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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建于明朝的屯溪老街，地处横江、率水

及新安江的三江汇流之处，有着“流动的清明

上河图”的美誉。作为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

街”，这里一直是徽文化的集中展示窗口。

近年来，随着年轻化、时尚化、国际化元素

的植入，老街也顺势而变，有了更多新元素、新

玩法、新业态等。如今的老街，活态的文化遗

产与美丽的自然风光交相辉映，时尚的商旅业

态与古朴的街区风貌融为一体，构筑了一幅

“又趣又潮”的新画卷。

创意无限，潮流汇聚

7月 20日晚的屯溪老街码头，霓虹灯闪

烁，“河你在一起 江畔有乐”主题音乐会如期举

行。《稻香》《拾忆》《温柔》……一曲唱罢一曲又

登场，上千名游客及市民伴着音乐的节拍舞动

着手中的荧光棒。“坐在古老的码头旁，吹着习

习江风，听着音乐，十分特别。”来自北京的游

客李杰说。

据黄山市屯溪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

吴哲明介绍，河畔音乐会每逢重大节假日及每

周六晚上举办，除了流行歌曲还会有徽剧、民

歌、街舞、说唱、摇滚等。自2023年5月开演以

来，已累计举办30多场，观演游客8万多人

次。如今，河畔音乐会已成为全省知名文旅品

牌活动之一。

谈起对屯溪老街的感受，李杰说，没想到

这里如此古朴与现代，而且相得益彰、十分融

洽。“印象最深的当数我入住的民宿，外观是青

砖、黛瓦、马头墙，走进来则有咖啡吧、西餐厅、

会议中心等。”

还淳度假民宿负责人陈蕾介绍：“我们共

有13栋徽州老宅，每一栋都保留了徽式建筑的

风貌特色，内部装饰则融入了各种时尚的现代

元素，达到了新旧合一、和谐共融。住在这里，

可以滨江望水、古巷抵江。”

走进老街，“电影制片厂”正吸引众多游客

前去打卡拍照。这家写真体验馆内，既有旗

袍、中山装、学生装等各类服饰，又有老式相

机、留声机、黄包车等老物件，游客既可参观又

可拍照。“旗袍与老街非常契合，仿佛进入穿越

空间，很享受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来自河南的

游客何文静说。

除了“住”与“玩”，老街上的“吃”也将古朴

与现代融合在了一起。今年3月22日，位于老

街147号的百年老字号“胡兴堂”举行焕新升级

开业仪式。焕新升级后，这家已有200多年历

史、传承七代的糕点铺推出了多款新品。“迎合

年轻人‘轻食主义’理念，我们推出了海苔味、

核桃味、蛋黄松味等新式烧饼，非常受顾客欢

迎。”店长郑正说。

屯溪区老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汪寒露说，

为推动老街焕新升级，街道会提前介入业态引

进，积极引导商家提升店内布局。2023年以

来，已累计完成40家店铺业态优化，打造了漆

源堂、恒泰升、雀云裳等精品店，盘活了“老街

茶舍”等4家精品民宿，实施了“皖美好味道·徽

菜天下行”行动，打响了省级“徽菜师傅创业街

区”品牌。

守住传统，守望烟火

“徽笔的制作技艺十分考究，完成一个笔

头的制作就要经过72道工序。”7月19日，走进

位于老街166号的“杨文笔庄”，国家级非遗项

目徽州制笔技艺传承人杨文正在给前来研学

的孩子们讲授徽笔制作技艺。“除了体会到制

笔的艰辛，还学会了在绘画时如何选笔。”来自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的袁子涵说。

杨文介绍，自己每年暑假要接待来自全国

各地研学的孩子2000多名。“非遗研学的独特

魅力就在于‘亲’，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变

得触手可及、真实可感。”杨文说。

创立于明崇祯十三年的“石翼农”坐落在

老街144号。步入其中，中药的清香扑鼻而

来。传承人程宁同样正在指导前来研学的孩

子们，其传授的技艺是香囊、健康锤制作。在

程宁的指导下，孩子们做出了莲花、葫芦、柿子

等造型的香囊。程宁介绍，该中药馆正以“药

店+诊所+研学”模式，打造新安医学展示馆、非

遗传承基地、研学基地、中医药新中式养生等

板块，传承新安医学，弘扬中医药文化。

屯溪老街之美在于文化，悠久的历史为老

街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目前，老街共有非

遗店铺40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0人、省级非

遗传承人12人。“我们非常支持非遗传承人将

适宜的加工作坊迁移到老街，恢复前店后坊模

式，这样可以让游客更加直观地感受到非遗魅

力。”屯溪老街管委会副主任田原说。

“卖货啦，卖货啦！看一看，瞧一瞧，走过

路过不要错过！”傍晚时分，65岁的“卖货郎”朱

新炎推着满载货物的小车，摇着欢快的拨浪

鼓，在老街的大街小巷穿梭。“这样的车轱辘你

们没有见过吧，至少有200年历史了。”歇息时，

朱新炎便会与游客们聊上几句。

心有星辰，同时不忘烟火。为打造沉浸式

旅游体验，老街围绕人气“旺起来”、市场“热起

来”、消费“火起来”，常态化举办夜间市集、非

遗展演、民俗踩街等活动，吸引无数游客驻足

体验，共同感受“创意黄山、国际屯溪”的无限

魅力。

“原本打算逛一逛就走，来了之后发现有

很多体验项目。于是，就决定留下来，多待1

天。”来自浙江宁波的游客范小青说。

体验畅游，安心舒心

“毛豆腐带有特殊的发酵味道，蕨菜带有淡

淡的涩味……许多游客可能吃不惯这些黄山本

地的特色菜肴，只要提出来就可以换菜或者退

菜。”来到位于老街247号的“一楼食业·老街第

一楼”，营运总监方海珍拿出“无理由退换货”受

理台账，展示了今年以来的换菜退菜记录。

除了“无理由退换货”，消费者还可以扫描

桌上的“放心消费码”，直接进入微信投诉平

台。该“放心消费码”一企一码，企业的地理位

置、所获荣誉等信息一目了然。消费者通过扫

码，可以实现“一键式”快捷、精准投诉。

老街名店云集、人流量大，为营造安全放

心的消费环境，屯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导商

户申报“放心消费示范单位”、建立“无理由退

换货”台账、推行实体店“七日线下无理由退

货”承诺，全力营造文明经营、诚信经商的良好

氛围。

屯溪区消保委秘书长方咏芳说，目前老街

商圈共有主动承诺“线下无理由退货”实体店

150家，其中1家获评“全省首批百家线下无理

由退货承诺优秀单位”。今年1月至6月，老街

商圈共处理无理由退货500余起，货值合计20

余万元。

走进位于老街183号的“老街邮局”，来自

美国得克萨斯州的Alex Angela正在选购明

信片，并最终挑选了迎客松造型、鱼灯造型等

十分具有黄山特色的明信片。支付时，Angela

使用支付宝绑定的国际银行卡，将手机对准扫

码枪，迅速完成支付。

2023年12月28日，由人民银行安徽省分

行与省商务厅联合举办的境外来皖人员支付

服务示范商圈建设活动在黄山市屯溪老街启

动。启动仪式上，屯溪老街被授予全省首个

“境外来皖人员支付服务示范商圈”标牌。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黄山市分行积极

开展老街商圈商户的支付服务受理环境建设，

协调安徽银联和各金融机构开展丰富多样的

宣传营销活动，持续让利老街商户和中外游

客。目前，197家重点商户已完成外卡收单改

造，其他非POS机商户全部支持移动支付全渠

道受理。除此之外，中国人民银行黄山市分行

还积极开展老街商户收银员培训与支付受理

标识的粘贴，目前粘贴已实现全覆盖。

“便利的支付服务可以让国内外游客有更

好的支付体验，也能进一步展示‘大黄山’的开

放、包容、友好形象。”中国人民银行黄山市分

行支付结算科科长杨新平说。 （袁中锋）

屯溪老街 徽文化的创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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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家屋内的角落挂着一杆老秤，秤杆

已微微泛黑，漆黑油亮的提绳早已腐朽，金

黄色的包头上布满斑斑白点，就连秤砣也是

锈迹斑斑。这杆秤虽老旧，却是母亲眼里的

宝贝。

母亲是个农民，没上过学，斗大字不识

一筐，别看秤杆上的秤花又细又密，母亲却

识的特别准，从不差毫厘。打我懂事起，母

亲就开始种菜卖菜。记忆中，她经常骑着家

里那辆三轮车去集市卖菜，有时卖不完，还

要吆喝着走街串巷，直到蔬菜全部售完才肯

回家。

每次有人买菜，等人家挑选好，母亲就一

手提着系在秤杆上的麻绳，一手不停拨动着秤

砣。为确保足斤足两，每次都是秤杆挑的高高

时，就已经捏着砣绳让顾客看秤花位置了。

有一天，母亲去集市卖豆角，突然一位

大妈怒气冲冲地找到母亲，嘴里还嚷嚷着：

“你这卖菜的，看着人挺实诚的，怎么还用黑

心秤？”

“老嫂子，您是说折秤了吗？要不咱再秤

秤看！”听了大妈的话，母亲没有急于辩解。

“刚才你秤上显示 3 斤 2 两，我回家一

秤，还不到3斤呢，你这不明摆着坑人吗？”

母亲不慌不忙拿起杆秤，把大妈手中豆

角一约，结果3.2斤丝毫不差，而且秤杆挑的

高高的。

“你这秤不准，肯定动了手脚！”大妈不

死心，非说母亲的杆秤有问题。

“老嫂子，你要不相信我的秤，咱就去用

别人秤约一下，怎么样？”

“约就约，谁怕？约出短斤少两来，有你

好看的！”大妈气急败坏地吼道。

母亲从旁边摊位上找来一杆秤，一约同

样是3.2斤，秤杆还是高高的。

“我卖菜已十几年了，都是自产自销，从

没昧着良心折过秤，估计是

你家秤出问题了吧！”母亲态

度和蔼，但语气铿锵有力。

这时旁边看热闹人也开

始议论纷纷，大家都说母亲

做生意实诚，从没有少斤短

两过。这时大妈脸一红，刚

才恶狠狠的态度不见了，嘴

里直说：“可能我家杆秤出问

题了，不好意思啊！”说完转

身就走，这时母亲从摊子上

拿起一把豆角，硬塞到她手

中说道：“老嫂子，都是自家

种的，也值不几个钱，您再拿

把回家吃吧！”从那以后，母

亲声名鹊起，都知道她做人实诚，秤杆里更

实诚。

年复一年，无数交易在母亲杆秤的秤砣

与秤盘起伏间悄然完成。随着时间流逝，母

亲青丝渐渐变成了白发。岁月在她身上刻

下了痕迹，年迈的母亲不再种植和售卖蔬

菜，但对那杆老秤情感却愈发深厚。她经常

会在它面前驻足，眼神里满是留恋与不舍。

有一次，我对母亲说：“现在都用方便快

捷的电子秤了，谁还使用杆秤，何必对一杆

老秤怀有那么深厚感情？”

“孩子，杆秤是公平公正象征，也是天地

良心标尺，它一头挑起人间生计，一头挑起

天地良心，这秤尾的起伏，就是人心的起

伏。娘卖菜时就是以杆秤为标尺，凭良心称

秤，从不赚昧心钱，做人就应该像杆秤一样

公正无私啊！”

听了母亲的话，我恍然大悟。这些年，

母亲坦荡荡地做人做事，就像那杆老秤，始

终寻找着天然的平衡点，坚守本心和公正的

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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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屯溪老街，文化遗产与自然风光交相辉映，多元业态与古朴风貌融为一体——

7 月 23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国家京

剧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梅兰芳纪念

馆和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梅

艺今辉——纪念梅兰芳诞辰130周年展”在

京开幕。

本次展览是“梅兰芳诞辰130周年系列纪

念活动”之一，系列活动还包括座谈会、梅派经

典剧目系列演出、梅派名家汇演、国际学术研

讨会、国际展览、文化讲座等。开幕式现场演

出了《贵妃醉酒》选段、《天女散花》选段和《穆

桂英挂帅》选段。

展览精心遴选200余件与梅兰芳的艺术

生涯密切相关的展品，包括手稿、书画、古籍、

戏衣、戏单、乐器、唱片等，其中近120件为首

次面向公众亮相，全面展现了梅兰芳的艺术造

诣、文化人生和家国情怀。展览分为6个板

块，将持续至10月23日。

（郑海鸥）

“梅艺今辉——纪念梅兰芳诞辰130周年展”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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