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过石头寨墙，漫步石板小路，抬头

望 去 ，一 座 座 石 头 民 居 依 山 就 势 、高 低

错落。石屋、石墙、石门、石街……在太

行山深处，英谈村静静地伫立在青山绿

水间。

英谈村地处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距

今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是我国北方保存

最完好的古石寨之一，素有“江北第一古

石寨”的美称。2007 年英谈村被授予“中

国历史文化名村”称号；2009 年被评为“中

国景观村落”；2012 年被列入第一批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

跨越 600 多年风雨，村落依然古韵如

初，这并不是一件易事。“在村落的保护与

开发的路上，我们也曾走过一些弯路。”英

谈村党支部书记路志勇说，过去，由于村

民保护意识薄弱，为改善居住环境而拆掉

石头房建起水泥砖房、为出行方便而拆掉

石板路改铺水泥路等现象时有发生。

走村入户宣传、带队外出学习……为

了唤醒村民自觉保护意识，英谈村两委想

了不少法子。2007 年起，英谈村启动全方

位保护古村落工程，对村内遭到破坏的古

建筑、古街道使用传统材料和传统工艺进

行修复。2008 年，英谈村成立了“保护历

史文化名村”小组，制定了“英谈古寨保护

公约”，明确“建筑风格要一致”“修建要事

先审批”“设计要事先审核”等要求。不仅

如此，村两委还调动村民代表、传统建筑

修缮技艺人员等 34 人成立“保护历史文化

名村”志愿者队伍，负责引导村民遵守“英

谈古寨保护公约”，及时制止损坏文化遗

产的行为，参与村内传统建筑的日常保护

修缮工作。

今年 62 岁的村民路玖许便是志愿者

之一。作为一名传统石匠艺人，路玖许一

直参与古村落保护的施工，见证了十几年

来英谈村古村落保护的点点滴滴。“以前

村内施工大伙儿都不怎么讲究。现在不

管是修缮老建筑还是改善村里环境施工，

每一处细节都格外留心，找不到合适材料

宁可不开工。”路玖许说，随着保护工作的

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主动承担

起保护古村古建筑的责任。给砖头墙贴

上石板，变塑钢窗为木雕窗……原先拆旧

改建过的村民如今都自觉对自家房屋进

行了修复。“实在需要扩建侧房的，也都宁

愿自己多花钱，主动按照传统石头房风貌

进行建设。”路玖许说。

原汁原味的古村风貌被保留了下来，

吸引来一批又一批山外的游客。

烧柴草烙饼、自制韭菜花酱……一大

早，村民陈二妮便在自家的石头院里忙活

了起来，“这些都是我给客人准备的特色

早餐。吃完早饭后，我还要带他们在村里

好好转转呢！”老屋作民宿，自己当导游。

靠着经营农家院和为游客提供导游服务，

陈二妮一年收入 10 万余元。

村中心的石阶上，70 岁的齐梅妮老人

正在用玉米皮编织小葫芦、杯垫、置物筐

等手工艺品。一旁的石头台上，整齐地摆

放着山核桃、酸枣、板栗、石韭花等山货。

“坐在家门口，靠老手艺就能挣钱，过去可

真是想不到。”说起现在的生活，齐梅妮笑

得特别满足。

“保护好传统村落，让我们村民吃上

了香喷喷的‘旅游饭’。现在，村民保护意

识越来越强了，村里的发展也越来越好

了。”路志勇介绍，2021 年，英谈村共接待

游客 5 万余人次，村集体旅游收入达 85 万

元，带动 120 余名村民通过开办农家乐、导

游解说、林果种植、手工编织、销售特色商

品等渠道实现增收致富。

“ 古 村 落 是 英 谈 村 要 持 续 保 护 的 名

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围绕古寨元素做

文章，促进传

统村落保护与乡

村 旅 游 产 业 发 展

有机结合、协调并

进。”路志勇说。

◆参观红色遗迹：英谈村

地 处 太 行 山 深 处 ，隐 藏 于 山 岗

下、丛林中，凭借易守难攻的独特

优势，成为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敌

后根据地。村中汝霖堂的正宅大院

曾为八路军总部旧址，中国人民银行

前身——冀南银行总部也曾迁于英

谈村。

◆品尝特色美食：在英谈村，能品

尝太行山区特有美食——饸烙面、老豆

腐、锅盔饼、玉米面煎饼、冷水鱼等。

◆畅游山水之间：英谈村周边，有邢

台峡谷群、天河山、前南峪等国家 4A 级旅

游景区，赏千峰竞秀，听泉瀑鸣幽，享受太

行山独有的雄奇险峻和浑朴壮美。

河北邢台英谈村

古寨风光韵味长
本报记者 邵玉姿

英谈村位于太行山深处，村四周被山

岭紧紧包围。受特殊地理环境、经济水平、

历史背景、文化渊源等多重因素影响，当地

形成太行山区独特的石头古堡建筑聚落，

这在北方古村落较为少见。

英谈村传统民居建筑的特色首先体

现在建筑选材上。当地盛产的红色石英

砂岩是主要建筑材料，村内传统民居建筑

大多呈现红色。红色的石头民居依山而

建，层层叠叠，错落有致。

以堂口为单位的组团式营建，是英谈

村传统民居建筑的另一独特之处。英谈

村有德和堂、中和堂、贵和堂、汝霖堂四大

堂，涉及院落 24 处，房间 509 间。这些建

筑沿河沟分布，按照堂口呈组团式营建，

每组之间以街巷分割，院落与院落之间由

巷隔开，街巷与院落之间又有道路相连。

因山谷空间狭小，英谈村房屋多拔高

地基，合理利用地形高差和山位，民居大

多为两三层建筑，正房为多层，配房为单

层或两层，底层多为窑洞式结构，每个院落

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建筑巧妙

利用地形地势进行布局，确定房屋朝向，

正宅大院和倒座房屋相结合。

房屋每层有单独的出入口，避免在

屋内设置楼梯，扩大居住面积，沿外部石

阶步步登高，不用楼梯就可以逐层进入

各院。每处宅院有两个甚至多个门，方

便出入，同时有效抵御外界侵扰。村中

石板路、石板巷，蜿蜒迂回，纵横交错，

院落与院落之间的街巷随山就势，通

向各家各户，主街与小巷呈“之”字

形，相互贯通。当地村民将这种

独有的山村建筑特点概括为：

“外看三层楼，近看不是楼，一

层一个院，无梯能上楼。”

（作者为河北省国土

空间规划编制研究中

心主任，本 报 记 者邵

玉姿整理）

英谈村传统民居建筑的特色
赵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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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钢笔速写英谈村西寨门。 韩秀强绘

图②：行走在英谈村老街上的村民。

图③：英谈村错落有致的传统民居。

图②③为邵玉姿 韩 攻摄影报道

图④：古朴静谧的英谈村与群山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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