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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韵今风
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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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李家坑紧抓乡村振兴的战
略机遇，着力打造集吃、住、游、购、玩于
一体的“趣唐潮”地域文化品牌，塑造四明
山区域“唐诗之路”的闪亮名片。李家坑艺
术博物馆，收藏当地的艺术作品和历史文
物，大屏幕3D显示屏展示当地的美丽风
光和文化魅力，咖啡厅和休闲茶座为游客
提供舒适的休息场所，让他们在欣赏风景
的同时，享受现代生活的便利。

在一家咖啡馆前驻足。咖啡馆里摆
放着一辆经典的巴士，还有一辆摩托车，
充满了现代气息。我与爱人点了两杯桂
花拿铁。服务生熟练地拿出咖啡豆，倒
入咖啡机，不到几分钟，两杯醇香的咖
啡就到了我们手里。捧着咖啡，坐在门
口的天幕下，看着四周的风景，那真是无
比的惬意。

在不远处，是一个农家乐。往日朴
素的农家小院，经过艺术改造，在阳光
下显得格外别致。高墙上的绿植披窗而
下，撑开一片绿荫。微风拂过，在绿荫下
读书、品茶的人们，似乎感觉到了凉意，
裹了一下外套，挪动一下身体，把轻盈
的时光继续。

那个院落也是新造的。百日草展开
笑颜，新绿的铜钱草栽在小瓦罐里，还有
贡菊顶着花苞随风摇摆，似乎在对我颔
首致意。

“人生都有夕阳红，尊老敬老树新
风。”墙上的文字提醒我，这是新建的养
老服务中心。“真希望退休后能住到这
里。”爱人悠悠地来了一句。“真的嘛？”

“真的啊！这可是长寿村啊。”
作为宁波市首批长寿村，李家坑70

岁以上的老人占比高达三成，百岁老人
也有很多位。这些年，村里投入巨资新建
各种配套设施，让他们老有所乐、老有所
依。据说也有记者来采访长寿村的秘密，
村里的老人总是含笑不语。其实啊，不用
说，高山伫立，溪水清澈，人们日出而起、
日落而息，拥有健康绿色的饮食、平和安
闲的性情，这些都是长寿村的秘密。

阳光温柔地投射，夕阳的余晖里，村
庄慢慢静寂，唯有潺潺的溪水，倒映着说
不尽的古今风情。此刻，暮光笼罩下的李
家坑，散落在四明山间，以水墨丹青的形
式若隐若现。

天空澄澈高远。温暖的阳光
下，竹林碧绿修长，风儿吹过簌
簌作响。竹林旁是一条溪流。溪
水是清澈的，溪底的石头被经年
的流水冲刷，变得圆润光滑。层
层叠叠的圆石相连，在溪水的映
衬下泛着波光，远远望去就像神
龙身上的鳞甲。神龙守护的村
落，古色古香——这，便是四明
山深处的李家坑了。

村庄里，大量的木构架住宅鳞次
栉比，墙基用块石垒砌，台门上镶嵌的
砖雕门匾字迹清晰，“环溪楼”“与鹿
游”“莫厥攸居”“千祥云集”“凤跃鱼
游”……都说李家坑人人有学问，家家
会书法，他们将自己的学识对应在门
头上题字，把整个村庄变成了诗意绵
绵的山水画。

李家坑的历史上，村内居民以血
缘关系较近的李氏族人为主，建筑结
构多采用“通走”的形式。“奠厥攸居”
就是典型代表。这座村里最大的四合
院建于乾隆后期，四个单体各自独立，
又连为一体。据说此地原来参差不平，
先祖将地面垫平后才立下桩基，于是
借用“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绥爰有众”的典故，寓意人口兴旺、此
地宜居。

“且放白鹿青崖间，须游即骑访名
山。”这院子的名字“与鹿游”，出自李
白的诗句。院子的结构，如一把曲尺，
与村前的横山、大溪相互迎合，半开放
的布局，充满野趣。大门以丹石作框，
四角的雕刻，有宝剑、花篮和竹笛。门
斗造型也很美丽，对联写的是“溪声常
在耳，山色不离门”，正是四周环境的
最佳写照。

村内还有李氏家庙，碑匾高悬，庄
严静谧，令人肃立。李家坑村原名徐家
畅村，始祖李龚荐在清代初期从永康
一带来到这里，看到此地山环水绕，景
色秀丽，于是披荆斩棘，垦地开荒，建
起了屋舍，壮大了族人，至今已有360
多年历史。

还有一座羽灵庙引起了我的注
意。“羽”是羽翼，也有庇护的含义；

“灵”是指灵验和灵气。建庙之人，应是
祈祷李家坑在菩萨庇佑之下，成为人
杰地灵之地，后代子孙福泽连绵，前途
无量，鹏程万里。

羽灵庙是在康熙年间建成，很多
名人雅士如吴昌硕、姚燮等都曾到此
拜谒。姚燮是宁波小港人，因其思想爱
国忧民，被誉为“浙东杜甫”。年轻时，
他的诗喜欢炫博斗奇，“险梦昨系千尺
藤，挂落天底搜神灯。”这首《羽灵庙》
应该就是其早年的佳作之一。

当地人有云，“出门三条岭，饭包挂
头颈”。李家坑西南背靠大峰山，东北遥
对九洞天，自古出门靠的是“蟹坑岭”等
几条古道。现在通过开发，沿途田舍变
成庄园，田园变成风光，无论你跋涉古
道还是漫步小巷，都能看到风景如画。

你看，东家的屋檐下挂着火红的辣
椒，西家的廊柱前悬着黄灿灿的玉米，这
家门口堆着暗红色的番薯，那家墙边摆
着几只橙黄的南瓜，还有几个冬瓜，披着
白霜，蹲在谁家的篱笆旁不声不响。

“红红瓶，绿绿盖，千人走过万人
爱。”秋天里，在李家坑，随处可见吊红，
它们如一盏盏红色的灯笼给古村带来
了喜庆安宁。资料记载，李家坑吊红比
李氏在此发族要早，已有600多年历
史。至今，通过培植改良，共有吊红数百
亩，年产十余万斤。村里还每年举办吊
红节，今年已经是第十一届。据说，每次
都有著名的摄影师被这小小的吊红绊
住脚步，他们用静默的蹲守，拍出一幅
幅美图，美图流出大山，成就了李家坑
的美名。

摄影师一定也被眼前的景象所吸
引：大小不一的竹筛匾，摆放在屋顶和
房前。笋干、毛豆、番薯粉都很常见，洋
姜和白果也很容易分辨，最眼馋的是柿
饼。想起童年，帮着外婆把削了皮的柿
子在院子里晾晒。刚晒上三四天，调皮
的我就开始去试探，捏捏这个，挤挤那
个。外婆总是笑呵呵的，“还早呢，还早
呢”。终于，柿子晒好了，外婆又拿出一
个箱子，箱底铺一层晒干的柿子皮，把
柿子放进去，上面再铺层柿子皮，“这个
叫捂霜，过几天吃起来，可甜啦”。

有人说，来李家坑就是回到童年，
回到故乡，这句话不假。这个古朴的小
山村，保持着很多村庄早年的模样，蜿
蜒的山路、清澈的溪流、果蔬茁壮的田
园、穿巷而过的小道，一切都是那么的熟
悉。据说，现在村里留守的人们，还在开
荒种地，他们拥有最淳朴的山野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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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溪水环绕李家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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