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兰州市中心出发，跨过河口特大桥，山

渐高、水渐阔，山水之间，“藏”着的一片古民

居，便是河口村。高处俯瞰，环抱村庄的莲花

山起伏连绵。远处，色彩斑斓的水居丹霞景

区被湛蓝的天空映衬得如同一幅油画；近前，

奔腾的黄河水从八盘峡穿山越岭而来，又沿

着村南的河道浩荡东去。

得 益 于 优 越 的 地 理 位 置 ，河 口 村 曾 是

黄 河 上 游 的 重 要 渡 口 ，水 运 发 达 ，商 贾

云集。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河口早已弱化“渡

口”的职能，迎来了新的身份——河口古镇，这

是以河口村为核心修复的历史文化街区。在

这里，人们不仅可以观赏富有地域特色的明清

建筑，也可以漫步黄河岸边、品读古渡历史，还

能领略恬淡闲适、令人向往的诗意栖居。

四街十七巷 悠悠韵味长

河口村一片长约 1000 米、宽近 500 米的

区域囊括了村内的主要传统建筑，面积虽然

不大，规划却极为整齐：东南西北 4 条主街以

钟鼓楼为中心，延伸至不同方向；4 条主街

上，还间或“点缀”着长短不一的 17 条巷道。

这片区域因此得名“四街十七巷”。

“四街十七巷”的中心钟鼓楼坐东朝西，

分为上下两层，是一座“四角攒顶”的阁楼建

筑。站在钟鼓楼上，举目四望，整个河口村的

景致尽收眼底，木质门头的房屋相对而立，青

石板铺成的街道蜿蜒伸展，街上悬挂的纱灯

随风摇摆，三五成群的游人漫步街头。

面向黄河、背靠大山、控扼河西……优越

的 地 理 位 置 ，使 河 口 村 很 早 便 成 为 交 通 枢

纽。2000 多年来，霍去病西征、左宗棠平定

西北等历史中都有河口的身影。谈起河口的

渊源，村中老人归纳为“源于汉、成于明、兴于

清”。到上世纪初，河口的农业、手工业、交通

运输业都颇具规模，成为兰州的商贸重镇。

随着商贸的繁荣，河口村的面貌也发生

改变。河口自清中叶开始大规模夯土筑城，

修建四门城楼。

如今，漫步村中，仿佛在历史中穿梭：300
年的粮店、200 年的祠堂和 100 多年的左公柳

依次从眼前掠过；又好像在花园中游憩：河口

村家家户户、房前屋后栽花种草，即使到了秋

天，依然芳香四溢、翠意不减；也如同在风味

集市中徜徉：街边售卖着诱人的特色小吃，有

酸甜筋道的浆水面，有捶打千遍的洋芋搅团，

还有飘着胡麻香味的油壶喧……“一到假期，

店老板们就忙得不可开交。”河口大景区物业

办副主任张伟说。

明清旧民居 古色留古香

河 口 村 的 热 闹 通 常 发 生 在 下 午 3 点 以

后。睡过午觉的村民纷纷走出家门，老人们

聚集在广场，或下棋、或聊天；小孩们手持玩

具、相互打闹。慕名而来的外地人，常常选择

蹬一辆四轮观光车，开启“逛街”之旅。

河口村的主街以老式商铺为主，沿街店

铺多为前店后宅格局。后宅的典型样式是四

合院。

推门走进一户人家，户主张明有热情地

上前招呼。眼前的这座四合院占地 500 多平

方米，有近 200 年历史，先后居住过张家 13
代人。

北面是上房，由长辈居住，也叫堂屋或正

房；正房两侧是耳房，用于生火做饭、堆放杂

物；东西两侧为厢房，由晚辈居住；南面为下

堂屋，是三间式出檐屋；下堂屋旁开街门作院

落的出口。甘肃古典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

员吴魁峻介绍，当地把这种院落布局归纳为

“三堂五厦三倒座，外带耳房两小间”。“这里

的‘三’‘五’都是指开间数量。”吴魁峻介绍，

这种四合院除了街门，四面房门都朝院落方

向开，美观实用，又兼顾私密性。

屋顶是当地四合院的一个特色。仔细观

察便发现，张明有家的屋顶是单坡，且坡度较

缓。“这种屋顶在陕甘宁等西北省份颇为常

见，主要与降水量少、木材相对匮乏有关。”兰

州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建筑学系副教授孟

祥武介绍。与华南和华中地区不同，当地传

统民居瓦的使用量偏少，屋顶多不覆瓦，而是

用方砖铺砌，仅在房檐处使用少量滴水瓦排

水，防止墙体被雨水溅湿。由于屋顶坡度较

缓、方砖铺砌，单坡屋顶同时承担了谷物晾晒

的功能。

河口村令人赞叹的还有造型繁复的砖木

雕刻，从宅门到照壁、从堂屋到厢房、从墙脚

到屋檐、从门扇到窗户，处处都有精美图案：

透雕的蟠龙、盛开的花瓣，不一而足。“作为活

态的民间艺术，砖木雕刻是河口建筑发展史

上的重要见证，体现了工匠们的精湛技艺和

创作热情。”吴魁峻说。

目前，河口村类似张明有家依然有人居

住的古民居达 21 处。为保护这些“凝固的历

史”，2014 年，兰州市西固区启动历史文化街

区保护性恢复修建工程，先后投入资金 2.5 亿

元，改造河口村沿街 115 户民居和核心区 313
户 民 居 的 墙 体 外 立 面 ，保 护 性 修 缮 古 民 居

37 户。

昔日黄河渡 今朝声名扬

河口村依河而建、因河而兴。黄河，是河

口的灵魂。

沿南街顺阶而下，穿过南城门，便能望见

宽阔的黄河河道。成群的水鸟贴着水面自由

飞翔，临水而生的芦苇随风摇动。岸边，一条

东西走向、绵延约 5 公里的木质步道横卧眼

前，被当地人称为“十里黄河金岸”，沿途分布

着古渡区、古村区等历史遗迹。

来到亲水平台，河风轻拂。顺着张伟手

指的方向往远处看，一道河湾映入眼帘，“那

便是河口古渡最佳的停泊码头‘阳畅湾子’，

是当时西北重要的货物集散中心。”张伟说，

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品，比如煤炭、木材、

中药、粮食、油渣、麻秆等，均可以在码头市场

买到。河口超过 60%的居民从事水运行当，

主要经济来源就是依靠水路码头，河口古渡

的羊皮筏子就有 200 多个。

位于河口村的西固区民俗博物馆展示了

羊皮筏子的制作工艺。这种古老的黄河水运

工具，以山羊皮为原料，将羊皮用油盐浸透晾

晒后吹气成皮囊。较大的筏子需皮囊 600 多

个，可载货 20 吨。小型皮筏则由十几个皮囊

组成，一人即可驾驶，轻便灵活。

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水运逐渐被“铁公

机”替代，河口村失去了交通枢纽地位，羊皮

筏子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过，从复原的海

关遗址依稀可见昔日渡口的繁忙。

因水而兴的河口村，如今围绕黄河文化，

再次做起“水文章”：保护黄河两岸生态环境、

开发黄河泛舟水上项目、打造沉浸式表演《记

忆·盘古》水幕秀……近年来，河口村依托美

丽乡村建设，鼓励村民开农家乐、端旅游碗、

吃生态饭，不少村民将自家院子改造成“河景

房”，吸引游客入住。

59 岁 的 张 和 恭 给 农 家 乐 取 名“ 上 善 若

水”，并利用自己的绘画功底把院子装扮得像

幅画：翠竹、金鱼、古树、红花，一应俱全。在

这里，游客不仅能观景，还可以看黄河奇石、

赏精品书画、玩崖柏根雕，或坐在院子里读书

写字、聊天品茶，度过一天难得的休闲时光。

目前，河口村已开办农家乐 60 余户，核心

区 1/5 的居民参与其中。

首批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历

史文化名村、第四批中国美丽

宜居村庄……近年来，河口村

的“国字头”名片越来越多，名

头越叫越响，古老村庄重新焕

发勃勃生机，昔日渡口重现往

日喧嚣。去年，河口村的游客

接待量突破 200 万人次。“接下

来 ，我 们 将 加 大 传 统 文 化 保

护，推动村落设施提档升级，

努力把河口建设成为乡村振兴的

楷模。”张伟说。

河口村一年四季旅游皆宜，相对而言，

以春暖花开或秋风送爽之时为最佳。

到达河口村，可以先参观民俗博物馆，

了解古村历史。之后，沿主街游览钟鼓楼、

张公祠、子响棋院等古村标志性建筑。傍

晚，可以到“十里黄河金岸”寻一处临河农家

乐，吹吹河风，小憩品茗，再点些柴火鸡、纸

包鱼、油壶喧、洋芋搅团等特色美食，享受慢

生活。

甘肃兰州西固区河口村

黄河古村换新颜
本报记者 赵帅杰

■走进传统村落R

图①：河口村四合院布局示意图。

吴魁峻制图

图②：河口村一处精美的砖雕。

杨金涛摄（人民视觉）

图③：河口古镇示意图。

甘肃西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供图

图④：河口村村民在门前小憩聊天。

徐英强摄（人民视觉）

图⑤：河口村钟鼓楼卧桥。

杨金涛摄（人民视觉）

图⑥：河口村“十里黄河金岸”。

杨金涛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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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兰州西固区河口村位于黄河支流庄浪河

与黄河交汇处。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这里曾是

黄河上游的重要渡口，水运发达，商贾云集。

河口村布局规整，积淀厚重。“三堂五厦三倒

座，外带耳房两小间”的四合院体现了西北民居的

地域特色，繁复精美的砖木雕刻令人印象深刻。

如今，以河口村为核心修复的历史文化街区在为

游客提供诗意栖居的同时，也让古老村庄重新焕

发勃勃生机。河口村于 2012 年入选首批中国传

统村落名录。

■小贴士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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