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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影濛濛，径入碧云，江南古村在一片

翠微中若隐若现。安徽省宣城市泾县历史

悠久，因青弋江纵贯全境，货物运输中水陆

码头众多，形成了以商铺、码头为特点的众

多村落，如马头、赤滩、章渡、安吴；因宣纸、

茶叶、竹木等丰富物产，形成依景、依物的特

色村落，如小岭、大南坑、月亮湾；还有承载

着红色记忆的传统村落，如云岭、东流山、桃

岭。它们或文化内涵深厚，或建筑艺术精

美，或自然景观优美，或历史地位独特，是江

南村落文化中的璀璨明珠，也是泾县人文历

史的深厚积淀。

人居环境改善
古村焕发新生

从泾县一路向西，可至查济村。“十里查

村九里烟，三溪环绕万户间。”一句诗，道尽

查济之美。然而，在泾县，如查济一般古色

古香的传统村落比比皆是。

章 渡 古 镇 位 于 泾 县 城 西 、青 弋 江 上 游

北岸，借地利之便，这里曾商贾云集、商贸

繁华。古镇之中最“吸睛”的，莫过于章渡

老街，因老街紧邻青弋江，临街的建筑则独

具特色。这些建筑大多建于晚清时期，近

百 间 单 体 房 屋 簇 拥 着 连 成 一 片 。 隔 江 远

望 ，青 瓦 木 屋 长 龙 一 般 地 随 江 延 伸 ，蔚 为

壮观。

房屋悬空在青弋江畔，木柱林立，房屋

主 体 部 分 仿 佛 吊 在 空 中 一 般 ，故 有“ 吊 栋

阁”之称，民间又称其为“江南千条腿”。到

了夜晚，万家灯火于水畔上下辉映。独看

一家一户，似一盏盏灯笼吊在灯杆上，故又

称“吊灯阁”。房屋上层有阁楼，楼上檐下

有雕花斜撑和雕花栏杆、栏板，颇有徽州风

味。“章渡的‘吊栋阁’在力学、建筑学、美学

和民俗学上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章渡村

党总支书记汤君说。

然而，由于年久失修，“吊栋阁”一度面

临“腿断屋倒”的困境。2021 年，当地启动章

渡老街保护修复工作，对“吊栋阁”周边区域

实施保护及修缮，并打造文化多元的全新

“文旅街区”。

通过政府立项、企业投资，章渡老街近

100 栋老房子如今一半已重获新生。“引入企

业等社会资本，一方面有助于解决保护传统

村落的资金问题，另一方面为在之后利用过

程中发展产业业态，提供了有力抓手。”泾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华斌说。

“ 老 街 修 缮 过 程 中 ，在 格 局 、结 构 、材

料 等 方 面 都 尽 可 能 保 留 其 独 特 的 历 史 风

貌和文化底蕴。同时，为实现传统建筑的

有效利用，我们也注意增加房屋内部的生

活 功 能 ，诸 如 防 水 、保 暖 、上 下 水 系 统

等 。”章 渡 古 镇 保 护 开 发 项 目 负 责 人 庞 焕

泰说。

泾县传统村落中的古建筑众多。为尽

可能完善地保护传统村落、修缮古代建筑，

泾县一方面支持各村修编保护规划，延续传

统风貌，弘扬传统文化；同时加强基础设施

改善，有效解决村落中生活污水排放、杆线

乱搭、车辆乱停、建筑风格不协调等问题，完

善 消 防 、防 灾 避 险 等 功 能 ，显 著 提 升 人 居

环境。

环 境 的 改 变 ，带 来 了 生 活 的 改 变 。 章

渡村村民董光铸说：“自从村里修了新路，

咱 走 路 都 方 便 了 ，再 也 不 怕 下 雨 泥 泞 了 。

供水系统升级后，家里水龙头一拧就有清

水，垃圾有专人收，污水也有管道排，现在

环 境 整 洁 多 了 ，空 气 都 清 新 了 。 现 在 ，我

们 村 的 环 境 越 来 越 好 ，公 共 场 地 也 多 了 ，

大 家 聚 在 一 起 聊 聊 天 、跳 跳 舞 ，生 活 变 得

丰富多彩。”

现如今，泾县已经初步构建了“一带、三

区、一环路”的县域传承格局，推动生态—红

色文旅发展区、生态—非遗文化传承区和生

态—商贸文化创新区 3 个示范区整体建设，

并探索形成了一批可推广、可复制的实践经

验与工作模式。

资源活化利用
文旅融合发展

从章渡出发不远，就来到了同样位于云

岭镇的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泾县是“皖

南事变”发生地，如今的新四军军部旧址纪

念馆，零星散落分布在云岭镇罗里村及其周

边的 13 个自然村内，总建筑面积达 1 万平

方米。

“目前的旧址均建于明清两代，也是当

地村落最为典型的徽州古典建筑。我们通

过保护、修复古建筑，建设纪念馆，将乡村

旅游与红色旅游相结合，产生了良好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云岭镇党委书记吴治

国说，“如今，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每年

接待观众 35 万人次。不少村民在当地开办

餐馆、民宿等，并通过特产销售、旅游导览

等增加收入。”

距离云岭镇约 50 公里的传统村落榔桥

镇乌溪村，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乌溪村建于

宋代，有上千年历史，2019 年被列入第五批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然而真正让乌溪声名

大噪的，是宣纸。

据考证，宣纸已经有 1200 多年历史，经

140 多道工序而成，如此生产出的宣纸质地

纯白细腻，绵软坚韧。

在乌溪村东南方向，群山起伏、植被茂

密，山间溪流水量丰沛，正宗的宣纸，至今仍

然使用乌溪村中的山间溪水以及当地的青

檀树皮、沙田稻草为原料。

著名的“红星宣纸”出产地在乌溪村。

为保护和传承宣纸传统制作技艺，中国宣

纸股份有限公司在此建设了宣纸文化园，

集宣纸技艺展示、文化旅游、休闲观光于一

体。游客来到这里，不仅能了解宣纸的历

史、文化，还能亲自上手，体验宣纸制作技

艺 ，而 文 房 四 宝 ，则 是 离 开 时 常 带 的 伴 手

礼品。

据 泾 县 文 旅 局 党 组 成 员 黄 飞 介 绍 ，泾

县为了更好利用传统村落资源，依托现有

古村落建设旅游景区，积极开展乡村旅游

重点村培育。 2023 年以来，泾县新引进文

旅项目 25 个，全县 76 个重点文旅项目实际

完成投资 17.6 亿元，全年旅游人次 654 万，

旅游收入 45 亿元。

“未来，泾县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

用将形成‘一带、三区、一环路’的特色

传承空间结构。即长江流域生态休

闲融合示范带，生态—红色文旅发

展 区 、生 态 — 非 遗 文 化 传 承

区、生态—商贸文化创新区

和 文 旅 融 合 示 范 环 路 。”

黄飞说。

精准把握方向
探索振兴模式

泾县琴溪镇是“宣州窑古窑址”所在地，

距今有 1000 多年的历史。作为千年宣州窑

的最后一块遗存，泾县施窑村有多处古窑址，

这里家家户户都会制陶烧窑。

2021年，青年陶艺家刘云在这里创立了陶

艺工作室，以泾县传统陶艺制作器皿。在工作

室内，游客可参观、体验泥板成型、泥条盘筑等

传统制陶技艺，并定制个性化非遗文创。“通过

文化赋能，让艺术更好地融入乡村。”刘云说。

如今，泾县确立“非遗人家”概念，即整合

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引导非遗传承人利用自

家庭院、工坊，打造集技艺传承、展示体验、民

宿餐饮于一体的非遗综合体。据统计，截至

目前，全县已经创办 5 家。

“不过，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是一

项系统化、长期性的工程。”黄飞说，“各类专

业人才队伍建设仍然有待加强，人才常态化

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据了解，目前，泾县传统村落的管理、规划

和建设等均缺乏各专业人才。不少传统村落

保护工作忽视了传统工匠的培育和管理，导致

很多传统技艺后继无人。另外，乡镇的规划建

设管理机构不够健全，且缺乏相应的专业人

才，不能适应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发展的需要。

“泾县传统村落资源丰富，历史文化底蕴

深厚，但县域传统村落缺乏产业融合联动，整

体发展存在同质化现象。”华斌说，“不少传统

村落仍以传统种植养殖为支柱产业，同时简

单地利用自然生态景观开办民宿、农家乐等，

实际上没有充分结合自身特色，也缺乏对泾

县文化的深入挖掘，缺乏核心竞争力。”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根据传统村落自身

价值，结合区域发展方向，泾县将传统村落分

为四大发展模式，即文旅融合类、文化传承

类、产业培育类、生态休闲类，精准把握传统

村落产业发展方向，作为县域非遗文化产业

链的有力补充。

泾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查旭光表示，

下一步，泾县将结合文物普查和传统建筑调

查，进一步梳理全县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资

源，充分挖掘各村落的历史文脉、传统技艺，整

合乡村旅游开发、和美乡村建设、历史文化保

护等各类资源，采取政府资金引导、社会资本

为主、村庄居民参与的模式，引导各类资金和

人才投入到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中来，积极探

索泾县乡村建设发展的新路子、新模式，推动

乡村全面振兴。

图①：桃花潭畔，一树桃花盛开。

刘军喜摄（人民视觉）

图②：泾县油布伞生产历史悠久，为宣城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图为泾县孤峰村中的手

艺人在制作油布伞。 王 茜摄（影像中国）

图③：泾县宣纸制作厂的工人们正在制

作宣纸。 闻安民摄（影像中国）

图④：查济村一角。

刘军喜摄（人民视觉）

图⑤：桃花潭风景区。

张 端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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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

万家酒店。”世间之大，何处不是车水马龙，哪里不是熙熙攘

攘，若是于万千繁华间收到如此一封手书，该当如何？——

千年前的李白见到汪伦的这封信，便欣然前往。

纵然事实是“桃花者，实为潭名；万家者，乃店主姓万”，

那又如何？李白流连于此地，“游桃花潭，饮万家酒，会汪豪

士，此亦快事。”于是乎，有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

我情”这一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更有了闻名遐迩的桃花潭。

桃花潭风景区，位于两座传统村落——安徽省宣城市泾

县桃花潭镇桃花潭村和龙潭村境内，距泾县县城 40公里，南

邻黄山、西接九华山，为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群山环抱中的青弋江，宛若一条玉带在峡谷中飘拂，桃

花潭位于其上游。以桃花潭水为界，古镇分为东西两岸，分

别为翟村和万村。自景区进入，便是东岸翟村。沿翟村老

街一路而行，在桃花潭东岸有座古色古香的二层阁楼，原建

于明末清初，并于清代乾隆年间重修，为后人纪念李白、汪

伦两人的深厚友谊所建造的“踏歌岸阁”。

春水碧于天。适逢春风桃李花开日，登上阁楼，凭栏远

眺，群山无处不飞红，潭中水光潋滟，碧波涵空，翠峦倒映，

令人沉醉。泛舟潭上，潭岸怪石耸立，古树青藤纷披，绿涛

如毡，桃花似水如霞，飞阁危楼隐约其中，犹如蓬莱仙境，又

似武陵人家。

行舟直至万村桃花潭西岸。桃花潭西岸古门楼为进入

万村的必经要道，始建于唐代，地势险要。漫步万村中，恍

若入画。举目有丹青、小桥人家，粉墙黛瓦，鸡鸣犬吠，炊烟

落日，如入桃源仙境。

古村文化生活丰富多彩，龙舟赛便是当地有名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桃花潭的龙舟赛除了具有独特的龙形外观外，还

有着气势雄壮的龙舟号子，具有极强的观赏性和感染力。

2023 年，桃花潭第十届龙舟赛事上共计 31 只龙舟劈波斩

浪，近 1200 名队员参赛，比赛规模为历年来最大。

桃花潭的美景、美酒让李白诗兴大发，在此共写下了

10 余首诗。继李白之后，历代许多文人墨客纷至沓来，留

有大量诗篇，让桃花潭更添了一抹文人气息。

目前，桃花潭旅游度假区以桃花潭景区为中心，以青弋

江为纽带，总投资 3 亿元，总面积 24.1 平方公里。桃花潭镇

现有景区游览、精品民宿、节庆赛事、研学写生、文化休闲、

康养基地等六大业态。镇内酒店民宿共计 300 余家，其中

精品民宿达 30 家。据统计，2023 年旅游度假区内接待游客

204.44 万人次，旅游收入 4 亿元。桃花潭镇桃花灼灼、落英

缤纷，用当地盛产的蜜桃、桑葚酿制而成的桃花酿、桑葚酒

清洌可口。留下无数传奇的桃花潭，如今更加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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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水碧于天

踏歌桃花潭
徐 靖 张 萍

安徽省宣城市泾县，因“泾水”得名，汉初置县，

迄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建城史，素有“江左名区”之

称，享有“秀甲江南”之誉。

泾县古村落具有明显的皖南村落特征，在选址

上或依山而建或傍水而居，聚族成村；在布局上大宅

小院错落有致，古桥曲径交错相通；在建筑上既受到

徽派建筑影响，也有北方建筑的宏伟气派，更融苏浙

园林的精巧布局。全县现有中国传统村落 32 个，安

徽省级传统村落 34 个。近年来，泾县坚持“把传统

村落改造好、保护好”的方针，着力推动传统村落集

中连片保护利用。2023 年，泾县被评选为传统村落

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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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传统村落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