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宅

深山、幽谷、小桥、流水——人们印象中的古村落，往往僻居山
间。

但莲都区碧湖镇下南山古民居群，却反其道而行之。
长深高速从村后山岭间穿过，山脚下的 328省道车水马龙、昼

夜不息，让倚山而建的村子平添几分闹中取静之意。
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下南山老村，距今已有 400余年历史。现

存的 42幢清末民初古民居依山势错落分布，建筑形制统一，风貌古
朴天然，每年都引得不少画家、摄影师和学生前来采风取景，寻觅
历史的踪迹与艺术的灵感。《女大当婚》《蓝天鸽哨》等多部影视作
品亦曾选址于此拍摄，展现了古村落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繁荣的古村落也经历了岁月的侵
蚀。2004年，随着“千万工程”的推动，下南山村实施了整村搬迁政
策，村民们纷纷迁往山下的新村楼房。

尽管人们离开了，但老屋却无法随他们一起离去。随着人烟
的消失，这些古老的民居失去了必要的修缮和维护，逐渐荒废。曾
经熙熙攘攘的家园，变得空空如也，静静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直到 2013年，下南山村迎来了转机。它被列入浙江省首批历
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重点村，市、区两级政府先后投入 800多万元，
聘请专业团队对老屋进行抢救性修复。

在此过程中，村庄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最大程度地保留村
落原有的格局肌理。修复工程延续了浙西南山区传统的夯土墙风
貌，巧妙地将当地乡土元素融入其中，如小石磨、猪槽和石臼等，使
传统村落与现代园林元素自然融合，赋予古民居独特的艺术灵魂。

修复时，三项原则成为不可逾越的准则。一是使用“最本土的
材料”，所有青砖、泥瓦、石板、坛罐均取自当地，保持着与土地的深
厚联系；二是聘请“最本土的工匠”，全程由经验丰富的老夯匠工主
导，因为“当地的百姓就是最好的设计师和建筑师”；三是采用“最
少的人工干预”，尽量维持原有的村落风貌，修缮只限于必要的部
分，保留了最原始的乡村气息。

重获新生的下南山古民居群再度焕发生命力。斑驳的石板路
与夯土墙之间，修缮痕迹与历史印记融为一体，仿佛古村的呼吸，
自然而然地绵延至今。

民宿

老屋修复完成后，下南山村并未止步于静态保护，而是以“民
宿经济”为切入点，将闲置的古宅转化成文旅融合的活力载体。

2016年，村子引入浙江联众集团，以“村企共建”模式共同开发
古村落资源。村集体以土地、房屋使用权入股，企业负责整体规划
与运营，村民则通过分红、租金和就业实现多元增收。通过“古村+

众创”模式，42幢古民居被改造
成了全国首个古村落度假综合
体——“欢庭·下南山”原生态
度假村。

这一转型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通过精心策划和持续投入
完成的。为确保村集体与村民
长期共享发展红利，村企双方
建立了可持续的合作机制：签
订 30 年经营权协议，约定前 5
年基础租金为每年 25万元，此
后每 5 年递增 8%。收益由村
集体统筹后，与村民按比例分
配，和此前约定的分红、就业共

同构成多元增收体系。
修复的古民居为下南山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提升，也让这

片土地重新焕发出文化的光辉。与联众集团一同来到村子的，还
有来自上海的园林设计师黄生贵，他成为村庄变革的重要一环。
黄生贵曾在宁夏六盘山度过自己的童年，对乡村情感深厚。当他
第一次来到下南山时，就感受到了久违的乡愁和宁静，“这里像极
了我的家乡。”他不仅参与了古村的景观修复工作，更在这里建立
了自己的乡建工作室，并开设了属于自己的民宿——悠然居。他
受邀来此，负责整个古村的园林景观修复项目。

悠然居规模不大，仅有 4间客房和 6个床位，但凭借着得天独
厚的地理位置，它成为游客在下南山停留的首选。站在悠然居的
宽敞大客厅里，望着窗外山水，仿佛身临一幅画卷，宾客闲坐其间，
目之所及便是绿水青山，随手一拍就是出彩大片。

在“丽水山居”这一全国首个地级市民宿区域公用品牌的赋能
下，下南山古民居群的知名度迅速打响，成为丽水“网红”打卡地。
随着民宿产业的崛起，周边的创意产业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
长。特色餐饮、咖啡厅、书吧、创意工作室、手工艺空间等多样化业
态相继落地，形成了“住—食—游—购”的完整体验链条。产业集
群效应不仅带来了人流和商业活力，更为古村文化在当代消费场
景中实现了深度的价值转化。

融合

下南山人吃上“文旅融合饭”不过 10年。在此之前，村子最出
名的“标签”是杨梅。

村党支部书记陈国春告诉记者，过去，当地家家户户种杨梅，
民间至今流传着“何仙姑下凡授梅苗”的美丽传说，村民收入几乎
完全依赖于杨梅种植和销售。

尽管种植历史悠久，但杨梅作为农产品，一直面临着价格波动
的风险。每年的 6月到 7月，是杨梅最佳采摘季，然而，鲜果的保质
期极短，市场需求又常常受到天气和市场起伏的影响。对于村民
而言，这种不稳定性意味着，有的年份不得不低价抛售杨梅，甚至
亏本处理。

转折出现在 2016年。那一年，村里开始尝试发展文旅项目，这
一战略不仅带来了外部的流量，也为村民的杨梅产业注入了新的
生命力。度假村的建设让下南山走出了乡村的局限，吸引了更多
的游客与投资，村里的农副产品开始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现在，游客不仅来这里享受自然风光，也品尝我们的杨梅
酒。”黄生贵是度假村的经营者之一，他说，随着游客增多，杨梅酒
成了餐厅内的热销产品。杨梅酒的生产，带动了村民的深加工项
目，不仅延长了杨梅的市场周期，也大大增加了杨梅的附加值。

此外，村“两委”抓住时机，通过与联众集团的合作，建立了“村
长说”网购平台，将下南山优质农产品带进了更广阔的市场。村民
自酿的杨梅酒、现摘的新鲜杨梅、晾晒的杨梅干等产品，通过直播
平台销往全国各地。这一变化，不仅使村民找到了新的销售渠道，
还成功将“流量”变现，推动了村庄经济的发展。

随着多元业态的涌现，下南山走出了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新
路径。从传统的杨梅产业，到如今的农家乐、民俗体验、农产品采
摘，村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产业之间的
融合与联动，也令村民逐渐意识到，保护和传承这片古老土地的文
化价值，已经成为发展的核心之一。古老的下南山，依旧保留着历
史的痕迹，但如今的它，不再是封闭的村庄，而是一个拥有现代产
业活力的旅游胜地。

对于下南山人而言，十年间的变化，不仅是经济结构的转型，
也是从乡土情怀到现代生活的复杂演进。而这条变革之路的前
方，则是一个兼容并蓄、活力四射的乡村未来。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千年前陶渊明笔下的
田园意境，在浙西南山水间得到了当代回响。下南山古
村，这座依山傍水的村落，正以崭新的姿态，在乡村振兴
的浪潮中重焕生机。

2013 年，它被列入浙江首批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名
录，命运的齿轮自此转动。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老
匠人以本土材料与技艺唤醒沉睡的老屋——青砖取自
山间，石臼嵌入庭院，覆满青苔的猪槽化作花坛。古村
的肌理未改，却增添了几分现代园林的巧思。

修复只是起点，活态的保护与传承才是灵魂。2016
年，浙江联众集团的入驻为古村注入新活力。42幢老宅
蜕变为“欢庭·下南山”度假村，村企共建模式让村民们
以土地和房屋使用权入股，共享发展红利。园林设计师
黄生贵被这里的乡愁气息打动，将工作室搬入村中，并
打造出“悠然居”民宿。凭栏远眺，层峦叠翠尽收眼底，
古村的静谧与现代的闲适在此交融。

村子的“网红”之路，不止于民宿。在“丽水山居”品
牌的赋能下，咖啡厅、书吧、手工作坊次第绽放，形成“住
食游购”的完整链条。但最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与人的
共生。曾经的支柱产业杨梅，因“农文旅”融合迎来转
机。村民酿制的杨梅酒成为游客必点佳酿，直播间里，

“村长说”平台将鲜果与干货销往各地。农旅互促，让
“甜”与“美”相得益彰。

下南山的蝶变，是传统与现代的温柔博弈。它未在
商业浪潮中迷失本真，反而以最乡土的方式拥抱时代。
老屋的夯土墙依旧斑驳，但墙内飘出咖啡香；石板路蜿
蜒如旧，却通向创意工作室。古村不再是凝固的标本，
而是活着的家园。

这里，山水未改其静，人间已换新颜。古村的复兴
证明：乡村振兴并非推倒重来，而是在守护与创新中，让
土地重获呼吸，让乡愁找到归处。

让乡愁找到归处
本报记者 徐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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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黄的夯土墙安静伫立，古老的瓯越式吊脚楼依山而建，遥遥俯瞰蜿蜒流淌的溪水……这座古村落，
背靠南山，面向瓯江，曾是一个与山水亲密无间的家园。400多年历史见证了它的辉煌与衰落，甚至一度面
临被遗忘的命运。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下南山古民居群迎来了命运的转折。不同于单纯的保护修复，这里的振兴
注重的是文化与经济的双重复兴。通过引入民宿集群、文化体验、民间工艺等新业态，昔日的沉寂已不复
存在，破败的老屋成了具象化乡愁情怀的民宿，人们在石板路上漫步，聆听溪水潺潺，感受瓯越文化的深远
韵味。

下南山村的复兴，犹如一场从衰颓到新生的乡村变奏。它保留着与自然、与历史的深厚连接，也巧妙
地将文化创意与经济模式融入其中。而它所昭示的，古老与现代的碰撞与交融，正是乡村振兴路上不可或
缺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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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南山古民居群

度假村入口

瓯越式吊脚楼

青石小巷

古村一景

游人在村中驻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