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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贴士

绍兴安昌。

老街很安静，没有如出一辙的商业街，没有喧哗的团队客

人，有的只是三三两两的路人。驻足河边看着老奶奶翻晒着

菜头，远远的就能闻见那股咸香味儿。

古镇店铺基本接近于原貌，里头摆放着各类绍兴特有的

商品，小河边停泊的乌蓬船，耳际响起的“莲花落”，或轻悠曼

妙的越剧，夹杂着当地的方言，仿佛走进了鲁迅小说里的场

景。河堤边摆放着乌毡帽、旱烟筒，老大爷、老婆婆坐在门边

抽着旱烟，唠嗑着家常。

这里，有着江南小镇最初、文艺青年眼里最好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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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园》 钟黎明

打造最佳旅游目的地·镇有风情

安昌古镇的定位是休闲、回忆、慢生活、

有品位。未来的愿景还是准备放在星罗棋布

的民宿、高档次的台门上，希望以此抬高整个

古镇的格局。接下来我们还将拓展线路和游

览区域，打通小弄堂，做到路路相通、曲径通

幽。东街西街的功能上也将有所区分，西街

安静适合年龄偏大的游客，而东街则准备打

造适合年轻人玩的酒吧等等。

目前古镇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业态单一，

我们希望从淘汰机制入手，从而调节整个市

场。由于古镇空间较小，接下来考虑把集散

中心、精品酒店这类配套设施放在古镇外

围。今年安昌镇在美丽乡村建设上投入比较

大，比如西扆山附近准备建造大禹广场，大禹

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传统

的文化背景也是风情小镇构成部分，有自然

有人文，才是真风情。

培育和打造旅游风情小镇，需要有一个

较为完备的规划，且这个体系必须因地制

宜、具有相对的独创性，从而更好地统筹小

镇的生活功能、旅游功能、人文及建筑保护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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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门票价格：50元

2、景区游客服务中心位于古镇入口广场

西，为游客提供各类咨询服务。

3、游客可以从古镇入口进，从河北岸向

西，沿河南岸回。景区分布在河的两侧。或

乘游船进景区，步行游览出来。

4、杭州到安昌驾车指南：杭甬高速柯桥

出口向南行至第二个红绿灯（古镇安昌牌坊）

右转，再向西行驶2.5公里后便可到达安昌古

镇景区入口停车场。

烟火气
腊肠、酱鸭、扯白糖
是安昌的原味

这是钱报记者第三次来安昌，每一次来

都会去小镇入口处那家阿红腊肠店。进门，

扑鼻而来的酱香味，梁上挂满了红通通的腊

肠。据说现在他们家开了安昌腊肠体验中

心，位于东街弄堂中的一个小院内，这个小院

原本近乎废弃，阿红花了30多万元才修复。

“我们准备建设统一的腊肠基地，便于管

理质量的同时还能统一标志标牌。基地分成

观察区、体验区、检验检测区、酱制品历史展

示区等等。”安昌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陶森告诉

钱报记者，“过年边很多人都会专程开车来安

昌买酱货，我们安昌最出名的也是腊肠、酱鸭

这块牌子。”

如今安昌的酱货，早已和绍兴黄酒一样

堪称一绝。整条古镇街道上每家每户都在兜

售自己风味的酱货，虽然食材和技法大致相

同，但每家每户亲手制作的味道还是会各有

千秋。

安昌的酱鸭，要用养了两到三年的老鸭

来做，这样做出来的酱鸭香味更浓厚。根据

酱鸭风干的时间，不同阶段的酱鸭味道也是

不同的，本地人更喜欢风干一个月以上的酱

鸭，肉质紧实。安昌的腊肠也和外面的不同，

用的是酱肉，腊肠灌好后就挂在自家房前的

河边。古镇餐馆和街头都有卖腊肠的小摊，

游客可以一边逛一边吃。

一路前行，来到城隍庙前沿河而建的古

戏台，上端的匾额“古今鉴”据说是乾隆年间

的。这个戏台子，景区有开间茶馆的想法，让

游客和当地老百姓来这里喝喝茶，听听戏，会

唱的也可以上台表演一番，所谓主客共享不

就是如此。

除了箍桶、酱园，古镇上还有纺花、打粽

绳、磨剪刀、修伞、补缸、扯白糖。大老远就看

到扯糖的师傅舀一斗雪白的砂糖，倒进锅里，

加热、搅拌，糖成了糖汁，糖汁被飞快地扯成

长长的一条软白糖，粗大滚烫的糖条在师傅

手里上下翻飞，自如得像是绕着毛线，最后切

成小块。放一块进嘴里，浓浓的香甜就是小

时候的味道。

人文气
将来可能会“书童接客”
坐乌篷船入住民宿

浙江多古镇，安昌在旅游开发上起步不

算早，所以对建设者来说，还有很多事等着去

做。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典型江南水乡古镇里

这条明清老街依河而建，全长1747米，沿河南

岸住着民居，北岸是古街市，河堤两岸的石埠码

头虽然有些残败迹象，不过更加显出年代感。

高甫是老安昌人，虽然现在安昌外地两

头跑，不过他还是享受在古镇的小店里，泡壶

茶，闲来无事和老街坊唠唠嗑。“古镇现在还

没有夜生活，到了晚上很安静，我倒是觉得可

以做点可以留住游客的事情，比如酒吧一条

街、民宿一条街或者餐饮一条街，出门旅游无

非就是吃和玩。

“安昌最值钱的就是这些保存了千把年

的老房子，我小时候镇上的几条老街非常繁

华，比方说豆腐店、馄饨店，都是我们这代人

童年的回忆，不过现在有些老房子没人住后

有点破败，很可惜。”高甫告诉钱报记者。

“我们有责任将承载的历史文化在古镇

里传统发扬光大，2000年安昌镇里就开始举

办腊月风情节。在风情建设上，安昌古镇越发

重视风土人情，集会的举办已经变成常态，比

如中秋、端午、七夕、元宵。今年11月底，安昌

还将举办一个非遗集市，整个柯桥区的非遗项

目都过来展示。”景区工作人员告诉我。“安昌

古镇的保护和开发需要长远谋划，比如可以做

大做强师爷文化，师爷文化是雅俗共赏的，这

正是大众旅游开发的极其宝贵的切入点。”

现在古镇每个星期都要接待不少投资

者，有想开民宿、旅店的，也有看中老台门

的。自从仁昌酱园投资了一家客栈、引进一

家茶楼之后，现在又有投资商酝酿在老街上

建民宿。小镇管理者说：“既然起步已经迟

了，干脆慢慢来。我们要打造摇到外婆桥的

感觉，用乌篷船接客人，不想坐乌篷船的游客

就派书童去接。”

古镇相关人员向钱报记者介绍，有外地

投资商有意向在古镇开发电影文化产业。“我

们希望能够有强大的设计团队可以为小镇做

一个整体的规划设计。”

小镇愿景小镇愿景

古镇街角热气腾腾的蒸腊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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