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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与京杭大运河十字交汇处南岸，有座城市叫镇江。
镇江西津渡位于城西的云台山麓，是依附破山栈道而建的历史遗迹，三国时称蒜山渡，六朝时称西津渡，唐代又称金陵渡。“舳

舻转粟三千里，灯火沿流一万家”，存续 1400 多年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江河交汇处，总占地面积约 1 平方公里，主街全长超过
1500 米，现在仍是镇江文脉所在，是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江苏省最美运河地标、江苏省长江百景、大运河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江苏段旅游核心展示园。

作为镇江“水上门户”，西津
渡附近曾长期是岸线稳定的天然
港湾。三国至南北朝，这里成了江
防要地。

三国时期，这里驻扎过孙权的
东吴水师。西津渡临江有一石叫蒜
山，元代人编写的《至顺镇江志》
说“山生泽蒜，因以为名”。据说
周瑜、孔明曾会于此，共商抗曹大
计，二人不谋而合定下“火攻”之
计，成为三国演义中的一出大戏，
为后人津津乐道，故蒜山又称“算
山”。关于这个桥段，唐人陆龟蒙
还写了一首《算山》：“水绕苍山
固护来，当时盘踞实雄才。周郎
计策清宵定，曹氏楼船白昼灰。” 
西津渡之名始于北宋，位于镇江城
的西面，故称“西津渡”，并一直
沿用至今。到了南宋，这里成了抗
金前线，韩世忠曾驻兵蒜山抵御金
兵南侵。

人来人往，渡口逐渐形成街
市。六朝以来，岸边慢慢形成西津
渡古街。北宋时期，西津渡已成为
一个相当规模的集市，南北商旅，
多经此出入。只是随着江海河岸的
演变，西津渡的渡口功能丧失，演
化成一条古街。

如今的西津渡古街区，有一
处用玻璃罩罩住的“一眼看千年”
考古探沟，直观展示古街的历史文
化堆积层。第一层是清代路基，大
约建于清朝光绪年间，当时路面为
中铺石条，两边铺以块石；第二层
路面主体为横向铺砖，旁边砖砌路
牙，是明代烧制的青石小砖；第三、
四层路面均为碎石夹夯土铺设，考
古分析这一层不晚于唐代；第五层
路面为土路，内含早期砖瓦及夹砂
陶片，形成年代可能在唐以前；最
下面一层是山体岩面，但明显经过
人工打凿。

航拍西津渡                                                                                                                                                     田冰  摄

非遗传承
西津渡古街上，不仅能寻到六

朝至清代的历史踪迹，还藏着众多
非遗小店。街区内共有 3 项国家级
非遗项目、8 项省市级非遗项目，
他们的追求与坚守，为西津渡历史
文化街区烙上亮丽的符号，吸引着
南来北往的游客停驻、欣赏。

太平泥叫叫 江苏省级非遗
“太平泥叫叫”体验馆，作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研学基地，极
具地方特色，在一众店铺中，彰显
出独特的艺术魅力。走进体验馆，
由一圈圈小蝌蚪状的泥叫叫组成的
太极图，引人注目。这个作品叫《洪
荒之子》。蝌蚪与蟾蜍都象征着生
命，八卦之形的蝌蚪群，意为太极
阴阳相生，展现生命的循环过程，
2016 年获得江苏省民间文艺最高奖
“迎春花奖”。二十多年来，周宝
康在西津渡古街小码头街 112 号设
立泥叫叫专卖店，以保护和传承江
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泥
塑 ( 太平泥叫叫 ) 为己任，不断丰
富和创新工艺流程和装饰纹样。

太平泥叫叫源于南朝，距今已
有一千多年历史，是姚桥镇的千年
古村落华山村特有的民俗玩具，像
陶笛一样，可以吹出清脆响亮的哨
声。太平泥叫叫是镇江独有的儿童
玩具和吉祥物，承载着祝福天下太
平的美好寓意。据说小孩子吹泥叫
叫，就会吹去晦气，保佑平安。

制作太平泥叫叫，要选用镇江
地区的山泥或者当地的老黄泥，黏
性强，韧性好，不易开裂。制作过
程要将泥土反复槌打，成为熟泥后
才能捏塑。制作者可以根据自己想
象，以揉、搓、拍、捏等手法技巧，

捏出造型拙朴、形神兼备的飞禽走
兽花鸟鱼虫等塑像。

成品的太平泥叫叫有牡丹纹
样、梅花纹样、桃花纹样和鱼鳞纹
样等，一个个又黑又亮，憨态可掬，
充满乡土气息，凝聚着民族记忆、
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 传说张果老
骑驴途经镇江时，吃了锅盖面，尝
了肴肉，品了香醋后赞不绝口。非
遗传承人周宝康就做了一个仙驴背
三怪的泥叫叫，取名《镇江三怪》。
这个设计精妙、形态可爱、能吹出
响声的泥叫叫连续两年获得中国旅
游博览会铜奖。

古琴斫制技艺 古琴斫制技艺
是中国历史非常悠久的传统技艺，
远在唐代前后就达到了十分精湛的
程度。2023 年被列为江苏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古琴斫制技艺在镇
江传承已五代，镇江在一千多年前
南朝时就出现著名的琴家戴颙，隐
居今润州区南山，善斫琴、弹琴，
留下“斗酒双柑听鹂声”的佳话。

位于西津渡古街云台居 1 幢
104 室的蔡伟古琴培训工作室，一
直传承镇江古琴斫制技艺。古琴斫
制技艺为全手工技艺， 选用 100 年
左右梧桐木做面板，100 年左右梓
木做底板，定形琴颈，琴腰方正线
条，挖槽腹，高音处略薄，低音处
略厚，槽腹呈坡状，调整音律，定
徽（音），继而髹漆，需漆树上提
取出的生漆和鹿角磨成的鹿角霜形
成灰胎，按粗、中、细，反复涂抹，
打磨，试音，调整。完成灰胎后再
罩面漆数次，推光，打磨，再试音，
擦漆，上弦。  

该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蔡伟
从事古琴斫制技艺 39 年，为国家
级斫琴名录《中国古琴斫琴师名录》
在册斫琴师。蔡伟承蒙庭训自幼习
书画、雕塑，至十六岁学习斫琴技
艺，二十六岁又得恩师广陵琴派宗
师梅曰强指点，精深抚琴之道，更
提升对琴音的认知，提高腹腔对出
音的共振调整。 蔡伟在镇江西津渡
古街，多次举办古琴文化展示周系
列活动和古琴作品鉴赏交流讲座，
推广古琴斫制技艺，传承古琴文化。

锔瓷技艺  锔瓷技艺源于宋
代，目前列入镇江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锔瓷主要特征是选料考究，
锔钉、填缝材料是锔瓷技艺的关键。
针对不同陶瓷器的修补需要，采取

“平锔、工锔、花锔”等 24 种锔法，
保持物品形态依旧，不走形、工艺
精湛。采用“锻锔、錾刻、镶嵌”
等 136种工艺手法，注重打孔、锔钉、
对缝等细节处理，保证对缝紧密、
不渗漏。锔瓷技艺注重赋美，根据
瓷器的纹饰结构和样式，在锔钉定
位点记和布局审美上，着重于对称
与自然。

江伟是江氏锔瓷、江氏漆缮双
非遗传承人、高级工艺美术师、乡
村振兴技艺师，祖传江氏锔瓷手工
艺以，芝麻钉和霸王钉的江南特色
而闻名，在此基础上，江伟经过探
索钻研，在原有工艺的基础上，成
功复原了清代南派锔瓷的经典——
芝麻钉，其特点是钉大小如芝麻，
但受力均匀，所修瓷器坚固耐久。

2017 年江伟在西津渡创办工作
室， 致力于瓷器、建盏、紫砂的创
作和修复，积极开展非遗锔瓷、漆
缮的传承和推广。 江伟作为江氏锔
瓷、漆缮双非遗传承人，不甘于仅
通过灵巧的双手将破碎的瓷器修补
还原，在发扬古老民间手艺“锔瓷”
的同时，秉承“以匠心求创新，以
古艺修沧桑”的宗旨，将传统工艺
与现代工艺元素相结合，将每一件
物品都视作艺术再创作的过程，巧
妙运用冲线或残缺，创造出更美的
艺术，用“古艺匠心”让残破“脱
胎换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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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千年”——镇江西津渡

古渡西津

文人墨客
李白、孟浩然、王安石、陆游

等人，曾在西津渡古街最西端的玉
山大码头候船过江，留下不少动人
诗篇。

唐代诗人张祜思愁万绪，在此
写下《题金陵渡》：“金陵津渡小
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

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
这是一首题壁诗，当初题写在

西津渡（唐时称金陵渡）某座小楼
的墙壁上。与张继的《枫桥夜泊》
同写“客愁”，各有妙境，只是《题
金陵渡》少了那声催人心魂的“夜
半钟声”。如今，云台山下、待渡
亭旁，矗立的正是张祜塑像。

当繁华褪去，那些老街巷、老
字号、老味道都沉淀了下来，根植
于古城的灵魂深处，成为文化和脉
络，成为牵挂和情怀。

西津渡的碎片时光令人陶醉，
一城山水半城诗的镇江，是您探寻
世界不可错过的宝藏之地。西津渡
因“渡”而生，是展示江河交汇、
南北沟通、文化交融的窗口。

一眼看千年。                                                           西津渡文旅公司供图

西津渡街景。
                       西津渡文旅公司供图

西津渡夜景                                                               西津渡文旅公司供图

太平泥叫叫                   李婷 摄

古琴        西津渡文旅公司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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