一身熟练的冶炼技术来到乌镇开了个小作坊，当时它

是浙西唯一的一家冶铁作坊，因此生意兴隆，发展的很快。

这口大铁锅就是同治五年家族生意最鼎盛的时候做出来的，

既展示了自家冶炼的高超技能，也展现了他家的经济实力。



旁边墙上的照片有关于这口大铁锅的资料记载，我们面前的

这一口铁锅，也是根据资料仿制的，并不是真品。 往左走上

楼是一个体验区，每个礼拜的二、四、六下午2点到4点，这

里会有专门的师傅给大家展示铁锅的制作过程。这个屋子的

建筑结构也非常特别，所有立柱都是用石料雕凿而成，因此

有“石脚屋”之称，其实这也是为了防止冶炼过程中四处飞

溅的火花引燃木料，酿成火灾。这面墙上描绘了冶炼铁锅的

所有制作步骤，其中最耗时间，也最难的一步就是给炉子升

温，因为要铁水熔化，温度一定要达到1400度以上才行。我

们身边这个就是给炉子鼓风的风箱，大家可以在这里绕一圈

参观一下。 昭明书院 昭明书院得名于曾在此地读书的南朝梁

昭明太子萧统。萧统编辑整理的《文选》是我国第一半诗歌

散文选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选》和《古文观止》、

《唐宋八大家文钞》都是古代读书人案头必备的文学读本，

影响深远。 前方庭院中有四眼水池，四周古木参天，正门入

口有明朝万历年间建立的一座石牌坊，上题“六朝遗胜”，

龙凤板上有“梁昭明太子同沈尚书读书处”的字样，在文革

期间，被有心人涂上了石灰，才得以幸存。 书院的后册是茅

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及作品展览馆。乌镇是文学巨匠茅盾的故

乡，自第五届开始乌镇已经成为茅盾文学奖的永久颁奖地，

第五届是在乌镇一期东栅，第二期是在我们西栅。 三寸金莲

馆 中国封建历史里的缠足现象存在了上千年，对于这段缠足

历史，历来都是褒贬不一。这个三寸金莲馆用大量珍贵的实

物和图片给大家讲述中国历史上的缠足文化，如此系统全面

的介绍，在世界上也是第一家。 我们现在进的是当初西栅大

街大户人家的房子，这里很多景点包括客栈都是把几个大户



人家的房子打通建成的。我们现在第一进的地方是做商店用

的，主要卖一些工艺品。第二进是蜡像区，让游客了解一下

当时裹小脚的场景。这边是我们的女孩到了一定年纪，长辈

给她裹小脚的场景。裹脚一般都是在女孩58岁的时候，如果

年龄太小，脚还很软，可能会裹的不到位，落下终身残疾，

没办法走路，如果年龄太大，脚掌就定型了，裹起来更痛苦

，而且也裹不漂亮。现在我们到里面的展览馆去看一下。 那

个时候就已经有高跟鞋、坡跟鞋了，为的是让脚显的更小些

。大家看他们的鞋子都是尖头鞋，那我们现在穿尖头鞋是为

了漂亮，为了时髦，那时候他们的脚本来就被绑成了尖形，

所以鞋子都是尖头的。当时她们只有大脚趾是不动的，其他

四个脚趾都被折断压在脚底板下面，同时还要把脚面骨折断

，从而把脚裹成一个弯弓的形状。 大家过来看一下这边的两

双鞋子。这是一双富贵高筒靴，是富家小姐或有钱人家的小

姐穿的，平常的鞋子都是自己做，做靴子的话就要请专门的

鞋匠来订做。这靴子上的花卉是牡丹花，也表示大富大贵的

意思。这边这双是专门给古时的歌舞妓跳舞时穿的，脚后跟

这个抽屉是放花粉用的，下面还有个镂空的莲花形状图案。

跳舞的时候，随着脚步的移动，会有一朵朵的莲花印在地板

上，因此这被称为步步生莲鞋。 往里面进去，这些都是小孩

子的童鞋，有虎头鞋、十二生肖鞋等等。再进去就可以看见

更多的鞋子，这里的鞋子有按种类分，按地区分的。像这几

双鞋子普遍要偏大点，因为是民国初年的时候的鞋子，那时

候缠脚不是很讲究，所以脚还是比较大的。现在我们看看这

些小的，这几双单个的鞋子很有特色，它们都是单个的，叫

做订婚鞋。因为当时男婚女嫁都是靠媒婆做媒的，媒婆会把



女孩子的绣花鞋其中一只拿到男方家给女孩做媒，而男方的

父母就看着这鞋子来选媳妇。他们主要看两方面，一方面看

大小，因为当时以小脚为美，另一方面是看鞋的做工，也就

是鞋面上的绣花。因为女孩子裹了小脚之后，干不了重活了

，只能在家里做些家务活，女工方面当然也是非常看重的，

因此挑媳妇主要就是看鞋子的大小和做工这两个方面。 这里

还有一双睡鞋，顾名思义是睡觉时穿的鞋子。这鞋的底是软

的，睡觉前套在脚上，出门的时候在这双鞋子外面再套一双

硬底的鞋子就可以了。 这边有四个地区的鞋，南方的，北方

的，中原地区的，江南地区的。其中中原地区的脚型是最漂

亮的，像湖南湖北这一带，而且那里做的鞋大多是坡跟鞋。

大家都知道，相同长度的鞋子，做成坡跟和做成平跟效果会

有很大的差别，做成坡跟后看上去明显更小些。中原地区的

女孩有纤骨的称号，她们骨骼长的比北方女孩要小，因此脚

也相对小些。而缠脚是要按比例的，缠的过小了会影响女孩

子的正常行走，所以北方的鞋子要相对的大一些。 这边是72

双精品鞋，这些大一点的是民国时期的，这些有点少数民族

味道的是青海地区的，都是从山区农户家收集回来的。 这边

还有两双镇馆之宝两双出土文物。这里是故意放着一大一小

两双，做一个对比。这双是北宋年间的，到现在已经有1000

多年的历史。当时还没有广泛流行缠脚，当时没有缠过的脚

是跟我们现在一样，自然生长的，那这个鞋子也是蛮大的，

按现在的标准来说有39码的样子。那旁边这双就明显小很多

，这是明朝的鞋子，也是从乌镇近郊出土的一双三寸金莲鞋

。因为明朝是缠脚最鼎盛的时期，那个时候如果女孩子不缠

脚是嫁不出去的。 刚开始流行缠脚是在南朝的时候，李后祖



有个宫女叫媚娘，她本身脚比较小，经常在跳舞的时候不穿

鞋子，用布把脚绑一下，在棉花上面跳舞，李后祖就赞誉她

是“凌云之态”。那时候开始就以小脚为美，到了宋代的时

候开始有了三寸金莲的说法。它从宫廷传到一些富贵家庭，

再传到妓院，慢慢的开始广泛流行。那时候民间老百姓还不

怎么会缠，特别是在农村，农村里的女孩子是家里劳动力的

一部分，缠脚后就意味着不能下地干活了。那到了明朝的时

候，如果说女孩子不缠脚肯定是嫁不出去的。皇帝朱元璋娶

了马皇后，因为上轿时一阵风吹来，把轿帘吹开，露出了马

皇后的一双大脚而被人耻笑，于是就有了露马脚之说。 清朝

的宫廷里面是不缠脚的，因为满人认为江山是从马背上打来

的，缠了脚还怎么骑马呢?康熙皇帝在康熙三年的时候下了一

个禁缠令，就是说凡是我康熙元年出生的女孩一律不准裹小

脚，可是汉族的老百姓太多了，而且缠足的思想也根深蒂固

了，他们还是在偷偷给自己家里的女孩子裹小脚。于是在康

熙七年的时候，朝廷就索性不管了，也把这个禁缠令罢免了

。真正没有裹小脚是在民国的时候。 这个脚是我们乌镇90多

岁的老人家的脚，她这个脚已经不是三寸金莲的小脚了，而

是有点畸形。因为这位老人家10的时候父母给她裹了一段时

间的小脚，后来又不裹了，但是脚始终长不好，就变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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