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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文公祠、聘珍公祠、渐逵公祠、尚德公祠

⋯⋯芝英七村历史悠久，古迹众多，现存有多座祠

堂。在游逛途中，记者发现这些祠堂并未荒废且

有各自定位，均在主体建筑完整保留的前提下，

根据不同的内部构造特色改造升级部分区域，既

进行了功能的延伸，又提高了祠堂的利用率。

思文公祠是该村古祠堂群落中具代表性、标

志性的一座祠堂。思文公祠的正中央是一块方

形空地，以鹅卵石摆放出铜钱样式，空地外圈设

有阳沟，片片莲叶下游过一队鱼苗，别有一番意

境。抬头细看，梁、枋、雀替等木雕精美，处处透

着时代的印记。公祠深处是新建成的大讲堂，讲

堂仿造戏台设计，下方整齐摆放长桌长椅，静坐

其中，好似穿越到古代儒家学堂之中，就要摇头

晃脑“之乎者也”起来。

尚德公祠则延伸成为一处展示摄影、美术作

品的展厅，其内部结构更显空旷，只在廊下摆放

了桌椅，并未新增其他装置。原木的门扉上挂着

现代摄影作品，两侧天井投下的自然光源为这些

作品又增添了一份柔和。公祠在流转的时光中

默默矗立，旧与新、古与今在此处交汇融合，人们

参观感慨的同时，或许它也同样记录着人们留下

的足迹。

除祠堂群落外，芝英七村民宅建筑也“古”味

浓厚。该村虽旧时建筑较多，但外立面均刷以白

漆、盖以黛瓦，营造古镇村庄整体性。新建房屋

也多以木质装修的中式风格为主，与老屋相邻排

布，出奇地和谐。

经常外出旅游寻找灵感的漫画创作者楚楚

说，芝英七村最难能可贵的地方无疑是坚持自己

的原生态，没有刻意去模仿网红打卡点。“偶尔微

风拂过，带来丝丝凉爽，吹落几片花瓣，落在头发

上成了最美的发夹，才是芝英七村给我留下的印

象。”楚楚说。

虽然芝英七村内部道路四通八达，但如果你

七绕八拐到了老市基，那就恭喜你基本逛完了整

个村庄，并开启了奖励副本：在这里犒劳一下自

己，随机选一家芝英的美食店，购买肉麦饼或者

小麦饼打打牙祭吧。

工作日“卷”在城市，周末“躺”在老村，去芝

英七村的道路有很多条，最直接抵达的方式是搭

上春日的阳光。

芝英七村南门位于芝英镇石四线上。一路

驾车来到这里，我们还没准备好从沿线的田园

风光回过神来，就已经“嫁接”到城区老小区般

的内部道路中去，一座刻着腾龙、祥云等繁复花

纹的石牌坊就突兀地出现在眼前。甫一踏过牌

坊，身后街市的喧闹就被隔绝，最先映入眼帘的

两口波光潋滟的水塘，被桥路隔成了正方的形

状，塘边野草肆意生长，为水生动物提供了遮阳

隐藏之所。

赶巧遇上几位村民在水塘旁钓黄鳝，他们捞

上数十根尾部挂有铃铛的黄鳝钩，只可惜还没有

猎物中钩。“现在可能太早了，黄鳝都不出来，换

一口塘试试。”他们对未有所获的结果并不在意，

乐呵呵地将黄鳝钩重新放置到另一口池塘中，继

续在微拂而过的春风里静候。

池塘对面一片绿意吸引了小队成员们的注

意，走近一看，原来是数十盆绿叶菜。每颗蔬菜

单独种在花盆正中，如同住上了单间，生长得格

外茁壮、饱满、翠绿。

蔬菜的主人是芝英七村一家小卖部的店主

应玲姿，种菜养花是她平日爱好之一。鲜嫩的包

菜、向上攀升的黄瓜藤、挂着澄黄小果的金桔、花

苞挤满枝头的栀子花⋯⋯家门前被她改造成了

一道独特且时刻流淌着春意的“花园”。

“村里离农田比较远，种在家门口方便看

店，还能打发时间。”应玲姿说着就突然掀开一

个遮着棉布的笼子，一口气拎出了六七只小奶

狗。她告诉记者，家中的大狗刚生了一窝仔，该

喂奶了。“我女儿还捡了一只狸花猫，这两天我

还得抽空给番茄苗搭架子，事多着哩。”应玲姿

的语气里随心惬意的“凡尔赛”浓度过于超标，

令人羡慕。

小卖部隔壁是两幢建筑风格相同、新旧程度

相差甚远的民居。较新的那幢复古房屋石匾上

刻着“快乐”二字，正与南泉桥上随风转动的彩色

风车呼应。走进老屋旁的深巷，每到一个拐角

处，总能见到一张或大或小的石板凳，凳面覆有

时间的青色印记，凳脚簇拥着嫩草。燕子叽喳叫

着飞入寻常百姓屋檐下，老人们坐在自家廊下就

着洒落的阳光小憩，连玩偶熊都慵懒地躺在单人

沙发上“偷得浮生半日闲”。全村最忙碌的可能

是在巷子里奔跑玩耍的狗子们了。它们尾巴高

高翘起，吠叫两声互相打招呼，有时也会对漫步

而过的游人吼上几嗓子，提醒他们别走错路。

古今兼相融 浓淡总相宜
——村游记·芝英七村

如果把永康的村庄比喻成班级里的座位，明星村总会占据其中最抢眼的位置。还有不少耳熟能详的村庄，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曝光

率居高不下。从早年的长恬雅庄到现如今的园周大陈，村庄总能在时代中留下独特的印记。

人类是习惯性生物，总会去接触令自己舒适的熟悉事物，对于更多只闻其声的村庄却了解有限。为了让这些村庄能有机会站上C位，展示其最真实的

“自我”，本报推出“百村风物志”系列报道，由记者、摄影师、漫画创作者等“游人”组成寻村小队，以脚丈量土地，用图文并茂的方式零距离接触永康的村庄。

开栏语

芝英镇有着我市最多以数字排序命名的村庄，记者的同事是芝英六
村人，当问她芝英三村或者芝英八村在哪里，她会不好意思地回答“不知
道”。好像我们不经意间提起她初恋的生日是哪天一样——有点熟悉但
想不起来。

这就是芝英八个村庄的神奇之处。八个村庄之间并无明显界限，当
拐过条条曲折深巷，绕过户户紧邻屋舍，再抬头时，映入眼帘的门牌前缀
或许就变成了另一个村名，芝英七村便处于其中。

我们从芝英七村村口牌坊进入，弯绕间却不小心走到了芝英一村正
街，折返途中又误闯入了芝英六村某户人家院子。在我们愈觉芝英七村

“神秘”的同时，也从入眼所及的古朴建筑、烟火人家中咂摸到了该村的
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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