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时光的长河中，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活态见证，承载着先人的智慧与记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古老的村落正逐渐焕发新的生机。

为保护和发展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对传统村落的投入和支持，让其重焕光彩。即日起，本报推出《探访古村落》栏目，记者将沿着青石

板路，穿过斑驳旧墙，带你探寻每一块砖瓦背后的故事，共同聆听时光的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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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闻有记者即将前来采访，村民

贾金钱在电话中热情地介绍：“我们村

有四件宝，分别是明代堂屋、贾氏宗

祠、文滔公祠及直头牌匾。它们承载

着村庄深厚的历史底蕴。这四件宝是

了解我们村历史的钥匙。”

抵达贾处自然村，首先跃入眼帘

的便是矗立于村口的标志性古建筑

——文滔公祠。它古朴庄重，透露着

神秘的气息。“这座新建的西溪家风

馆，是在原有文滔公祠的基础上改建

而成的，是了解我们村历史的起点。”

贾金钱说。

文滔公祠，由寨川第二十六代孙

贾正奎为纪念其父贾延湧的“文滔”字

号，于1919年冬季精心建造而成。宗

祠坐西北朝东南，采用全砖木结构，布

局巧妙，中轴线上依次分布着古戏台、

前后两进院落及两侧的天井。

宗祠内部装饰华丽，雕梁画栋，斗

拱与牛腿上精雕细琢着浮雕图案，戏

台顶部手绘着各种精美图案，工艺之

精湛，令人叹为观止。

中厅上方悬挂着“南渡名宗”的匾

额，两侧则装饰着“状元”“进士”“贡

元”“工部侍郎”“奉直大夫”“大理司

直”等荣誉牌匾，彰显着家族的辉煌。

后进中厅则专门设立廷佐公

的画像阁，供后人缅怀敬仰。

然而，这座公祠也曾历

经沧桑。1953 年，文滔公祠

收归国有，转型为柏岩供销

社。此后，由于多次变故和

管理不善，公祠遭受白蚁侵

害，一度陷入荒废的境地。

幸运的是，在贾氏家族后裔

贾文胜及全体村民的慷慨解

囊和共同努力下，经过精心

修缮，这座古老的宗祠得以

重焕生机，并被赋予了新的名字——

西溪家风馆。

贾金钱介绍，贾处自然村在长达

数百年的村史中，孕育了团结奋进、商

业繁荣与农业兴旺的热土，也培养了

村民深厚的家国情怀。正是这些深厚

的历史底蕴，激发了村民修缮宗祠的

决心和热情。他感慨地说：“修缮后的

西溪家风馆，起到了多重作用。一是

作为展示和保存历史文献及文化遗产

的宝贵场所；二是教育后代，帮助他们

追溯文化根源，培养对家族的认同感

和责任感；三是作为研学基地，供学生

和研究人员实地考察和学习，传承和

弘扬家族文化。”

修缮后的公祠变成西溪家风馆

贾处自然村历史遗存丰富，村中

的祠堂阁楼、祖屋民居，一砖一瓦、一

梁一柱，皆镌刻着古代文明的印记。

沿着两边的墙脚蜿蜒着长长的街巷，

两旁的民居，错落有致，闲坐在村口的

老者，面貌清瘦，悠闲自得。

记者继续深入村落，一个跨越明

清至民国时期的建筑群赫然入目——

贾氏宗祠、堂屋、大会堂、基督教堂等

各具风貌的古宅，错落有致地分布着。

贾氏宗祠始建于清代乾隆十年

（1745 年），后于道光年间进行扩建。

这座气势恢宏的建筑坐南朝北，采用

“回”字形院落布局，占地面积达 680

平方米。沿中轴线前行，依次可见台

门、正厅与后厅，东西两侧则分布着厢

房。正厅为五开间设计，通面宽 17.2

米，通进深 7.15 米，屋顶采用硬山顶

样式，古朴典雅。

贾氏宗祠内珍藏着一块南宋绍兴

十年（1140 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皇帝

敕封给贾廷佐的珍贵匾额，见证了家

族的荣耀与辉煌。

贾金钱介绍：“这座宗祠最初由村

内 18 户居民共同出资兴建，目前主要

用途是作为文物的存放地。”

位于贾氏宗祠南侧的堂屋，始建于

明朝嘉靖年间，原由三进院落构成，现

仅存中进的正厅，因而得名“三间厅”。

这座建筑占地面积120多平方米，正厅

采用三开间布局，以砖木结构为主体，配

以单檐硬山顶，是该村历史最悠久的建

筑之一。数百年来，它如同一位守护

神，默默守护着村民的安宁。

现场，记者看到后堂屋已濒临倒

塌。“这座堂屋承载着我们村民最古

老、最温馨的记忆，我们迫切希望它能

得到妥善的保护与修缮。”村民陈月央

满怀期待地说。

“三间厅”为村里最悠久的建筑之一

历史长歌升腾在古村的新图景

村里的老房

老四合院老四合院

从城区往西溪镇方向出发，经
过半个多小时车程，便到了毗邻磐
安、东阳交界处的寨口新村贾处自

然村。这是一个典型的山村，满目山林翠竹，
溪涧穿村而过，石板巷道，辙迹纵横；明清古
建，鳞次栉比；木雕石雕，栩栩如生⋯⋯这里
宛如一座无墙的古村落博物馆，让人仿佛穿
越回了历史的长河。

探究“四件宝”共赏古迹遗韵
贾处:一座无墙的古村落博物馆博物馆

文滔公祠文滔公祠

堂屋

贾氏宗祠

明清时期建筑

在文滔公祠的修建过程中，人文

情怀贯穿始终，将过去与现在紧密相

连。房子建于何时？曾住过何人？往

昔生活的模样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

如同拼图的碎片，一块一块地拼凑出

贾氏家族完整而丰富的人文画卷。

如今，西溪家风馆内的墙壁上，以

展示图的形式简洁而生动地勾勒出贾

氏家族的三次迁徙路线。从贾耽、贾

纬等代表性人物的辉煌事迹，到“一门

二相公”的显赫家世，彰显了贾氏家族

的荣耀与辉煌。同时，壁画概述了贾

处始迁祖德恩公的迁徙历程、家族的

演变、地理特色、古迹遗存等内容。这

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不仅丰富了贾氏

家族的文化内涵，更为大家打开了一

扇深入了解贾氏家族历史的窗口，提

供了独特而宝贵的视角。

除了贾氏家族的历史，西溪镇各

村独特的命名规律、主要人

物的传奇故事、趣闻轶事

等文化元素也有收录。

这些丰富多元的文化元素共同构成

了独特的人文画卷，让后人得以深入

了解先辈们的生活百态与精神世界。

“仅修复古建筑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的目标是活化整个村庄。”寨口

新村党支部副书记贾广平的话语中

充满对未来的憧憬与决心。他深知，

古村不仅是一堆建筑物的堆砌，更是

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有机体，

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与历史记忆。

谈及未来，贾金钱心怀愿景，期待

贾处自然村能在文化保护与古村发展

之间，踏出一条和谐共生的平衡之

路。“对古村落古建筑最好的保护方

式，就是活态传承、活化利用。古建筑

背后的传统文化才是其灵魂所在。讲

好一方水土的故事，才能让古建筑成

为地域文化的鲜明标识，成为年轻人

心中永恒的集体记忆。”贾金钱说。

融媒记者 吕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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