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贸发达的千年古镇

周刊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黄桥，隶属于江苏省泰兴市，位

于江苏里下河区域，素有“北分淮委，南接江潮”的水上枢纽

之称，是苏中、苏北地区通往苏南、上海的重要门户，是泰兴

市的经济、文化、商贸、交通“副中心”。 在 3月 18日举办的

首届长三角慢生活旅游高峰论坛活动上，黄桥镇荣获“长三

角首选慢生活旅游小镇”的称号。

泰兴黄桥：从“提琴之乡”到“爱乐之城”
从小作坊到“提琴之乡”的完美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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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桥古名永丰里，汉初为里、唐

代为市，北宋熙宁年间成为建制镇。

因为地理位置独特，黄桥既是兵家

必争之地，也是商贸繁荣的市井大

集。据《明史 · 地理志》记载，这里

“百川会通、民利灌溉、土田饶沃、物

产丰盛”，是个水陆交通方便又五谷

丰登的宜居小镇。

旧日里下河地区所产的粮食，

都会通过水路运至黄桥进行交易。

同时，泰兴特产猪、油、酒等物品也

会由水路销往江南各地。从江南地

区返程时，商贩们会把江南的生活

必需品再带回到黄桥进行销售。长

此以往，黄桥成为了粮食、猪油、酒

和南北杂货的集散地，市场日趋繁

荣。光绪年间，裕宁官钱局在黄桥设

有分庄。黄桥商会也在此时成立。宣

统时，黄桥又相继兴起两家典当和

五家钱庄。

经过历史长河的沉淀，黄桥镇

区内现有东、南、西  片传统风貌

古街区，总面积达   万平方米，共

有   条古街巷。特别是珠巷、米

巷、罗家巷、王家巷等街巷原汁原味

地保留了明清以来的历史原貌。这

些街巷沿街多以店面房为主，前店

后作。巷道较宽，两旁建筑屋檐低

矮，青砖小瓦，硬山屋面，用材粗大，

举折平缓，矮挞子门，完整地反映了

黄桥原有的城镇风貌、适当的街区

尺度和地方特色。镇内有福慧寺、宗

镜庵、真武庙等古寺庙  座 以及何

氏、韩氏、王氏、钱氏、张氏、闾氏、沈

氏  个宗祠 有文明桥、致富桥古桥

 座；镇内还保存有大批唐、宋、明、

清石刻、木匾。

门、亭、园、桥、巷、寺、碑、栈星

罗棋布，移步换景，每处皆有一个故

事、一段历史、一方风情、一种文化。

在这块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光

荣革命传统的土地上，曾经哺育过

中国现代地质学之父丁文江，喜剧

大师、著名社会活动家丁西林，著名

化学家、中科院院士王德宝等著名

贤达。

近代，黄桥烧饼以军粮的形式

在战争时期登场，一首“黄桥烧饼

歌”和黄桥战役的回忆一起被留下。

    年，新四军东进，开辟抗

日根据地，在黄桥这里打下一仗，非

常激烈，称为著名的黄桥战役。新四

军日夜坚持战斗，有时几天吃不上

一顿饭。黄桥当地的老百姓，看到这

种情景非常焦急。他们后来就想出

一个办法，就是用这种烧饼，慰劳新

四军。人们日夜赶做，有专人指导，

开始小规模地做，后来推广开来，全

镇的人都做起来。新四军吃了这种

烧饼，浑身增添了力量，奋力打仗。

最后，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有首民歌从此流传下来：“黄桥

烧饼黄又黄，黄黄烧饼慰劳忙……”

这首诞生于     年黄桥决战期间

的《黄桥烧饼歌》，见证了当年新四

军建军史上一次以少胜多的辉煌战

役，也谱写了一曲军民鱼水情深的

动人篇章。从此，黄桥烧饼就更加出

名了。

对于新时代的黄桥来说，这里

的一个新兴产业，更加名扬四海。从

提供配件到生产世界超半数的小提

琴，从发展经济到文化浸润，这个提

琴小镇，旋律悠扬六十载。

提琴是洋乐器。新中国成立之

初，需求不大，能生产的厂子也不

多。黄桥镇与小提琴的交集源于上

世纪   年代。    年，几个下放

到泰兴市溪桥镇（后并入黄桥镇）的

上海提琴厂工人，在当地公社的资

助下搭起了乐器作坊，为上海提琴

厂配套生产五毛钱的琴头和一块钱

的弓杆。 年后，黄桥才诞生了有史

以来的第一把小提琴。当时黄桥做

的是最低档的琴，加工一个琴头只

卖  毛钱。要技术没技术，要钱没

钱。后来，作坊成了溪桥公社乐器

厂，也有了自己的向阳牌小提琴；改

革开放后，公社小厂成了上海提琴

厂泰兴分厂，而后又独立经营，效益

不断提升。

黄桥的第一代提琴匠人，大多

是农民出身，少有人识谱，制琴但不

“懂琴”。早些年的黄桥，制造的大多

都是“低端琴”。如何突破这一瓶颈？

  多年来，黄桥一直在努力。他们

除了买意大利、日本、韩国的琴回

来，供制琴师学习研究，找其优点，

取众家之长，进行“逆向研发”，还聘

请乐器行业的教授作技术指导，为

黄桥当地的制琴师讲课辅导，培养

高水准技术工人。黄桥人闷声不响

在提琴制作上倾注感情，最终让他

们制作的提琴蜚声海内外市场。

现如今，黄桥乐器产业已成为

黄桥的特色产业、富民产业、文化产

业。黄桥人把提琴制作的一个个环

节拆成了超细致的生产线，周边乡

镇也出现了做包装的、印刷的、制造

油漆和机器模具的相关配套企业。

全镇现有小提琴、大提琴、贝司、钢

琴、吉他和尤克里里等   多个品

种乐器及配套企业约    家，从业

人员近    万人。中国出口提琴的

份额，黄桥镇一家就占了    还要

多，这些销往全国和欧美   多个

国家的提琴，每年能给黄桥镇带来

二十多亿的收入，占到了全镇经济

总量的    左右。这样的经济结

构，为当地农民创造了很好的就业

机会，也奏响了一曲优美激昂的“小

提琴之乡”乡村振兴曲。

黄桥镇     年被中国轻工业

联合会、中国乐器协会联合命名为

“中国提琴之乡”，    年，这里以

提琴为主导的乐器产业成为江苏省

重点培育产业集群。    年，黄桥

镇升格为“中国提琴产业之都”。乐

器产业的发展也助推着当地旅游业

的提升，现如今乐器文化旅游与古

镇、红色、生态休闲旅游融合互动，

形成了黄桥旅游业的四大板块。

为了将当地特色的小提琴产业

发扬光大，黄桥镇还注重音乐教育

和乐器的普及。“提琴覆盖率”在黄

桥镇，是从娃娃做起的。在黄桥镇的

小学里，几乎每个孩子都要掌握一

门乐器，全镇   ％以上的学生接受

过音乐艺术教育，  ％以上的学生

接受过乐器普及教育，很多年轻人

也从喜爱音乐到投身其中。从对音

乐“无从下手”的农民，到制造乐器

畅销全球的工人，再到乘着音乐翅

膀“起飞”的孩子们，黄桥的“提琴产

业”发展凝聚着三代人的奋斗。

目前，黄桥已经拥有国内首家

以提琴文化为主题的文化体验旅游

风景区以及国内最大的乐器博览

馆，凤灵集团更是全国工业旅游和

出口示范基地，开发了“提琴艺术之

旅”，被列为国家级工业旅

游示范点。    年      

年，连续  年，中国“ ·   

国际乐器演奏日”的主会

场都放在黄桥。这项活动

    年起源于法国，是一

项全球性乐器节日，目前

已覆盖近    个国家和

地区，    年中国乐器协

会引进该活动。每到这时，许多黄桥

人操起各式乐器，在古镇、在闹市、

在湖边，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乐手一

道尽情演奏，这天是黄桥人的专属

节日。

琴韵悠扬，黄桥镇是一座原汁

原味的江苏水乡。走进黄桥，街头巷

尾都还弥漫着旧时的烟火气。不少

古建筑里面还住着居民，叔叔阿姨

继续哼着小调，跳着广场舞，无拘无

束。在古风浓郁的小镇上穿行，如同

漫步在悠远的历史时空，这里至今

仍在述说着古镇的千年记忆。

如果有机会，请到黄桥来，在这

淳朴的古镇、典雅的琴都里品味美

食、历史和文化。更惬意的是，能在

悠扬的琴声中来一场自我陶醉的梦

幻之旅。 殷祝平 成建华

一曲烧饼歌唱得黄桥天下晓

教育引领，打造蜚声海内外的“爱乐之城”

古镇旗袍秀 黄桥大梦想城

乐器展厅

黄桥古街

黄桥烧饼

黄桥音乐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