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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闻

隐身于四明山心的李家坑，素以长寿闻名，
而更多旅友因向往“浙东第一漂”慕名前往。然
而，倘若你曾接近过它，你会发现，他的美妙之
处，原在于这淳朴、沧桑而又墨韵成香的古村落
本身。

听说近年来，李家坑村经历了一场“改造修
复之旅”，我忍不住抓住假期的尾巴，驱车50公
里，再次前往大山深处，寻找这道古老的踪迹。

从章水镇密岩村随山路蜿蜒而上，大约一小
时光景，昔日印象中古朴、恬淡的李家坑而今高
调跃然眼前。距离上回造访三四年了，这一次的
李家坑显然已今非昔比。

上午9:35，103岁高龄的老阿太沈瑞香一如
往常端坐在溪边远眺，游客们纷至沓来，每每路
过，都喜欢驻足与她聊上几句，甚至拿出相机争
相与她合影。沈老太说：“这里空气好，生活安
乐，虽然孩子们多半都在外，但如今，一到周末
节假日，即便孩子不回来，这里都是热闹的。我
每天都会出来走走，下午偶尔和其他百岁老人一
起凑一桌400岁的麻将，别提多开心呢。”

秋日的阳光尽情地洒在巷口的屋檐和斑驳的
石墙上，秋风带着恰到好处的凉意，轻抚着游人

们的脸颊，也轻抚着墙角边的青苔。四合院、马头墙，“环溪楼”
“与鹿游”，务本堂、李氏家庙……穿梭于古村的小巷中，随时随
地，就跟各种遗迹、旧址不期而遇了。

据传，李家坑是唐朝皇帝李世民后裔的聚居地，该村的祖先
自明朝天启末年从河南洛阳一路做官，直到浙江永康，然后又从
永康迁居于此，至今已有380多年的历史。所以，村里的建筑大都
建于清朝中晚期及民国，布局讲究，层次分明。而这样的房屋结
构和村落风貌，如今在江南地区罕见。

“我们李家坑村是‘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国家级美丽宜居
示范村’，又在去年评上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从2012年起，
村里就请专家进行总体设计，严格执行‘修旧如旧’的方案，拆
除不协调的建筑和无人居住的破屋，通过土地复耕获得的奖励资
金，用于整理村容村貌，修复古村，路面铺鹅卵石。全村俨然成
为一座浙东古建筑博物馆。”村支书李红伟说。村民也坦言：“不
管外头的门面再怎么心思巧妙地修整、改造，里头的屋子基本上
都仍保持着最初的模样，村里是宁可出钱，也不让改动的。”正因
如此，即便是再喧闹的假期，只要一走进古村，便就有了足够静
谧的空间和心境。

修复后的古村显得格外精致而整洁，家家户户门口都有石板
水槽，整齐划一的垃圾桶，以及窗头开得正艳，枝叶袅袅垂下的
盆栽。这些景致都让人忍不住连按快门。有几次，我以为一条巷
子已是尽头，可走过去，另一条巷子便在眼前；有几次，走着走
着，就看见石桌、石凳，及时地供人停留、冥想；有几次，就在
墙角边，一棵古老的杏树、一个开满黄色小花的瓜棚架子，都成
了大自然赋予的最贴切的装饰。

李家坑又是一个带着烟火味的古村落。庭院中的洗衣晾晒依
旧如初，院落里也不乏村民们精心布置得叠石迭景，眼下仅有的
300余个常驻村民中，尽管还有三分之一是70岁以上的老人，居
住者们依然十分懂得尽享人文与自然的双重美好，着实令人艳羡。

“环溪楼”宛如一块记忆的招牌，我上次回访曾在此小憩、闲
聊，主人李志平的热情、朴实，一如最初。随着李家坑游客的增
多，很多年前，老李就开起了农家乐，大女儿掌勺、二女儿负责
招呼客人。周末假日，生意还是不错。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村
民也办起了农家乐，甚至做起了民宿。

中午，我点了一盘白斩土鸡、一份溪坑鱼，外加一个丝瓜炒
蛋，终于了了在那儿就餐的心愿。或许因为假日里人多，菜上得
不快，但在那里享受到的自在和随性，又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去年年底，乡叙·樟溪谷在李家坑正式开业，成为李家坑古
村一道崭新的风景线，乡叙所阐释的“回归自然、重拾乡趣”，与
李家坑古村特质和禀赋不谋而合。事实上，除了现有的樟溪谷、
香榧谷、道地小筑等外，越来越多与古村有过深度接触的有心
人，都生出了要在那里租院落、搞民宿、搞基地等想法。

“这里无疑是一块兼具着自然、人文、历史资源的风水宝地，而
民宿在李家坑的生根、发展，除了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创收外，更
将吸引更多游客认识李家坑古村，一眼爱上它，从此顾盼、流
连。”樟溪谷负责人姚罗成说，“这不，开业后的第一个国庆长
假，除了最后一日很多客人急着返程，其余的时间，我们几乎都
是满房的。”今年国庆七天，李家坑古村接待游客约10万人次。

海曙李家坑
百年古村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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