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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游古村，感受历史，记住乡愁

“四面有山皆入画，一年无日不看潮”，三门东

屏村被誉为“中国画里的村庄”。东屏古村，背靠龙

母山，村前一条清澈的小溪潺潺流过，村中有一条

岙里溪把村子一分为二，形似一幅徐徐展开的屏

风，故名东屏村。元代至正年间，太公陈晋挺曾任

宁海教谕，其子陈拱辰喜爱东屏的山水，择居东屏，

成为东屏村始迁祖，从此瓜瓞绵延，经过600多年的

繁衍，至今已有 32 代，成为三门陈姓聚居的第一大

村。

村口过桥，首先看到的是镇东堂，这是东屏村的

家庙，中堂供奉着释迦牟尼、观音、弥勒，两厢供奉着

杨相公和赵元帅。

再往里走几十米，见一鹅卵石砌成的石墙，红色

灯笼衬托下的“东屏古村”四个字分外显眼。往右拐，

是村史展览馆，往左拐是陈氏家祠。

“山海纳福商学并行铭祖训，文武传家将儒辈出

传家邦”，这是村史馆门口的一幅对联。小小的东屏

村人才辈出，明代抗倭英雄陈世雅、陈崇彩、陈贵渠，

清代武举人陈式栋，民国第十七绥靖区司令部少将参

议陈友生、中华黄埔四期同心会副会长陈舜钦将

军……都是东屏人的骄傲。

走进村史馆，让你穿越历史，欣赏到村里的传统

美食“九大碗”，看到洋溢着东屏气息的山歌“十碗

酒”，了解到东屏海

禁的历史……小

小的村史馆，是

一部东屏村的

百科全书。

陈 氏 宗

祠的西面是一

道 高 2 米 、长

200多米的风水

墙，现有的风水墙

是在原来的遗址上

重建，大石上刻有“风水

遗韵”四字。风水墙，旧时高

5米，以大乱石砌成，阻挡着西北风的侵扰，是村里最

大的防御工程。风水墙边有古树林，有300年的苦槠

树，也有500年的古樟树。

过古树林，穿过一片茅草地，就走进了古村的小

巷中，走进一个个保存完好的四合院和三合院，让你

感受到东屏古村厚重的历史和岁月雕刻的沧桑。古

村的小巷中，最让你流连忘返的是一个个古老的道

地：上新屋道地、下新屋道地、老屋道地、第一道

地……一个个道地串成的是东屏古村的历史和沧桑，

留下的是先人的足迹和回忆。

三门东屏古村：一年无日不看潮

庄河村位于松阳四都乡，这里全年四分之三的时

间都是云雾缭绕。

顺着四都寨头边上的一条小路来到庄河村，沿着

石砌的小路往村中走，在一片散集着青砖黑瓦的建筑

群中，曲曲折折地安放着几条深巷。在这里你可以目

不斜视地穿行于浮生流年，如同光阴数百年如一日地

在这些巷道中踱出的方步，慢悠悠且悄无声息。

站在山顶眺望，阳光透过云雾倾泻而下，雾来时，

黄白相间的古屋隐没在这如诗如画的仙境里，不见人

家，却闻鸡鸣，景色迷人；雾散时，能俯瞰整个松阳县

城，无限风光尽收眼底，故有“天都云海”之称。

当你第一次踏进这幽深逼仄的小巷时，你就会义

无反顾地喜欢上它。光滑的石板清幽发亮，不知被村

民们踏过了几百年。石板的缝隙里生长着绿绿的青

苔，空气里似有暗香浮动，将古朴的韵味一点点融进

你的脑海里。

一路走来，整个村子总是很静很静，一幢幢黄墙

黛瓦中，天井里幽幽的光线，照着墙檐窗门上所嵌所

镂、仰俯即是的匾额楹联，射穿了匾额楹联中一个个

文人名家的大名别号，融进蓝天下温和的阳光之中，

化作几百年来的

悠悠岁月，挥洒

出整个村庄的

流变。

南 宋 开

禧 年 间 ，庄

河 村 先 祖 鲍

德公于此归隐

田 园 。 此 后 ，

德公后裔在自西

向 东 的 寨 头 岭 南

麓，建造出陶渊明笔下

的桃花源，竹海、山涧、村落、

梯田在云雾的掩映下忽隐忽现，似仙山，似琼台，构成

了庄河别具特色的迷人景观。

行走在小路上，日影逐渐西斜，不知不觉已经走

出村子，身后一股股炊烟从火柴盒似的的屋子里流泄

出来，飘飘渺渺，随意飘散，生出些许朦胧和神秘，劈

柴声渐去渐远，随着这袅袅炊烟上升、上升，飘过天

井，飘向天际…… 本报综合

松阳庄河村：摄影师们向往的胜地

武义山下鲍村，一个不是很起眼的历史古

村落，四面环山，相当低调。但在某些时刻，村

庄也很高调。因为它被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

梁思成选做浙赣山区建筑代表，写入了《中国

建筑史》一书当中，2012年被列入第一批中国

传统村落。

很多第一次来这里的人，会觉得山下鲍村

有些残旧。墙角疯长的杂草，倾颓的砖墙，掉

漆的门窗，腐朽的楼栅，一个院子挨着一个院

子，空空荡荡。但从山上往下俯瞰，这个村庄，

仿佛是从山谷、盆地间“生长”出来一样。

山下鲍村，从一条修长的“S”形小溪开

始。这条小溪从北向南蜿蜒穿过村子，如同一

只臂膀，环绕古村，这便是金溪。处于冬季枯

水期的小溪，褪去了往日奔腾的鲜活，只剩下

细小的涓流静静地流淌着，带不走冬日的寂

寥，也带不来热闹的烟火。

和金溪一样安静的，还有村子里的老房

子。听村里的长辈们说，村子在清朝的时候到

达鼎盛，修建宗祠光耀门楣，创办学堂兴业讲

学，还有桥梁、庙宇、店铺、古井等，都能看到渗

透进这片土地的百年记忆。村中的鹅卵石路，

经过多年风吹日晒后，石块缝隙间都长满了青

苔，大片灰色中的一抹绿，像是平淡生活里时

不时冒出点生机。

据统计，山下鲍村现存各种历史建筑 31

处，其中清代28处，民国3处。以民居为主，有

保存完好的清代至民国时生产靛青染料的靛

青塘遗址群，多数民居已近200年历史。它们

分布在金溪两岸的山坡上，多数坐北朝南，有

三合院、四合院。每个院落之中，大多有后院，

呈土色、白色、黑色，在青山绿水映衬下与大自

然协调相处。

硬山两坡顶、马头山墙……这些曾经恢宏

精美的建筑，如同褪去浮华的女子，用一种古

老的矜持，向世人展示着它独有的魅力。

漫步村中，手滑过岁月的痕迹，错落有致

的青石隐匿处，随处可见久经风雨的粉墙斑驳

脱落。随之脱落的，是对古村的记忆。看着村

中老人笑盈盈，听着村中溪流潺潺，闻着鸡犬

声声，他们守着古村的晨昏，在漫长岁月中，随

着古村的繁荣和衰败逐渐老去，但只要他们

在，我们的故土就在。

浦江嵩溪村：流淌在诗意里的古村落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

树颠。”古村落里有烂漫田野、青砖古巷、老屋旧物，还

有说不完的故事传说。浦江嵩溪村就是这么一个绝

美的村落，它位于浦江东北部，历经千年，是名闻遐迩

的国家级历史文化村落。村子以溪得名，依山傍水，

古色古香，形态完整。近千年的村落历史长卷，就留

在斑驳的泥石墙上，刻在方格、菱形和井字纹的窗棂

上，铺在悠长悠长的小巷石板上，飘渺在徐氏宗祠、邵

氏宗祠的缭绕香火中。

嵩溪村有一暗一明两条溪流经过，前溪为明溪，

溪流两侧由石块砌筑；后溪为暗溪，全溪被大块石灰

石形成的涵道遮盖（即坎儿井），并在居民聚集之处设

有几个取水口，涵道和取水口处的桥梁均采用拱券技

术，溪上建房、桥上建屋成了该村的一大特色景观。

村子极静，走在小路上只听哗哗流水声，有温顺

的中华田园犬，见陌生人就摇头晃尾欢迎。村子建于

小溪之上，每家每户推窗可观溪，出门可盥洗。

嵩溪古村中，村子的原生态保存得非常好，房屋

大多是黑瓦白墙，用木头和石头堆砌而成，整个古村

落显得神圣而庄严肃穆。高耸的马头墙，连片的黑瓦

房，门前溪水潺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踩得到云。

嵩溪村至今

保存着 1560 余

间宋代至明清

时 期 的 古 建

筑 ，如 孝 友

堂 、小 门 厅

里、先得月、

古三层楼等，

数量庞大且错

落有致，保存完

好，古韵十足。

嵩溪村民写诗渊

源已久：清朝康熙年间，村民

徐敬臣创立了闻名遐迩的“嵩溪诗社”，延续 120 余

年；清末民初，由徐心安等人发起，组织嵩溪吟社；

1986年，由徐儒宗等人发起，组织嵩溪学社。学社每

个月都会定期为村民开办免费的诗词讲座。逢年过

节，家家户户自家撰写春联；男婚女嫁，学社会员泼墨

挥毫，作诗赠联。

嵩溪古村既保留了原生态，又在传承中成长，在

成长中让世人了解它，熟悉它，喜欢它。

武义山下鲍村：
一个被写入《中国建筑史》的小山村

“把脚步放慢，让灵魂跟上来！”春节假期是一次难得休闲放松的机会，可以让快节奏的工作生活慢下来。那么，去哪里享受这种慢节奏生活更适合呢？有着清

幽宁静和古朴典雅气质的古村落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本期“美丽乡村”栏目为你推荐几处省内较有名的古村落，希望你在这里能放松心情，感受山水、人文之

美，快乐享受春节假期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