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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历经风雨沉浮

吉安古称庐陵，钓源古村因历史

上交通便利、物阜民丰，鼎盛时期被称

为庐陵“小南京”。从高处俯瞰，古村

规划根据地势高低顺势而为，以八卦

布局，疏密有致、移步换景。村内有

150栋明清赣派建筑，道路整洁、流水

清澈，青砖黛瓦被2.6万余棵古樟树环

绕。

“以前村里的垃圾随便乱扔，有的

就丢在池塘边，水也被污染了。路都

是泥巴路，房子都是瓦房，很多人搬入

新房子后，有些老房子就糟蹋喽。”欧

阳文忠祖祖辈辈都生长在钓源古村，

对村里的变化十分感慨，“现在老房子

全都修缮过，路平平整整，池塘里的水

清得见底，还有鱼嘞！”

古村一度人烟稀少，如今人气旺

盛、生意兴隆。目前，钓源有茶馆、咖

啡店、香堂等50余种业态，150多套民

宿能够容纳300人。2024年游客量

59.14万人次，营收1800万元。吉州

区文广旅局副局长袁玉琼说，今年一

季度，古村景区主营业务收入722万

元，同比增长41.2%。

钓源的保护之路是一条跌宕起伏

的曲线——

早在20多年前，当地政府就已开

始进行古村保护，严格控制建设，村内

没有新建一处民房，村落形态由此得

以完整保存。2010年获评中国历史

文化名村，2012年被列入第一批中国

传统村落，2015年获评国家4A级景

区……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年轻

人外出打工谋生，村民陆续迁出。至

2019年，钓源仅剩20余间房屋有人居

住，且多为留守老人。古建筑被用作

农具仓库，墙体开裂、屋顶漏雨。在此

情形下，钓源屡屡被警告撤销4A级景

区资质。

与多数传统村落一样，为避免大

规模拆旧建新造成破坏，钓源当年采

取的是“冻结式”保护模式，维护资金

单纯依靠政府拨款。虽然每年投入数

百万元，但陷入老房子“修了倒、倒了

修”的低效循环。

与此同时，随着年轻人不断外出

打工谋生，村庄日益“空心化”，传统技

艺、民俗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

失传，古村逐渐失去了记忆与活力。

从濒危到重生：

一座千年古村的破局之路

“五一”期间，一条短

视频被网民频频转发：夜

幕降临，一座古老的村庄

流光溢彩。沿着波光粼

粼的水塘，数十米长的餐

桌一字排开，景泰蓝铜炉

热气氤氲。这场大型火

锅宴开席的同时，池塘中

央的平台上演青春民谣，

天空中烟花绚丽绽放

……

这是位于江西省吉

安市吉州区兴桥镇的钓

源古村。这座拥有上千

年历史的古村始建于唐

末，是北宋著名文学家、

政治家欧阳修的后裔和

同宗聚集地，曾走出过9

位进士、32位举人，被誉

为一部浓缩的古庐陵文

化史。

仅仅几年前，钓源还

深陷困境——由于人口

流失、房屋破败，这座千

年古村几乎濒临消失。

如今，它是不少旅游博主

口中“惊艳的宝藏古村

落”，被国内多个高端论

坛、大型活动选为举办

地。古村振兴的“焕新方

法论”，也被收录进中欧

国际工商学院、哈佛大学

等机构的案例库。

追溯钓源蝶变的故

事，需要把视线拉长至

20多年前。它经历了中

国乡村在城镇化浪潮下

最具典型性的“空心化”

危机，遭遇了古村保护常

见的波折：单纯依靠政府

财政拨款的“输血式”维

护难以为继、“冻结式”保

护未能挽救人去楼空的

衰败、不成功的商业开发

在短暂热闹后留下“一地

鸡毛”……

虽然政府的保护力

度逐年加大，但我国每年

仍有不少自然村在消失，

其中不乏具有重要文化

价值的古村落。钓源是

如何摆脱困境的？它的

失落、迷茫与重生能给大

量亟待保护的古村落带

来哪些启示？

塑造新时代的“传统村落”

当古村风貌得到修缮恢复、市场运营驶

入良性轨道，如何避免一些地方乡村文旅

“速红速衰”的通病，实现长久繁荣，是钓源

下一步令人关注的议题。

有专家认为，迎合游客对新奇追求的

“爆火”是非自然、刺激性的亢奋，热闹一阵

后，随着年轻人兴趣点的转移，剩下的只有

一片狼藉。创新要“心中有根”。

与此同时，对古村落的保护也必须保持

开放、包容的创新思维。复旦大学国土与文

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杜晓帆教授认为：“变

化是必然的，我们要警惕的是一些旅游开发

模式和消极的观念，比如希望停止甚至是冻

结遗产、村落和景观变化，让村民永远生活

在‘过去’。”

他说，最好的活态保护或活化利用，不

仅仅是寄托一种怀旧情绪或将之转化为商

品进行消费，而是让遗产回归村民的日常生

活实践中，激发社区的文化创造力，塑造新

时代的“传统村落”。应以精细化政策和制

度设计，引导农二代、农三代等参与文化遗

产保护。

钓源的“蝴蝶返乡”计划令人瞩目。其

宗旨是形成“原住民+新村民”共治模式，定

期举办研讨交流会等学习活动，大力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和乡土人才。景区内大小商店、

手工作坊均注重将创业青年、本土乡贤、非

遗传人引流回村创业。元宵祭祖、舞龙表

演、国际象棋赛事等活动赋予古村持续生命

力，吸引专业人士和新农人聚集。

钓源引发很多到访者感慨：城市或许并

非现代人的终极目的地，不断更新的乡村，

除了作为情怀的载体，也有可能成为理想的

多元生活选项。

十里芳菲董事长张蓓说：“我做钓源项

目，初意非常朴素。我是一个喜欢乡村生活

的城里人，很想过归田园居的生活，想生活在

一个鸡犬相闻、有好食材、有好邻居的村子。

我们这一群人把自己定义为钓源的新村民，

愿意与本地村民一起建设美好乡村。”

农事节气、田野风光、耕读传家的祖训、

邻里守望的民俗……这些中华文化的鲜明标

识散布在广大乡村。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加强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

尹冬苟说：“我理想中的钓源，未来应该

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多元丰富的新型古村

落，让老村民与新村民共同在这个‘可以让

身体停下来等一等灵魂’的地方拥有美好生

活。”（据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新华视
点”记者刘江、李兴文、余贤红）

围绕难点、痛点开展修复与改造

新的转折发生在2021年。吉州区政府与有

古村修缮保护开发利用经验的十里芳菲文旅集

团开展合作，探索出一条“政府主导+市场运作+

村民参与”的保护与开发之路。

经过短短几年，钓源焕新重生。改造工程

的成功，关键是围绕古村落保护普遍存在的难

点、痛点展开：

——避免“千村一面”，注重保持古建筑和
乡村风貌鲜明特色。

十里芳菲团队秉持对古建筑“修旧如故”

“最小干预”原则，精细修复。工程人员使用传

统青砖、草木灰填缝工艺，手工清理废墟里的原

有建筑材料，最大限度保留建筑原始风貌。比

如，在修复已经坍塌的纶祖祠过程中，拣出老砖

重新砌筑，还原其古朴风貌。

——弥补城乡发展差距，集中治理乡村环
境杂乱差。

城里人去乡村旅游，吐槽最多的是垃圾、厕

所、蚊虫以及住宿不舒适等问题。通过系统、科

学地建设改造，当下的钓源成为没有蚊虫、生态

优美的现代化村庄。

此外，老房子改建的民宿内部植入地暖、智

能家居等现代设施，为游客打造“房屋外观越千

年，内部功能超五星”的居住体验。

——打破村民对古村保护冷眼旁观甚至抵
触的心态，促使他们成为受益者、参与者。

钓源村村民易爱华说：“以前村里搞旅游，

政府每年给400块钱，有游客参观就要我们开一

下门。我有点不愿意，因为我们还要忙着种田、

收地。”

2021年，当地政府将全村150栋古宅集中

收储，进行租赁流转，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

股金、农民变股东”带动村民增加收入。成立村

企合作社，让村民通过租金、股金、薪金“三金”

共享发展红利。古宅村民由此户均年增收4万

元，村集体经济年增加30万元以上。

另外，创造就业、创业空间，目前有80余名

村民在景区就业，返乡青年创办非遗工坊、民

宿，形成“家门口经济圈”。如今的钓源游客不

断，节假日民宿一房难求。

——打破对政府“输血”依赖，通过市场打
造乡村自我“造血”能力。

经过对产业链的培育，带动周边农副产品

销售超2000万元，彩稻糍粑、冬酒等成为爆款

旅游商品。村里还布局了樱花长廊、四季花境

等32个打卡点；落地陶艺工坊、香樟精油作坊等

50余个业态，形成“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

举办花朝节、乡村振兴交流会等活动，联动高校

打造“诗教润乡土”项目，将欧阳修文化融入景

观设计与研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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