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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多，路比预计的更远。两天半的行程，往

返竟超过 1000公里——这里是地处武陵山区深

处的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也是渝、鄂、

湘、黔四省市接合部。若用一句话概括沿途所

见，实在是：地无三尺平、抬头巴掌天，九山一水一

分田。

作为重庆市面积最大、少数民族人口最多

的县，酉阳历史文化悠久、民族特色浓郁，加上

地理条件的天然阻隔，令许多古村寨得以完整

保留，一县之域如今坐拥 2 个国家级历史文化

名镇、41 个中国传统村落、35 个少数民族特色

村寨，还传承着 4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生于斯长于斯、此次与记者同行的重庆市作协

主席冉冉，形容家乡为“渝东南多民族文化繁衍

交融、生生不息的‘活化石’”。

认识到这笔“文化宝藏”所蕴含的巨大价

值，自 2022 年入选全国首批传统村落集中连片

保护利用示范县（市、区）名单以来，酉阳县委、

县政府坚持“保护为先、利用为基、传承为本”原

则，整合要素资源，围绕传统建筑修缮、基础设

施建设、公共服务提升、人居环境整治等实施了

28 类保护发展项目，让传统村落既各美其美又

美美与共，擦亮这一沓“亮丽名片”，为全县乡村

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提供重要助力。

山一程水一程，辗转乘渡船、跋涉国省道、

远眺新高速，记者深入采访酉阳传统村落的保

护、传承和利用，也勾连起这片古老地区的过

去、现在与未来。

酉水河镇·河湾村

水上人家，保护“活起来”

出县城，车行一个小时，才到酉水河镇。山

南水北谓之阳，酉阳因之得名的“母亲河”酉水

河，便在眼前。

两岸青山夹碧水，一江青绿被画舫式的动

力渡船搅出涟漪。“来，带你体验下啥子叫水上

人家！”酉阳县住建委副主任刘继明熟练地接过

“船把式”抛来的缆绳，牵引着熄火后的船缓缓

靠岸，以免船底与码头石阶磕碰，接着一跃登

船，又把记者拉上去。

“开车绕路，短途还不如走水道，河湾村家

家有渡船、人人拿‘驾照’”，船上，酉水河镇镇党

委书记戴超颇为自豪地介绍，全镇 7 个行政村，

就有 5 个获评中国传统村落，“当地有句俗语，

‘人住湾、鹤住滩’，酉水河流到这里向西

拐了个弯，河湾里不易发生水险，建

村 600 多年来没遭过灾，真是古

人的智慧！”

青 山 两 岸 走 、渡 船

画中游，凉风扑面、

好不惬意。顺

河 而 下 二

十 来 分 钟 ，

一 片 依 山 就 势 、

鳞次栉比的土家族吊

脚 楼 群 落 便 出 现 在 拐

弯处。

“保护为先，是我们的首要原

则”，上岸，刘继明带记者边走边聊。酉阳

县集中连片保护传统村落，因地制宜划分出了

酉水河流域示范带，河湾村便是示范带的样板。

访民居、看院坝，“两年来，我们集中开展了传统建

筑修缮、基础设施补齐、公共服务提升等工作”，刘

继明如数家珍，“就说传统建筑修缮，首先要摸清

底数、测绘建档，然后根据留存现状、使用情况分

类施策，按照祠堂、民居等不同功能明确保护方

向，采取抢险加固、重点修缮、提升性能等措施

……”

据酉阳县住建委统计：全县已有 31 个传统

村落通户道路实现硬化，修缮民居 306 栋、2.4
万平方米，新改建主次干道、村内道路 60 余公

里，配套给排水管网 6400 余米，安装公共照明

设施 3000 余盏。

偌大河湾村，即便走访一角，已嗅得到氤氲

其间的浓郁土家生活气息，历史风貌与原住村

民相得益彰——这里的传统建筑是活的。

步入彭氏祠堂，这里已辟为展馆，“土家源

流”“山川地理”“宴飨四方”“歌舞之乡”等大量

文献实物，都是 78 岁的酉水河镇中学退休老校

长彭开福不辞辛劳整理收集的，“家乡山好水

好 ，我 发 挥 点 余 热 算 啥

子，说出来你不信，我一辈子

没咋生过病！”

可不。登上当地配套修建的观光

步道，山林清香沁人心脾，不时偶遇硕大的

松鼠。村民白友谊，一副好嗓子，从务农转行做

“伴游”，“几时吹得木叶叫，只用木叶不用媒”，

“木叶情歌”等土家民歌嘹亮回响在山间。

“去年河湾村旅游人次近 30 万，村民人均

增 收 近 千 元 ”，戴 超 笑 了 —— 这 不 就 是 新 业

态嘛！

告 别 河 湾 村 ，白 友 谊 在 码 头 上 递 给 记 者

手工制作的土家火种包“柚子龟”，“销路可好

呢，下次初一、十五再来，带你见识水上集市

的盛况！”

麻旺镇·光明村

路轨通衢，利用“火起来”

张海华总忘不了，10 多年前返乡时，从酉

阳火车站到麻旺镇光明村的 10 公里路，开车走

了 1 个小时。“全是烂泥坑，方向盘震得都不听

使唤。”

张海华生在这座有着 400 多年历史的古村

寨，大学毕业后曾就职于北京知名企业，后来回

乡创业。“利用国家级传统村落改造资金，对所

有房屋主体和院坝进行修复，进而引导乡亲们

改造出 80 个房间 120 个床位，通过公司化运作

打造民宿和销售农产品”，视野开阔、性格活泼

的她作为酉阳青创公司董事长，把研学、观光农

业、后备箱经济搞得有声有色——“如今路好

了，到火车站只要 8 分钟，高铁都通了！”

在张海华的示范带动下，村里有 30 多名年

轻人瞄准商机、返乡

创业。就连上了年纪的

孃孃们，也成批去重庆主城

接受服务培训，回来大开眼界：“重庆的楼好高

哟，抬头看又怕帽子掉下来”“起床把酒店的被

子踢了，中午又变回原样噻”……

酉阳是个好地方，长寿老人还真多，光明村

的陶未知大娘 101 岁了，能吃能喝身体好，也成

了游客眼中的“网红”。

“对酉阳来说，搞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有相

当强的比较优势。这不仅是一项工作，更是乡

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的重要着力点，是全县长

远的核心竞争力之一”，酉阳县委书记祁美文对

记者表示。

这不，酉阳成立了县委书记、县长任组长，

18 个县级部门领导及镇街负责人为成员的传

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领导小组，

构建起“县级抓总、部门主导、镇街实施、村级细

化”四级联动工作机制，纳入县委、县政府重要

议事日程，主要领导多次实地调研，现场解决堵

点难点。

尤其对于传统村落如何可持续发展，酉阳

突出“利用为基”，充分衔接当地正在推广的“乡

村职业经理人”创新机制，深化传统村落产权改

革，通过“村企合作”“村银合作”等模式盘活资

源，培育休闲度假、特色农业等文旅农旅融合产

业，让老房子变身“黄金屋”，切实提升传统村落

可持续发展能力……截至目前，酉阳传统村落

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已完成投资近 2 亿元，花田

乡何家岩村推出“云稻米认养计划”将 100 亩古

梯田搬上云端助力村集体增收，木叶乡大板营

村 建 设 高 山 生 态 标 准 化 茶 园 已 实 现 年 销 售

2000 余万元。

龚滩镇·小银村

高速飞架，传承“走出去”

一路向西，又是另一番风貌：群山高耸、峻

岭深峡，沿着国道省道盘行，常与一条阿蓬江不

期而遇，直至其汇入乌江处，龚滩镇小银村便

到了。

保护早、开发好，信步石板街上，与一家家

茶室、咖啡厅比邻的，是土家织锦、木雕、编织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独特的土家织锦“四

十八勾”技艺，绣出的“椅子花”“扎土盖”令游客

们耳目一新，而 80 后、90 后土家绣娘正在成为

非遗传承的主力。

据统计，酉阳县已有 51 人获评国家级、市

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发各类非遗文创产品

200 余种，深受市场欢迎。

边看边聊，听龚滩镇党委书记何波讲，龚滩

原名龚湍，因古时候山石滑坡造成水险难行，反

而形成了卸货换船的重要转运码头。后来国道

修通，航运乃废，一旁江水不复百舸争流却成为

旅游画廊。他指向不远处，只见去年底刚合龙

的阿蓬江大桥凌空矗立，平均桥隧比占八成的

渝湘高速复线正加快建设，“桥尾就设了个高速

出口，将来从重庆主城到咱这里的时间会

大大缩短！”

路的意义，在酉阳变得更大，

内涵也更丰富。

就在 5月中旬的好时

节，冉冉陪着《民族文

学》创作班的 60多位

学者作家走进龚滩，以

诗篇为媒介，激活文化基

因，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来自

四川的罗开莲是这批“文化使者”

中最年长的写作者，她被这里个性化

的文创产品所吸引：“设计新颖，匠心独运，

是充满温度和记忆的传承。”

搭上数字的快车道，走出去的步伐愈发提

速。去年底，中国一乡一品（酉阳）乡村振兴先

行示范区启动建设，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的企

业投资考察团深入酉阳，将重点围绕数字经济

赋能、文旅智慧平台等未来产业，打造具有全国

辨识度的酉阳传统村落传承发展样板，真正留

得住乡亲、记得住乡愁……

一路回味，告别酉阳。看着车窗外的山重

水复，心头豁然开朗：山中求路，不也是渝东南

乃至武陵山区发展赓续的母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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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峰

在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河湾村，我们遇

到了土家族传统建造艺术博物馆负责人单一。7 年

前，他把重庆主城的生意交给爱人打理，只身到这武

陵山区深处，一心只想把“梦里河湾——土家族传统

建造艺术博物馆”搞成，“目前看来，10年内能完工！”

这个“疯狂之举”，源自单一的乡愁。“我出生于

土家族村寨，在吊脚楼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后来

随父母到重庆上学，多年后回乡，城市化进程已让他

再难拾起儿时的记忆。偶然的机会，“听朋友说起酉

阳县的古村寨保存得很好，我开了 9 个小时车，才到

达河湾村”，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寻根之旅”，“除了当

地历史风貌带来的震撼，我也了解到擅长吊脚楼建

造手艺的老师傅越来越少，必须抢救性保护。”

单一萌生了大胆的想法：请来酉阳及周边地区

的老师傅们，在河湾村盖一座土家族传统建造艺术

博物馆，既留下涵盖民居、书院等各类场景的建筑实

物，也记录下建造过程的影像资料，“让传统技艺永

久留存。”

人地两生，单一却说干就干，在他的感召下，十

几位老师傅牵头参与进来。76 岁的白开贵，有 60 年

的木匠手艺，曾是十里八乡最受人尊敬的掌墨师傅，

然而随着吊脚楼建造的一度式微，他甚至转行干过

赤脚医生。“岁数大了，手上没得劲，劈根老料 300 多

斧，干会儿就得歇会儿，比不上徒弟喽”，白师傅带来

的徒弟们，也已四五十岁上下，所以他格外理解单

一，“这把年纪喽，手艺又带不走，多架一根是一根！”

砍、刨、锯、凿、穿尖斗榫、砌石搅沙、和浆勾缝、

雕刻填心、走马转角、封檐垛脊……建筑面积已近

3000 平 方 米 ，建 成 传 统 建 筑 10 余 种 ，使 用 木 材 近

4000 立方米、石材上万立方米，渐趋成型的博物馆，

汇聚了土家族木石结构吊脚楼建造的大量经典传统

技艺，还拍摄下了 6000 多个珍贵视频，先后获评酉

阳县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非遗工坊、土家吊脚楼

传统工艺振兴示范基地，得到了来访国内外建筑专

家的好评与赞叹。

7 年坚持，且不说投入不菲，“这是个苦活累活，

我不在这里盯着不行”，单一找河湾村村民租了个屋

子，长年生活在这片水上人家。为了方便运送木石

原料、接待来访客人，他甚至还考下了货运船、客运

船和快艇的三本驾照，成了熟练的“船把式”。家人

从最初的反对，也逐渐理解了他的坚持，如单一所

说，“除了追求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富足，人总要为社

会做点啥子。”

转变的还有当地群众。在过去，河湾村村民“十

个有九个觉得他傻”；现如今，慕名而来的土家吊脚楼

建筑文化研学团队一年就超过 4000 人次，村民们沾

了单一的光，住宿、餐饮忙得不亦乐乎，也悟出了更多

的理儿——以前哪，经济发展和传统文化，各是各；现

在呀，却像糍粑与红糖，不分家。

95 后的重庆小伙胡丽川，新西兰留学，香港上

班。听朋友聊起单一的故事，回重庆时到河湾村逛了

逛，“一直生活在城市，就想看看传统村落是啥样。”这

一来可好，小胡选择留下和单一一起干，不走了！

德不孤、必有邻，单一不再单一。已过知天命之

年，身材精壮，颇显年轻，只是头发比 7年前初到河湾

村时花白了不少，学会了木匠，开得一手好船，忙里偷

闲自己种些土豆，见人话不多，有点像当地村民，状态

很平和——找到心灵归宿的人，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只是呀，一聊起吊脚楼，单一又滔滔不绝起来。

建一座展馆

存护好传统技艺
姜 峰 陈 杰

■走进传统村落走进传统村落R

图①：位于酉水河河湾的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河湾村。 冉 川摄（影像中国）

图②：重庆酉阳龚滩镇江面扁舟。

段成军摄（影像中国）

图③：村民在酉阳苗绣非遗工坊绣制产品。

游力克摄（影像中国）

图④：龚滩镇小银村，吊脚楼群依山就势。

图⑤：龚滩镇小银村一角。

图⑥：重庆酉阳何家岩村梯田。

陈碧生摄（影像中国）

图⑦：渐趋成型的土家族传统建造艺术博物馆。

鞠芝勤摄（人民视觉）

图⑧：单一（右）与老师傅在河湾村土家族传统

建造艺术博物馆里工作。

图④⑤⑧均为本报记者姜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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