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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缙云、武义交界，登山路上一脚可踩三县

马岭下：千亩竹山 家家飘出煮笋香

沿着马岭下村的小溪拾阶而上，走不远就能看

到一座水库，那就是滩坑水库，是马岭下村的饮用水

源。水库边的水里有成群的小蝌蚪正在嬉戏玩耍，

水面清澈如镜，倒映着周围山林的景象。距离水库

100 多米的地方，有一座叫“竹林人家”农庄，不少市

民在这里下厨烹制刚挖的笋，孩子们则在户外玩耍，

用竹子布置的梅花庄、秋千让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马岭下村爬山的路径很多，随便在山上溜个弯

都是一条新的爬山路线。因为到这里爬山的人很

多，今年 86 岁的热心村民杨化钦 4 年前在自家门口

设置了一个免费拐杖借用处，这些拐杖一部分是杨

化钦用竹子制作而成，另一些拐杖是他自己掏钱购

买的。爬山的人要使用拐杖，杨化钦既不收押金也

不登记姓名，唯一的要求就是用完要放回原处。

村南边有一条山谷叫马岭坑，沿着马岭坑再往前

走，很快就能走到缙云的马岭村。因为和永康、武义

交界，据说马岭村的村民人人会讲永康、缙云和武义

等三个县市的话。资深驴友吕文浩说，从马岭下村走

到马岭村，他只需要30分钟。一年到头难得爬一次山

的坐办公室族估计得用2个小时。如果嫌原路返回马

岭下村太累，爬山的市民也可选择在马岭村乘坐公交

车到缙云新建镇，再从新建镇转车回永康。

吕文浩还说，体力较好的年轻人还可以选择强

度较大的一条爬山线路。马岭下村→洋平头→脚踩

三县→上夫山→白革→永祥，这是一条环线，大多是

山路，时间需要 6 至 8 个小时。在这条线路上，有一

个一脚踩金华、丽水两地，缙云、武义、永康三县的界

碑。站在界碑处，感觉很特别，站在永康的土地上，

跨出左脚到了缙云，跨出右脚又到了武义。

马岭下村有上千亩竹山，竹林中的山路很滑，没

有经验的驴友在竹海中很难辨认方向，所以到这里

爬山建议大家请老驴友带队。

马岭下村位于江南街道永祥片
西南方向，有千亩竹林，交通便利，
从城区紫薇国际酒店的转盘上公交
车，票价只要2元。

四月，马岭下村迎来了一年中
最热闹的季节，村口空地见缝插针
般停满了车辆。村委会主任杨雄军
说，过春节时，可能会有一些住在城
里的村民不回老家，可到现在，没有
一户不回来的。他们呼朋唤友穿梭
在满目翠绿的竹林中，寻找着鲜嫩
的春笋，享受着丰收的喜悦。

8 日，永康日报“发现”栏目记
者也到马岭下村凑了个热闹，感受
竹乡的独特魅力。

发现一：祖先来自缙云，60岁以上老人大多会说缙云话

杨雄军介绍，马岭下村现有人口 480 个，共 210

户，村民几乎都姓杨。村庄与缙云仅一山只隔，穿过

竹林到达山顶，路程大约 5 公里，便是缙云地界。村

里60岁以上的男性老人几乎都会说一口地道的缙云

话，他们年轻时都是家庭的顶梁柱，靠山吃竹的村民

将竹子从山上运回家，加工成竹筷、簸箕、箩筐、扁担

等四处赶集叫卖。

今年 87 岁的老人杨作元是一位编簸箕、箩筐的

好把式，当年他靠着这门手艺养活一大家人。他告

诉记者，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去永康城区赶集比

翻山到缙云困难得多，所以缙云是众多村民赶集谋

生的“主卖场”，人人会讲缙云话就成了一件很自然

的事。

村里的许多年轻人娶缙云姑娘为妻，这些姑娘

嫁到马岭下村后就学会了说永康话，所以村里会讲

永康话和缙云话的老人占大多数。

“根据宗谱记载，我们祖先就是从缙云新建镇鱼

川村搬迁过来的。今年3月，鱼川村想重新修建杨氏

宗祠，我们村的老年协会还张贴了告示，希望村民积

极踊跃资助。”75 岁的村民杨振洪介绍，根据宗谱记

载，明初洪武1368-1398年间，杨姓宸公、申公、定公

相继从缙云鱼仓迁徙永川。不久以后，其后代迁到

了马岭下村。也就是说，马岭下村村民的祖先来自

缙云。

发现二：四月是出笋的季节，村里家家户户煮春笋

行走在马岭下村，处处能闻到微风带来的煮笋

香。随意“闯”进一户村民家探个究竟，看见灶台上

有两口锅正煮着笋不停冒着热气。村民说，锅里炖

着刚下山的笋。一口锅煮着排骨腌菜炖新笋，这是

用来招待客人的；另一口锅是清水煮笋，烧熟后切片

用来晒笋干。

马岭下村四周都是竹山，密密麻麻的竹子挺立

在山中，山风吹过，耳畔尽是一片“沙沙”声。村中的

杨氏宗祠中是这样描写竹子的：“竹的一生像是变色

龙：在泥土里的嫩笋叫‘泥里黄’，出土后还没脱壳时

一身黑，头一年的新竹全身嫩绿叫童年竹，第二年的

竹子叫青皮竹，第三年就转白皮了变成壮年竹了，七

八年后又变红成了老年竹。”

今年 61 岁的村民杨高德，平时随着儿子儿媳居

住在城区，每年春笋上市的季节，他都要回一趟老

家。虽然卖笋的收入早已不是他家的主要经济来

源，可他每年四月都要郑重其事上山挖笋。他说，挖

笋是一门技术活，先要将笋一侧的泥土挖空，看准笋

的生长方向，再确定挖笋人站的位置，然后再用锄头

将笋整根挖出。高德平还向记者讲述了挑笋的窍

门：笋是否鲜嫩，可以凭笋衣的颜色做判断，笋衣黑

色的笋比较老，村民一般用来晒笋干。笋衣黄色的

笋口感鲜嫩，用来炖煮才好吃。

发现三：民风淳朴，热心村民免费提供爬山拐杖

记者 周灵芝 实习生 王依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