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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35栋古民居成就了一个
精美的“瓶”，那里面能装什么“酒”呢？

5月27日，为期一个月的“写真意·
致敬明代文人画意韵”画展揭开面纱，
一场艺术与建筑、笔墨与烟火、现代与
古韵的对话在“将军府”徐徐展开。

“把7 位中国美术学院画家的 73
幅书画悬挂在 500 年历史的梁柱上，
镶嵌于古韵十足的窗棂中，边品诗情
画意，边赏丝竹雅乐，真是别有一番情
趣、视野与意境。”书画爱好者朱先生
赞叹不已。谈及为何在古建筑里办画
展，活动承办人虞献龙把“初心”浓缩
为一句话：让艺术品融入居家生活，让
更多年轻艺术爱好者“即使不是很专
业，也能‘够得着’”。

6月1日，古民居苑内古朴典雅的
古戏台灯火通明，婺剧、道情、器乐演
奏、小品等节目轮番上场，义乌市乐天
草根艺术团（简称“乐天艺术团”）演员
们自编自演，用沾着泥土、带着露珠的
朴实表演，吸引300多名“铁粉”驻足。

且看，圆月当空，古色古香的老宅
子里戏曲悠扬。“这感觉才叫氛围十
足、情景交融呢。”戏迷陈大爷敲着节
拍说。

“乐天艺术团”团长厉金荣介绍，从
2015年开始，他们每周2天以古民居苑
戏台为主阵地演出，至今已整整8年。

“台下摆放着500多条塑料凳子，人多的
时候坐得满满当当。”厉金荣笑着说，他
也会诚邀其他民间艺术团前来公益演
出。如今，这里“周周都有戏，三天两头
看演出”成为常态，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为古民居苑注入新的文化内涵。

除了装“文化”，有些老房子引进
新业态，但也面临着压力和挑战。

人气旺盛的“双乔大院”占地600
多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 400 多人就
餐。“2015年5月，我们看中这里独特
的环境，就租下老房子开饭馆，可以说

是最早入驻古民居苑的店铺了。”采访
中，老板娘施旭君翻开微信号，里面有
2500多名好友，“这些都是我20多年
餐饮生意积累的老顾客。”

“一般来说，正月里生意最好。这
种老宅子适合承办小型的中式婚礼、
订婚宴和生日宴，疫情前，我们一年要
承接几十场婚宴，一个月都有五六场，
一天营业额可达三四万元。但是平时
生意清淡的时候，一天只有三四千元
收入。”说起这些，施旭君有些忧心。

树德堂由浙江恒风集团投资改造
成景澜·双林精舍，是佛堂镇乃至义乌
南部最有名的民宿。“在这雅致的江南
庭院，入眼是画，入心是禅。”景澜·双林
精舍在线上享有不小的美誉度，客房入
住75%以上来自线上预订。

“今年‘五一’假期，前三天客房全
满了。凌晨一二点，还有游客来敲门找
房间。”景澜·双林精舍总经理方清原仍
有不小的压力，“但平时大部分时间，我
们客房都是空闲的，客房出租率相比义
乌酒店行业总体水平明显偏低。另外，
我们还有6个餐饮包厢，100个餐位，目
前上座率保持在40%左右。”

记者采访中看到，“旧瓶”装“新
酒”的古建筑为数不多，白日里，不少
老房子仍是关门闭户，显得有些冷清。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倡导
者冯骥才说，保住古村就是保住了乡愁。
古建筑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有着丰富
的历史、文化、艺术等多方面的价值。“我
们将以佛堂省级旅游度假区的总体规划
为指引，引进专业的策划团队，提升古民
居苑现有业态，打造江畔景观带。”市双
江湖开发建设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随着双江湖新区建设发展，佛堂
会迎来更多的客流，希望古民居苑业
态丰富起来，人流量多起来。”这是古
民居苑新老住户最大的期盼。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文/供图

“旧瓶”装“新酒”

古民居苑：粉墙黛瓦接画檐
“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接画檐。”诗人张养浩用如画的诗句描绘传统的江南民居。

义乌江畔，佛堂老街上的老房子矗立了数百年。佛堂镇王江村西侧，飞檐翘角的古民居苑与老街隔江

相望。在这里，跨越时间和地域的限制，35栋各具特色的老宅子独立成户又聚集成片，成为错落有致的“古

村落”。徜徉其中，处处是景，步步入画。错落的马头墙、雄浑的门头、精致的砖雕、繁复的窗棂，遍布在鹅卵

石铺成的小路两侧；深深庭院与亭台楼院、小桥流水交相辉映，让人仿佛穿越时空，回望过去，期许未来。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一栋栋高楼
大厦拔地而起，人们住房条件越来越好，老房
子却越来越少。

2009年2月，《义乌市佛堂镇古民居苑古
建筑迁建保护暂行办法》正式公布，拉响了古
镇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交响曲。《办法》提出：

“积极创造条件，抢救和保护新农村建设和城
镇化进程中面临破坏和濒临毁灭的古建筑，
异地迁建，实行永久保护，以展示传统建筑魅

力和风土人情……”
“文件出来不久，就有不少人从全国各地寻

找老房子来报名。短短几个月，167栋老房子顺
利入围。”原佛堂镇保护开发利用领导小组指

挥部文化旅游宣传科科长王春平见证了古
民居苑“诞生”过程，“我们从高校院所、文

物保护部门和行业老师傅中请来9位专
家，从雕刻工艺、完整程度和文化历史
价值等几个方面对入围的房子进行

量化打分。”
经过评选留下 46 栋古民居后，专家

们兵分几路，赴实地一一查看，对房屋年
代、雕刻技艺以及背后历史文化价值，重新进

行甄别。最后，留下35栋古民居。
“这些古建筑每一栋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

人物故事，也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建筑特色。”
王春平说。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将军府原址位于江西
省上饶市广丰县，系明末兵部左侍郎詹兆恒宅
邸。2014年，它迁建落地古民居苑内，占地1971
平方米，坐西朝东，为五开间五进四厢房，规模
宏大，典雅气派。

一砖一瓦、一木一梁、一门一灯、一缸一鼓、
一石凳一案台，无不呈现出深厚底蕴，凸显建造
者的显赫身世和文化修养。

“这么大一个房子，亭台楼阁、各种木雕都
很漂亮。”义乌商人阿盛（化名）花了200多万元，

把房子买了下来，“我们带着木工师傅去拆，每
个拆下来的零件都编上号，总共有上万个，整整
用了10多辆大卡车才运回来。”

善义会馆原址位于江山市茅板村，始建于
明代万历年间，曾是往来商人免费休憩之所。

古民居苑内，善义会馆占地518平方米，形
制完整，布局合理，建筑内部用料考究，木柱均
用珍稀硬木为主材料，梁枋有彩绘，前檐置船篷
轩，雕花饰件惟妙惟肖，形式独特，时代特征明
显，有较高徽派艺术成就。2013年10月，从事古
建筑生意的朱中灯、朱鸿剑父子将善义会馆迁
建至此。

“当时，房子内部破损比较厉害，只剩下骨
架，连楼梯都烂掉了，但这个房子的历史文化价
值得到专家们一致肯定。”朱中灯回忆。

朱鸿剑曾对这段尘封的故事进行挖掘：“建
造者为徐汝州，他与两个儿子同时考中进士，担
任过三省巡抚。当时正值战乱，民不聊生，很多
学子读不起书。他致仕后，号召当地乡绅和商人
捐资建造了很多书院。据说，这栋房子里曾挂满
学子们赠送的牌匾。”

无论是宗亲祠堂，还是古代商人的大宅院，
古民居苑的老房子大多建于明清时期，有数百
年历史，不少都是江南古建筑的典型杰作。代表
徽派民居建筑风格的“三绝（民居、祠堂、牌坊）”
和“三雕（木雕、石雕、砖雕）”，在这里得到了淋
漓尽致的呈现。

抢救“消失”的古建筑

戏曲展演。

古戏台前人山人海。

规模宏大的将军府规模宏大的将军府

飞檐翘角的古民居。景澜·双林精舍夜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