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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翙高岗，水墨江南。

翙岗村位于桐庐县城东南方向，自古就是一个风生水起的

江南形胜之地。它西抵县城、北达富春江、东南通杭州绍兴、西

北达金华衢州，是一个经济发达的交通要塞之地。元末著名隐

士刘基刘伯温在他的《虎镇山记》中描述道：村南黄杨尖三峰插

天，犹如护卫列戟于后；东面大源、小源两水滢回，狮山如吼，亭

山如静；北望平畴掩村舍；西面山岭护城郭。600余年后的今

天，梅山松林、烟村云树虽已消失，但山川美好如故。

凤翙高岗 水墨江南
一个凤凰起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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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桐庐县作家

协会副主席。热

爱教育事业，钟

情散文创作，曾

多次在全国省市征文比赛中获奖，其中《画城

中的流光岁月》获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作

品先后发表于《中国艺术报》《中国文艺网》

《淳安文艺》《富春文苑》等。

在这个臧龙卧虎、出真命天子的地方，有

一片古建筑群，其核心区域就坐落于古意盎

然的翙岗老街。在翙岗历史文化街区内，现

共存有古建筑 80 幢，面积近 23000 平方米。

这些古建筑多数为清乾嘉和道光时所建，主

要以徽派为主，院落相连，黑瓦白墙，参差错

落，像一副江南水墨画，格外典雅有致。这些

建筑大多依山傍水，因势造型，构成了一条南

北走向的老街。2013 年被列入第二批中国

传统古村落名录的村落名单。

如果说古建筑是一颗颗散落的珍珠，那

么老街，就是串起珍珠的那条线。老街与古

建筑，是相依相偎的。今天就带领大家一起

走进翙岗村的古建筑群落，走一走老街巷，看

一看古建筑，听一听旧时光。

步入老街，首先映入大家眼帘的是翙岗

老街的标志性建筑——老街牌楼。牌门上书

写着“凤翙高岗”四个烫金大字，遒劲有力，像

是凤凰在舞蹈。它决（xuè）起而飞的样子，

仿佛在告诉着我们：这是一个凤凰起飞的地

方，这里不仅山水俱佳，风水尤甚。

牌楼往南第一幢古建筑，是位于东侧的

预立堂，预立堂以青石板为门框，简单的构

造，门面不大，但内里极深，给人庭院深深的

感觉。翙岗古建筑风格简洁多样，体现居民

勤勉踏实的风格。

沿着街区，一路前行，随处可见的是清清

的水澳。这条水澳，就是刘基参与设计的。据

说水是财，隐喻财源滚滚。水澳里的水，冬温

夏凉，是村民洗衣洗菜的好去处。夏天的夜

晚，老人摇着蒲扇，搬条小凳坐在澳口，说着家

长里短；小孩儿则围着街边，嬉戏玩耍；勤快的

主妇们，用木制的榔头敲打着手中的衣服，我

想，这大约便是乡村的夜晚最美的画面。

外简内秀的古建筑，美在深闺待人来。

翙岗村古建筑以徽派为主，结合自身特

点，又有所发挥。建筑多以砖、木、石为原料，

结构严谨，雕镂精湛。这些建筑一般为二至

三进的四合式楼房，布局以中轴线对称分

布。面阔三间，中为厅堂，两侧为厢房，厅堂

前方称天井，采光通风。

在老街中心有两幢古建筑，它们相向而

立成对称模样。位于东侧的是嘉庆堂，西侧

的是康德堂。

嘉庆堂，建于清代，坐东朝西，占地面积

1078 平方米，是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幢古建

筑。进入厅内，最先吸引眼球的是矗立在天

井中的两个大大的太平缸，以须弥座打底。

缸里盛满的深水里，探出几支极细极细的睡

莲，给古朴的基调中平添了几分生趣。天井

两边是走廊与厢房，均用镂花雕刻的木墙隔

断。越过天井中的院子，移步到了大堂。大

堂的上方悬挂着“叙伦堂”三个大字，仿佛在

告诉着每一位来者，人世间最美的场景，就是

坐在自家的院里，跟亲人一起共叙天伦之

乐。整幢建筑原由四进正厅和四进偏厅组

成，均为楼房。房屋门窗雕刻的人物、花卉、

动物、文字等，内容丰富。古木与青草，白墙

与黑瓦，构成一副水墨江南画卷。

紧靠大门两侧的是宣传栏，左手是翙岗

村村训，右手则张贴着翙岗历史文化街区的

资料介绍。通过这些宣传之窗，我们仿佛看

见了翙岗村质朴的村民们生活的图景，讲道

德、勤学礼、遵组训、尽孝心，那都是一辈辈流

传下来的东西。

在老街区的后街里，还有一幢极具特色

的建筑，它的名字叫经畲堂。

经畲堂座西朝东，位于乌台门（圆洞门）里

面的西南侧。占地271平方米。经畲堂建于

清道光七年（1827），距今已有 188 年了。房

子建有马头墙，有二弄，且以石条框架大门。

经畲堂又名百寿堂，因其建筑上刻有200余个

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寿”字而独具特色。

“经”，治理的意思；“畲”，火烧过的土地，由此

看来，经畲堂的名字来自农耕文明。一座房

屋，往往寄寓着主人的内心愿望。房屋上刻着

200多个寿字，足见屋主希望努力耕种，靠自

己的劳动生活，能一直健康长寿之意。

这样的古建筑举不胜举。

纵观这些古建筑，白墙黑瓦在岁月的流

转中愈见沉稳斑驳，而远处那些马头墙依然

高高突起。这些粉墙黛瓦的屋子，在光阴的

打磨下，自有其沧桑与风骨。这里的每一座

古屋，每一段旧墙，似乎都藏着无数的故事。

推开那双窗，是否有一双眼神在顾盼；透过高

高的马头墙，是谁的思绪在空中飞扬。

岁月流逝，建筑在慢慢变老，为此，翙岗村

在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自2011年以来，翙

岗村对14幢古建筑进行了重点抢修，34幢进

行了一般的抢修。现如今，这一片古建筑依然

风姿绰约地屹立于翙岗老街。其中，康德堂、

经畲堂、敬吉堂已被列入县级文保单位。

聆听古建筑物语，挖掘村落文化内涵。

每一桩建筑，都是有灵魂的，那是居住在

这里的人们赋予它们的涵义。翙岗村古建筑

群，也自有风骨与魅力。

翙岗村底蕴深厚，是个多姓融合的集镇，

随着北方人口的不断迁入，形成了翙岗和谐

开放的人文精神。据桐庐档案馆资料记载，

北宋末年，南唐后主李煜的十世孙、左丞相兼

枢密使李宗勉的后人，从富阳辗转迁移到翙

岗，并定居下来，因此，李氏就成了村中重要

的姓氏。历来的大融合，兼容并蓄，建筑亦成

块状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这样的

格局，逐渐滋养成了翙岗村民和谐文明、友好

开放的人文精神，此其一。

其二，元末，李氏家族中出了一个大孝

子，他的名字叫李康。李康，字宁之，号梅月

处士。他13岁那年，母亲病重，李康就“割股

和膳以进”，治愈了母亲的疾病，而为乡里称

道。翙岗村因有了李康之类的大孝子，孝顺

之风自然就会流传，因而养成了翙岗村民以

孝为美德的良好家风。

再三，这位李康，尽管学识渊博，可是跟刘

伯温一样，不愿出仕做官。“至正三年（1343

年），郡守马九皋遣使币迎，力辞不就”。九年

（1349年），张奉使索闻其贤，又想请他出山，

复辞。十六年（1356年），宰臣达实勒刚到任，

“即致币遣令，诣请议事”，李康不得不前往。

以母亲年老为由辞归，颇具隐士风范。正是在

他的濡染之下，才逐渐构成翙岗村的恬淡闲适

的乡村情怀。人与建筑浑然一体，沉默内敛，

修养生息，不事张扬，千百年来，像一朵静默在

时光中的莲，不与争锋，兀自开放。

雕梁画栋在岁月的流淌中，呈现出古意

绵长；翙岗村的古建筑也光阴的流转中，焕发

出新的活力。它们仿佛是一首宋词，在光阴

的敲打下，平平仄仄，韵味悠长。

推开门，

阳光透过小轩窗；

青砖散发出的气息，

很久、很凉、很绵长。

我拿把旧钥匙，

敲着厚厚的墙。

我听见古建筑的物语，

在轻轻吟唱⋯⋯

吴燕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