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9：50
地点：庙口村
因担心派溪集市道路拥挤，我们一行十几人放

弃了后浅古村上山之路，驱车过下宅、独松，避开新

岭，沿着因遭雨水冲刷颇有些泥泞的新辟防火道，

开始此番铜山岭古道探访之旅。

在驴友们眼中，铜山岭古道山青、水绿、路幽、

景美，早已是他们攀爬的好去处。尤其是获评“浙

江最美森林古道”系列之“浙江十大人文古道”后，

铜山岭古道更吸引了登山爱好者的亲睐。每逢节

假日，总有不少市民背上行囊，前往古道探寻攀登，

呼吸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感受一番来自大山的

问候。

这不，虽不是双休，待我们步行十几分钟后抵

达庙口村，就碰到一群人，一问方知是同学好友相

约来庙口休闲，呼吸新鲜空气的。当中有个叫胡建

中的，称自己在南京工作了 40 载，却因身体原因不

得不提前病退。来庙口居住了一年多，这里山好水

好空气好，身体也好了许多。他还说：“这里的水水

质真好，我做过水检测报告，你们如果需要相关数

据，我可以提供给你们。”

的确，铜山岭古道沿途森林密布，植被优良，溪

中水质优等，千百年来一直是下游庙口古村、铜坑

古村、先盆古村饮用水的优质取水源。

对部分古道节点进行空气负离子浓度测定，是

木检站此行的重要内容。此次，木检站对古道沿途

6个节点进行测定，庙口村是第一个样点。

一道涧流从山间直奔而下，沿着庙口小村向前

流淌，水流清澈见底，让人很想下到水中翻翻石块

嬉戏一番。“这里之所以名庙口，是因先有武肃王

祠，后有居民迁此定居繁衍，故取名庙口。村口还

保留着古桥，古香樟树也依然茂盛。”正当大伙儿听

着市木检站副站长程基进讲述着村口溪畔武肃王

生祠相关典故时，负责测定空气负离子浓度的市木

检站工作人员王震早已提着设备来到溪流边大石

块上认真工作起来（见图①）。

程基进说，根据《浙江省森林城市（城镇）空气

负离子浓度测定方法》，空气负离子测定时间选择

在每年 4 月-6 月上午为宜，同时要保证无雨、风速

8 米/秒以下等气象条件。21 日无雨，微风，是测定

空气负离子的有利时机。

伴着哗哗水流声，王震将仪器放置在地面上，

在同一测点测量相互垂直的 4 个方向的空气负离

子浓度。在为期 10 分钟的测定时间内，王震记录

了多个空气负离子浓度。经测定，庙口村空气负离

子浓度高达8000个/cm3。

这超高的空气负离子浓度给了队伍一支“振奋

剂”，大家赶紧多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沿武肃王生祠
前溪边而上，向古道深处迈进。

据相关资料，空气负离子被誉为“空气维生素”
或“生长素”，是森林保健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改善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能改善呼吸功能，增强免疫系统功能，降低血压，增
强心肌功能，促进血液循环，调节神经系统，使人精
神振奋。另外，空气负离子还能吸附、聚集和沉降
空气中的污染物和悬浮颗粒，使空气得到净化。

时间：10：20
地点：林坑自然村
沿途来到柘岭下村林坑自然村，“永报姐妹花”

记者遇到了正在进行古道修复的施工人员程和显、
程有顺（见图②）。俩人都是独松村人，带着铜罐、
米、菜等来铜山岭修古道已有好长一段时间了。这
不，见午饭时间快到了，他们就在林坑自然村旁古
道边搭个石头简易灶，架上铜罐，装上山泉水，捡来
些干柴，开始做起饭来。

据了解，从去年 10 月开始，市农林局就争取资
金安排人员对铜山岭钱王古道进行了修复，为今后
发展古道文化旅游项目做准备。所谓的林坑自然
村也就是一幢保留完好的四合院土屋，但主人已下
山定居了。

就在四合院前，王震开始了第二处古道节点空
气负氧离子浓度测定，这里的空气负离子浓度也有
2500个/cm3。

一路走来，铜山岭钱王古道沿山势蜿蜒而上，
临水筑堤、逢坡叠阶，一眼望不到头。武肃王生祠、
林坑自然村、铜山岭凉亭等保存完好的建筑在古道
上沿途分布。远处竹林云海，近处流水潺潺，这静
谧的环境，清新的空气，是绝佳的养肺胜地，非常适
合徒步寻访。靠近庙口村段古道旁边的田里，还盖
着尼龙薄膜，不知种着什么。程基进指着隔溪山坳
田里停着的一辆拖拉机说：“古道修好了，这些荒芜
的田地又种上庄稼了，带来的不仅是社会效益，还
促进了经济效益呢。不少山里人家办起‘农家乐’，
生意好着呢！”

据了解，铜山岭钱王古道已被列入《永康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培育五
金特色文化游的重点项目。

《纲要》指出：充分挖掘黄帝铸鼎、春秋铸剑、汉
造弩机、唐铸铜铳等永康五金铸造历史文化，依托

永康五金产品多、价廉物美的优势，促进旅游与商
贸的融合，以金都市场五金工业购物旅游线路为基
础，推动五金城和购物旅游融合发展，着力打造传
统商业文化为主题游线路。整合五金博物馆、五金
精品名品馆、五金城市场等资源，开发集五金历史
文化体验、五金传统工艺展示、五金商品购买等功
能为一体的五金特色文化体验游，以舟山镇铜山村
古铜矿遗址为支点，积极开发铜山岭钱王古道，形
成永康旅游特色品牌，打造与“义乌小商品、武义温
泉、横店影视”齐名的地域旅游品牌。

时间：11：20
地点：铜山岭头
从林坑古村到铜山岭头，山高林密，沿途有一

条分向柘岭下村的古道，再往上一座早已破败的凉
亭，想必当年下宅、独松等村村民上山砍柴、干农活
经过这里都该坐下歇一歇，再向铜山岭头进发吧。
这里附近就是连接独松文化古村落的新岭。所谓
新岭也有一番故事，得回头介绍一下独松古村。独
松村三面环山，地域狭小。明宝德年间（1426-1435），
永康程氏五世相永延公偕仲子、季子迁凌宅新购地
黄金坦居住，时有巨松一株，故易名“独松”。站在
独松村前可见新岭，此山原有很多枫树，故叫枫

岭。后来枫树逐渐被砍，现在留下一株较大枫树的
地方叫枫树。枫树少了，过往行人逐渐增加，小路
改成石阶大道，故叫新岭。这也是铜山岭古道保存
较完好的一段路。

在凉亭旁边稍事休息后马上向岭头进发（见图

③）。许是平时缺少登山训练罢，加之是日气温高
升达 37 度，我们早已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了，可
还是咬牙坚持着，一步步艰难地向铜山岭头迈进。
这一段古道保存完好，树木茂密，沿途还有成片的
枫树林，心想等到深秋时节霜叶尽染、漫山红遍时，
那该是多么优美的画面！

最让“永报姐妹花”记者佩服的是市农林局木
检站的党员干部们，他们因平时就训练有素，爬起
古道就轻松了，很快就超越了我们。一路上，他们
是边巡山边工作，一个个都带着不同的任务，如王
岩峰负责对部分古道节点进行户外应急定位坐标
测定，胡小燕则负责对古道防火标识进行检查拍
照，对游客发放消防传单，陈斌、潘竹影负责捡拾古
道沿途垃圾，并集中带到铜山村垃圾房，站长陈敏、
党支部负责人吕时新负责对铜山岭头原有标牌反
面加贴《铜山岭之战》宣传内容，张挂“向森林要健
康，走古道忆乡愁”公益广告⋯⋯

铜山岭钱王古道至今还保存着许多红色历史遗
迹，铜山岭头便是红军南方游击战争中“铜山岭之

战”的战场之一。登上铜山岭头，“永报姐妹花”记者
因一路有熟知古道人文的铜山人程基进的讲解，不
仅感受到山川秀美，还体会到先辈们浴血奋战的爱
国情怀，早把翻越山岭的劳累抛到了九霄云外。

山还是那座山，岭还是那道岭，保护好承载着
历史人文的古道，保护好大自然，其所产生的效益
将是无穷尽的。

据《永康县志》记载：“民国 28 年（1939 年）4 月，
永康县政府为抗日应变，勘定在铜山、方山口等处
建仓、移贮积谷1050吨。”所以铜山岭古道也是抗日
运粮至浙江省政府（1938年1月迁驻方岩办公）的必
经之道。

铜山岭钱王古道相关的铜山、庙口、柘岭下、铜
坑、先盆、后浅、独松等古村落，是当年“红三团”革
命战斗的主要活动区域，流传着许多当年战斗的革
命故事，其中最有名的要数铜山岭之战。

那是 1930 年 8 月 22 日晚上，反动军队（六里保
卫团和省防军）纠集数百人分两路从独松方向扑向
铜山想偷袭红三团。红三团因有铜山村民支持，提
前得到消息，事先在铜山岭这个来敌必经之处抢占
制高点，设下埋伏，来一个瓮中捉鳖。8 月 23 日黎
明时分战斗打响，本想偷袭红三团却不料落入包围
圈的敌人只得仓促构筑阵地应战。红三团发动对
敌三面强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敌以为红十三军
全部人马打来了，纷纷撤出阵地，落荒而逃。突出
队乘胜扑向敌阵，毙敌 20 余人，俘敌 20 余人，缴获
枪支52支和大批弹药。这一仗打出了军威，成为红
三团最经典的战例。

时间：11：47
地点：吴越铜矿遗址
铜山岭头往北前行 600 米，就是吴越铜矿遗址

（仰天灯盏）。吴越铜矿遗址在第三次全国文化普

查中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是吴越国时期开采铜矿
遗址之一。时间已不早，肚子已咕噜，带的茶水也
已喝完，是坚持前行继续爬坡登岭还是放弃？“来都
来了，还被这 600 米山路吓倒？就这样下去我们一
定会后悔的。”正是为了不留遗憾，“永报姐妹花”记
者最终还是选择了前进，下决心非探访一下这个历
史悠久的吴越铜矿遗址不可。市木检站几位领导
也乐为带路。

也就二十来分钟的山路，我们就到达了目的
地。却见洞口早已由金华钱镠文化研究会挂起了
一块“吴越铜矿遗址”的牌子。至于洞内情况如何，

我们也不敢贸然进入，只是站在洞口好好观看了一
下这留存千年的古矿洞，在这里拍照留念后才下山

（见图④）。
从“吴越铜矿遗址”下山顺着古道往下走，沿途

满是高高的茅草和茂密的树林，一条岔路伸向左边
山坡，程基进指着林间一堵断墙说，那里就是方岩
镇下宅村的副业场，想当年下宅村民也曾在这里开
垦着土地，现在都还耕于林了。他的老家就在这附
近的大秧田自然村，原来大秧田自然村村民原本也
是下宅村人，村前的大秧田就是当年下宅村民的秧
田，村名因此而得名。

据《永康年鉴》记载：“黄帝是中国五金的始祖，
黄帝鼎是永康五金之根。市东55里有铜山，以产铜
而得名，市东15里有荆山，距三天子都不太远，采铜
山之铜运往荆山铸鼎，与《史记》所载相符。”

相传，铜山岭钱王古道是吴越国时期开采铜山
铜矿形成的古道，也是钱王（即钱镠，谥武肃）巡视
铜山铜矿走过的古道。根据《永康县志》和《铜山钱
氏宗谱》记载，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曾在永康县东
南部铜山开采铜矿炼铜。经过多年开采，采得铜屑
12.8万斤。

后梁龙德年间（921-922），武肃王钱镠亲自前
往永康县铜山视察采铜情况，途径方岩铜山岭金玉
坑地段，坐下休息吃饭时，见此地风土淳美，山环水
抱，实属风水宝地，就在此地植树，以作纪念。

此树成活后，不枝不叶，形同槁木而神采焕
然。被附近百姓视为天神下凡，福泽之地。加之百
姓对武肃王钱镠的崇敬，就募集资金在武肃王钱镠
休息过的地方建造了一座武肃王生祠（现在庙口村
村口处），按时祭祀祈祷。

铜山岭古道在崇山峻岭间延伸，纵横交错，四
通八达，与缙云县白竹乡西施村森林古道和上朱村
古盐道、我市舟山镇方山口村“中国工农红军第十
三军第三团成立旧址”纪念馆相连，与方岩风景区
胡公庙、胡库画眉岩景区胡公家庙、石城山黄帝旅
游区等都相距不远，“永报姐妹花”记者半天时间只
是走了其中一部分而已。市农林局已向省林业厅
申报2016年林业发展和资源保护计划项目，其中包
含森林古道建设 9 公里。铜山岭古道将按照生态
型、连通性、以人为本、经济性原则得以修复，届时
森林古道沟通与联系自然、历史、人文节点的作用
将得到更好地发挥，成为森林休闲养生的绝佳去
处，更好地造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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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千年前钱王走过的铜山岭古道
“永报姐妹花”记者冒酷暑徒步感受“浙江十大人文古道”

寻一条古道，忆一段乡愁。去年，浙江省林业厅、浙江最美森林古道评选委员会专门开展了寻找“浙江最美森林古道”活动。活动中，人们惦念自然最深的烙印，缅怀人类最真的感动，我市农林局向上推送参评的五代时期钱王巡视铜
山铜矿走过的铜山岭古道，与那千年盐道造就的苍岭古道、徐霞客开启的霞客古道和枫林护路直上云端的大会岭红枫古道等一起，在“浙江最美森林古道”评选中脱颖而出。铜山岭钱王古道喜获“浙江十大人文古道”称号（见图⑤）。

铜山岭钱王古道是永康、缙云、仙居、磐安村民去方岩风景区朝拜胡公、赶集经商、出入劳作的必经之道。现存古道从方岩镇后浅古村钱氏宗祠起，这里是我市最大的钱王后裔聚居村，而后经铜坑村、庙口村、林坑自然村、铜山岭头、
舟山镇铜山村、西溪镇楼山坑岔路口等，至方岩镇独松村新岭古枫、独松古村止，总长约9公里，全程由石子、石板铺成。今年“两会”期间，身为政协委员，“永报姐妹花”记者撰写了三个“古”字系列提案，其中有一个是专门就如何加强“森
林古道”的保护撰写的提案，呼吁更好地保护古道，使之成为创建国家级森林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

6月21日，市农林局木检站党员干部发起“向森林要健康，走古道忆乡愁”探访保护古道活动。早就起意要一探具有深厚人文资源的铜山岭古道的“永报姐妹花”记者也终于有了机会，跟随他们从方岩镇庙口村出发，徒步经林坑自然
村、铜山岭头、吴越铜矿遗址、大秧田炼铜旧址，直至铜山村文化礼堂，沿途感受了一番铜山岭钱王古道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

□记者 陈爱姝 李梦楚

巍巍山间，垒石成路，成

就古道之清高；幽幽林中，踏

阶穿行，书写古道之春秋。

浙江最美森林古道，美在自

然，美在人文。

世人钟爱古道，爱它斑

驳的印记，更爱它惊鸿一梦

的洒脱。每一条古道，都是

一段传奇的故事，诉说着喧

嚣马蹄与月照青苔的流转时

光；每一条古道，都是一首深

沉的诗，吟唱着岁月的繁华

沧桑与世俗的和谐纷争；每

一条古道，又都是一位遗世

独立的老人，看尽世间你来

我往的变迁与大自然生生不

息的活力。

——摘自《浙江最美古
道》画册序

既服务到人
更服务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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