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7月9日 / 星期二 / 责任编辑 / 李 群 / 金邦寅4
聚焦点

上泽村：宋朝古村落的“新美丽”
在寨寮溪风景区腹地，有一处上泽古村落，这里是浙江省现存为数不多的宋代古民

居群。村后靠山，群山高耸入云。村前的溪流叫上泽溪，弯曲连绵。
在翠竹古树的掩映下，我们在古村落里行走，环境十分幽静。岁月的冲刷下，昔日的

辉煌只剩下点点痕迹，在萋萋青草覆盖下，听闻逝去的那点点荣光。如今，这座有着近千
年历史的村落里又有了新美丽。

■记者 林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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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泽村概况
上泽村

◀

高楼镇高楼镇

走进千年古村落

有座南宋古祠孚泽庙

很多游客来摄影、写生

春夏之间的一个上午，记者一行来到高楼

镇上泽村。上泽村的大路两旁，开满了细碎的

野花，白鹭鸟在田野、小溪边自由飞翔，偶尔还

有几只色彩斑斓的野鸡，在小树丛中一闪即逝。

在上泽村村委会副主任曹隆初和村民曹

启昌的带领下，一行人走进上泽村古村落。

上泽古村落，地处寨寮溪风景区的腹地，

是浙江省现存为数不多的宋代古民居群。曹

隆初指着古村落里的一处建筑说，这座老房子

就是曹家第四房的老房子。记者在“曹四房”

老房子的围墙上，发现一个石刻石佛，石佛边

隐约可见“弘治十六年”的字样。明弘治十六

年即公元 1504 年。也就是说，这处老屋的建

造时间，至少也已经有500多年了。

曹隆初说：“我从小就居住在古村落里，小

时候经常在这里玩耍。围墙上的石刻石佛，我

们称之为‘水井佛’，其功能与‘泰山石敢当’差

不多。”

事实上，据上泽村里的《曹氏族谱》记载，南

宋绍兴四年（1134年），曹昌孙迁居至“三港嘉屿

壶山之麓”，也就是如今的高楼上泽古村落。

还 有 一 种 说 法 是 ，后 晋 天 福 七 年（942

年），曹家先祖三曹自福建赤岸迁入瑞安许峰

庄（现在马屿曹村一带），力谋经营，很快成为

“温郡世家大族”。

曹启昌说，村内流传梅花神鹿来此避难折

角之说，至今保留那只鹿角和石鹿雕像。记者

一行走近一处老建筑，据说，这里是曹家大房

的老房子，应是古村落里最早的建筑，地上镶

嵌着铜钿和瑞兽。

“这里是曹家大房的后院，地上嵌着的石

子，做成‘梅花鹿’的图案，这是经过盐水特殊

处理的，每当月圆之夜，就闪闪发光。”

据介绍，上泽古村落还留有木石建筑 120

座270间，总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

古村里街巷网络呈正方形，以丁字街道为

主。村中的街面用卵石铺成，呈弧形，有利于雨

水向两旁沟渠分流，虽然随着时间推移，如今变

得有些凹凸不平，但仍透出朴实中的精细。民

宅几乎是清一色的木屋黛瓦，并以蛮石围成独

立开放式的小院，院内竹木花草繁茂，展现了宗

法社会时期乡村村落亲密的人际关系。

古村落之东，即古村村口有座孚泽庙。从

村口进来，必须经过七星墩，曹家先祖将宗祠建

于此，后承赐“孚泽庙”额，俗称“曹三王祠堂”。

庙前有下马石，相传古时文武百官到此

要下马下轿，步行入内瞻仰。

现在的孚泽庙，是1964年缩建的，仍留有

石鼓、石阶、石件旗杆、丽新匾、四口莲花池、

孚泽庙匾额等，庙里保存有宋代的旧物。宗

祠为三进轩廊建筑，端庄秀丽，飞檐翘角，曲

线柔美。内有古戏台，其装饰华丽，木雕奇

巧，比例协调，极具典雅之美。

大厅有神龛，祭祀曹三王，庙南首条旧城

墙，东西走向，长300米，中间的卷硐城门是古

代要隘遗址。

南宋宝庆一年（1227年），宋理宗下诏敕封

曹霭等为王，敕赐曹氏宗祠额为“孚泽庙”。村

内还有按照五行八卦分布的“七星墩”，除此之

外，上泽村还有唐朝的兴福寺遗址等人文遗存。

秀美的环境，保存完整的古建筑，让上泽

古村落的名声逐渐走出山间。据上泽村党支

部书记曹启算介绍，节假日间，来此游玩的人

络绎不绝，有来摄影的，有开展艺术写生的，

还有户外采风的。

2008 年 5 月，瑞安市全国第三次文物普

查时，在上泽村兴福寺遗址周边地下曾发现

部分宋代石塔构件。2009 年，市文物普查队

又在兴福寺遗址的地下发现宋代石塔遗构，

计有 40 多件。初步考证为原兴福寺之石塔

——宋代堵波式石构“七佛”塔。

经初步调查和考证，兴福寺最迟初建于

南宋，经元、明、清各个时期，反映了当时浙南

佛教兴盛的历史。《瑞安县志》卷九宗教门载：

“在东村明代建二间尼三人田十余亩。”

“兴福寺发现了古物，引来众多的游客。”

曹启昌说。

此外，在2010年6月，浙师大美术学院艺术

写真基地正式落户寨寮溪风景区，该校师生多次

来到上泽古村落，开展艺术写生和户外采风活动。

曹启算说，上泽古村落历史建筑保存完

整，至今还保留着旧时的村容村貌，而且背山

临水，风景如画，喜欢摄影和画画的人就喜欢

这份“原始”味。

“我们希望将上泽打造成一个综合休闲度

假基地，开发林中古村落休闲度假区、农家乐游

乐区、栖水垂钓区、农家种植园块出租区等，让游

客一边欣赏古村落的独特景致，一边享受农家乐

趣，在幽静的环境中消磨时光。”曹隆初说。

“古村落本是村民的住所，随着近年来社

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村民陆续搬离，古村落便

很少有人打理。”曹启算希望有关单位及更多

市民关注古村落，让古村落早日焕发生机。

依托杨梅节发展观光游

高楼作为著名的杨梅之乡，自 2004 年以

来每年都举办杨梅节。上泽村目前有杨梅种

植基地 800 多亩，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各地客

商、游客来旅游、观光、采购。

据介绍，杨梅节这个盛典给上泽村带来

了独特的“杨梅经济现象”，杨梅节也已成为

推进杨梅产业发展、培育杨梅文化、带动农民

增收的有效载体。

曹隆初、曹启昌与记者一行来到了杨梅

观光园区。曹启昌说，“杨梅观光园区栽有黑

炭梅、东魁梅、东方明珠等品种。杨梅是上泽

村农民的主要收入之一，农户种植杨梅的年

收入平均有1万多元，效益好种植面积多的农

户年收入可达四五万元。”

杨梅观光园区采用先进的栽培技术、科

学的管理方法，且产地青山绿水、空气清新、

土壤肥沃、日照充足，成就了高楼杨梅的鲜嫩

欲滴、甘醇甜美的特点。

上泽村是开发度假休闲独一无二的好地

方。除了古村落之外，还可以开展杨梅休闲

采摘游活动。“近年来，每当杨梅采摘时间，我

们结合本地地方特色文化和自然景观，推出

多条杨梅采摘体验游线路，邀请游客去摘杨

梅、品杨梅。”曹启算介绍。

点评人：高楼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候

选人张士数

面对辉煌的历史，上泽村村民不骄

不馁，正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设和

谐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全面开展文

化、经济等工作建设。希望上泽村以“美

丽乡村”为契机，将该村建设得越来越好。

高楼上泽村地处寨寮溪风景区腹

地，距瑞安市区 40 公里，全村共有 317

户，总人口 1100 人，土地肥沃，气候温

和。境内多山区和丘陵，山清水秀，景

色优美，并拥有保存完整的浙南古民

居、古祠堂，村落景观完整，村民生活自

然原始。

上泽村村“两委”班子坚强有力、团

结一致，有设施较为完善的村党员活动

室，设有电教设施。村级组织统一协

调，村务管理民主规范，各项工作运转

有序。目前，村“两委”共同为建设好、

发展好“美丽乡村”而努力工作。

屡获荣誉
2010年，获得“市文明村”荣誉称号；

2012年，被温州市关注森林组织委员会评

为“温州市森林村庄”；2013年，被温州市

妇联评为“温州市示范儿童之家”。

上泽杨梅观光园

踏着脚下历经千百年风雨的青石

路，风吹过一陇陇翠竹留下的低鸣环绕

耳畔，入目是阅尽世间沧桑的青黛旧

居。从上泽古村落出来，回望那些依山

而建，错落有致的老屋，朦胧中透着质

朴宁静的美，宛若一幅年代久远，弥足

珍贵的水墨画。

上泽古村落，虽然没有国内其他古

民居那样的精巧奢华，却能把高楼山水

的清纯灵秀融为一体，加上杨梅节这样

独特的旅游特色，有一种自身的和谐、

宁静、潇洒和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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