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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2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
单出炉，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榜上有名。柯桥
凭一座“中国轻纺城”跻身中国百强区前十，成
了国际上响当当的“宇宙纺织中心”。除了保持
江南一贯的“富有”水准，柯桥还很有自己的特
色，光是一副“稽山鉴水”的面目，就吸引数百位
名人雅士前来打卡，其中就有东晋王羲之的打
卡游记《兰亭集序》。

都说“金柯桥，银皋埠”，从阡陌水乡、到鲁
迅笔下阿Q式的乡土社会，再到金发鹰鼻商人
汇聚的国际大都会，从柯桥这个小小的窗口，你
可以窥见古老江南的优雅转身。

相较于国人，或许常年做纺织贸易生意的
外国商人会更熟悉这个匿藏于中国绍兴的县级
行政区——柯桥。

“柯桥”二字，早就把绍兴的风貌囊括其
中——桥。绍兴是一座多桥城市，现有10610座
桥梁、604座古桥，桥梁密度是水城威尼斯的数
十倍。而柯桥这个地名，正得名于“柯水之上的
桥梁”。

要记住柯桥的位置，一点也不难。从小熟
背的《兰亭集序》里所讲的“会稽山”，就在柯桥
的南面。柯桥的西南面多低山丘陵，而东北部
则是河网密布的平原，流域面积近50平方公里，
拥有近900条大大小小的河流，与江南水系连为
一体，直奔大海。“三山万户巷盘曲，百桥千街水
纵横”，说的正是柯桥。

如今贵为“宇宙纺织中心”的柯桥看似横空
出世，其实背后早有2500年的沉淀。

中国自古便是纺织大国，绍兴的纺织史最
早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绍兴古为越地，据车越
乔、陈桥驿撰写的《绍兴历史地理》所言，越地最
早发展起来的就是麻织工业，在越向吴进献的
贡品中，曾有“葛布十万”的记载。汉以后，绍兴
就成为了全国四大麻织工业中心之一。

后来，丝织业在绍兴兴起，靠着水运一路开
挂。宋代时期，绍兴所产的“越罗”扬名海外，到
了清代更是“时闻机杼声，日出万丈绸”，这样的
盛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20年代，彼时的柯桥
还拥有 2800 多家机坊，年交易丝绸达到 20 万
匹。

在上世纪 80 年代，柯桥纺织业又凭着一
条狭长的“水街”重新支棱了起来。当时，一
大批“小船户”在几百米长的河道上向临街商
贩兜售布匹，就这样，第一代轻纺市场——

“柯桥轻纺产品市场”应运而生。后来，它还
是首个冠名“中国”的专业市场，被称为“中国
轻纺城”。

再后来，中国轻纺城就成了亚洲最大的布
匹集散中心，也是全国第二大专业市场，仅次于
义乌国际商贸城。这座城的建筑面积达390万
平方米，日客流量 10 万人次，经营品种 5 万余
种，远销 192 个国家和地区，撑起了全球近 1/4
的面料交易，同时与全国近1/2的纺织企业建立
产销关系。

2021年，中国轻纺城“线上＋线下”的交易
首次突破了3000亿元，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经
营品种最多、成交金额最高的纺织品专业市场，
不愧是“宇宙纺织中心”，放眼世界，恐怕只有传
统纺织产业巨头意大利能与之匹敌。同时，“中
国·柯桥纺织指数”和“中国·柯桥时尚指数”已
成为国内纺织与时尚的风向标，任何有关于纺
织的风吹草动都瞒不过它们。

身处绍兴，柯桥的人文底蕴自然不会差，甚
至可以说与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都产生了点勾
连。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已有人类活动；远古
时期，大禹治水“冠挂不顾、履遗不蹑”的故事就
发生在此；到了春秋时期，又有越王勾践“卧薪
尝胆”，终胜吴国的千古佳话。

不过说到建城史，还得等到秦汉置会稽郡
山阴县。没错，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会稽山
阴”。在这稽山鉴水中，无数的文人墨客在此留
下浓重的一笔。其中最有名的便是东晋书圣王
羲之，与42位名士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来了一场

“流觞曲水”宴，更写下了闻名千古的“天下第一
行书”《兰亭集序》。而明代思想家王阳明，也曾
于这会稽山中潜心专研“心学”，最后葬于兰亭
南2里处的仙暇山庄。

除了稽山，柯桥的鉴水和运河也让诗人们
蜂拥而至。鉴湖是我国东南地区最古老的水利
工程，于东汉年间修筑，闻名天下的绍兴黄酒便
源起于此，“竹林七贤”里面的阮籍、阮咸两叔侄
便曾到此饮酒吟诗：“汲取门前鉴湖水，酿得绍
酒万里香。”至于流经柯桥的浙东运河，就更是
不得了，唐代先后有451位诗人踏上了以浙东运
河为开端的“浙东唐诗之路”，沿途写就的诗歌
多达1500多首，串起了半部绍兴史。

而柯桥这些庞大的运河和水网，贡献不仅
体现在人文风貌上，还有经济发展。

绍兴本就是一座因水运而兴的城市。三国
时期，柯桥已有草市；到了宋代，柯桥作为驿站，
贸易始兴，陆游诗中有云：“柯桥以西多橹声”

“柯桥梅市花俱好”；至于明清，柯桥已凭纺织贸
易成为“浙东重镇”，名为“柯镇”，“领村五十八，
四运全通，交通便利，市最繁盛”。

走进柯桥，还有许多保存完好的古镇作为
过去繁茂的见证，比如柯桥古镇和安昌古镇。
柯桥古镇是柯桥区及其纺织业的发祥地，是江
南著名古镇中为数不多的大型古镇，在上世纪
30年代，仅一条柯桥老街就分布着酒坊、茶馆、
米行、染坊、肉铺等店铺多达近700家。

柯桥的江南、国际混搭风，在美食上体现得
淋漓尽致。没有哪个江南小镇，能像柯桥般，让
绍兴臭豆腐与韩国泡菜、印度咖喱共存。

作为正宗浙江人，柯桥人自然嗜臭——臭
豆腐、臭苋菜梗和臭冬瓜。培养出“嗜臭”味蕾
的柯桥人，没想到在千年以后，还能和韩国的泡
菜、大酱汤不期而遇。

如果说义乌是“土耳其味”的，那么柯桥
就是“泡菜味”的。作为“国际纺织之都”，柯
桥的对外出口商品主要面向东亚、中亚等地，
由此，柯桥的韩料、日料和印度菜也最为丰
富。

在柯桥区的兴越路一带，藏着无数的韩国
餐厅。与“绍兴三臭”有着相同发酵原理的韩
国泡菜和大酱汤，就无痕融入了柯桥人的生活
中。

泡菜的做法并不难，将大白菜封存于坛中
进行发酵，便得到了时间赋予的爽脆酸辣风味；
而大酱汤的关键则在于那勺大酱，韩国的绝大
部分家庭都拥有自己秘制的大酱，柯桥的每家
韩国餐馆也不例外，用独家的大酱、海鲜干货、
蛤蜊、豆腐、西葫芦、金针菇、大葱等煮汤，便得
到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大酱汤。

对于喜欢传统“纱丽”的印度人来说，柯桥
也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据不完全统计，目
前柯桥大约有3000名印度商人。有印度人的地
方，自然也会带来传统的印度风味。

在柯桥，也有着许多印度料理店，从店员、
老板到厨师清一色都是印度人，就连装潢、海报
和电视里传出的印度神曲都无一不宣示着餐厅
的正宗。

如果不想出国就能品尝正宗的咖喱，柯桥
无疑是个好选择。咖喱烤鸡丁，鸡丁经过香料
长久的腌制，入口即有浓浓的姜黄、辣椒、洋葱、
柠檬、孜然等复合香料味，再配合绿咖喱，奶香
馥郁的口感正好中和了鸡肉的干柴；还有印度
炒饭“Biryani”，这可是人家的国菜级料理，炒饭
用的印度大米是细长而干爽的，配合羊肉、咖喱
和萝卜，简直齿颊留香。

柯桥臭豆腐与泡菜、咖喱共存的一面，恰恰
反映出柯桥的“魔幻混搭风”——中英双语的广
告牌、韩国的教堂、过马路时随时遇见的身穿白
袍的中亚人。

柯桥，从小小的一块布到江南重镇，再到如
今国际大都会，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古老江南转
身的绝佳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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