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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庄与周村一字之差，风
格迥异。它们一个被长江养育
着，钟灵毓秀；一个被黄河哺
乳着，罡风浩荡。同是古老的
商城，却有着耐人寻味的文化
比较。当我们把这两个古镇放
到一起，看到的是中国传统文
化对工商业的浸染和传统工
商业对文化的支撑。这是两个
典型的商业文化的标本。

周村是北国的丝绸之乡，
桑蚕业悠久。丝织自宋时起就
有了深远的影响，与江南的丝
绸同时供应北宋的都城汴京，
明末清初发展成重要的商业
中心，所以1904年清政府把这
里与山东首府济南和潍县同
时批准为开放的商埠，是有着
深深的考量的。这里有300年
的经济发展基础，民商经济实
力雄厚。在此之前，公元1775
年乾隆帝南巡，考察周村，赐
封这里“天下第一村”的称号，
着实是对周村经济繁荣景况
的嘉许。

周庄同样发端于北宋。元
祐年间，周迪功郎信奉佛教，
捐出200亩祖田给全福寺。当
地百姓感念他的义举，将这块
土地命名为周庄。元朝中叶湖
南商人沈佑迁居于此，这里有
了商业的萌芽，到了他儿子沈

万三一代，把商业直做到姑苏
城。朱元璋打下天下，欲加固
南京城池，苦于没有银两，找
到沈万三筹款。沈万三独家出
资，竟修筑起一座南京城，你
说他多么富有。如今在苏州行
走，观前街上到处都是沈万三
的店名。他的家乡周庄被誉为

“中国第一水乡”。
这两个第一都是发端于

宋元，经过明朝的经济培育，
至清朝走向繁盛。给我们留下
了繁街锦巷、画楼深院、石桥
古渡、梵塔僧楼，还有当地独
特的饮食、戏曲、工艺以及创
业、积善、布施层面的万千故
事，当然也有豪宅里的悲欢离
合。正是这些经济的、文化的
元素，交织着构筑了江南的周
庄、江北的周村。

今天的周庄和周村已经
成为旅游胜地，当我们用文化
的视点研究这里的经济文化
现象，看到的是中国商业对传
统文化的传承。非常有意思，
传统的中国文化是看不起商
贾经济的，也就是说，社会的
统治者并不十分重视经济基
础建设。然而，商人们却从儒
家的理念中提取了适合商业
性的文化，从明清起就形成中
国式的企业文化。比如周村的

仁德茶庄就提出“以仁谋利，
以德待人”的经营理念，在质
量管理上提出“精进傻卖”的
原则。商人们制定了严格的市
场法则，同行间不欺行霸市，
自家不出尔反尔。比如瑞蚨祥
绸缎庄的店规“让尺不让价”，
就是说你买七尺绸缎，七尺的
价钱毫厘不让，但是在丈量时
可以给你量出七尺半，足以让
你做成一件衣衫。这就保证了
不对同行倾轧、不扰乱市场，
也保证了商号自立于众家之
间的信誉。这些精神都取自儒
家学说，这些规矩的制定保证
了市场有序发展。在很大程度
上商业规矩都是自我约束，这
是中国商家十分可贵的精神。

有规矩，还得守规矩，才
有良性发展。“两周”的经济市
场都是这样培育出来的。周庄
有个“银子浜”，沈万三的故宅
就在那里，临水而居，以湖水
的浩瀚喻银两的雄厚。周村有
条“银子市街”，街只有245米，
最多时云集了1 0 8家银庄票
号，除了本地银庄鸿昌福银
号，当时中国金融市场上赫赫
有名的山西票号都在这里设
立分号，数一数，有祁县的大
德恒、三晋源银号，平遥的日
升昌、新泰厚银号，太谷的协
成乾、大德玉、大德川银号等，
号称周村的“山西八大银号”，
聚集起银根600万两。现在扩
容了的周村区面积307平方公
里，当年要小得多。在这样一
块土地上，这些银根支撑着多
大的交易量呢？当时坊间有谚
语：“济南潍县日进斗金，不如
周村一个时辰。”都是同时开
埠的商城，周村力压省府和潍
县，足见它的经济实力。

晋商的介入给周村带来
了晋商文化，这里的建筑具有
浓厚的晋地风格，深宅阔院，
高门华楼。去过山西平遥、祁
县的人，看惯了那里的建筑形
制，再看看周村的楼宇，何其

相似？晋文化与当地齐文化交
融嫁接，就派生出周村的辉
煌。在这里行走，看着那些在
岁月里残凋的石饰、老去的门
庭、镜面般的古道，还有古道
上遗留的木车轮，哪个不带着
曾经的荣华？在这里感知到的
是昔日的恢弘，这是传统商业
文化留给我们的印记。

改革初期有一个说法，叫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
搭台引进经济有多大的可靠
性？我没看到有关统计。在周
庄和周村我们看到的是经济
搭台，唱文化的戏。周庄有昆
曲。一位作家说，周庄白天是
游人的，夜晚是昆曲的。晋商
挣了钱要唱戏，他们的戏唱得
独特，戏台要搭在神殿前，台
前是观众，台后是神像。他们
说，这叫唱戏给神听。观众听
到了，神也听到了，观众就是
他们的神，而他们的戏就是经
济发展。周村原来有两座戏
台，在这里唱的是齐地的五音
戏，也是响亮的高腔，不似昆
曲小桥流水般委婉，恰似黄河
奔腾的激昂。我不是戏曲专
家，不知道周村的曲剧中有没
有山西梆子和秦腔的喊与吼？
我想应该是有的，因为这里的
文化是齐晋文化的结合体。

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基本
原理，经济是基础，文化是经
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也就是
说，经济决定着文化的发展，
但是文化又反过来左右着经
济基础的建设。同时它承认，
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不成正
比，但是经济发展必然促进文
化的大繁荣。任何历史时期都
需要物质的丰富和精神文化
的丰厚。周庄和周村就诠释了
这一点。昔日繁荣的遗迹斑斑
可见，它们的商业现象已经形
成一种文化积淀，把优良的商
业精神升华到文化的层面传
承着、发扬着，成为弥足珍贵
的文化遗产。

农历七月七日七夕节，又
称“乞巧节”“双七节”“女儿
节”等，是我国一个重要的传
统节日。它的起源历史久远，
但真正作为一个节日并定在
七月七日，是在汉代。

汉魏之际，七夕中的节俗
要素已逐渐显现出来，牛郎、
织女出现了人格化的描述：

“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
桥。”(东汉应邵《风俗通》)南朝
梁殷芸的《小说》中则对牛郎、
织女有了更形象具体、人格化
的记述。再后来，这段记述逐
渐被加工完善，形成一个优美
动人的爱情故事，即中国古代
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牛郎织
女的故事》。七夕节的许多习
俗，也都围绕着这个神话故事
展开。尤其是织女这个形象，
是人们心目中具有高超智慧
和多种神通的女神。因而在她
身上寄托着人们太多美好的
愿望和理想，由此便产生了许
多有趣的乞愿习俗。

七夕的乞愿习俗中，一个
主要习俗是“乞巧”。所谓乞
巧，就是女子向织女乞求心灵
手巧、擅长女工。乞巧的方式
多种多样，主要的有以下一
些：其一为“祭拜乞巧”。旧时，
民间在七月七日晚上有祭拜
织女(星)的习俗。祭拜者主要
为妇女。祭拜时要陈设瓜果、
设案焚香燃烛。隆重一些的还
要举办“乞巧会”。这种习俗至
今仍在一些农村地区流行。其
二为“浮针乞巧”。七夕前夕，
用杯子盛鸳鸯水(白天取的水
和夜间取的水混在一起)，夜

间露天存放。天明再将水放在
太阳下晒，等水面上生成一层
薄薄的水膜，即取缝衣针轻置
水面上，使之漂浮，这时水底
便现出各种针影。若影如云
彩、花叶、鸟兽或鞋、剪刀等图
案，便得巧；若影粗如锤、细如
丝、直如轴蜡等图案，便得拙。
其三为“蛛网乞巧”。七月七日
晚以盘盛瓜果，如果有喜蛛在
上面结网，就能得巧。还有的
在七夕前一天捉一只小蜘蛛
放在盒内，第二天看蜘蛛在盒
内是否结网和结网疏密如何，
以此来检验智巧，网丝多而圆
者为得巧。其四为“穿针乞
巧”，又称“金针度人”。七月七
日晚，少女们在月光下以丝线
穿针孔，先穿过针孔者为得
巧，后穿过者为输巧。其五为

“种生乞巧”。在七夕前几日，
将豆、麦、稻、谷等作物种子浸
泡在陶瓷盆中，到七夕时供献
织女，以此乞巧。谁浸泡的种
子出芽齐、长势好，谁就乞得
了巧。其六为“观云乞巧”。一
般是在庭前开阔处，于七夕前
搭建楼台，七夕当天设供拜
仙；或登上山坡，观察云彩变
化的各种形状，乞得智巧。这
些丰富多彩的乞巧方式，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古人渴望获取
知识的心情。

人们不但想有智巧，更希
望生活富裕。恰好织女是主宰
稼果、生机和财货的女神，于
是又产生了七夕向织女“乞
富”的习俗。据史书记载，早在
战国时期，楚人就将织女视为
主宰生产和收获的女神。张守

节《史记正义》云：织女“主瓜
果财帛珍宝”。七夕时值孟
秋，收获在望，为了乞求天遂
人愿、大获丰收，人们自然要
向这位“收获女神”举行荐
尝、乞求、酬谢的仪式，而这
一仪式就是早期七夕节的重
要内容之一。因后世出现了财
神赵公明元帅，所以向织女乞
富的习俗后来逐渐被拜财神
代替。

有了智巧、财富，还要繁
衍后代。由于织女还具有主掌
生育和庇护儿童的神性，这便
产生了七夕向织女“乞子”的
习俗。此俗许多史书都有记
载。如晋周处的《风土记》载：
七夕，“无子者可 (向织女 )乞
子。”唐韩鄂《岁时纪丽》云：

“七夕，俗以蜡作婴儿，浮水中
以为戏，为妇人生子之祥，谓
之化生。”所谓“化生”，是一种
模拟出生受洗的仪式，人们以
此仪式向织女求子。这种风俗
主要流行于战国以前。后世有
了观音做“送子娘娘”，于是人
们便把乞子对象逐渐转向观
音。

美满的婚姻，也是人们所
渴望的。而织女的神性还表现
在主婚配上，这便催生了七夕
向织女“乞求婚姻美满”的习
俗。此俗在古代比较盛行，如
今只在一些少数民族中保留
得比较明显。如居住在我国西
南地区的苗族，至今仍流传着
七夕“跳月”之俗。届时，青年
男女欢会于广场，男青年吹芦
笙、敲铜鼓，少女们则敲着竹
杯翩翩起舞，谓之“苗女弄

杯”。这种“七夕跳月”，即是古
代盛行的“男女大会”的遗存，
亦是向织女乞求美满婚姻的
一种浪漫形式。

年轻人希望婚姻美满，老
年人则希望健康长寿。何以求
之？那还是要找织女，因为织
女又是主掌人寿命的神女，由
此又产生了七夕“乞寿”的习
俗。乞寿的方法，隋杜台卿在

《玉烛宝典》中做过这样的介
绍：是晚，洒扫庭院，在露天设
供桌，供酒铺时果香烛，祭祀
织女牵牛星。祭毕，祭祀者怀
着所祷之愿，在庭中遥望天
空，等待时机。当看到银河中
有奕奕白气翻滚，如大河中的
波浪，光耀五色、流闪生辉时，
便下拜祈祷，乞寿或乞富、乞
子都可以，但只能乞一，不能
兼求。所乞之愿实现后三年，
祈祷者才能讲给别人听。据说
此法颇为灵验。

以上种种乞愿，固然有不
少落后迷信成分，有些也难以
实现。但它在人们心目中的位
置是重要的，对人们的影响是
深远的，它所产生的激励作用
也是不可忽视的。尤为可贵的
是，它真实地反映了古人理
想、愿望的丰富与多元，这正
是一个民族保持生机、激发活
力的源泉。因为，没有理想的
民族是可悲的，也是没有前途
的。诚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言：

“理想是指路明灯，没有理想，
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
就没有生活。”不管对古人还
是对今人来说，这话都是千古
不变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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