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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扫一扫
看看老村最后的面貌

本报记者 史春波

绍兴城南有个村子，名字挺有诗意，叫栖凫（qī fú）村，它快要拆

了。这本是很正常的，城市发展这么快，拆迁总是难免的。而对很多老

百姓来说，是好事。不过，这个叫栖凫的村子，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因

为村里出过一个名人，叫徐树兰。他家还有几座老宅子，已经很破败了。

要不要保护，怎么保护？不仅老百姓关注，绍兴的主要领导和部门

也很重视。

独特的“三接桥”、巴洛克风格的欧式建筑
绍兴栖凫村历史遗存如何保护引关注

“古董村”要拆
老故事先来听一听

村子要拆了
村民有些不舍，也有些期待

前几天，本报记者走了一趟这个村子，网上有人

在说这是个“古董村”，到底有多少古董？

栖凫村离绍兴市区大概 20 来分钟的车程，不

远，走进村里，首先看到的是一条河。

有人在河边洗衣服，河上还停着一艘船，河边杨

柳依依，倒是一副江南水乡的模样。

村子有些衰败，有些老房子都快倒了，一条条宣

传标语，比如“整村拆迁是大势所趋，长远发展是百

姓所需”随处可见。

民房的墙上还贴了很多广告，有的是中介，有的

是搬家公司，有的是楼盘广告。

路边聚集着几个推销房子的年轻人，他们热情

地向村民推销房子。在他们看来，这个上千人的村

庄充满了商机，拆迁后，一大部分会买新房，用拿到

的拆迁款。

收古玩的也来了。他们刚刚花了几百元钱买走

了徐姓人家的一副对联。

这一切迹象证明：这个村子快拆了。

拆不拆，其实早在去年就开始传了。

今年3月，村子所在的鉴湖街道开了动员大会，

明确村子要拆。这也是街道第一个整村拆迁。一共

涉及村民约 470 户，拆迁面积达 10 万平方米，按计

划于6月底完成签约、腾空、拆除全过程。

遇到刚洗完菜准备做饭的老伯，他说，村里已经

动员过了，他在这里住了60多年，虽然有些不舍，但

总是要向前发展的。

这片土地的未来会是什么新的样子？他们也充

满了好奇和期待。

古董村要拆迁
来了好几拨文物爱好者

记者还碰到了两批人，两名是古建筑的爱好者，

在文化古城绍兴，这样的热心人有不少，他们一直在

民间呼吁政府加强文化遗迹的保护。听说这个村子

要拆了，一大早，他们就来拍照。走了一上午，已经

汗流浃背。

另一拨是绍兴博物馆、柯桥博物馆的几位馆长

和专家，他们也说，听到村子要拆了，再来拍点照片。

“我八十年代做文物普查的时候来过一次，一晃

30多年了，那时都是老房子。”一名专家这样说。

村里有两个文保单位，是两座石桥。桥的年代

都是清末的。其中一座是三接桥。

绍兴是水乡，上世纪九十年代统计有上万座桥，

但栖凫村的三接桥很独特。

它矗立在一个丁字形水系的交汇处，横跨三段

河道，连接三个岸线，形成一座平面呈现 Y 形的桥

梁，以此达到一桥多用的目的。

1987年，这座桥被列入绍兴县的文保单位。

相隔百来米，是另一座石拱桥，叫徐公桥，估计

是和徐姓人有关联。它是绍兴市文保点。桥边还有

一个土地庙，和桥差不多年代。

村里清朝时
出过“国防部高官”

这个近乎破败的村子，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更

大的原因是一个叫徐树兰的人。

在栖凫村，徐氏是其中的一个大姓。在此栖居

了800多年。但之前似乎也没出过什么名人。

直到1837年，徐树兰出生。他的履历大致是这

样的：

39 岁那年，他中了清朝光绪年间的举人。然后

一步步做官，做过兵部郎中，相当于国防部的高官，

也在河南做过知府，还有盐运使。

他还是个孝子，因为母亲生病，他回到了老家绍

兴，做了不少公益事业。

首先，他创办了一所民办学校。这就是绍兴一

中的前身。

在当时，这个学校是相当牛的名校。参加过学

校工作的包括了蔡元培、徐锡麟、鲁迅等名人。同

时，这个学校走出两位北京大学校长、18 名两院院

士，培养了4万余名德才兼备的优秀毕业生。

徐树兰的第二个贡献是，他办了一个古越藏书

楼，而且对外公开，就像我们现在的图书馆。

这座藏书楼现在还保存完好，它是省级文保

单位。古越藏书楼被誉为开创了国内公共图书馆

的先河，在绍兴图书馆里还有一座徐树兰的纪念

雕像。

人世沧桑，在栖凫村，还有徐树兰故居、徐家儿

子们居住的地方、徐家洋房和徐家宗祠4处遗存，都

已经破败。

在栖凫村，徐树兰的弟弟徐友兰及其儿子盖了

一座洋气的房子，也用来藏书，村里人都叫洋房。

这座洋房是巴洛克风格的欧式建筑，有着异域

之美，在一个农村，造这样的房子，可以想象，主人的

思想和观念是相当的前卫。

现在居住在这里的，是徐家后人徐道元，他住了

70来年。

最关心的还是历史遗存
今后会怎么样

不管怎么说，这个村最让人关心的还是随着栖

凫村的拆迁，徐家的这些遗迹会怎么处理？会拆

吗？怎么保护？

3 月份，越城区有关部门曾发函建议街道对徐

氏祠堂、徐家洋房等 6 处不可移动文物做好整体建

筑保留，参照文物保护的要求进行原址保护。

最近，由绍兴市文广旅游局牵头，会同越城区文

广旅游局、区水利局、区房征办、区规划院及鉴湖街

道相关负责人又开展了现场调研。

调研组一行首先实地踏看了栖凫村相关古迹，

包括古桥、祠堂、庙宇、老宅、洋房、水闸、老井以及特

色民居等，对这些古迹的保存状况和文化价值有了

初步了解。

随后，调研组在鉴湖街道召开座谈会，就栖凫村

开发过程中如何保护古迹、如何传承文化、如何凸显

特色进行了交流研讨。

调研组一名专家告诉钱江晚报记者，方案确定

保护的有两座文保单位的桥，另外还有徐家的老宅、

洋房等几处民居，会进行修缮。“桥也是要原址保留

的，它有地域性。”

对于有几处民居，已经破损严重，他们建议把一

些老的建筑构件进行收储保存。

“这些信息都反馈给了街道，大家都是有共识

的。”他说，“大家都是希望这些文物古迹应尽可能保

护起来，这也是保护绍兴名人文化的重要工作。”

市文保点徐公桥市文保点徐公桥

绍兴图书馆里的徐树兰雕像绍兴图书馆里的徐树兰雕像

村里的县文保单位三接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