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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 多云到晴 最低气温0℃~1℃

照片来自日本档案
文史爱好者徐寅波近年来业余时间一直从事衢州文

史研究，最近，他通过日本档案机构查询资料时，无意中
发现1908年日本驻杭州领事馆事务代理吉冈彦一呈报给
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钱塘江上流之出张复命书》
中，附带了记录钱塘江流域城市的一本相册，内含35张照
片，其中衢州相关照片有10张，包括龙游2张，黄甲山塔1
张，衢城7张。“衢州古城一直缺少历史影像，这些照片此
前未曾公开，只有让更多人看到，才能得到真正的价值体
现。”徐寅波说，他希望通过媒体，唤起更多老衢州人的钩
沉往事，共同组合出衢城历史变迁轨迹。

眺望天王塔
“衢州过去有句民谚，叫‘三天不见天王塔，眼泪滴滴

答’。这张老照片里，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天王塔。”徐寅
波介绍，吉冈彦一呈报的照片中，有两张反映了衢州古城
西面的风光，但拍摄者将其分别标注为“衢州南门外水
车”和“同上水车修缮景”。“衢州南门外水车”照片的中心
是江心的水碓，背景的内容却非常丰富：宽阔的江面、码
头附近停泊的船只、遍布江边的吊脚楼，以及远处的天王

塔、府山（当时称为峥嵘岭和龟峰，以下统称府山）及山上
的建筑。

照片中间一排吊脚楼之中有个缺口，徐寅波推断，这
应是水亭门的城门洞。因此，他认为照片中的文字标注

“衢州南门外水车”有误，“南护城河是乌溪江引来的濠
水，不仅没有这么宽阔，其水面之平静也不足以驱动水
碓。”

另一张“同上水车修缮景”照片摄于同一地点，但画
面正中的近景是4位工人正在修理水碓。“这批日本人所
摄的清末衢州照片，是目前已发现的最早衢州城市影像，
图像清晰度虽很一般，但对了解衢州城的发展历史仍有
重要价值。”徐寅波说，自12月16日他在个人微信公众号
上首发部分老照片后，立即引发很多衢州人的关注，激起
了不少人的共鸣。

衢江畔的“航运服务区”
老照片中记录的衢江上的水碓和吊脚楼虽已随时代

消逝，但关于它们的记忆，却始终印刻在衢州人的心中。
水碓是旧时利用水力舂米、磨面的粮食加工工具。

从照片上看，水亭门外江面上至少设置了两座水碓。《衢
州水文化》作者李吉安对衢江上的水碓印象深刻，他小时
候曾在水亭门往南约200米的衢江上见到过。

而对于江边的吊脚楼，不少老衢州人也都有记忆。
《九姓渔户史料选编》一书中记录了老衢州们关于吊脚楼
的记忆：“水亭街皂木巷93岁的汪时栋老人称其为‘建在
江边的房子’。老人回忆说，该楼的位置从南到北，大概
自小西门一直延续到西安门。”这些吊脚楼用作什么呢？
书中提到，有一些是开店的，有饭店、茶店、酒店、绳子店、
铁店、木箱店，主要是“做水上人的生意”。此外，还设有
张协大、汪顺裕两家近百年的运输行。用今天的话来说，
这排吊脚楼就是满足航运需求的服务区。

今年84岁的张履富老人小时候就住在衢江边一幢三
层的吊脚楼里，位置是在水亭门边的中码头上。他回忆
说，吊脚楼大门一般开在近城墙一侧，靠江开窗，屋后用长
木头插入溪滩中支撑。当时他们家开运输行，水上运输和
陆上运输都做，生意一直不错。但一家人具体何时迁出，
吊脚楼又是何时拆除的，因时间久远，他已记不清楚。

吊脚楼是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民居，其独特的建筑
风格主要是为了避开毒蛇猛兽的侵扰。那么，衢江边的吊
脚楼是如何逐渐兴盛的呢？据李吉安回忆，当时衢州城墙
外的道路狭窄，而水上贸易的最佳选择是将房屋建在水
边。吊脚楼一半建在陆地上，另一半则延伸至水面，这样
的设计不仅减少了对道路空间的占用，而且靠近衢江，便
于水上活动，这使得吊脚楼得以在衢江沿岸密集分布。

如果您和家人、朋友也有关于衢江边吊脚楼和江心
水碓的记忆或资料，欢迎在三衢客户端本条新闻页面下
方的评论区和我们互动，或致电96811热线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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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象过 100 多年前

的衢州古城吗？你是否听

说过水亭门附近的衢江边，

矗立着一排吊脚楼？你是否

知道，府山之所以得名，是因

为那里曾经是衢州府衙的驻

地……这些关于衢州古城的记

忆碎片，过去都停留在考古发现

和文献记录中。如今，随着衢州文

史爱好者徐寅波新发现的一组老照

片，公众终于可以直观地认识衢州古

城的真实模样。

今天起，《衢州晚报》将陆续刊发

这些老照片，邀请市民和读者一起来

辨认这些照片的拍摄地点，共同回忆

逝去的古邑风景和背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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