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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家”字题写者 金健忠 农民

感言：不管房子多破，只要在自己的家

中，就会感到很心安。

□记者 陈凯璐 杨成栋

金健民：这么多人来我家参观，开心
“前渡金村的三层楼老房子怎么走？”最近，一拨又一拨的人来到唐先镇前渡金村，参观这幢老房子，在老房子里吃吃饭，

感受一下民国时期的氛围。这么多人来游玩，最开心的当属住在老房子里的村民了，79 岁的金健民在老房子里住了几十年
了，他说：“老房子很久没有这么热闹了，每天这么多人来参观，和我们聊天吃饭，我感到非常开心。”

三层楼的老房子像福建土楼

5 月 31 日下午五点，记者来到
唐先镇前渡金村，一说起去找老房
子，村民热情地说：“是三层楼的那
幢老房子吧？我带你们去。”在村
民的带领下，我们顺利地找到了这
幢三层楼的老房子，老房子隐藏在
一条小巷子中，没有人带还真一时
找不到。

走下门口的台阶，穿过窄窄的
小走廊，视线豁然开朗，一个明亮宽
敞的天井出现在眼前。此时，金健

民正坐在天井下乘凉。见到记者前
来，他立马起身带我们参观了一
番。老房子呈方形，四个角各有一
个门口，前面是前厅，有两层楼，墙
面上还写着“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几
个大字，中间是条石铺成的天井，后
面是木制的三层楼，二楼还晒着不
少衣服，让人颇有种身在福建土楼
中的感觉。金健民告诉我们，这幢
房子有660平方米左右，属于8户人
家，现在还住在这里的只有8个人。

跟着金健民的脚步，我们走上
了楼梯，这是一座木制的楼梯，堂
屋的两边各有一个，踩上去吱吱呀
呀作响,让人仿佛真的回到了上世
纪。二楼的三边都是木制的栏杆，
金健民说：“以前这些栏杆都是漆红
的，像古装电视剧里那样，非常喜
庆。”如今，这些红中泛白的栏杆似
乎在述说着这幢老房子的变迁。

而三楼，因为年久失修，有些
木板已经残缺不全了。

花了三年的时间才造好老房子

参观完房子，我们回到一楼天
井，金健民告诉我们，这幢房子是
他的爸爸和两个伯伯一起造的，从
民国十八年（1929 年）农历 8 月 15
日 开 始 造 ，直 到 民 国 二 十 一 年

（1932年）才完工。
20 世纪初，金健民的爷爷在金

华开了四间火腿厂，火腿远销法
国，家境可谓是富甲一方。

民国十三年，金健民的二伯金
耀山在河北省巩县的兵工厂当会

计，兵工厂的厂长吕敏贵也是永康
人。北伐战争时，巩市被北伐军占
领，两人逃到了南京。在南京市，
他们都想着回永康造个房子，当时
的南京是全国的经济政治中心，不
管什么都比较先进。他们便在南
京找了一个设计师，设计了图纸。

回永康后，金耀山和另外的兄
弟两个在老家前渡金村开始动工
造房子。“石灰是从兰溪运来的，玻
璃是从荷兰进口的，天井也全部都

用条石铺成，最多的时候有93个工
人一起干活。”金健民说，随后，他
又指着房子的屋檐说：“以前这四
边的屋檐下都有雨水管道，下再大
的雨，在屋里都不觉得吵。现在这
些管道都坏了。“

跟金健民家的老房子一样，吕
敏贵回永康后在河头也造了幢一
模一样的三层楼房子，可惜的是，
由于种种原因，那幢房子已经倒塌
了。

越来越多的人来参观老房子

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房子
造好了。因为造型独特，每逢唐先
镇集市，都有几十人来参观，大家
都 说 没 见 过 这 么 漂 亮 的 房 子 。

“大伯二伯和我家直到1949年才分
家。分家之前，每次吃饭都是二十
几个人一起在天井下吃，非常热
闹。”金健民回忆道。

1958 年，全国进入大跃进时
期，房子用来存放村里的粮食。所
有人都不得不搬出去。直到 1962
年，他们才搬了回来。但那之后基
本上没有人再来参观老房子了，房
子显得有些冷清。

今年 3 月，前渡金村举办了一
场油菜花节，去游玩的市民偶然间

发现了这幢独特的三层楼老房子，
颇有福建土楼风味的老房子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参观。“现在每
天都有很多人来参观，他们在天井
里吃饭，听我讲过去的那些故事，
每次和他们聊天，我都非常开心。”
金健民开心地说。

小时候，我们常在天井围着二
伯猜字谜。现在我都还记得那些
字谜，老房子里有我的回忆，很怀
念住在老房子里的那些日子。

——金健民姐姐 金礼珍

老屋，是上一代人的记忆，是在
外游子的根，更是现代社会人们的
乡愁。保护好，利用好古民居，既是
改善在乡村民生活条件的需要，更
是在外游子联系家乡的纽带。

——唐先镇人大副主席 胡青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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