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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力量打造 100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是 2024 年吕梁市委经济
工作会议部署的 20 件大事要事之一，是学习借鉴“千万工程”经验的
重大举措，也是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幸福吕梁的重要抓手。连日
来，记者走进 100 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几个颇具代表性的村落，与您
一起领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聆听乡村振兴中那些有笔有墨、有滋有
味、有趣有韵的故事和人物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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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义市贾家庄村有着两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贾家庄婚俗和孝义皮影。这不简

单。而且这里曾经是走西口和入三晋的集散

地，村子古驿道左右两边仍然耸立着有着晚

清建筑风格的特色古院落、古窑洞。

尝试着去和这些古玩物拉拉闲话，你的

耳边一定能闻到历史深处的驼铃声……

贾家庄村是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至今

仍有 10 多处保存完好的老宅院。近年来，村

里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先后对三皇庙、古驿道

重修复建，对古宅大院进行归置、修缮，对沿

街仿古铺面进行改造，并对有意愿入驻的商

家进行相关政策优惠，吸引了一大批创业人

员的青睐，马枝静就是最早的一位。

三贤客栈是景区首家餐饮企业，建筑风格

是清晚期典型的华北三进四合大院，客栈负责

人马枝静从小就是在这种院子里长大，在外飘

荡多年后选择回家创业，做起了餐饮行业。

马枝静年轻，更有胆识和闯劲，她不仅对

客栈进行了修旧如旧的装饰，而且将自己最

擅长的扬州菜与当地的风味有效结合，赢得

了往来游客的一致好评。而三贤客栈，除了

美食的交融，随处可见的是各种非遗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

传承与发展不只洒落在三贤客栈的角角

落落，在整个贾家庄村景区，这样的古韵味道

随处可嗅。

走进晋商古驿道宋家大院，一股红色的

气息扑面而来。院子里上千幅红色记忆图

片，再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岁

月。尤其是院中心的毛主席雕像，吸引了不

少家长和小孩的青睐。在感受红色文化的同

时，市民们还可以近距离接触石磨盘、水井、

马车、铁犁等老物件。

这座“红色记忆”展览馆的馆主名叫李恩

魁，是孝义市驿马乡李家 村人，是一名退伍

军人，由于他酷爱收藏艺术，尤其迷恋红色收

藏三十多年，因此被当地人称为“业余党史专

家”或“红色收藏家”。

谈起红色藏品，李恩魁有说不完的话，他

在部队就开始迷恋收集各种红色图片、画报、

书籍，为了买这些“宝贝”藏品，他走了大半个

中国的旧书市场和藏品市场。30 多年来，从

收集到第一张毛泽东大开纸全身像开始，李

恩魁的藏品达 5万余件。

穿越在百年老宅郭家大院、任家大院、宋家

大院，更是古韵古色相融。三进三出的院落里，

老酒博物馆带您品味各个时代的醇香气息；皮

影展馆带您领略孝义独特的光影魅力；老电影

设备，带您掀开历史面纱，感受声像世界的飞跃

发展；老旧家具，给您呈现黄土高原窑洞里的居

民生活原貌。古董相机、连环画及各种老报纸，

各种红色收藏，每一件老物件的背后，都有一段

人生故事，记录了人们在逝去的那个年代里的

真实处境，而将这些老物件汇集在这里，就是一

个时代，总能勾起人们悠远的回忆。

在贾家庄，大家不仅可以观赏到任家、宋

家、郭家大院的各类藏品，还可以在三皇庙看

大戏。更让人们激动的是，在节假日和旅游

旺季，这里还有贾家庄婚俗表演，演出队伍一

出，便吸引了不少市民围观拍照。

贾家庄婚俗在汉民族文化中是首屈一指

的，在景区的犄角旮旯都可以感受到贾家庄

婚俗的延续，贾家庄婚俗最大的亮点就是拜

天地，通过这项婚俗的传承，景区还把“孝文

化”贯穿到里边去了。

国家级非遗项目孝义皮影也是游客来贾

家庄村必看的项目之一，随着乡村旅游的发

展，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识到皮影的重要

性，一批 90后青年才俊不仅加入到孝义皮影的

传承中，而且通过年轻人的视角带来了新的创

意，让这个古老的技艺有了新的发展与突破。

在贾家庄村民俗展览馆内，一 90 后皮影

传承人围站在一幅五尺白色幕布后，表演着

传统皮影戏《孙悟空收服柳树精》。精湛、鲜

活的表演让观众叫好声不断，仿佛瞬间回到

了曾经皮影戏盛极一时的年代。

穿越其中，感受到的只是贾家庄“非遗”文

化的一个缩影。孝义市贾家庄村历史悠久，底

蕴深厚，环境优美，生态良好。近年来，该村以

“富裕、人文、活力、和谐”为总目标，按照“非遗

生活化，场景舞台化”的思路，不断探索“非遗”

保护的路子，“非遗”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留住

人们心中深深的乡情、浓浓的乡愁。

非遗“邂逅”文旅，不仅有着传承与发展

的火花，更有着这座传统古村落在开发和利

用中的新生使命！

【村落名片】

贾家庄村地处孝义市西城区，交通便

利、信息灵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发展条

件。全村占地总面积约 4 平方公里，开发

建设的定坤苑、百草苑、启明苑、慎德苑、滋

润苑，新贾庄已初具规模，现有 5 个村民小

组 992 户 ，2957 人 ，暂 住 人 口 219 户 ，508

人，有党员 105名，村民代表 47名。现有联

办站台三座，年可发运煤、铝、铁等 120 万

吨，村委统一规划厂址，整合家庭小型企业

30 余户，整合运输车辆 105 辆，装载机、轧

道机，挖掘机等工程机械 40 余台，全村有

门店 45 个，小汽车 265 部，摩托车 560 余

辆，手机 1500 余部，电脑 500 余台，2010 年

经 济 总 收 入 14949 万 元 ，人 均 纯 收 入 达

8530 元。这里民风淳朴、历史悠久、人杰

地灵，文化底蕴深厚。

【发展亮点】

贾家庄村拥有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孝义贾家庄婚俗、孝义皮影，一项省级

保护文物孝义三皇庙。孝义贾家庄婚俗具

有联结民族感情、凝聚民族意志、增进民族

亲和、传承社会美德的功用，剪纸、面食、礼

仪等民间文化工艺瑰宝得以展示；孝义皮

影具有制作精美、工艺先进、秉承了老艺术

家的技艺；孝义三皇庙凝聚了人文始祖百

折不挠、艰难求生、开拓创业、繁衍生息所

创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的总和。2006 年

以来，连续四年成功举办了孝义市三皇文

化节，村内有近 300人的锣鼓队、百余人的

健身队，40 余人的自乐班，60 余人的农民

书画协会，拥有 3 座图书室藏书近 2 万余

册，连续举办了农民素质、技能大培训。以

三皇庙为依托新规划的商贸、观光、旅游民

俗一条街，更是为文化带动，产业发展，传

承晋商文化，铸造三晋品牌，打造旅游新村

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2007年以来，贾家庄村实现了开天辟

地的飞跃发展，贾家庄人敢闯敢试，先行先

试，边干边试，注册成立了孝义市三皇集

团，积极创新“失地不失权、失地不失股、失

地不失业，让村民长期受益”“农村变社区、

村民变股民、农民变市民、集体企业变股份

制企业，走城乡一体化道路”的发展模式。

将土地补偿费以村民股份的形式入股，投

资到新建的农贸市场、物流中心等企业，按

收益分红，此项举措，使村集体经济在壮大

的同时，村民也能够长期得到实惠。2009
年，率先以村集体组织承建农民安置小区

进 行 整 村 搬 迁 ，安 置 区 承 建 面 积

350000m2。从此，贾家庄人旧房子换成了

新房子，烂房子变成了好房子，坏环境变成

了好环境，过上了前些年做梦都想过的城

里人的生活。

漫步孝义市贾家庄村晋商古驿道，你会

想到什么，你能想到什么？

仿佛穿越时空，周围的古庙、古树、古院

落、古商道，每一处都散发着浓厚的历史文化

韵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皇庙”给你

的历史厚重感不言自表，这一始建于元代的

古建筑无论是建筑造型还是建筑文化，见证

的不只是贾家庄村，而是整个孝义地区的历

史文化变迁。

你不穿越一次，怎么能体会到古驿道的

古韵味。你只有置身其中，才能感受到明清

重要驿道的时代价值，商贾云集、店铺林立，

你得去慢慢触摸，老宅院的“老”到底有何深

意，你得去品味。

夕阳下的古驿道，斑驳的光影洒在村口

的不仅仅是历史，还有诉说历史沧桑的那些

人和那些事。沿街的仿古铺面，树影婆娑下

的古院落，以及古院落的石墙仿佛在炫耀过

往的荣光和辉煌。

历史的眼睛总是亮堂的。道旁的古树见

证着贾家庄村的岁月变迁，纵使古院落宁静

而古朴，依然会告诉人们石砌的小路和土墙

是古村落独有的风韵，古村落中的石桌、石凳

与古藤相映成趣，再一次告诉人们这里的过

往岁月。

还好，你还得回到现实。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孝义贾家庄婚俗”“孝义皮影”，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孝义地秧歌”、孝义剪纸、面塑

等地方特色文化，让古村落焕发蓬勃生机。

还好，你得回到现在，贾家庄村坚持保护

与发展并重，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先后对三皇

庙、古驿道重修复建，对古宅大院进行归置、

修缮，对沿街仿古铺面进行改造。2014年，贾

家庄被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23
年被确定为“吕梁市乡村旅游重点村”。

来贾家庄，穿越一次吧！

【记者手记】

来古驿道穿越一次
□ 冯海砚

游客们在贾家庄体验婚礼文化游客们在贾家庄体验婚礼文化。。

古韵“票号”有了现代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