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条300米老街述说小村昔日繁华
一幢幢铭记历史的古宅，一段段特色的文化历程，为这座山乡小村增添

浓浓的色彩，而一条穿村而过的老街则映衬着昔日青山口的繁华。

穿越这条宽 1.8 米长 300 余米的窄窄老街，最初跃入眼帘的是两边高低

错落的房子，多层的水泥房屋与老街格格不入，红色的砖瓦尽显现代气息。

再往里走，一排低矮的木质楼依然留存着老式格调，雕花的门窗台阁、一根根

灰柱，与屋檐下的燕子窝融为一体，让人忆起了快乐的孩提时光。

漫步老街，不乏沿街倒塌的残垣断壁，成了一处处独特的风景点。低矮

的老房、白墙黑字、青瓦上长出的小草，三三两两村民聚集所，让这座现代与

古代交融的老街更显孤寂，勾起了一段段美好的回忆。

据村民介绍，青山口村地理位置优越，三面临山，是龙山镇、西溪镇通往

缙云、磐安的重要通道，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称为青山口乡，并建立了木头交

易市场，吸引周边县市村民在此交易做买卖。

当时，老街是主要的交通要道，赶集的村民都在此穿街而过，采购各式各

样的必需品。如今，这条街已不再繁华，唯一的杂货店门口坐着10多位悠闲

的村民，几间敞开的低矮木质门旁坐着几位老妪，大伙正安逸地唠家常。

“这条街曾经很繁华，但由于老房子年代久远，破损严重，很多已进行了

拆建，就变成了现在这般洋不洋土不土的。”村民俞阿婆说，自己家的低矮木

房已严重倾斜，随时有倒塌的危险，但由于缺资金一直未能修缮。

说起老房重建事项，俞阿婆心里隐隐作痛。其实像她一样，很多村民都有

个心愿，就是重建老房，改善居住环境。“村里已10多年未批基了，很多村民都

在拆除老房的基础上建新房，这就造成了村庄现在的杂乱现象。”青山口村村委

会主任俞兴进说，如何做好老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工作，还希望专家指导和帮助。

展望：青山口村民风纯朴，文风甚浓，村里的能人志士也积极投身村里的

公益事业。台胞俞克孝在 1990 年捐资 1 万元修建老屋，1992 年捐资 30 万元

建青山小学教学楼；俞氏子孙俞朝中近年来捐资几十万元修缮俞氏祖墓、上

房厅，并表示将力所能及支持村里建设。下一步如何改变老村旧貌，带领村

民致富，青山口村两委班子正积极谋划，除修建游步道、“叶菜楼”外，还将延

续祖先的拼搏创业精神，通过众筹、捐助等方式筹集资金，并向上级申请资

金做好老村的古建筑保护和利用工作，让老村换新颜。

青山口村环境优美，神话传说很多。村南有石棋盘，曾有仙人下棋，牧童

路过观之，一恍过了数月；西南有滴水岩，瀑布百丈，悬挂晴空宛如一道彩虹；

西有荷塘后山五通沿，位于高峰岩崖内，其深不可测，可容百人，传说内有金

铜锣、金鼓板，敲之有声，还有金水牛等宝物；北有乌石头之景，巨岩巍巍耸

立，高达数十米，恍若一尊守门的天神，长年累月保一方平安。

“无骨鱼”由来
“青山一洞好仙鱼，绕步岭头一株好香菇。”传说古代有一个人，原有帝王

之位，因其母说起借债之事，激怒天神遭处罚，使之原来龙身变为“讨饭骨”。

有一天，“讨饭骨”路过青山口村。当时天气炎热，他满身是汗，见清凉溪

水，为解暑就下水洗澡，不料成群鱼儿向他游来，不停地乱咬，怎么也赶不

走。情急之下，“讨饭骨”脱口而出：“这地方的鱼没骨头吧？！”说来也奇怪，此

后这里的鱼儿就像无骨一样，软软的可吃鱼不吐骨头，还能包进小麦饼里吃。

“无骨鱼”的传说很美，且鱼儿的味道确实不错。为何无骨，这与青山口村特

殊的地理环境有关。东溪的河床有许多石洞，水源长年不涸，水质极好，营养丰

富，是鱼类繁衍养生的好场所。这里的鱼类品种多，有金鱼、红鲤鱼、鲫斑鱼、红

中鱼、白鱼等几十种，其中有几种确实吃着无骨，但具体原因至今无人能解。

“星相村”由来
青山口村始祖元二公为了点缀村庄景色美化环境，在观察地理山水后，

带领子孙进行改造，将原来直流的东溪溪道改成弯形，恰似每月上旬天空的

新月。又发动孙子挑土担沙，按天上的北斗七星形状，堆成七个土墩，在村庄

内外按东西南北中排列。东有下宅塘沿嫦娥，西有花星和下车天门星，南有

三谷胆龙眼星，北有松树林金童玉女星，北有罗星，西有后田畈逢春星，中有

大明堂文曲星，故称七星伴月。

站在山顶远眺青山口村，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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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中美人》
演员：周渝民 胡冰卿

拍摄地点：秦汉军营

《热血勇士》
演员：林申 张璇

拍摄地点：黑鹰山寨

《画江湖之不良人》
演员：蔡文静 郑业成

拍摄地点：竹影山居

在西溪影视基地拍摄的抗日年代大戏《最后的战士》，于 2 日晚在湖

南经视频道黄金剧场开播。

该剧讲述了湘西苗族人民在反抗屯租暴政胜利后，毅然接受改编，为

保卫国家奔赴抗日战场的故事。实力演技派小生芦芳生在剧中饰演部落

头人之子，塑造了一个能为民族大义放下个人恩怨奋勇抗敌的英雄形象。

据悉，该剧在西溪影视基地大量取景，曾在黑鹰山寨，大通客栈，民

国监狱，战壕，树林等拍摄点取景，戏份拍摄达整部剧百分之六十。看西

溪风情，不妨守候每晚的湖南经视频道，让我们不见不散喽。

十年“仙剑”
霸气回归
西溪带你领略
仙侠奇缘

仙剑系列，满载了多少人的青春记忆，阔别

了十年的仙剑新剧开播了。

这部由韩东君、古力娜扎、郑元畅、小彩旗、

金晨、耿乐等主演的大型古装玄幻剧，改编自国

产单机游戏《仙剑奇侠传五》——《仙剑云之凡》

已于5月23日在湖南卫视开播，播出时间为每周

一周二的22时。

该剧讲述了具有蚩尤血脉的姜云凡无形间

揭开了净天教往事及真相，与唐雨柔、龙幽和小

蛮携手维护江湖和平的故事。这部大型古装玄

幻剧大量在西溪影视基地黑鹰山寨取景，想一睹

西溪美景的市民不妨关注湖南卫视，通过镜头领

略西溪风情。

“大房阁”老宅住过俞氏6代人
从永磐公路拐进，穿过田野便到了青山口村。走过一幢幢新建的

楼房，穿过一条条小弄堂，不经意间便可见到两侧的青砖马头墙高高

耸立，一扇扇旧宅门顶长着一株株小草，在风中摇曳，为这座小村增添

了几分诗意。

从青墙黑瓦、长满清苔的“大房阁”老宅侧门而入，走过两间木质

结构的房子，便到了村民俞有火的家。这位 80 多位岁的老人退休后

留恋老宅，回村当“宅男”，过起了安逸的生活。“老宅建于嘉庆年间，

最早建的这排大概 8 间，旁边直立的两排是后来续建的，俗称‘18

间’。”俞有火站在自家门口说，这间房已住了 6 代人，记忆中不曾大

修过。

两层老宅采用复四合院布局，总共有 18 间，集防护、住宿为一体，

布局严谨，纹饰精美。木雕的窗格、房梁、门柱都刻满了花草鱼鸟。凝

练的刀法，清丽的风格，体现了丰富的层次感，木雕秀美而又多姿多

彩，让人对这些看似简单却包罗万象的艺术瑰宝叹为观止。

老宅空旷的天井中，一株桂花树高耸入云。石子砌成的地面上，

水仙、月季等花儿怒放，装点生态花园。走廊屋檐下，一个个白色的鸟

窝里，不时探出黄色嘴巴的小燕子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这座由绿树、鲜花、木雕等元素装点的老宅，如一幅静谧的江南风

景画悄然向世人展示风采。“最热闹时，这幢老宅里曾住着40多人，大家

一起用餐、聊天，好不热闹。”俞有火说，现在偌大的院子只住了 2 户人

家，虽不热闹，却安静。

近年来，“大房阁”经过百年的岁月洗涤，虽然还保持着原貌，但很

多地方已开始破损：一些柱子慢慢倾斜、木板霉变断裂、大梁破损不堪

⋯⋯目前，老宅仅有 3 间还在使用，其余都已荒废，门前小院内堆着一

堆堆的杂物。“若这里再无人居住，估计很快就会倒塌的。”俞有火说。

虽然儿孙曾多次劝老人搬离，但因这里有太多的儿时记忆，俞有火舍

不得走。

俞氏先辈“筹资筹劳”修建公祠
其实，像“大房阁”这样的老宅，青山口村保留较为完整的还有 10

多处，其中年代最久远的福禄公祠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而翻修过的

余庆堂、俞氏公祠等古建筑也经历了百年的历史沧桑。

俞氏公祠曾两度修建。第一次修缮后的木质建筑在大火中消

亡。20 世纪 40 年代，俞氏公祠再建计划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当时生

活条件艰苦，经族人商议，最终订下以筹资筹劳方式再建，每户按人数

出资出力。当时族规严于一切，为早日建成公祠，家家户户投身重建

工程中。

重建的俞氏公祠位于东溪河畔，站在这座雄伟的建筑内，仰望着

这些“高大上”的石柱，不禁惊叹当时浩大的工程。这座建筑共分前

厅、中厅、后厅，所需的 132 根石柱每根高 7 米，重达数百公斤，全部采

于附近的山上。当时，一根石柱需要捆绑在大木头上，再由 20 名壮汉

以绳子牵引，才能慢慢抬移下山。

“以石头为柱子是俞氏公祠的特色，主要用于防火。”村民俞跃廷

热情陪同参观。今年52岁的他对俞氏公祠怀有深厚的感情，因为小学

5年、初中3年都曾在这里求学。

20世纪50年代初期，村里的孩子们继续回到俞氏公祠求学，直至

20世纪90年代才空置出来。如今，这座公祠静悄悄的立于河畔，租给

村民办厂，增加集体收入。唯有公祠房梁上精致的牛腿还在向世人展

示老建筑的魅力。

俞氏公祠经历了辉煌的历史，而有着 400 多年历史的余庆堂却已

隐于高楼中。这座建于明朝万历乙酉（1585年）间的建筑，乃永康一名

厅。余庆堂在历史的风雨中屹立不倒，却在1997年的一场暴风雨中轰

然倒塌。同年10月，重建工程启动。如今，这座花厅再立雄姿，厅堂房

梁上的几只牛腿还依稀能看出建筑的古老痕迹。

展望：名厅在 20 世纪 50 年代人气兴旺，全村上千村民起早摸黑来

此集合，分配工作，领取劳动果实。岁月变迁，青山口村的老建筑日益

减少，留存下来的已然破损，亟待修缮。近年来，村两委班子成员积极

寻找出路，欲对古建筑进行修缮、保护、利用，但因建筑产权已分户到

人，唯有发动村民积极参与，有足够的资金后才能适时启动修缮计划。

“青山口外青山青，绿水溪中绿水中，民风淳厚勤耕读，忠厚传家遐迩名。”这首诗不仅饱含着台胞俞克孝对故乡的深情，更隐隐透露了西溪镇青山口村独特的人文魅力。经历了
700多年历史的风风雨雨，这座小村落静静向世人述说着它的故事。走在这座东溪河畔的古村落，穿行在窄小的青砖瓦巷间，不经意便会闯入一幢幢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古建筑中。
刻满花草鱼鸟的房梁、窗格、门柱犹如艺术瑰宝，让仰望它的人匆匆脚步放缓，静候好时光；漫步窄窄的古村道，一幢幢老房与新房交错辉映，述说着青瓦与水泥的穿越之旅；东溪河
畔，青墙黑瓦里的俞氏公祠与青山口小学，曾迎来送往一代代的学子，续写了小村昔日的文化记忆；“无骨鱼”、“星相村”的美丽传说，为小村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近日，记者满
怀好奇，走近这座依山傍水的小村，找寻那些古老的记忆。

青山口：一座700年历史老村的守望

◎新闻助读

昔日文人墨客吟诗作画地有望重建
一座座古老的建筑孕育着小村一段段的历史变迁。据不完全记载，青

山口村建村于南宋后期，已有 700 多年的历史。祖辈从金华婺城区白龙

桥迁入，祖上俞嵩曾任宋朝兵部尚书（统管全国军事的行政长官），故此俞

家家境殷实，极重视子孙的知识教育。

迁入青山口村后，俞氏祖辈延续注重教育的优良传统，陆续创办私塾，

并请来才华横溢的先生任教，一时声名鹊起。宋明时期，青山口文化最为鼎

盛，村民还创建了“青山诗社”，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文人墨客集聚“叶菜楼”吟

诗作画，并为村里留下了40多首古诗佳作。

对于老人口述的文化渊源已无从考证，但青山口小学的历史却有据可

依。根据《青山俞氏宗谱》记载，清朝时村里主要请私塾先生教认“三字经”

“百家姓”“千字文”等书。到清末民初，全国各地兴办学校，村里也在福禄公

祠创建了“抗白初组学校”，设了1至4年级，有学生20至30名，由一位老师

兼教语文和数学。

1942 年，“抗白初组学校”改为青山口小学，但由于经济困难停办后

又继办，直到 1952 年学校搬入俞氏宗祠，学校规模才正式扩容，共设立 1

至 6 年级，招收邻近丁坑、西塘、上坛等村的孩子就近入学，聘请 5 位老人

任教，最多时学生达到了 300 多名。

直到 1993 年，曾就读抗白初级学校的台胞俞克孝，回乡捐资建起青山

口小学后，俞氏宗祠才正式退出教学的舞台。如今，这座培育了一代代学子

的老公祠，依然默默守望着东溪河畔边的这座宁静小村。

展望：一个近千人口的偏远山乡村，在 700 多年的历史长河里，曾吸引

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墨客到此交流，吟诗作画。作为儿孙，如何将先辈留

下的辉煌延续？连日来，村两委班子成员积极寻访“叶菜楼”原址，商议在村

西边建“叶菜楼”，纪念那段光辉岁月，计划配套修建游步道，串联村庄景点，

改善村庄环境，借力影视产业发展东风，迈步强村富民路。

【发现·西溪之美】

抗日大戏《最后的战士》
湖南经视开播
曾在黑鹰山寨、民国监狱等
西溪拍摄影点大量取景

①建于明朝嘉庆年间

的“大房阁”。

②昔日繁华的 300 米

老街。

③俞氏公祠内景。

①

②②

③③

近期在拍影视

《骡子与金子》
演员：富大龙 黄曼

拍摄地点：古堡

《长征》
演员：唐国强 刘劲 王伍福 陈道明

拍摄地点：村落

《墨客行》
演员：张睿 徐璐 高洋 徐海乔

拍摄地点：摄影棚山洞 存香堂

《龙珠传奇》
演员：杨紫 秦俊杰

拍摄地点：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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