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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游

叶晨

小镇贴士小镇贴士

“你要去八卦村？哝，往前走个百米路，左手边会有道山

坡，走到顶就是哩。”兰溪诸葛镇汽车站里的工作人员朝东面

方向努了努嘴，似乎对于记者这样的问路党已经司空见惯。

这也难怪，诸葛八卦村在省内外旅游圈内的声名渐长，同

时也带动了整个诸葛镇的人气。今年 1~8 月，小镇共计接待

了中外游客51万人次，创造了4.8亿元的旅游总收入。能够

让游客如此醉心的，除了古村精美绝伦的建筑外，也少不了当

地浓浓的人文风情。

风情诸葛镇
让“家文化”风靡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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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最佳旅游目的地·镇有风情

近几年，我们在旅游发展上一重内涵，做

精诸葛长乐景区；二重外延，做亮乡村全域风

景。下一步，我们将着重在小镇风情提炼升

华上下功夫，争创旅游风情小镇，并以此为

杠杆，实现国家五 A 级景区的创建。我们希

望通过努力，从风情角度实现属于自己的五

个 A。一是风情体验 A，二是风貌保护 A，三

是业态配套 A，四是服务质量 A，五是全域发

展A。

我们也将努力保持诸葛风情的原味，在

这里，你可以寻到最原真的江南古村味道。

诸葛镇党委书记 潘丽芳

做精景区，做亮乡村

美食推荐：莲子烧、兰溪鸡子粿、孔明烧

饼、诸葛八卦宴、长乐长寿宴等

交通路书：杭州至杭金衢高速公路至游

埠互通下，走330国道，大约10分钟左右至诸

葛八卦村。

小镇愿景

初探：八卦村里
池塘与祠堂都暗藏“风情”

顺着当地人的指引，我们登上了高隆岗，

这是诸葛八卦村的另一个入口，与建设考究

的景区正门相比，这里两侧林立的老楼和商

铺反而更显烟火味道。

从这里跨入景区大门即是古商业街，理

发的、卖鸡子粿的、做馄饨和面条的、炒农家

菜的、经营杂货的、制作杆秤的⋯⋯一股脑儿

全扎堆在这条石板路上。住在巷尾的兰溪市

“杆秤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郑师傅忙着在给

一杆新秤定刻度、打星眼，手里的铁家伙敲在

木头上，一下又一下地发出笃笃的声响，半条

街都趟进了这样不紧不徐的节奏里。

穿过商业街，等于是进入了诸葛村的“内

环”。村子的腹地之内，最大的特色莫过于池

塘和祠堂。

前者是当地村民们百年来汲水洗衣的生

活必需，每天清晨6、7点，钟池、上塘、夏（下）

塘畔便围满了勤劳的洗衣妇；后者是诸葛家

族传播宗族文化的圣地——村子共千余户人

家，诸葛姓氏的占到了 80%左右，亲族关系

在他们心目中占据重位。

晌午，小学美术老师万伶俐坐在夏塘边

的支凳上写生，4 岁的儿子已经悻悻地先跟

着爸爸去饭店吃饭了，可她还意犹未尽。“晚

上我们一家人会继续逛逛，明天还想换个地

方写生一会”。说着，万伶俐继续走笔，在她

的画上，以青色与褐色为主色的水彩线条鲜

明地勾勒出了池塘对岸的黛瓦屋舍。

至于她眼前的夏塘，也没有闲着。它正

在经历抽水清淤的过程，这是村里十几年难

得一见的场景。“上午已经捕捞过了，这么大

的鱼都在网兜里扑腾，可带劲了，现在村里人

是想在塘泥里再翻出些东西。”当地朋友说

道。等到我们下午再看塘边的丰收，螺蛳已

经沉甸甸地装满十几个笸箩，懂渔技的人也

亮起刀来，开始剥开蚌壳取珍珠了。

位于村子西面的丞相祠堂始建于明朝万

历年间，占地约 1400 平方米，堂内装饰秉承

了明代建筑一贯的富丽，横梁、雕花、雀替、兽

首等等无不精致异常，堂中有四根主柱，分别

用松木、柏木、桐木和椿木制成，取“松柏同

春”的美意。

建筑之美外，这里还藏着诸葛八卦村最

大的人文风情项目——按照每年一小祭、三

年一大祭的家族传统，每年农历八月廿八，来

自全国各地的诸葛亮后裔代表都要齐聚于

此，并在丞相祠堂内，以明代古礼隆重祭祀先

祖诸葛亮。

着古装、效古礼、三上香、三献礼、诵祭

文、示训诫、鸣鼓乐、伴銮驾⋯⋯这一融文学、

音乐、美术、舞蹈、食品等艺术为一体的综合

性艺术，既是诸葛家族延续古学与传统的重

要方式，也是游人近距离感受中国深远宗亲

文化的一扇风情之窗。

深究：八卦村只是起点
诸葛镇的全域风情是这样的

1995 年，诸葛八卦村的旅游产业起步。

售卖 5 块钱一张的门票，是村里旅游产业唯

一的收入来源。“那时候只有村子中心的钟池

以及周边的宗祠算得景区。1996年，全村统

计门票收入大致是 80 多万元。”村支部书记

诸葛坤亨介绍。

村里赚到第一桶金后，当地人想到了推广

宣传的重要性。旅游开发初期的一年，村子拿

出旅游总收入的四成，约34万元，用于投放媒

体广告。此后，越来越多的游客认识到，原来浙

江还有这样一座主讲中国家族文化的村子！

据2016年数据显示，诸葛八卦村景区旅

游门票收入从 1996年的 80多万元增加到了

2000 多万元，集体账面固定资产从不足 100

万元增长到 1.4 亿元。从零基础，到旅游业

态基本齐全，八卦村只用了22年。

当然，仅凭一场祭祖大典与古建筑观光，

想要留住游客仍稍显乏力。“村子的旅游产业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增添风情类的体

验。”诸葛坤亨谈道。

2000年，八卦村启动了旅游新的保护开

发计划，当地人修整了众多老店铺和古民居，

重新挖出上塘，恢复了明清盛极一时的上塘古

商业街；2007年，村里新添了以诸葛亮诫子书

为主题的廉政文化馆；2012~2013年，为了适

应景区的扩张，八卦村投入约4000万元用于

客服中心的外迁与升级，同时又投入约5000

万元，在村内元代遗址上恢复了古庙建筑。

“诸葛八卦村确是核心，但诸葛镇上的景

色却远不止这些。”镇上的旅游办公室主任姜

胜松带着我们陆续逛了宋元时期大儒金履祥

的隐居地长乐村、主打度假隐居的卧龙山庄

以及充满畲乡风情的厚伦方村。

在长乐村，我们见到了多达几十幢有着

600 余年历史的元明代建筑。当地导游说，

保存如此完好的古代建筑村里总共有 127

座。“你看这幢楼就是朱元璋的福地，据说就

在这幢楼里，朱元璋得到了以刘伯温、宋濂为

代表的一批人才的辅佐。”导游介绍。

与诸葛八卦村对比，长乐村的历史更久，

旅游开发潜力很大。“多好的民居建筑啊，可惜

没人开发，业态太少了！”姜胜松指着村里枕着

池塘的一栋楼屋，“按照规划，镇上打造旅游风

情小镇的‘一核’就是诸葛长乐古村文化旅游

发展。现在市里正在做全域旅游，诸葛镇有信

心在全域旅游的大趋势下，复苏诸葛风情，提

升旅游业态，带动古村的保护与开发。”

诸葛八卦村

长乐村长乐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