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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乐坤 张缘成 于涵阳

村落的建构，来源于历史，受制于地理。悠悠华夏，
上下五千年，一座座各具风貌的古村落静静地伫立。

岁月无声，古村落惊艳了往日的时光；建筑无言，
但每个村落的民居和古建筑都是当地自然风貌、风俗
传统最直观的呈现：它们承载着乡愁、见证了岁月、体
现了先人智慧。

历经千年，国人用智慧营建着属于自己的家园，而
建构起这些家园的，正是村落里的每一间房屋、每一个
布局、每一处设计。它们或精致、或典雅、或雄浑……

时至今日，许多各具风貌的乡村古建筑依然伫立，
不同以往的是，曾经沉寂的古村落开始热闹起来。依托
丰富的古建筑资源，传统古村落通过加大保护力度，创
新文旅业态，以乡村旅游带动古村落焕发出新的生机。

时光斑斓，岁月流转。过去人们依赖这些建筑得
以生存和发展，如今这些建筑则依赖人们的活化利用
得以流传。从未走远，今更胜昔。古村落带着它的

“变”与“不变”，持续书写着属于它的丰收故事！

古村新气象，保护迎发展

在安徽省黄山南麓，新安江上
游的丰乐河畔，坐落着一个拥有千
年历史的古村——西溪南村。

河水悠悠穿村而过，滋养着延
绵数公里的枫杨林湿地。古村内粉
墙黛瓦的徽派建筑掩映在枫杨林的
怀抱中，平添出几分超脱与宁静。

西溪南村至今保留
着众多明清时期的
传统民居，行走在错
落有致的古宅院落
间，每一步仿佛都踏
响了岁月的回音。

古村落焕发新
生离不开有效保护，
为有效保留村庄的
肌理和古韵，当地政
府整合财政资金和

外部资源，按照“微改造、精提升”思路，全面推进传统
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实施古村落生态修复、古建
筑单体保护等项目，严格把控村庄建筑风貌，努力寻
求“保护优先”与“创新活化”之间的平衡。

“守护古村落肌理，不搞大拆大建，把别具风格的
传统村落改造好、保护好，才能守住乡土气息、乡土文
化，激活传统村落的生命力。”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
党委副书记胡剑霖说。

现如今，这个不到 3平方公里的古村，2023年全
年接待旅游人数多达50万余人次。优美的自然生态
景观与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相互融合，共同绘就了西
溪南村发展乡村旅游的瑰丽底色。

就地取材，也是古村落建筑形式的重要因素。山
西省长治市平顺县太行山深处的悬崖峭壁上，有一个
石头筑就的小山村——岳家寨村。

村子依山而建，街道曲折蜿蜒，屋子高低错落。这
里的房子除了梁柱、桁架是木头以外，其余所有的部分
皆是石头搭建。村民们就地取材，用漫山遍野的石头
构筑起穿越千年的生活。石街、石屋、石墙、石瓦、石
桌、石台、石磨、石碾……形成了一幅以石为画的世界。

村里的老支书岳先来告诉记者，在这里，所有外
墙须由石头堆砌，屋顶则必须由石片盖成。为了保持
石片屋顶的原生态，所有屋顶不能装有太阳能热水器
等现代设施。

事实上，石头房费时费工造价昂贵，而修建现代
砖瓦房则容易很多，保存石头房的想法引来了部分村
民的不理解。为了保护古寨的传统风貌，岳先来挨家
挨户给村民讲解保存古村原貌的重要性。最终，全体
村民达成了一致。“现在村里的老百姓共同立下‘两个
不’规矩：修旧如旧，不破坏村庄原风貌；诚信经营，不

破坏村庄声誉。”岳先来说。
原汁原味，才能古色古香。如今的岳家寨村，不

仅是传统村落保护的典范，更是一个历史底蕴丰厚、
自然风光绮丽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岳家寨也一跃成
为年均接待游客 13万余人次的旅游“大”村，村民人
均年收入达2万余元。

“保护就是发展，石头村要一辈一辈地传承下去。
现在来村里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岳家寨要保护好这个活
着的石头风貌，让岳家寨更美，村民们更富！”岳先来说。

民宿兴村落，村民富路宽

古村新貌的背后，是一次次传统元素与现代创新
完美融合的生动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来自“外乡人”
群体所投资打造的民宿等新业态，与“原乡人”依托自
家老宅改造的充满乡土风情的民居，形成了互为补充
的态势，共同拓宽了乡村发展的新未来。

漫步在西溪南村，不时能够嗅到随风飘来的阵阵
香气。循着香味，一家名为“溪边 55”的店面跃然眼
前。这家“隐藏”于古民居中的店铺是当地知名网红
店，集住宿、餐饮、文创于一体，店主是来自宝岛台湾的
许若侠和黄敏夫妇。西溪南村的文化底蕴和田园风光
让他们感受到了古村的内在活力，于是决定留下创业。

“溪边 55”的前身是西溪南村一处闲置的古民
居，拥有400多年历史。黄敏还记得第一次步入这间
民居时看到的场景，“院落内杂草丛生，树木无人打理
枝条肆意生长像‘炸开’了一样。”

许若侠和黄敏夫妇请来工匠，以传统工艺改造古
建筑，让这间老屋在保留古居风貌的同时重焕新生。

“我们坚持‘修旧如旧’的改造原则，在不改变主体结
构的前提下提升居住舒适度，影响古居风貌的设施会
将其隐藏起来。”

胡剑霖用“室外千年，室内五星”来形容这些古民
居的改变。“目前西溪南村共有 72家民宿，其中三分
之一是由来自北上广深等地的创新创意人才创办
的。他们来到西溪南村，通过合法流转方式取得古民
居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后，对古民居进行改造提升，打
造出民宿、研学基地等新业态。”胡剑霖说。

受一批批“外乡人”的影响，当地村民也逐渐浸润于
浓厚的艺术氛围和营销思维之中。传统农家乐的经营
环境和服务模式也在向更具品质化的方向转型升级。

“90后”村民柯世豪家的老房子建于明末清初，随
着乡村旅游热潮在西溪南村兴起，2018年，原本在外务
工的柯世豪决定返村，与家人一起经营农家乐生意。

在民宿等多元业态的带动下，柯世豪的生意越来
越红火。受村内网红民宿改造提升的启发，柯世豪也
将自家的老房子重新翻修，并给民宿重新起了一个网
感十足的名字——“后院有请”。

“现在每年的收入可以达到 20多万元哩！这两
年游客越来越多，我把村里摆渡车接送的业务也承包
过来。和家人留在村里也能创业致富，日子越来越有
盼头！”柯世豪笑着说道。

蓟州古渔阳，素号山水乡；东北三十里，有峪曰穿芳。
小穿芳峪村坐落于天津市蓟州区东北部的穿芳

峪镇，村子虽然有着美丽的名字，但2012年以前却以
穷出名，村里人均年收入仅8400元。

“后来，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村里累计投资
3600万元改造和建设基础设施，建成了面积达600亩
的小穿乡野公园和26家中高端四合院。”小穿芳峪村
党支部书记孟凡全介绍，“得益于发展民宿旅游，村里
的收入状况一天天好起来。”

民宿要想吸引游客，必须找到自身独特的竞争
力。“自明清时起，小穿芳峪村凭借优美的自然环境和
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众多文人雅士为这里留存了大
量的历史文化遗珍。”小穿芳峪村“90后”党支部副书
记郝杨杰说，“有山、有水、有文化，这是我们村发展乡
村旅游的最大优势。”

小穿芳峪村把历史文化要素同民宿建筑风格结
合起来，用“名人典故”打造出“一户一景”。村庄还与
天津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合作，实施了乡村记忆工
程，挖掘整理村庄周边区域乡贤文化、农耕文化等历
史文脉，强化了文化“内核”，通过建筑载体将本乡本
土的传统文化一一呈现。

“来小穿芳峪村至少要住上三晚。”孟凡全解释
道，“一晚住乡野小屋，近距离接触自然；二晚住窑洞，
既冬暖夏凉，又可以围炉煮茶；三晚住四合院，可以直
观体验‘穿芳隐逸文化’，感受‘世外桃源’。”

谈起发展乡村民宿，村民张素兰说：“我们这跟大
酒店一样，他们有的我们基本都有。过节那几天，我
这个小院儿连住带吃一天的收入就有好几千元。”

文旅共相融，故土展新篇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传统民居建筑是古村落的重
要组成部分。

如今，传统民居经过重新规划和设计，开始重新
聚拢人气。当现代理念与传统村落相遇，能碰撞出怎
样新的业态与火花？

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石节子村位于半山腰的峡
谷中，海拔 1300米，属黄土高原梁峁沟壑干旱地区，
整个村落民居建筑为合院围合式，以西北地区常见的
土坯房为主。

石节子村曾是秦安县的贫困村之一，由于干旱缺水，
村民只能靠天吃饭。现如今，群山环绕之中的石节子村
拥有了另一重身份——石节子美术馆。它是国内第一个
乡村美术馆，通过艺术乡建，石节子村迎来了“新生”。

“石节子美术馆由整个自然村庄的山水、田园、植
被、院落、家禽、农具及村民构成。”石节子美术馆负责
人胡建强介绍说，全村 13户民居呈 8层阶梯状分布，
构成 13个分馆，游客走进村里所感受到的一切都是
艺术的一部分。

村子是艺术馆，村民是艺术家。乡村小路旁随处
可见的雕塑、黄土崖壁上各式各样的作品……艺术创
作布满村落各处，正成为活化村庄、探索乡村现代化
建设的新路径。

艺术乡建从物质空间与文化场景的层面塑造乡
村，也完善了村庄的公共服务设施。“村子里以前没有
路灯，一到晚上便是一片漆黑。在艺术乡建的推动下，
村子后来装上了太阳能路灯。”见证村子改变的胡建强
感慨地说，“现在每到夜晚，站在远处遥看被灯光照亮
的石节子村，就像是群山之间的一处舞台，很美。”

以艺术为支点，石节子村开始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我们以全村 13个农户院落为依托，打造了 13处
艺术馆，可为前来村上拍摄艺术写真、观光、旅游、研
学的艺术家和研学团队等群体提供住宿、饮食等生活
所需，以此来增加村民的经济收入。”胡建强说。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石节子村还打造出共享小院，
作为服务村民与游客的共享空间。“共享小院设有主
房、偏房、阅读分享空间等6个实用房屋。院外还精心
设立了自然休闲区，可以为游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休
闲娱乐选择。”共享小院负责人赵晓昺表示，石节子共
享小院依托现有场地，可举办英语沙龙、心理健康讲座
等文化活动，并通过直播带货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通过发展新业态迎来蜕变
的还有福建省连江县的古石村。在连江县黄岐半岛
东南端，上百栋传统古石厝建筑交错纵横，碧海蓝天
之下，古石村给人一种不真实的美感。

殊不知，就在两年前，古石村仍然是籍籍无名的
“空心村”。如今，村庄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
卡地，拥有民宿、文创空间、奶茶咖啡店、台货铺、茶空
间等5个新业态空间。

2021年，古石村从活化利用古石厝入手，引进外
来设计团队，通过充分挖掘滨海旅游和传统村落资
源，将古村落保护与现代文旅理念有机结合。

就这样，村头的传统民居摇身一变成为一间文艺
范十足的奶茶咖啡铺子。记者走进发现，店里经营着
珍珠奶茶、拿铁、美式咖啡等诸多类目。角落里的唱片
机、石墙上的电影海报、随意摆放的老式沙发，咖啡店
弥漫着复古又时尚的气息，引得游客纷纷前来“打卡”。

村民杨秀云是这家奶茶咖啡馆的店员，她告诉记
者，去年应聘的时候她还对咖啡一无所知，现在她已
经可以熟练制作各式奶茶、咖啡，最多的时候，一天能
卖出几百杯。“之前就是在家里照顾老人、孩子，现在
能够在这里给游客做奶茶、咖啡，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每个月还有3000元工资收入，我很满意！”

对于新业态的探索，古石村还未停止。“古石村拥
有得天独厚的滨海崖壁风光，下一步我们还将引进悬
崖咖啡、攀岩、露营等新业态，进一步挖掘古石村的潜
力空间，把滨海古村落的魅力推介给更多人。”黄岐镇
党委书记王海峰说。

时序流转，值得欢欣的不止是一季的丰收，年复一
年的生活富足是更令人安心的丰收！积极迎接新变
局，用沉淀了时光的古民居融合新业态的活力，村民们
在村落里安居乐业，把乡村生活过成了“诗和远方”。

丰收节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