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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宛如走进
“没有围墙的古村落博物馆”。1300 多平
方公里的青山绿水间，镶嵌着 100 多个格
局完整的古村落，点缀着万余栋青砖黛
瓦、翘角飞檐的古民居。

盛夏之时，伴着一路蝉鸣在金溪县走
村串巷，石板台阶带着斑斑点点的青苔，

一栋栋老房子积淀着光阴的故事。
曾经，岁月的冲刷与洗礼，让金溪县

乡村许多年久失修的老房子面临损毁
风险。

转机，始于“拯救老屋行动”。中国文
物保护基金会 2016年初启动“拯救老屋行
动”以来，先后在浙江松阳、江西金溪等 4

个县实施整县推进项目。
2018 年 6 月 ，中 共 中 央 、国 务 院 印

发《乡 村 振 兴 战 略 规 划（2018— 2022
年）》，要求“全面保护文物古迹、历史建
筑、传统民居等传统建筑”。今年的中
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拯救老屋
行动’。”

拥 有 7 个 中 国 历 史 文 化 名 镇（名
村）、42 个中国传统村落的金溪县，实施

“拯救老屋行动”5 年来，修缮保护古民
居 700 多栋，托管利用 1800 多栋。“拯救
老屋行动”如何落地？给古村、给住在
古村的人们带来了什么？记者走进金溪
县实地探访。

引

子

拯救老屋
在老屋盗损、违法变卖

等现象逐年减少基础上，着
力解决财力、人力不足与低
级别文物存量大、保护任务
重之间的矛盾

深夜，雷声一阵紧过一阵。金溪县

合市镇肖公村游垫自然村（以下简称游

垫村）村民胡庆华披上雨衣，打着手电

出了门。“又来巡查了？”路上遇到边打

招 呼 边 往 家 跑 的 村 民 ，胡 庆 华 笑 着 回

应，“看一看才放心。”

干了 16 年文保员的胡庆华，熟悉游

垫村的每一条路、每一栋老屋。来到一

栋名为“总宪第”老屋的门楼前，胡庆华

抚摸着石砖向记者介绍：“你看它保存

得多好，先前差点就让村民给卖了。”

2009 年 4 月，一名外地人看中这栋

老宅，和房主协商，准备购买后拆掉运往

外地，并现场交纳了 5万元定金。“这座老

屋建于明万历年间，属于有较高保护价

值的文物。”正在县城购物的胡庆华听到

消息，火急火燎地赶回来，核实情况后拨

打报警电话，并对买卖双方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才保住了这栋老房子。

过去一段时间，当地一些村民不了

解老房子的价值，有的拆旧盖新，有的

想法子变卖，有的无人居住的老屋存在

一定的盗损现象。2006 年 3 月，金溪县

在前期调研基础上出台专门规范，严禁

擅自迁移、拆除、买卖古民居古建筑等

不可移动的文物及其构件，并组建义务

文保队，胡庆华成为文保队队员。

10 多年来，保护老屋的行动在当地

持续推进，胡庆华参与其中，见证变化：

这些年，金溪县所有行政村都制定了保

护老屋的村规民约；县文物管理所与各

乡镇派出所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常态化

开展打击盗损、违法变卖老屋等行动。

“全县文保员队伍由起初的 20 多人发展

到如今的 90多人，考核管理也逐渐完善，

我们从原先的义务巡查转为聘用上岗。”

胡庆华说，文保员完成定期巡查任务并

通过考核后，每年可以拿到 5000元补贴。

这些年，金溪县老屋盗损、违法变

卖等现象的发生率逐年下降，去年以来

再没发生过盗损、违法变卖事件。即便

如此，前几年金溪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吴

泉辉也高兴不起来，“盗损等现象减少

了，可老房子的自然衰老还不可避免，

一 些 老 房 子 的 木 质 构 件 出 现 缺 损 、腐

烂，有的梁柱开裂，变成危房。遇到狂

风暴雨，我们的心就揪着，生怕有的老

房子会被大风刮倒，或出现房顶塌陷。”

“传统村落里的老房子，不少是村

民的祖宅，自主修缮的成本较高，但对

这类低级别不可移动的文物保护，政府

又缺少专项资金。”金溪县委书记张文

贵说，“我们也想过一些办法，比如倡导

乡贤捐款，鼓励村民修缮，但参与度有

限，效果不明显。”

全面保护文物古迹、历史建筑、传

统民居等传统建筑，是保护传统村落文

化遗产的重要内容。而传统民居多属

于 村 民 ，普 遍 面 临 修 缮 资 金 短 缺 等 问

题。2014 年 4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

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印发

的《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

指导意见》提出：“引导社会力量通过捐

资捐赠、投资、入股、租赁等方式参与保

护”。2016 年 3 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

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

“利用公益性基金等平台，采取社会募

集等方式筹措资金，解决产权属于私人

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维修的资金补助

问题，使文物所有者和使用者更好地履

行保护义务。”

2016 年初，在财政部、国家文物局

支持下，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实施管理

的传统村落保护公益项目“拯救老屋行

动”正式启动，旨在探索构建以基金会

资助为推动，房屋所有人为主体，社会

力量广泛参与的拯救老屋行动体系。

2017 年 9 月，被中国文物保护基金

会选定为“拯救老屋行动”整县推进项

目实施县后，金溪县出台实施方案，对

具有保护利用价值的老房屋开展修缮

保护与利用。张文贵说：“‘拯救老屋行

动’激励我们动员多方力量，着力解决

财力、人力不足与低级别文物存量大、

保护任务重之间的矛盾，努力做好这项

有情怀的事业。”

修缮保护
坚持修旧如旧、最小干

预的原则，充分考虑和尊重
村民的实际需求

“老房子闲置好些年了，还修它做什

么？”2018 年 2 月，“拯救老屋行动”的通

知贴到游垫村村口，一些村民并不理解。

在金溪县，“拯救老屋行动”的修缮

资金，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出资 4000
万元，县政府配套 2400 万元，房屋所有

人自筹 1600 万元。“一听说还要自家出

钱，有的村民不乐意了。”吴泉辉说，“一

些村民缺乏修老房子的意愿，特别是有

的老房子缺少上下水、保温隔热差等，

不如新建的房屋住着舒适。”

如何破题？在自愿申报的基础上，

金溪县按照文物价值优先、整体保护优

先等原则，对全县 100 余栋老屋先行先

试 开 展 修 缮 。 胡 庆 华 是 首 批 报 名 的 。

如今走进他家老宅，石础、梁柱、天井修

旧如旧，各种造型的木雕惟妙惟肖，绘

有各种图案的墨绘、彩画栩栩如生。

“开始我主张更换房屋梁柱，大门

整 体 换 新 ，但 工 匠 师 傅 们 最 终 说 服 了

我，只刨除被腐蚀的表层，最大程度地

恢复原貌。”胡庆华回忆道，“修缮完成

后，我推门而入，老宅子的熟悉感觉扑

面而来。”

这样的修缮方式，也减少了开支。

“修缮共花了 10 万元左右，比最初的预

算少了 3 万多元。”胡庆华说，自己只需

出修缮费用的两成。

行 走 游 垫 村 ，古 宅 古 巷 ，古 色 古

香。说起保护式修老房子，村民们啧啧

称奇：倾斜的清水墙，不用拆了重砌，而

是以楔子打入，用重物反吊，便能稳稳

矗立；墩接好的柱子，重新做好榫卯，不

用钉子就能撑起整个房梁；屋顶的旧瓦

片，经修缮拼接后仿佛刻上了岁月的痕

迹；还有周边复建的水系，抱村穿户，清

流汩汩……

“ 坚 持 修 旧 如 旧 、最 小 干 预 的 原

则。”负责游垫村部分老屋修缮项目的

金溪古村落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余许艇说，“老屋修缮不使用钢筋、水泥

等 ，尽 可 能 做 到 与 原 建 筑 外 观 风 貌 一

致、建筑材料大小一致、整体结构一致，

同时坚持整体保护，努力做到村落格局

复原、街巷复原、水系复原。”

村里一栋古民居的结构让余许艇

印象深刻：屋宇最外边的挑檐檩和中间

的房檩之间没有承重的柱子支撑，房屋

却穿越岁月屹立至今。原因何在？原

来，老屋设计者在房屋 3 根抬梁的榫卯

衔接处，巧妙地搭建了一根主柱，让承

重点集中在一根柱子上，实现了“一挑

托三梁”。

修缮过程中，老工匠周炳昌在遵从

前人设计的基础上重做抬梁，采取措施

加固主柱，既让老屋保留原貌，也更安

全。“上岗前，我们参加了县里组织的统

一培训。”周炳昌说，“培训课既讲技术

规范，也讲修缮的原则、要求，指导我们

规范开展修缮工作。”

吴泉辉介绍，近年来，金溪县对各

乡镇原有建筑工匠队开展调查摸底、技

术培训，并根据过往修复情况、技术水

平、行业口碑等，整合组建起 31 支共 300
多人的传统建筑建造维修队伍，为实施

“拯救老屋行动”提供了技术支撑。

“现在，一些年轻人也开始跟着老

工匠们学习传统工艺，像周炳昌师傅就

带 起 了 徒 弟 。”吴 泉 辉 说 ，全 县 将 培 养

200 名平均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的传统

工匠。

在修旧如旧前提下，“拯救老屋行

动”充分考虑和尊重村民的实际需求，注

重改善居住条件。走进游垫村村民胡喜

根的老宅，既古朴又宜居：整洁明亮的老

屋内，一张八仙桌上摆放着葡萄、蜜梨等

果品，厅堂两侧是卧室。推门而入，凉爽

舒适，空调吹来丝丝冷气……

“住得比之前舒适、方便多了。”胡

喜根说，“工匠师傅们充分考虑我们的

生活实际，在老屋卧室花窗加装了内层

木门，便于安装空调。老屋内还加设了

卫生间。”

离胡喜根老宅不远处的胡氏祠堂，

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的同时，屋内设计

增添了盆景、书架、石桌。茶余饭后，不

少村民常来这里读书、休闲，谈天说地。

“传统民居保护关键在利用，我们在

修缮过程中充分考虑村民需求、尊重其

主体地位。项目实施过程中，村民自愿

申报，自主选择工匠队伍，参与修缮方案

制定。”吴泉辉说，“我们通过做给村民

看、带着村民干，让大家认识到老房子的

价值，调动他们参与保护的积极性。”

通过“拯救老屋行动”示范引领，调

动各方力量积极参与，目前游垫村已完

成 70 多栋老屋的整体修缮。

金融支持
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唤醒老屋的沉睡价值，
更好地吸引社会力量参与老
屋保护

远处峰峦叠嶂，近前满目沃野，大

自然用多彩画笔，为夏日金溪描绘出醉

人的图案。走进一个个村落，另一种美

呈现眼前：小桥流水，石阶深巷，阳光透

过立着清水外墙的老屋天井洒进来，为

屋内增添了几分古朴幽深……

“古村落、古建筑及围绕着古村落

的山、水、园、林、湖，都是具有经济价值

的生态产品。”张文贵介绍，金溪县所在

的抚州市是全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试点城市，县里顺势探索创新古建筑

收储托管机制，推出“古村落金融贷”，

推动古村古建融入生态文化旅游产业。

2020 年 2 月，金溪县出台金融支持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实施方案，明确

建立古建筑托管机制，探索金融支持古

村落、古建筑、林地、河湖、林下资源等

生态产品转化为经济价值的实现路径。

同年 4 月，胡庆华将自家修缮后的

老屋委托给游垫村，由村集体纳入对全

村修缮老屋的整体托管，吸

引社会力量投资经营。

“托管后老

屋产权不变，投资

人可以用部分

老屋经营权

作抵押，向

银 行 申 请

贷 款 ，这

便 是‘ 古

村 落 金

融 贷 ’。

房主则收

取租金，或

入 股 参 与

老屋经营分

红 。”吴 泉 辉

说，按照“拯救老

屋行动”要求，老屋

修 缮 保 护、活 化 利 用 需

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解

决后期老屋管理与活化利用等方面资

金问题。

2020 年 6 月，金溪县乡村发展振兴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游垫村签订协议，

对村集体整村托管的老屋开展整体规

划、活化利用，并以部分老屋经营权申

请抵押贷款。“县里建立了古建筑经营

权确权颁证等制度，成立了生态产品交

易中心，为古建筑的经营权流转、抵押

贷款等提供一站式服务。”金溪县乡村

发展振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

旭介绍，“银行委托专业评估公司上门

对老屋价值进行评估，评估完成后，我

们 3 个工作日就拿到了贷款。”

老屋的沉睡价值被唤醒，“古村落

金融贷”引来金融活水，解了市场经营

开发主体的资金之渴。

打小在金溪县秀谷镇褐源村读书

生活的黄勇，现任江西国源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2019 年 3 月，他在

褐源村流转了 30 栋老屋，统一修缮、规

划发展文旅融合项目，但由于资金周转

问题，工程一度陷入停滞。

2020 年 2 月，按照老屋抵押贷款政

策，黄勇以 30 栋老屋的经营权为抵押，

向金溪农商银行申请了 500 万元贷款。

“有了资金跟进，我们在修缮老屋的同

时，一体推进村里部分茶园、水库的规

划改造，打造古建筑群与山水生态交融

的田园综合体。”黄勇说。

金溪农商银行信贷科科长虞珊峰

也会定期到褐源村，调研黄勇这个投资

项目进展。“我们实时跟进了解项目进

度。对客户每次大额资金支出，我们也

会派客户经理跟踪资金使用情况，确保

专款专用。”虞珊峰介绍，金溪县政府出

资 2000 万元设立专项风险补偿金，引导

推 动 保 险 公 司 开 发 了“ 古 建 筑 抵 押 保

险”产品，同时引进第三方担保公司，解

决银行放贷的后顾之忧。

截至目前，“古村落金融贷”已

累计放贷 14.07亿元。

“2021 年 4 月，中办、国办

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

公开发布，其中明确提出，

‘鼓励盘活废弃矿山、工业

遗址、古旧村落等存量资

源，推进相关资源权益集中

流转经营，通过统筹实施生

态环境系统整治和配套设施

建设，提升教育文化旅游开

发价值’。”金溪县发改委副主

任余细平说，“金溪县创新‘古村

落金融贷’支持古建筑保护，就是探索建

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一个成

功案例。”

活化利用
保 护 古 村 ，既 要 保 住

“形”，更要留住“神”

夜晚的游垫村，翠竹夹道，巷陌纵

横。沿岸灯光倾泻入八处水塘，缤纷的光

影即刻晕染开来。一栋栋修缮后的老屋，

在多媒体灯光投射下正上演一出光影水

秀：烟村雨树、鸡犬相闻的田园风光里，古

人耕读传家的生产生活景象跃然眼前。

村子入口处，高高悬挂着的几块显

示屏拼接成一轮满月，寓意花好月圆，

吸引许多游客月下驻足、合影。“到了节

假日，最多时一天客流量能达到 1 万多

人次。”胡庆华笑意盈盈地说起自家这

两年的变化，“除了文保员，我在村里兼

职当保安，每月还有 1500 元收入。以前

在 外 务 工 的 儿 媳 也 回 来 了 ，当 全 职 导

游，每月收入 4000 元。弟弟开了家饭

馆，每年能盈利 3 万多元……”

“这两年，我们努力推动农旅融合，

仅游垫村就有 20 多名村民返乡创业发

展餐饮、民宿等产业。现在古村老屋美

了，人气旺了，乡村振兴展现新气象。”

合市镇党委书记卓志峰说。

看到游垫村的新变化，武汉大学城

市设计学院教授王炎松将研究生的校

外实践课堂设在了这里，定期带学生来

村里实地调研，现场讲授古建历史、设

计与修缮等方面的知识，也为县里老屋

修缮、传统村落保护建言献策。“加强古

建筑的传承保护，让古村落里文化味更

浓了，我们可以近距离感受这里的农耕

田园风貌与历史人文底蕴，了解古建筑

设计、建造。”王炎松说。

近年来，金溪县与武汉大学等多所

高校合作，在古村落设立写生基地、民

俗文化体验基地等校外实践基地，吸引

高校师生驻村开展写生、观摩、研讨交

流等实践活动。

吴泉辉说，古村是自然和人文有机

融合的生态系统，饱含丰富的历史信息

和 文 化 记 忆 。 保 护 古 村 ，既 要 保 住

“形”，更要留住“神”。“为避免古村过度

商业化，我们除了开民宿、开餐馆、建商

业街，还鼓励多种形式、多种业态促进

老屋的活化利用。”

“这几年，县里坚持政府主导、市场

运营、专家学者等社会力量参与，组织

开展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课题研究，

整理挖掘全县传统村落蕴藏的历史文

化价值。”吴泉辉说，“许多人返乡回村

开展文化投资。”

利用托管的游垫村的一栋老屋，余

许艇打造了一座金溪历史名人馆。“去

年初建成开馆以来，平均每天义务接待

游客 100 多人次。”余许艇说，游客们读

懂了这些历史名人的故事，也就加深了

对 金 溪 历 史 文 化 、民 俗 风 情 的 了 解 和

认识。

多 形 式 、多 业 态 推 动 老 屋 活 化 利

用，传统村落发展打开新局面。截至目

前，金溪县已推进古街保护与利用等传

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项目 12 个。2021
年，乡村旅游带动全县年接待游客超过

400 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 19 亿元。

图①：修葺一新的金溪县合市镇肖

公村游垫自然村古建筑群俯瞰。

邓兴东摄（人民视觉）

图②：游垫村古建筑群旧貌。

朱文荣摄（人民视觉）

图③：工匠在对游垫村的古建筑实

施修缮作业。 邓兴东摄（人民视觉）

图④：金 溪 县 陆 坊 乡 桥 上 村 青 田

古桥。 李山冕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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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拯救老屋行动”5年来，江西省金溪县修缮保护古民居 700多

栋，托管利用1800多栋

古村老屋迎新生
本报记者 朱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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