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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一个明媚午后
扎进前童古镇的
烟火气息中

初识前童古镇，是在一本旅行杂志上，
只记得雕梁飞檐，户户活水，还有世代相传
的浓郁学风。后来又知道陈逸飞先生遗世
之作《理发师》正是在此取景。《理发师》没
看过，但是陈逸飞评价前童古镇的话倒是
记得了：“古镇随处可入画，尤其是这里的
静，能给人一种回到家的感觉”。抱着体验
回家的感觉，在一个明媚的午后，就一头扎
进前童古镇的烟火气息中。

古镇始建于南宋末年，明清时期最为
繁盛，有近800年的历史。踩在密密铺就
的鹅卵石上，没有章法地乱走，显而易见的
好处就是与时光深处的惊艳不期而遇。古
镇按照回字型九宫八卦式布局，家家门前
有溪水流过，每座房屋皆雕梁画栋，传递着
昔日的繁华景象。据说贯穿整个前童古镇
的一条水系，可以顺着水流进，逆着水流出
来，但是身处其间时，却有轻微的迷失感。
好在流水过处，不时能看到居民淡定地洗
洗刷刷，给人莫名的心安。

在老街上停停走走，青灰色的质朴民
居，鲜艳的红灯笼，宝石蓝的天空，配在一
起，煞是好看。远处穿粉色汉服的女孩款款
而来，遥想隔着数百年的时光，也许同样有
一个明媚如花的女子在此时行走于这条巷
陌间。手工精致的竹编铺陈在红色缎布上，
质朴中透着细腻，忍不住想捎一个回去。细
细的垂面密密悬挂于街边，因为光线的关
系，呈现出通透的金色。垂面是当地特色之
一，为非常细，据说入口即化。

漫步在这样的老街中，很容易令人遗忘初衷，偏
离“航向”。随意一瞥，可能就是一个静静的私家院
落，原木色的窗扇，旁逸斜出的绿植，大块的青石板
地，让人想一探究竟。一脚迈入，豁然开朗，原来是
一所民宿的院子。两层四合院式建筑，围出一个方
方正在的大院落，依然是圆润的卵石辅地，秋千架上
小朋友正开心地荡着，大人们围坐在边上的长条形
的石桌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古镇的民宿，各有
各的味道，石窗，流水，青瓦，年代感十足。

虽是乱走，但有些去处，很有身临其境的必
要。比如“童氏宗祠”，古镇居民称之为大祠堂，这
是一座建于明洪武18年的祠堂，由明代大儒方孝
孺亲自设计。里面是一个封闭的四合院式院落，
分别有戏台、天井、正厅及东西两处厢房，院落铺
砌着鹅卵石。戏台的色调在时光的冲洗下，呈现
浅浅的红色，戏台对面的厅堂，摆放着数把竹椅
子，与戏台上摆放的竹椅子属于同款，拉过一把坐
下，听当地的老爷爷讲述小时候的桩桩事情，有一
种莫名的熟悉感和亲切感。

鼓亭馆也是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馆内收藏
有元宵行会巡游时用的鼓亭、抬阁、秋千，大多为明
清时的原物。座座精美绝伦、色泽华丽的鼓亭、抬
阁等，衬着白墙，透着重重繁花似锦的气象。每座
鼓亭都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元宵行会，被隆重地
请出，吸引慕名而来的游客。只不过从前元宵行会
巡游时是人抬的，现在每座鼓亭都安装了轮子。

走得饿了，来一窜“前童三宝”，一口下去，炸
得香脆的豆腐配上鲜香的汁水，家的味道大概就
是这个样子吧。 包佳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