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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城街道田桥村上田桥自然村，坐落着一幢30多年的老房子，寄托了张飞燕、张飞云、张飞窕姐妹三人的童年记忆。
如今，在三姐妹的共同努力下，这幢承载温暖记忆的老房子重新焕发生机，让她们过上了与四季相伴、岁月静好的向往生活。

5月16日，沿着村道一路前行，记者来到上田桥自然村的这处农家小院。刚下车就被小院外墙边的月季花吸引，门上
黑色的“老房子”三个字，与黄泥墙相得益彰，温馨而自然。

回村改造祖宅延续乡愁 修旧如旧保留温暖记忆

三姐妹齐心让老房子变成新的三姐妹齐心让老房子变成新的““老房子老房子””

三姐妹在老房子前合影

改造后的院子一角 二楼的榻榻米

三姐妹的老房改造之路并不一

帆风顺。改造一间废弃老屋，困难程

度要远高于新建。从拆瓦砸墙、砌砖

到水电、刷漆、栽种植物、打制家具，

以及将破旧的老家具搬走、改造窗

户、铺 地 板、用 干 花 相 框 装 饰 房 间

⋯⋯三姐妹都亲力亲为。对她们来

说，这不是苦活而是一种乐趣。

老房改造就是一种尘世的修炼，

而一切才刚刚开始。因为农村居所

的换代，传统的木作手艺渐渐消失，

只得从外地请来专业的工人。加固

地基扶正房柱，加高楼层增加采光。

光是这两道工序就耗时一个多月，经

济、时间成本比较大。

在改造过程中，张飞燕还没来得

及放松一下，又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

题：那就是找不到人清扫二楼堆积了

几十年的落叶尘土。她只能全副武

装亲自上阵，口罩戴了一层又一层，

鼻腔依旧吸足了灰尘。一轮轮清洁

结束后，眼睛常常酸涩难忍、泪流满

面。遇到的这些大小困难，就好似这

幢沧桑的老房子倔强地对抗革新者。

在不断地否定、重来之后，老房

子终于展露新颜。修旧如旧，不仅

是木式建筑与旧框架的存留，那些

印刻着岁月与记忆的旧家具也保留

了 下 来 。 二 楼 的 木 地 板 赤 脚 踩 上

去 ，依 旧 是 最 熟 悉 的 踏 实 温 暖 感 。

精挑的地毯，呼应庭院的石地板，似

乎将庭院延伸到了屋内。保存多年

的旧花瓶，随手插上一株植物，自是

禅意弥漫。

“老房改造过程中，收获了很多乡

土人情。隔壁邻居都来帮我们的忙，

房子里的电线都是村里人帮忙落实

的，特别感动。”张飞燕说。

修建后的老房子，为有些冷清寂

寥的村庄注入了不少生机。如今，周

围邻居时常会聚在一起在院子里喝

茶聊天。

改造过程最麻烦也最治愈

房子的主人张飞燕说：“小时候，在

农村生活，条件虽然没有现在好，但日

子过得非常热闹。我就是在这样的老

房子里度过了童年，所以改造后就用这

个名字命名。”

去年 12 月，张飞燕回了一趟上田

桥，面对爱人家常年闲置的祖宅，她的脑

海中浮现出一个打造诗意田园的想法。

“我们一起把这老房子翻修一下

吧？”在全家一起吃年夜饭时，张飞燕说

的这句话像石子投入湖面，在三姐妹心

中激起层层涟漪。

尽管三姐妹都在不同的地方工作，

但平时也会经常聚在一起。思量再三，

她们决定修旧如旧，将闲置的老房改造

一下。大姐张飞燕承担起组织施工的

重任。

张飞燕说，在三姐妹中自己最年

长，成家也较早，两个妹妹经常过来玩，

在这里拥有了很多儿时回忆。最重要

的是，房子构造非常有意思，大的框架

完全不用动，而且这里离城市不远，更

适合家庭聚会。

“在有记忆的地方重新改造，把那

种质朴、放松的生活方式复制出来、传

承下去。这种感觉是去任何地方旅行，

住各种酒店民宿都无法比拟的。”张飞

燕说。

姐妹情深
老房子拥有很多回忆

如今，不仅是张飞燕、张飞窕一

家 会 在 老 房 子 相 聚 ，在杭州定居的

二 妹 张 飞 云 一 有 空 闲 也 往 老 房 子

赶。周末，这里已经成了大家固定的

活动时间。

“有空与邻居们聊聊天，带着孩子

去看看稻田、走走菜地。大家都很喜

欢这里的生活状态。”张飞云说，“城市

里的房子再大、再豪华，都无法为他们

带来这样的体验。”

现在，张家三姐妹非常享受乡村

生活，常常和家人沿着碎石路跑步

或散步，也会一起去附近转转或者

呆在家里看看书。有时，他们还会

从附近的菜场买些鸡蛋和蔬菜回来

做饭。

“ 在 城 市 里 ，我 们 总 是 忙 于 工

作和各种应酬。每逢休息的日子，

也总想着跟朋友出去玩，留给家人

的时间很有限。在这里，我们和长

辈 、孩 子 有 了 更 加 完 整 的 相 处 时

间。”张飞燕介绍，这也是她们改造

老 房 子 的 初 心 。 因 为 上 一 辈 人 正

在 逐 渐 老 去 ，下 一 辈 人 却 正 在 成

长。“孩子们更乐于接受新事物，我

们 的 生 活 方 式 也 会 对 他 们 有 所 触

动 ，他 们 或 许 以 后也会跟我们一样

回到乡下生活。”

“我未来的计划是将自家厨房再

美化一下，弄成餐厅，让更多人了解老

房子的故事，为更多人带去美好的记

忆。”张飞燕如是说。

融媒记者 吕晓婷

这里已成为三家人的共享之居

推开木门，不到 30 平方米的院子

里种满了各色鲜花，远远望去，竹篱笆

围成精致庭院，白色房子在绿树掩映

下，更显得动人。房子的格局很简单，

一楼有三个房间，每个房间风格不同，

对应着窗外不同的景致。

“前段时间，我把‘老房子’的照

片发到朋友圈，有不少朋友说要过

来参观。一楼的三个房间还没有取

名，我们打算用姐妹三个的名字命

名为飞燕、飞云、飞窕。”张飞燕说，

“楼上、楼下不是彼此隔绝的，你在

二楼也能感受到家人的存在，可以

相互照应。”

记者注意到，二楼房间的后墙上

开了一道小窗，从里往外可以看到老

房附近的一棵树。这棵树是姐妹三

人的心灵寄托。“这棵树见证了我们

的成长。我还有个想法，等房子完全

装修好后，这里要弄些瑜伽垫。到

时，我们姐妹三个可以在这里进行运

动。”张飞燕说。

三姐妹都很迷恋老物件，在这个

小院，她们找到了旧茶桌、放粮食的谷

柜、蓑衣、暖水壶、梳妆台等，还有伯母

年轻时当医生留下来的接生箱。在她

们看来，每件旧物都有属于它自己的

故事。最有意思的是，她们保留了一

楼通往二楼的楼井。

“我们小时候都有类似的经历，喜

欢在家里狭小、隐秘的角落捉迷藏、

‘寻宝’，看看是否能翻出长辈保存已

久的宝贝来。”张飞燕说，“从楼梯通过

楼井可以通往二楼，所以就保留了下

来，希望能延续老宅的故事，也延续一

种诗意、一种回忆。”

三个房间用三姐妹的名字命名

一楼摆放着的老物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