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舟 山 镇 北
部的群山之中，如
星 火 点 点 般 散 落
着几十个小村，聚
少成多，它们有一
个 共 同 的 名 字
—— 铜 山 村 。 11
月 29 日 ，记 者 走
进 了 这 个 大 名 鼎
鼎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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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村最多 姓氏最多 古道最多 风景优美

谜一样的铜山有说不完的故事

发现一：“十八寮”最多时有44寮，现在仍有31寮

铜山人把自己居住的地方叫“寮”，
“寮”的原意是小屋，用茅草盖的叫茅
寮，用毛竹盖的叫竹寮。

铜山有十八寮，永康人都耳熟能
详。很多市民都知道铜山村由 18 个自
然村组成。其实这里的“十八”是多的
意思，铜山远不止 18 个自然村。那么，
它到底有多少个自然村？一些年轻的
村民也说不清，有人说 28 个，有人说 31
个，还有人说36个。

今年65岁的村民陈金良，他父亲陈
岩方曾在 1985 年担任铜山村党支书。

陈金良介绍，铜山村最多时有 44 个寮，
而今有 13 个寮因无人居住或“另立门
户”已经消失，现在仍有 31 个寮。要走
遍 31 个寮，可能一天也走不完。现在，
整个铜山村下辖水坑、田厂、东岙等7个
村民小组，有321户903人。

今年 81 岁的铜山村老年协会会长
应保康介绍，该村虽地处山区，但土壤
肥沃，适宜种植各种作物。古代有人从
邻近地方来此“种山”，许多人便定居下
来，在此繁衍生息。为了便于耕作，他
们往往在开荒处就近搭建十分简陋的

茅草铺作为居所，时间一长就逐渐形成
了自然村落。几十个自然村像珍珠般
散落在群山中，自然村之多堪称永康之
最，也是铜山“十八寮”美称的来由。

铜山自然村多，姓氏也多。多姓氏
是铜山村最显著的人口构成特点之
一。该村共有程、陈、汤、应、胡、卢、潘、
徐、杨、施、顾、张、王、朱、颜、黄等共 16
个姓。一村16姓，也堪称永康之最。铜
山村民的祖先分别从永康本市及东阳、
磐安、缙云等邻近各市县迁徙而来，构
成了独特的“移民村”。

发现二：“三屏拱卫”“十龙群舞”，梯田层层叠嶂，风光优美

铜山四周群山环绕绵延起伏，山峰
林立，俊秀挺拔，峡谷遍布，幽深奇险。
山上茂林修竹，景色非常优美。记者在
上炉后自然村向下眺望，山沟里除了几
幢新房外，见到的都是山。主要山峦有
老公岩、铜孔坪、三仙，这三条山峦处在
铜山外围，成为与其他村的分界岭，形
成“三屏拱卫”的山形。还有东坪、冷
垭、白岩下等 10 条山峦插入铜山腹地，
组成“十龙群舞”。还有四块山尖、老公
岩尖、铜孔坪尖等大小山峰 49 座，以海
拔 713 米的铜孔坪为最高峰。登巅眺
望，远看可观缙云、东阳、磐安，苍山如

画册；俯瞰可见方岩、寿山、橙尖，各山
似碑。铜山溪等“十溪十八涧”从四周
山上流出，最后汇集到水坑水库，成为
四十四坑上游、杨溪水库源头。

全村有山林面积 5000 亩，以毛竹、
松木、杉木等品种居多，其中有毛竹上
千亩，堪称永康“第二竹乡”。森林覆盖
率为90%以上。全村还有高山梯田416
亩，梯田层层叠嶂，风光优美。

铜山村地处深山，离城区有 37 公
里，在古代是穷乡僻壤，但古人的“嗅
觉”却很灵敏，很早就知道这大山深处，
藏着浙江少见的铜矿。相传五代十国

时，吴越国王钱镠曾到铜山，发现并开
采 铜 矿 。 北 宋 时 ，铜 山 最 多 年 产 铜
6.4 万公斤。明代以后铜山铜矿因含铜
量低停止开采，却一直被后人所惦记，
1958 年还成立了地方国营铜山炼铜
厂。几十年来，省第七地质大队几次在
铜山找矿，专家提出的找矿远景分析认
为，“其成果和远景可能是惊人的”。
2010年，本报记者曾深入地质墈探现场
采访并作了报道，铜山村的文化礼堂设
有村史展馆，里面有关于铜山铜矿的详
细介绍。

发现三：“八纵四横”的古道织就交通网，最美古道止于铜山

生活在深山，铜山人练出了一双
“铁脚板”，数不清的大小山道是他们生
活的见证。而连接各村，通往村外的古
道，构成了一张星罗棋布的交通网，行
走其中，仿佛能听到当年山民挑担哼唱
的山歌声，感受劳动者的伟大与艰辛。
而今，起于方岩止于铜山的铜山岭钱王
古道，已荣登浙江十大最美古道之列，
驴友游客不绝，铜山也因此名声更响。

铜山村的古道根据走向，分为纵向
古道和横向古道。纵向古道呈上下走
向，从山脚通往山顶，俗称“岭”。横向

古道是近乎水平方向的古道，俗称“横
路”，也称横沿。如果把“岭”看作经线，
那么“横路”就是纬线，经纬交错，为整
个铜山编织起一张密集畅通的路网。

纵向的铜山岭钱王古道大家再熟
悉不过了。除此之外，还有九珂岭古
道：起始于水坑村，终止于高寮村；冷垭
古道：从冷垭口开始，一直向上到寺严
堂，全长约 1.5 公里；十八垅坑古道：起
始于十八垅坑口，止于上朱岭头，全长
近 1.5 公里；梅筻岭古道：起始于东岙梨
树垭，经下梅筻直达上梅筻，全长 1.5 公

里；小岭古道：起始于铜山寺，经寺后、
王家坑，直达小岭头，全长约 2 公里；燕
寮古道：起始于铜山寺，经山垭、奇龙
岗、剥洪孔、燕寮直至钳口仙鸟，全长约
2 公里；铜园岭古道：始于榔衣山脚，经
炉后、铜园岗头、直至下王寮，全长近1.5
公里。

铜山村的横向古道主要有四条，分
别是上王寮至梅筻古道，王家坑至陈山
头古道，铜山寺至上炉后古道，田厂至
水坑古道。

发现四：老年人留守古村，原生态风貌成风景

铜山村山多村也多，但一些自然村
里已十分冷清，寥寥几个留守的人员，
也多是老年人。

“法弟，你也来嬉嬉啊。”说这话的
是下王寮自然村的陈思多，而胡法弟是
从王瓜坑自然村过来串门的。老人之
间常走动，大家都感到十分亲切。下王
寮在上炉后的上面，以前靠古道相连，
现在公路已通到村边，离村约100多米，
由于各种原因，公路尚未全部完工。

下王寮村里看不到新房，但10来幢

旧房大多仍还完整。在村里留守的陈
思多夫妻和陈思富就是“守村人”，他们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倒也惬意自在。
陈思多夫妇在家养蜂，种生姜、贝母，每
天都要“摸摸”，每年也有万把元收入。

下王寮最兴盛时有人口近百人，现
在年轻人都已各奔东西，但也常有人回
家看看。陈成团今年43岁，初中毕业就
出去做水泥工，七八年前改行在古山卖
瓷砖。这天记者碰到回家的他。他陪
着记者边走边聊，听得出他对自己老家

还是很有感情的。他说，他 16 岁前，一
直都在村里。后来为了谋生，才外出闯
荡。

抬头看山，低头看路，静静的村寮
里，有说不完的故事，叙不完的乡情。
铜 山 是 一 方 有 待 开 发 的 休 闲 旅 游 宝
地。半天匆匆的采访，只能窥铜山之一
斑。市民如有兴趣，不妨到铜山住上几
天，听松涛阵阵，看修竹摇曳，尝自产土
菜，体会山民的生活，慢慢了解谜一样
的铜山。 老人干活归来

三位七旬留守老人

老人在村史展馆参观铜矿

铜山“十八寮”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