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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林村顺着溪水还可以再往里走，是

飞云江重要支流三十三溪的源头。在这条支

流之中，逐级镶嵌着大洋潭、姑娘潭、神龟潭、

谷皮潭、酒缸潭等10多个绿幽幽的深潭，其

中 7 个个体较大而且很有个性特征，好像北

斗星散落于山谷之中，所以得名“七星潭”。

据旧《瑞安县志》记载，其早在元代已经出名，

引得郡县官员时往祈雨。

如果你对户外溯溪感兴趣，一定不要错

过。沿着溪水走大约2小时，就可以抵达七星

潭，据说是户外玩家的天堂。最大的潭还与高

80米的悬崖组成一体，最低的潭海拔325米，

最高的海拔455米，相对落差为130米。

村党支部书记吴正光说，目前，在村内，

旅游配套的溪流景观护岸、停车场、生态厕所

等都已完成建设。不过，通往七星潭旅游景

点的栈道还在修建中，具体完工时间尚未确

定。

暧暧远人村暧暧远人村暧暧远人村 依依墟里烟依依墟里烟依依墟里烟

黄林黄林黄林：：：瑞安的瑞安的瑞安的“““香格里拉香格里拉香格里拉”””

文|图蔡玲玲许良钦

相比温州一带其他的古村落，黄林村则多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用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来形容黄林村再

恰当不过。也因它隐藏在深山，远离尘嚣，保留了最原始的自然风貌

和淳朴的民风，被称为瑞安的“香格里拉”。日前，记者一行从市区出

发，探访这座深山古村。

每幢房子都是历史

从湖岭镇六科村开始，我们绕上了一圈

又一圈的盘山公路，深幽的峡谷在眼前流

转，空气中的负氧离子闯入鼻息。约过了二

三十分钟，一整片错落有致的古宅群体跃入

眼帘，黄林村到了。

走进村里，脚下的路变成了鹅卵石路。

沿着路的两旁，是一幢幢高高低低、错落有

致的古民居。长长的溪流从山的深处缓缓

而来，在村口停顿，形成了一个绿幽幽的深

潭，溪水清澈见底，映衬着农田边上的竹

海。车马喧嚣远离了，雾霾扬尘消失了，我

们感受到与世隔绝般的安宁。

深秋时节，游客稀疏，村民们趁着闲暇

时间启动了古村老宅的修缮工程。因而，我

们不仅能嗅到草木的清香，还有木头被劈开

而散发出来的浓烈香气。

村内共 65 幢古民居，最早的建于清朝

乾隆年间。这些老屋依山而建，层层叠叠，

坐北朝南，掩映在峡谷中。房屋的外墙绝大

多数都是用石块堆砌而成，历经风雨洗刷，

石头与石头的缝隙里长出绿色的植物来，倒

挂着脑袋在风里摇晃着。

沿着石阶而下，古屋紧挨着古屋，村前

村后种桃种柳，俨然一幅“屋在林中，林在屋

外”的山水画。

百年古宅变身现代民宿

据史料记载，黄林村始建于元大德八年

(1304年)，至今有700多年的历史，是我市

拥有古建筑最多、保存最完整的村庄之一。

村里的老人介绍说，这些保存下来的老屋几

乎都有一二百年了，其外观显得有些苍老，

少数已破败不堪，亟须修补。在村里逛了

逛，我们也发现有不少房子正在修缮。村民

采取了“修旧如旧”的修缮方式，不改变房子

的石头外墙，房内的修缮材料均为木料。目

前，共有5幢修缮后的古宅成了民宿客栈，

可接待游客入住。

“七星居”正好处在群屋的当中，站在院

子里，可纵览溪流对面的群山。梯田，竹海，

山脚的一池碧波，皆可尽收眼底。院子宽

敞，鹅卵石铺底，矮矮的石墙作为护栏。挪

出一把躺椅，看山，听风，喝茶，逍遥似神仙。

“七星居”共两层 7 个房间，里面的楼

梯、隔板、楼板、横梁等已被主人更新，散发

着新木的气息，地面采用仿古砖块，保留着

原汁原味的古朴感觉。不过，房间里空调、

电视、卫浴间等现代设施一应俱全，为游客

提供便利。

扶着木梯而上，进入其中一个房间。面

积不大，功能齐全，设有休闲区、卧房、卫生

间，而卧房的设计可谓别出心裁，古老斑驳

的石墙被保留在了视线里，仅用一层透明的

玻璃墙作为隔断，住宿者躺在床上就能欣赏

这些历史深处的石头。

吴正光告诉我们，别看房子古朴，但它们

冬暖夏凉。目前这5幢民宿可同时接待60

人，拥有小型的会议室，适宜团体活动。民宿

的价格也很亲民，10人以上团体住一晚人均

消费约100元，且包三餐。

盖着溪水涤荡、阳光暴晒过的被子，听一

听万籁俱寂的声音，看一看漫天的星光……

随着黄林村民宿的开发，市民的“山居梦”也

有了一个轻松的落脚点。一位曾在黄林村住

宿过的温州游客如此评价说：“农家菜最原

味，自然风光最原生态，民风最朴实。”

后山深藏醉美七星潭

自驾线路：甬台温高速瑞

安出口下（瑞安市区）——走

新瑞枫公路到湖岭镇——走

湖六线经过六科村——走永

六线上山，可直达黄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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