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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江津南部的中山古镇，曾经是渝川
黔商品集散地和繁华的水陆码头，绵延千年
的文化积淀孕育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留
存下西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最具
有民族特色的山地民居古建筑群。散落在中
山古镇的 36 个传统庄园，就像一部部卷帙浩
繁的史书，成为江津人文历史底蕴和根源流
脉的重要载体。

走过中山古镇，沿笋溪河畔蜿蜒而上，
跨越百年光阴的龙塘庄园便屹立在眼前。仰
望庄园，这里的每一片瓦当、每一角飞檐、
每一处雕梁，无一不勾勒出一段历史、一场
悲欢、一世沉浮。

龙塘庄园又名余家大院，建于清末民
初，距中山老街 668 米，坐东北向西南，占
地面积 81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4160 平方米，
现存建筑面阔 70 余米，进深近 50 米。庄园共
有大小地面房屋 95 间、楼房 36 间，设围墙、
朝门、虎皮门、戏楼、印合坝、天井、鱼
缸、花园、碉楼、亭台、碾槽等，庄园格局
围而不隔，隔而不断，内外相通，活像一座

“大观园”。
龙塘庄园朝门虽不大，但内院却十分宽

敞堂皇，如今满堂萧瑟也掩饰不住往昔的繁
盛之景。整座庄园沿中轴对称，纵向有两进
院落，第一进院落由两道围墙分为三个天
井，第二进院落由抱厅分为两个天井。其建
筑为夯土墙、抬梁、穿斗混合构架，柱子和
门框由几米长的整根方石料制成，柱础撑
弓、穿斗架梁、驼峰云墩、顶梁彩绘均保存
完整。

斑驳的房梁户牖上，刻有精致细腻的木
雕，朝门外墙上画有天仙童子图案牌坊，正
堂房梁上画有太极图图案，两侧厢房墙上绘
画依稀可见。龙塘庄园的这些木雕和彩绘虽
历经风雨侵蚀已然斑驳，但拂去历史烟尘，
宅内雕梁画栋仍活灵活现，无言述说着尘封
往事。

相传龙塘庄园的主人余世海原为一卖油
郎，在中山镇靠打油为生，经苦心经营赚钱
后，买入大量土地，新修油房和龙塘庄园，
以安身立命，聚族而居，兴家业传后代。但
在龙塘庄园完工的那一年除夕，余世海逝
世，一时间余家支柱倒塌，债台高筑，从此
走向衰败。新中国成立以后，龙塘庄园先后
为区政府驻地、卫生所、小学、养老院，现
产权属中山镇政府，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时移世易，历经岁月消磨，龙塘庄园如
今已是风雨飘摇，但它仍然不失为一部活态
的历史档案，以极富巴渝民居特色的建筑形
态和审美情趣，镌刻着西南地区农耕文明和
优秀传统乡土文化。

近年来，江津启动了传统庄园的抢救性
保护修缮工作，龙塘庄园也将重获新生。“我
们将坚持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对龙塘庄园
开展修缮，同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保护，将
其打造成富有庄园人文景观的特色民居。”中
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潘明祥表示。

传统庄园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活化
利用传统庄园, 让历史遗存与现代生活共融
并非易事。龙塘庄园“重生”的故事依旧未
完待续，让我们共同为它寻找合适的未来，
期待它在烟火的浸润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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