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传

统村落沿水系孕育，主要集中在酉水河、梅

江河等 5 个流域，秀山民歌、酉水船工号子

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运而生。

近年来，秀山已有 25 个村落入选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并于 2022 年入选第一批传

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市、区）

名单。秉持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秀山将

县域内的传统村落划分为北部文化旅游发

展区、中部城乡融合发展区、南部生态民俗

发展区，实现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并充分挖

掘各村落传统文化、民俗技艺，形成“一村

一特色，村村各不同”的发展态势。

——编 者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位于重庆市东南

部，镶嵌于武陵山脉之中，东临湖南省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的龙山县、保靖县、花垣县，西南

连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北接重庆市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吹来黔地雨，卷入楚

天云”，当地广为流传的这句诗生动地描绘了秀

山独特地理位置。

文旅产业集聚

碧水深处 古韵悠长

坐船从秀山县大溪乡轮船码头出发，沿酉

水河逆流向上，约莫 10 分钟，便来到前进村。

村名时代感满满，村居却是古意十足。碧水深

处，在前进村半坡村民小组，共有清代以来的土

家族传统木质吊脚楼 48 座，这里是秀山县保存

最为完好的土家族吊脚楼群落。

土家族吊脚楼一般为横排四扇三间，三柱六

骑或五柱六骑，其建筑形态一直沿用至今。与平

地而起的座子楼不同，吊脚楼更能适应临河地

形，房屋主体部分高悬地面，既通风干燥，又能防

虫兽，即使遇河水水位上涨也不影响居住。

村民白玉华的家临水约 10 米，两层高的房

屋呈“L”形矗立，这座近百年历史的传统吊脚楼

如今重新涂上了清漆，薄雾中透着清亮的光泽。

2019年，前进村被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

名录。围绕“融合发展”，一场针对全村所有传统

吊脚楼的修复工程正式启动。从加固房屋结构，

再到抛光木材，针对部分临水楼房，为防潮防虫，

房屋外立面还涂上清漆，全村焕然一新。加上农

文旅融合发展，前进村逐渐恢复往日的生气。

“每年夏天来我们村钓鱼避暑的游客很多，

如今房屋修缮一新，不少村民开办民宿。我把

我家二楼空余的房间利用起来作接待，游客除

了体验渔家文化，还能体验村里的社饭，大饱口

福。”白玉华所说的社饭，是把大米、糯米煮熟，

并拌以腊肉、蒿菜、野葱等辅料，吃起来香软可

口、独具风味。

依托酉水河沿线的好山好水，大溪湿地公

园和酉水河石堤风景名胜区赋予秀山传统村落

北部文化旅游发展区丰富的文旅资源，前进村、

水坝村、丰联村等传统村落连点成面，形成大溪

酉水生态涵养集聚组团；依托川河盖以及洪安

边城两个 4A 级景区，串联柏香村、猛董村、新农

村等传统村落，形成以传统村落为主的秀山文

旅产业集聚组团。

2023 年，秀山共接待海内外游客 2562 万人

次，实现综合旅游收入 159亿元，文旅产业实现高

质量发展。以景区为基础，秀山持续推出“赏灯秀

山一日游”“踏歌武陵休闲游”“盖揽川河度假游”

“寻梦边城一日游”4条精品旅游线路，依托西部旅

游产业博览会、武陵文旅峰会等大型活动，开展文

旅推介，秀山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得到大幅提升。

城乡融合发展

乡间田埂 活力涌动

“黄杨扁担软溜溜，挑担白米下柳州……”

秀山溪口镇黄杨扁担村刘玉谷家的堂屋内，村

里邻居前来做客，一曲《黄杨扁担》引得众人合

唱，边唱边摆龙门阵。

“秀山民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

秀山，人人都会唱《黄杨扁担》，这首歌的发源地

就在我们黄杨扁担村。”84 岁的严明富嗓子依

然清亮，他是今天的领唱人，在他的歌声里，一

群人静静听着他讲起《黄杨扁担》的故事。

黄杨木产自渝东南地区，结实又有韧性，最

适宜做成扁担挑载重物。在秀山乡间的田埂或

山道上，时常能够碰见一些用黄杨扁担挑着稻

秧、白米的山民，沉重的担子经由黄杨扁担挑起

来，一上一下地晃悠，颇具韵律感。彼时村里热

爱唱歌的花灯掌调人严思和与几位民间艺人从

秀山百姓的生活中，共同创作出这首著名的《黄

杨扁担》。上世纪 50 年代，有歌舞团在秀山走

访了上百位花灯老艺人，才寻得这曲《黄杨扁

担》，随后由歌唱家朱宝勇传唱全国。如今，严

明富在村里组建起了歌舞表演队，约莫 20 号

人。每逢重大节日，县里总有人邀请黄杨扁担

村的表演队进城表演。

不光是有丰富的精神生活，黄杨扁担村的

产业发展也没有落下。近年来，秀山县大力发

展中药材产业，全县已种植中药材 38 万亩。黄

杨扁担村从 2017 年开始，就鼓励村民大力发展

中药材黄柏种植产业，目前全村共种植 1400 余

亩黄柏树，共有 200 余户农户参与。

村民杨再军在外务工多年，2017 年，听说

村里在发展产业，免费提供种苗及前 3 年的肥

料，他便辞职返乡创业，共种植黄柏 100 余亩。

“虽然今年行情好，但我还是舍不得卖咧。”

杨再军看得长远，“刚从树上采剥的黄柏皮，1
斤就能够卖到 15 至 16 元，黄柏的生长周期在 5
至 10 年，5 年左右的黄柏小树连同根皮，大约只

有 10 斤鲜皮。而 8 年以上的黄柏树，鲜皮亩产

量在 20 斤左右，收益会更多。”

除了黄柏外，2024 年初，黄杨扁担村还发

展了 400 余亩油茶产业，当地村民不仅可以出

租土地获得租金，还可以务工增加收入。同时，

油茶产业初见效益后，还将按照 3%的分红作为

村集体资金。

文化引领，产业推动，秀山各村落的村容村

貌和村民的精神状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石堤镇高桥村是秀山水果产业发展的重要阵

地，年产各种水果 1 万吨，产值 1700 万元以上。

为 提 高 产 业 附 加 值 ，延 长 产 业 链 ，高 桥 村 于

2020 年开工投建柑橘仓储加工基地，建设柑橘

选果厂房和柑橘分选生产线，配套建立仓储冷

藏库、无菌果汁生产加工车间，通过农业产业化

发展，不断增强当地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一曲《黄杨扁担》寄托着秀山百姓浓浓的乡

情，也传唱出秀山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望。通

过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道路越迈越宽，村民

们发展的劲头更足了，乡间田埂重新涌现活力，

秀山民歌更加嘹亮动人。

生态民俗赋能

山水相遇 古朴时光

秀 山 县 龙 凤 坝 镇 大 寨 村 ，建 村 距 今 已 有

600 多年，住着 200 多户人家，是目前秀山土家

族传统民居保存最为完好的传统村落之一。

村子向北面朝鸡公岭山，山体形如雄鸡引

吭高歌。清泉从寨子中央泻落而下，一条名唤

“大寨水”的溪流贯穿全村。梯田依山而建，田

埂顺着山势，画出自然等高线。传统土家族民居

错落分布山间，有别于河边的吊脚楼结构，大寨

村的土家族传统建筑多为“一”字形三开间的座

子屋，一幢幢纯木建造的房屋直接坐落在平地

上，巧借地势，互为依存。

沿石板路拾级而上，于半山腰处穿过一道

“龙门”，便是村民杨光和的家。在当地，“龙门”

是进入一户人家院子的入户门，和房屋一样纯

木打造，古朴又高大。杨光和家的祖宅至今已

有 300 多年历史，是村里现存年代最久的房子

之一。“土家人建房子，结构精巧，多采用穿斗式

木架构，特点是柱子较细较密，沿开间进深方向

每列柱子与柱子之间用枋木串接，连成一个整

体，不仅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承重能力，同时颇

为美观。”秀山县住建委村镇科科长颜学勇说。

群山环抱，仿佛隔绝了喧嚣与时光，大寨村

古老的建筑群落，历经风雨沧桑，依然屹立不

倒。这不仅是因为老一辈的人们在建筑布局上

顺应地势，避免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更是充分

考虑到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成果。

山与水的相遇，也发展出瑰丽的民俗文化。

大寨村至今仍完好保留着摆手舞、土家织锦、花

灯等土家族民间文化艺术。近年来，大寨村整合

村内非遗资源建成非遗工坊，举办多期土家织锦

培训班，累计培养 80余名织娘。村民杨继梅通过

一个月的培训学习，现在每个月有 2000多元的收

入，“我的动作还算不上快，有些手脚麻利的织娘

月收入能达到 3000元以上。”杨继梅说。

近年来，秀山县整合资金 1.8 亿余元，对全

县入选的 25 个中国传统村落实施了“一村一规

划一改造”的策略，开发出乡村旅游精品路线 6
条。这些举措不仅为当地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

业机会，带动村民农户增收，同时有效地保护了

传统村落的文化遗产，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如今，秀山县25个传统村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设施已全面完善，路、水、电、信等基础设施覆盖率

100%，卫生厕所普及率 97%，完成农村生活垃圾收

运处置体系建设。人居环境、村容村貌大幅提升，产

业兴旺、生活富足，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满。

图①：俯瞰龙凤坝镇大寨村。

图②：孩童们坐在龙凤坝镇大寨村的古民

居前。

图③：大溪乡前进村的临水风光。

图④：在龙凤坝镇大寨村，村民正制作土家

织锦。

图⑤：土家族传统民居结构示意图。

张丹峰绘

图⑥：在溪口镇黄杨扁担村，村民们演唱秀

山民歌《黄杨扁担》。

图①②③④⑥均为沈靖然、胡程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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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东南地区许多古道均靠山涉水，山地自

然 的 沟 谷 起 伏 使 谷 底 形 成 大 大 小 小 的 汇 水

区。所以，小小的石桥，甚至一根倒下的树干，

都能在跨越溪涧后成为行路的要道，满足日常

连通的需要。

据《秀山县志》记载，县域内有古桥 84 座，

其中位于古道上的就有 76 座。古桥分石桥和

木桥两大类，石桥大多数为单孔桥；木桥中，除

了风雨桥，还有以活动木板连接在固定石墩上

的踏板桥。古桥中最优美而充满韵致的，当属

风雨桥。风雨桥也称作“凉亭桥”，或作“凉厅

桥”。桥面上建有可避雨的长廊，长廊局部可

以升高，形似小亭。

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现有两座规

模较大、保存相对完好的风雨桥：一座是清溪场

镇的客寨桥，始建于元代，现有的重檐式桥廊建

于清代光绪年间；一座是溪口镇的天生桥，始建

于清代光绪年间。这两座桥都是简支梁式木结

构廊桥，廊屋均为重檐，两端建有封火山墙。

风雨桥是民居与公共建筑的空间、结构的

融合传承。渝东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传统民居和

公共建筑在空间形制上差异较大，但是在建造上

有明显的地域共性。透过客寨桥和天生桥这两

座风雨桥的廊屋，能看到廊桥在传统民居穿斗木

结构类型上的变通。渝东南典型的土家族穿斗

民居，常见的是“三柱四骑”“五柱六骑”等方式。

“骑”指的是“骑童柱”——这是一种骑在穿枋上

的短柱。作为公共建筑，秀山风雨廊桥穿斗构架

与民居有所不同，其一是中柱变成了骑柱，利于

通行；其二，和民居常见的骑柱间隔方式不同，为

了扩大通行空间，将靠内的两柱向外移出一步，

形成了中间约 2.7米的无柱空间。

如果是建造于山野之间的风雨廊桥，就没

有设置封火山墙的必要了。如秀山兰桥乡岩屯

村的錾字桥，始建于清代康熙年间，桥长仅 11.7
米，为单孔木结构平桥，跨越小小的溪沟。有趣

的是，外侧檐柱在边缘参照两柱间距比内柱多

出一根，形成八字桥门，还在桥廊边缘形成转向

的小坡檐，类似于民居吊脚楼“丝檐”的做法。

开放的桥廊四周山野环绕，使得这座只有 5 间

廊屋的风雨桥，更像是一个休憩的凉亭。

古老的风雨廊桥，不仅仅记录着传统农耕

环境里建造技艺的融合与变通，还有生产生活

中的片刻休憩，以及邂逅风雨时的一份从容。

近年来，秀山县在对古桥修缮方面累计投入

200 余万元，对桥台裂缝、伸缩缝、立柱开裂等

进行修复；对瓦面檀条、潮腐横梁、桥面石板破

损、梯步等进行了更换。古老的风雨桥在新的

时代气息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作者为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沈

靖然、肖景予采访整理）

图⑦：龙凤坝镇的风雨廊桥。

沈靖然 胡 程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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