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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修复老屋的

前景，也为了一份

乡土情怀，在外多

年的松阳工匠正

在逐步回流。

“拯救老屋行

动”让松阳不

少 老 屋 重 获

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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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3月16日，德国柏林。

建筑艺术家们把目光聚

焦在了浙江丽水松阳这个中

国小县城。这天，“乡村变迁

——松阳故事”乡村建筑展

向世界亮相。

乡村，怎么样从衰败走

向振兴，通过一幢幢修缮利

用的乡村建筑，松阳给世界

提供了一个中国方案。

这两年来，“拯救老屋行

动”在松阳开展，让松阳的传

统村落开始恢复生机和活

力。

这个项目由国家文物局

支持，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

发起，旨在为私人产权低级

别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修缮

和利用，积累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松阳是全国第一个

整县推进试点县。

两年来，一群人为老屋

和乡村的命运而努力，他们

中有基层干部，也有平民百

姓；有部级领导，也有乡野工

匠；有垂暮老人，也有热血青

年。

他们会回答你，全国的

首个试点为何在松阳？这个

行动经历了哪些曲折？

“老屋拯救行动”为何首选松阳
全国试点两年来，那些老家的房子焕发生机，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项目的缘起
这是一次有点突然的来访。

2016年初，文化部原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原局长、中国文

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励小捷来到了松阳。这位部级领导给松

阳带来的是一个传统村落保护项目——拯救老屋。

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在他看来，保护传统村落，首要的

是保护老屋。“老屋，是乡愁的载体，房子都没了，还有什么家

的感觉。”励小捷这样告诉钱江晚报记者。

他回忆说，那次到松阳正好是春节前夕，他走访了十几个

古村落，考察了几十幢老屋，看到一幕幕过年的热闹气氛，他

很有感触，“村落虽然破败，但百姓依然有着文化自觉。这跟

我考察过的其他很多空心村落不同。”

这更坚定了他的决心。

最终的结果，基金会选定松阳县作为“拯救老屋行动”项

目整县推进试点县，首期投入资金4000万元。

它的目的很清晰——力求为私人产权低级别不可移动文

物的保护修缮和利用，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形成“拯救

老屋行动”与传统村落保护、调动产权人积极性、促进民生改

善和产业发展相结合的共生模式。

那么，为什么选择松阳作为全国的试点？

励小捷告诉钱江晚报记者，当时基金会也在全国范围挑选

论证，选择松阳有几个原因——松阳有基础和优势，它是中国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示范县和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试验区，境

内有百余个传统村落；当地政府高度重视传统村落保护，具有

良好的工作基础和社会氛围；当地群众有需求，有文化自觉。

于是，两年多时间，励小捷一共八次到松阳，走访老屋，寻

找工匠，开座谈会⋯⋯不少村子的村民都认得他。

“励部长真的很关心老屋，很关心老百姓。我们家他都来

了3趟！”老屋户主包加理说。

4000万的基金
有了基金会的支持，那么，这笔钱怎么用？具体怎么创新

实施？这是一个难题，完全没有参考的经验。

2016 年 1 月下旬，松阳成立了“拯救老屋行动”领导小

组，时任县长的王峻担任组长，并委托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

院作为技术团队。

“我们承担‘拯救老屋行动’的技术支撑任务，负责制定修

缮导则、修缮方案要求、工程概算指南、验收办法等技术文件，

以及施工现场技术指导和乡土施工队伍的培训等。”省古建院

常务副院长卢远征这样说。

除了由产权人自行组织编制修缮方案和概算外，“拯救老

屋行动”项目还有其他创新之处，就是对于招投标程序的突

破，农户只要按古建院编制并经专家委员会审定的修缮导则

和工程概算指南来编制方案和概算，经审核后，即可签订合同

自行组织施工。

规范虽然有了，但讨论的细节还有不少，比如老屋能不能

新设卫生间。有的专家提出，不能装，应该原汁原味。

但最后从以人为本的角度考虑做了突破，同意安装现代

化卫生间，便于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

当然，施工过程中的培训和技术指导也是必不可少。

意外的观望
紧接着，“拯救老屋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全县传统村落中

近1600处建筑进行了调查摸底，筛选出249幢符合项目要求。

根据方案，修缮的费用，基金会出一部分，政府出一部分，农

户自己出一部分。大致比例是：50%、20%-30%、20%-30%。

一份份宣传告示发往一个个乡村，一大批基层干部到了农村

一线，一家家地去做工作，做宣传。

但是，让很多人意外的是，这样的好事，居然没有人自愿

报名。在松阳的乡村，出现了这样几种声音。

有人怀疑，真有人会出钱来给我们修房子吗？

另一种声音是，这样的老屋修它干什么？修好了有什么用？

还有，老屋的产权人太多，有的房子里住着十几口人，大

家的思想难以统一，还有的担心，能不能修好？

没有动静，更多的人在观望。

“思想工作很难做，我们都是一户一户地去解释政策，去

和他们沟通，为避免占用务农时间，我们会特地选晚上去村民

家走访”。乡镇干部杨旭明这样说。

一段时间，很多乡镇干部每天的工作就是走村入户，和农

民，和那些老房子打交道，一开始是动员，后来又要指导，帮助

解决问题。

一方面，工作人员积极下乡去动员，另一方面，发动党员

干部带头。变化发生在一名预备党员的村干部身上，他带头

申报修缮自家老屋。

修缮完成后，户主拿到了全部的资助款，老屋修缮的效果

也出来了。这个消息一传开，大家纷纷来报名。

工匠的回归
随着一幢幢老屋的开修，一大批松阳本土的民间工匠也

陆续归来，成为“拯救老屋”的家乡力量。

“哗哗哗”，刨子划过木头，飞溅起一朵朵木屑花⋯⋯徐美

根熟练地展示着他的手艺。

在松阳王村，十几名工匠正在紧张作业。他们要在四个

多月的时间里，修复一座祠堂。

62岁的徐美根已经二十多年没有拿起斧头，他从小学木

匠，带出了很多徒弟，但是，时代的变迁，砖房代替了木房，像

他一样的乡间木工下岗了，他开始在各地打工。

去年开始，徐美根又重操旧业，加入了一个施工队，他兴

奋地拿起本已生疏的斧头，现在一年有七八万的收入。

看好修复老屋的前景，也为了一份乡土情怀，在外多年的

松阳工匠正在逐步回流。

在外务工10多年的三都乡尹源村村民曾信亮，带着23岁

的儿子回来组建了一支老屋修缮队，2016年5月份开始，已经

接了6个老屋项目，他的队伍也由原来的8人发展到20人。

拥有一支30多名工匠团队的村民吴炳松说，这几天又有

些曾在上海、杭州等地打工的手艺人加入了他的队伍。

传统村落集聚的松阳三都乡，传统工匠队伍也渐成规

模。一个叫曾荣华的工匠组成了一支 15 名工匠的本地队

伍。三都工匠修缮三都老屋，既修了老屋，又锻炼了队伍，还

形成了一个产业。

目前，松阳已有三十多支施工队，从业人员六百余人。

老屋怎么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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