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埭村是无锡城南长广溪畔的一
个古村落，位于滨湖区雪浪山南麓，一
条长广溪河在村边流淌，贯穿始终，可
谓依山傍水，风景优美。她是无锡市
确立的第一批十个历史文化村镇之
一，规划保护面积3.62公顷。

葛埭村有庵基墩、洪口墩两个文
化遗址，是无锡先民最早的聚居地之
一。1992年，通过发现的新石器时期
残存的陶器片及在原址的大量马家
浜文化典型器物，考古专家将庵基
墩、洪口墩定为马家浜文化的新石器
遗址，距今6000年以上。高墩中不同
层面的陶片，代表了不同时期的文
化，从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到商周
文化，标志着葛埭村丰富的文化积
淀。这是无锡第一次发现马家浜文
化遗址，它的发现，对长江中下游、太
湖流域、无锡地区古代人类的物质文
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宝贵的
新材料。

葛埭村从明代弘治时期已有村
落聚居，有土墩墓、吴妃墓、葛埭桥、
横山草堂、举人府等建筑古迹和明清
时期的民居。在葛埭村最大最有名
气的古建筑群，是“横山草堂”，建于
明景泰七年（1456），由著名诗人萧愉
在横山初建，曾一时成为无锡诗人聚
会的“晋之兰亭，山阴之胜”。

源自乡野民间的“非遗”让曾经
的葛埭村成为无锡最“闹忙”的地
方。 嶂山庙会、烧香浜香会、三月三
摇快船等民俗活动，演绎了香船画
舫、车水马龙、生意兴隆、热闹非凡的
场景；社戏、酿酒术、唱山歌……深厚
的文化底蕴使得葛埭村从文学家到
摄影家、书画家，从考古专家到民间
收藏家，各类名家荟萃，形成一道独
特的风景线。那些脍炙人口的神话
传说、旧闻轶事、名人故事，让人们仿
佛走进了绚丽多彩的历史长廊。村
内还流传着小园里党的筹建会、葛埭
桥新四军联络站、姐妹俩巧送情报等
感人肺腑的事件，丰富的革命文化历
史闪烁着耀眼的红色光芒。

然而，走近古村落，眼前的一切
多少有点让人落寞。从地铁1号线长
广溪站出来，迎面看到的是新建的融
创万达文旅城、融创乐园综合体，向
东看则是高而大的“大茶壶”展示中
心以及密密丛丛的高层住宅区，葛埭
村就处在周边这片繁华热闹的包围
之中，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城中
村”，与周围环境形成了强烈反差。

葛埭村有前后两个出口，前面靠
近地铁口的小道，因为要保护葛埭老
桥，仅可容自行车和摩托车通行，不
仔细找很难发现。村民们的车辆大
多从村后的蠡湖高架桥下一个缺口
进出，由于车流量较大有些不安全。

充满传奇的葛埭桥还算完好，但
几经改造，水泥路面和石柱桥墩、铁
栏杆交错，有点不伦不类。桥东西两
面桥洞旁各有一副很有意思的桥联，
是用金山石雕凿的：“源自二泉来，为
束长溪弯一曲；基从万历肇，永同 嶂
峙千秋”和“遗迹溯仙翁，昔日成梁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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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但大半被水泥覆盖。葛埭老街
两侧的楼房、古建筑虽依稀可辨，但
大多年久失修，门窗破落。村民们大
多已移居到附近的安居房，所以街道
上几乎见不到什么人，很难想象这里
曾经是锡南最热闹最宽敞的街道。

村落南面的庵基墩、洪口墩遗
址，除了一块水泥石碑表明身份之
外，地表部分被农家菜地覆盖，没有
其他的规划保护。旁边的洪口墩村
十几户人家比葛埭老街更加低矮破
败，有的断壁残垣，无人居住，有的住
在里面的是那些子女都劝不走的恋
旧老人，用几根木柱支撑着漏雨的屋
面，昏暗、潮湿，感觉随时有可能倒
塌。居民们说，因为被列入了无锡市
第一批历史文化村镇，不允许他们自
行拆建修补，很多老屋在破漏时没能
及时修复，损坏越来越严重，现在想
改造已经力不从心了，期待政府能出
资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随着村落的破败，依附于原住民
的风俗民情、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也在逐步消失。

与一般的文物相区别，古村落作
为一种“活态”“动态”的文化聚合体和
文化景观的空间载体，是一定地域内
居民们生活形态、生活智慧、精神气质
的真实写照。从人类为生存而打制石
器、建造房屋，到发展手工艺、饮食、家
具、服饰、车马交通等物质文明，再到
节日习俗、礼乐文化、宗法民约、艺术
审美等精神文化，古村落成为人类生
产生活方式演变的历史见证，也是形
成各地区文化形态和民族性格的“文
化母体”。著名作家冯骥才说：“中华
民族最久远绵长的根不在城市中，而
是深深扎根在这些村落中。”

相比现代城市而言，古村落那些
依山傍水、“天圆地方”的建筑，“首尾
相衔、屋宇相连”的布局，以及“远亲
不如近邻”的和谐共处邻里关系，蕴
含着朴素的天道、地道、人道思想体
系和价值追求，与城里人即使住在对
门都互不相识互不来往的“陌生”相

比，多了几分亲切和人情味，对解决
人与自然的隔阂、人与人之间冲突、
人与社会甚至人与自己内心矛盾等
等问题，无疑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保护和发展传统村落，对于促进城市
多元文明共存、治疗“精神断层”的城
市病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
民居建筑的时代变迁，还是生活器具
的丰富呈现，还是姓氏家族的多元关
系，都显示着时空的轮转、岁月的更
迭，显示着有别于城市的独特魅力。
缺少了人类生活的人情味和烟火气，
不管城市的规模和体量有多大，科技
和交通有多发达，对生活在其中、作
为大自然一部分的人类来说，都是一
种严重的迷失和毫无诗意的栖居。

一个有记忆、有“乡愁”的城市是
鲜活的、厚重的，也是充满生命力和
竞争力的。葛埭村是无锡人的“乡
愁”，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孕育着6000
年前的无锡先民，也见证着走过的文
明和现代城市发展。保护和“活化”
她们，就是让消失了的人类活动回归
视野，让今天的无锡人能够从几千年
的历史长河中寻找文化基因，找到人
类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

但是，如何保护和“活化”古村落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
世界上有很多成功的先例，也有很多
失败的教训。在我们看来，处理好文
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规划好文
化遗址与居民生活、绿色耕地，鼓励
原住民参与村庄建设，保留古村落的

“原汁原味”，形成“自我造血”的良性
循环是关键。

一是要尽快实行抢救性保护。
将横山草堂、葛埭老街以及百年以上
的特色民居等，尽快进行抢救性保
护，修复利用古建筑群落，完善古村
落历史文化肌理。同时拓建优化进
出村落的道路、停车场等基础设施。

二是引进合适的业态。例如长
广溪河畔可沿河修步道，沿途融入米
文化、布文化等葛埭水韵文化景观；
整体打造具有“寻、漫、游、宿、品、探、
乐、创”地域特色的沉浸式古村落文

化休闲体验场景，留住无锡人心中
“小桥流水人家”。

三是建设葛埭古村落数字化博
物馆和数字化文创体验平台。据《无
锡通史》记载，无锡地区所发现的马
家浜文化遗址，仅有彭祖墩、庵基墩、
庙墩上、宜兴骆驼墩等八九处，葛埭
村就有庵基墩和洪口墩遗址两处，是
难得的文化印证，加上许多村民有收
藏古物、古董的好习惯，保留了大量
历史遗存、文物、传统农具、生活器具
等。因此，构建葛埭村数字化博物馆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衍生文创
产品交流平台，利用 3D 技术制作虚
拟场景等数字化手段可以永存、重现
葛埭村历史变迁、农耕文化、民俗活
动等历史文化资源。

四是打造葛埭村品牌形象。挖
掘提炼代表葛埭村特色的IP形象，拍
摄制作古村落形象的微纪录片和人
文典故、民俗传说短视频，设计开发
具有吴地文化特质的文创产品、经典
广告语等，形成有吸引性的对外宣传，
提高“美丽无锡、美丽乡村”的影响力。

千年沧桑，风起云涌，透过一个村
的历史变迁，你能看到万千世界。葛
埭村“活化”保护，对振兴乡村、留住

“乡愁”、提升无锡历史文化名城的核
心竞争力和历史厚重感意义重大。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要依托现有山
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
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古村落包含着丰富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中
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探索新时
代背景下与千年古村落对话的最佳方
式，使古村落的“古”和现代城市的

“新”做到有机统一，让古色、古香、古
朴、古韵的文化特色生态村在保护中
生存，让葛埭村老人们在天气好的时
候，依然在家门口晒太阳、聊聊以前的
故事，让这种最简单的自给自足生活
方式浸润城市人的心田，是我们这代
人应做而且能做的事。

留住“乡愁”的有效路径

古村落是
人类文明生发的“文化母体”

葛埭村落现状
及面临的问题

葛埭古村落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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