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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稼重楼

! ! ! !“十里晓烟波，数声召稼钟”，
位于闵行区浦江镇的召稼楼古镇
有着近 !""年的历史。这里是上
海农耕文明的发轫地。如今的召
稼楼古镇已经成为上海近郊一个
极富特色的游览景点。全镇曲水
环绕，小桥纵横，礼耕堂、资训堂
等明清古迹散处其中，白墙黛瓦，
庭院深深；叶宗行纪念馆、秦裕伯
纪念馆诉说着这里悠久的历史。

农耕发源
天气转凉了，住在市区的张

阿姨打算去趟召稼楼，买点咸肉、
肉皮，家里还需要添个筛子、锅
刷，这些小物件现在也就古镇能
买得到了。当然，还要吃吃油墩
子、小馄饨、海棠糕饱饱口福，看
看沪剧饱饱眼福。在游客眼里，召
稼楼古镇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地
方，其实召稼楼地区是上海最早
的农耕文明发源地。今天的召稼
楼古镇见证了上海 !""年来从勤
恳务农到高楼林立的传奇经过。
“一望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蓝天白鹤飞，野塘春草肥。”这是
北宋时期的召稼楼地区。彼时这
里一片滩涂，鸟兽芦苇，人迹稀
有。“召稼楼古镇有近 !""年的历
史了。”说起召稼楼，召稼楼的“老
土地”、召稼楼古镇顾问室的陈公
益老师如数家珍。#""$年，上海
市划定了 %#片历史文化风貌区，
召稼楼便是其中之一。这时的召
稼楼古镇还只是个不起眼的小集
镇，只有一家烟杂店、一家茶馆、
一个裁缝铺和几个理发铺。由于
年久失修，传统街巷、名宅民居和
文化遗迹等都面临着消失的危
险。#&&'年下半年，由陈公益等
人组成的文化考察组来摸底考察
这里的历史文化。“浦江镇古集
镇、古村落有好几处，陈行、杜行、

鲁汇都是。一圈考察下来，发现杜
行最大、保存最好，但我们最终确
定开发召稼楼。这里保持着原始
乡村的完整风貌，不仅老街古风
犹在，而且许多古老的建筑及遗
址没有损毁。尤其是整条南街和
沿市河的街道基本上保留着历史
原貌。礼耕堂、广智学堂故址、梅
园、宁俭堂等宅第，楼宇雕龙画
凤，庭院古朴淳厚，文化底蕴丰
富。召稼楼还是浦东农耕文化的
开端，是浦东垦荒，发展农业文明
的象征；这里是上海城隍老爷秦
裕伯的故乡；这里还是疏浚黄浦
江第一人叶宗行的故乡。中国教
育家黄炎培、共产党杰出领导人
张闻天、一代书法家苏局仙等人
都在这儿留下了生活的足迹。”

#&&!年，古镇实施修复性改
造，#&(&年 $月 #!日正式开街。

南宋得名
#&)"年之前，这里还是个不

知名的村镇，村民大多以种田为
主，那时候要问“召稼楼在哪儿”，
很多人可能一脸茫然。

南宋迁都临安后，中原地区
农民、士人、官员随同政权纷纷南
下，其中一部分流落到召稼楼地
区。相传南宋绍兴年间，寓隐的谈德
中招纳流亡无依之民垦荒种田，在
今天召稼楼的北街口搭建一座平
台式小楼，“专为召稼耕农夫而用”。
后来形成了以小楼为中心的集镇，
人们将集镇叫做召稼楼。到元代，
召稼楼已成为浦东垦荒中心。

到明代，工部右侍郎谈伦特
命长子谈田在朋寿园东首改建召
稼楼，上悬大钟，敲钟召唤散居在
附近的农民劳作、歇息、收工。到
清代，徽商奚仰怀在召稼楼建宅
院，扩学堂。移民的垦殖，土地的
熟化，技术的改进，召稼楼地区的
米粮生产驰名浦东，人口稠密，街
市繁荣，成为浦东名镇。

城隍老爷
上海城隍庙里供奉的城隍老

爷是谁？很多上海人可能都不知
道。他是秦裕伯。秦裕伯和召稼楼
还有一段渊源。

秦裕伯是元代人。自幼随父
生活在大名（今属河北省）。至元
四年（*%++年），秦裕伯进士及
第，就任湖广行省漕运使，后迁山
东高密县令。秦裕伯为官清廉，深
得人心。后来任福建行省郎中，当
地有刁顽之徒。秦裕伯规定，盗匪
首次捕获，发款嘱其自谋生活；再
捕获则杖数十，令其归耕；第三次
因罪抓获，即数罪合科，加以重
罚。盗贼匿迹，百姓称颂。

元末，时局动荡。秦裕伯弃官
回到祖父的老家上海。明太祖朱元
璋登基后，广招天下能人贤士，听
说秦裕伯富有学养，政绩卓著，就
命中书省召请。但秦裕伯感念元廷
对他一家的恩典，坚辞不就。洪武
六年（*%,+年），秦裕伯因病去世，
葬于今天的浦江镇勤劳村长寿里。

临终前，他对家人表示，“释
主疑，明民志，不惜一身之去就，
为国人请命也。”朱元璋听说后，
感慨道“生不为我臣，死当卫我
土”，就敕封秦裕伯为上海城隍。
“现在上海城隍庙里供奉的城隍
老爷就是秦裕伯。他是我们这里
人。”陈公益说。

改变浦江
在明代之前，黄浦江不是现

在这样的走势，是从大治河一线
走向芦潮港，而不是从吴淞口入
海。黄浦江的改道和一个浦江人
有关。陈公益说，明代水利专家叶
宗行一支大约在他祖父辈时迁到
现在的闵行区浦江镇正义村。

明永乐元年，地处太湖流域
的苏州、松江和嘉兴地区连降暴
雨，水患严重。叶宗行根据历年积

累的心得和勘查的实情，撰写了
治水方略，并以华亭县生员的身份
呈报给朝廷。他的建议是，放弃吴
淞江下游一段淤塞河道；加深拓宽
黄浦（现闵行区浦江镇闸港以北的
黄浦江）；疏浚上海浦北面的范家
浜（相当于现在外滩至复兴岛附
近），使范家浜上游接上海浦、黄
浦、泖湖、太湖，下游与吴淞江合流
后，从南跄浦口入海。

叶宗行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
肯定。经过两年多的治水工程，太
湖下游出现了以黄浦-范家浜-南
跄浦组成的“新黄浦”。昔日不过
一箭之遥的河面，开挖成宽达三
十多丈的大江，吴淞江水滚滚西
来，汇入黄浦，流向大海。江浦合
流后，为进一步充沛黄浦江的水
量，叶宗行在东江的闸港建造水
闸调控东江水量，这样黄浦江水
量始终充沛，水流畅通，日夜冲
刷，江身日宽。形成今天的黄浦
江。治水工程之后，太湖下游的水
利状况大为改善，数百年间很少
发生水患。

有叶宗行，才有江浦合流；有
江浦合流才有黄浦江；有黄浦江
才有大上海。如今在召稼楼古镇
的礼园内，专门建了秦裕伯纪念
馆和叶宗行纪念馆，专门纪念这
两位上海先贤。

在礼园内，还有秦怡艺术馆
和黄炎培职业教育展示馆。

逛吃畅游
召稼楼拥有众多较为完好的

名宅故居、传统街巷、古桥河道。骑
马墙、荷花墙，青砖黛瓦，充满明清

文化韵味，古代上海郊区主要的房
屋形态在此一览无遗。对于喜欢吃
吃吃买买买的人来说，召稼楼古镇
是个值得一去的地方。

大家对召稼楼最深刻的印象
恐怕是“小吃一条街”了。这里有不
亚于七宝和城隍庙的美食。召楼有
三宝———召楼大曲、召楼羊肉和召
楼拆蹄。大曲已失传。召楼羊肉是
当地特产，小店常把它作为羊肉
面的浇头，鲜美爽口，不膻不腻。
召楼拆蹄则色泽鲜亮、甜而不腻。

笋丁烧卖是召稼楼的人气美
食。每年春笋上市后，会有大批吃
货来此尝鲜。一般烧麦只有糯米
和馅料，笋丁烧卖净是肉馅，还有
笋丁和汤汁，有种吃汤包的感觉，
味道鲜美，而且皮薄馅料足，很多
人吃了不过瘾，还要带两盒回家。

海棠糕、油墩子、草头饼、小笼
包、小馄饨……古镇的“小吃一条
街”让人一回尝不够。这里的三林
肉皮、三林酱菜也很出名。好多人
就为了买这肉皮酱菜，会专程跑古
镇一趟。而特色商品街上从北方的
擀面杖、老布鞋到南方的竹篮、油
纸伞，各种小百货应有尽有。

./*$ 年召稼楼古镇获评国
家 +0级旅游景区，旅游人次也屡
创新高，近两年召稼楼年接待游
客均超过 %$&万人次。召稼楼古
镇还将在未来几年建设二期工
程。根据规划，垦荒楼、榃湖等召
稼楼地标性建筑和景点都将在二
期陆续开发建设，二期项目全部
竣工后，召稼楼古镇将是一个占
地达到 ,, 公顷、离上海市区最
近、规模最大的历史文化古镇。

召稼楼古镇

地址!闵行区浦江镇沈杜公路革新村内"近苏召路#

咨询电话!!"#$#$#$ 投诉电话!!"#$#%&&

交通!轨交 $号线沈杜公路站转闵行 '&路$(")路$浦江

$路"沈杜公路%召稼楼古镇&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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