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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大俞村
夜宿四明好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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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不出远门，就在附近走走，这是长假
之前一家人就决定好的事。

附近去哪？临近十一，小妹发来微信：去
四明山住一晚吧！

可是转念一想，我打了退堂鼓：现在还能
订得到房间吗？山上那几个名气很大的民宿，
据说要一两千元一晚，还订不到房间呢？

小妹一个得意的笑容发来：订了个民宿，
280元一天。

我们的目的地是余姚大岚镇大俞村，民宿
就在这村子里。据说，这个村子是四明山腹地
最早的古村落之一。

10月4日 ，一大家子人从泗门镇出发。
进入四明山区，满眼的青绿色袭来，凉爽

的山风带来阵阵桂花香。一个小时40分钟后，
一条碧绿色如丝绸般的大溪在我们面前铺展开
来，“你的目的地就在附近，导航结束！”志玲
姐姐的这一句话，将我们从“空山新雨后，天
气晚来秋”的神游中拉回。

原来，眼前的这条大溪，就是大俞村的标

志。大俞村建在两山之间，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山间一条宽30
多米、全长5公里的大溪横贯古村全境。大溪边，是一排排整齐有
序的房屋，百米长廊古色古香，上面记载了大俞村的历史，几位老
人坐在长椅上闲谈。

我们的民宿藏匿在半山之间，沿着石头小路往山上走，几百米
后，“大俞村宿”映入眼帘，这就是我们晚上要住的地方。进入大
门，眼前所见给我们很多惊喜。

整个民宿主要由前后两幢房屋组成，房屋由原先的石屋加上木瓦
改造而成，石墙上青藤缠绕，一旁有很多供游人休闲的户外躺椅。再
往前走，则是一个游泳池，泳池并不算大，因已是秋分时节，泳池已
经关闭，想到盛夏时节，能在这青山绿水间游个泳，应该是趣味十足。

突然，孩子们传来阵阵嬉笑声，循声而去，发现游泳前面还有
一条小溪流，孩子们拿着小渔网，早已在溪边欢快地玩起水来。

孩子的好奇心就是大，没过一会，他们又发现了好地方。原
来，穿过民宿西边的门，有一条小道，直通山上，孩子们信誓旦旦
说，要爬到山顶去“探险”。

老板小俞告诉我说，这个民宿原先是他们的老屋，他们家在这住了
几十年。几年前，村里号召新农村建设，统一规划在山下造了新房，老
宅就废弃了。

新农村建设不能顾此失彼，既要讲究村庄的规划布局，这山上
废弃的老宅可不能不管不顾了。在村里建议下，小俞决定和姐姐一
起出资搞民宿。

他们的定位很明确，要聚集人气，做大众化的民宿消费。大俞村
宿没做过什么宣传，6月开业至今，生意一直很好。按照一个人来算，
住宿加上一日三餐，花费在200元。因为性价比高，民宿很受上班一族
喜欢，七八月份天天住满人，9月份之后，周末基本上也都爆满。小俞
说，他还在扩建一个烧烤平台，今后这里可以搞篝火晚会。

民宿凭啥吸引人气呢？那就是大俞村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最为著
名的景点是四窗岩。这是一堵大岩壁，仿佛从天外飞来搁在重峦叠嶂之
上，岩壁腰部一连排列着四个大小不一的洞穴，就像石室的四个窗户，
故称四窗岩。据说，这曾是传说中的刘阮遇仙处，这给古村周边的山水
带来了些许神秘色彩。

大俞村另一处有名的景点是罗汉谷。一打听，这里目前是免费
开放的，尽管是国庆，景区人流并不算多。在景区门口，就听到溪
流潺潺，溪流从高处下来汇聚在一个远处的潭里，我们沿着步道拾
阶而上，发现溪流变化多端，时而从怪石中穿插而过，或急或缓，
溪水遇到起伏的卵石，顺势激起了水花。

越往上走，人越稀少，山谷中隐藏的罗汉提起了我们往上走的兴
致，这些罗汉有刻在路边石块上的，也有立在峭壁上的。一位当地的
大爷说，传说，只要同时找到18尊罗汉，那就会获得惊人的财富。

当地村民说，大俞村村民原先的主要收入来源靠毛竹、花木等。
近年来，村里调整了发展思路，把发展特色旅游业作为强村富民的主
攻方向，相继引进资本，开发了漂流景点、户外运动基地等，村里的
10多家农家乐可容纳上千人就餐。乡村旅游不仅带动了村民就业，还
带动了茶叶、竹笋等当地土特产的销售。据说，每年七八月份，村民
在大溪边卖卖土豆、笋干等就能收入三四万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些年来，依靠这些自然资源，大俞
村发展特色旅游，造福了一方百姓。

大溪横贯古村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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