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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隐藏在太平水库库尾，四面环山，宛如世外桃源

渔川：山上留“仙迹”潭中伏“神龙”
“仙 脚 趾 ”“金 水 牛 ”“毛 龙

潭”⋯⋯,龙山镇渔川村的村民介绍
起了家门口的景点如数家珍。16
日，永康日报“发现”栏目记者来到渔
川村一探究竟。

渔川村位于我市东北方向，距
离市区 25 公里，地处太平水库库
尾，环境相对封闭，村庄又处在一
个山间小盆地中，宛如世处桃源。

村党支部书记胡林秀介绍，该
村有村民 1000 多人，共 400 户，耕
地面积600多亩，山林面积4000多
亩。渔川村故名渔父古里，也称渔父
里，上世纪 70 年代曾更名为向阳大
队，1974年才改名为渔川村。

发现一：相传神仙一家人在大岩石上留下了脚印

67 岁的村民吕志达和 77 岁的胡国法很热心，看

到我们进村，便上前询问为何而来？明白我们的来

意后，便主动给我们当起了向导。

吕志达走在最前面，胡国法殿后，带着我们往村

北面的山上走去。山坡上有漫山遍野的杜娟花，开

得正闹，红灿灿的一片，极为壮观。爬到山顶若再往

下走便到了东阳南马。渔川村距离南马仅 4 公里路

程，以前到永康城区交通不便时，村民赶集多往南

马。吕志达说，他年轻时曾多次到唐先镇集市买米，

然后翻山越岭挑到东阳集市上贩卖，每次挑一担米

能挣到 1 元的差价。当时的 1 元钱可不是小钱，抵得

上他在生产队干 5 天得到的分红了。那时的东阳南

马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年份再差永康都有三日余

粮，年份再好南马都欠三日食粮”，说明我们永康一

带粮食的产量比较高。

爬到半山腰，一块几米宽的大岩石呈现在眼前，

岩石上有四个小坑，就像是四个脚印，脚印大小不

一，头尾两个犹如婴儿脚掌大小，中间两个有成人脚

掌般长短，且其中一只比另一只稍大。村民说，这是

一对仙人夫妇带着两个孩子留下的脚印，称之为“仙

脚趾”。雨过天晴，“仙脚趾”里盛满积水，水面倒映

出天空的模样，使“仙脚趾”这说法显得更加贴切。

再继续往前走，便能看见一处“石门坎”。吕志

达说，石门坎的特别之处在于一块平坦的大石块上

突然凸起一块大石头，就像家中的门槛一般。石门

槛所处的地点就在永康与东阳交界处不远的地方，

似乎是提醒大家，马上要进入东阳地界了。

“金水牛”位于东面的山上，这座小山的样子像

一个“牛头”。不过眼下山林茂盛，已将原来的“牛

头”遮住。据说，山上藏身的一头金水牛，只有用500

年的谷糠做诱饵才能将它引诱出来，且要用 500 年

的稻秆搓成的绳才能将它栓住。

发现二：建造湖湾水库时挖出了晋朝古砖

太平水库库尾与渔川村仅一步之遥。除了太平

水库，渔川村还有两座水库，一座叫水坑水库，水质

极为干净，它是全村村民的饮用水源。另一座水库

叫湖湾水库（村民称乌湾水库），它是一座灌溉型水

库，面积比水坑水库大，汽车可以直接开到水库旁。

因为湖湾水库的上游没有村落，它的水质也非常不

错。这里四周群山环绕，是个野炊的好去处。每到

节假日，许多市民会到湖湾水库边享受野炊烧烤的

乐趣。

吕志达介绍，湖湾水库是 1965 年在老村支书胡

岩合带领下，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老百姓用肩膀挑

土筑坝造出来的。当年在建造水库时，还曾在大王

山北下滩山挖出了一座古代窑砖，出土的砖上铭有

司马明帝或成帝咸和元年的字样，推算时间应当为

晋朝明帝结束和成帝开始的那年，即为公元326年左

右的文物。由此推测，早在 1700 多年以前，这里就

有人类活动的踪迹了。

乌湾水库尾有一个叫水潭叫“毛龙潭”。潭水很

深，非常清澈。66岁的村民胡妙根介绍，“毛龙潭”还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潭里住着一条非常爱干净

的龙，每到干旱年份，村民只要往潭里扔一坨牛粪，

它便知道大伙的求雨意图，一周内准会刮风下雨。

发现三：施姓太爷爷的夫人短时间内建成“十三间”

渔川村中有一座百年老宅，村民称之为“十三

间”，这座古宅保存完整，门窗都还留有着原先的雕

刻。吕志达介绍，这栋建筑是村里一位施姓太爷爷

的夫人建造的，据说施姓太爷爷有一位非常能干的

妻子，太爷爷性格比较温和，对建房之事有着众多顾

虑，一直下不了决心。

太爷爷的妻子找了个借口，让太爷爷到亲戚家

游玩，去了之后又用办法让他在亲戚家住了一个

月。一个月后，太爷爷回家，结果发现田里居然造

起了一栋房子，他非常纳闷是谁动了自己的田，后

来才知道是自己的妻子请人造的。短短一个月时

间，就造起了一栋楼，难怪后人佩服不已。一个月

时间建成一栋楼，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可

能是后人为了称赞施姓太婆能干而夸张的一种说

法。

村口小溪上，有一座刻着字的石板拱桥，据说也

有 100 多百年的历史。远远看去，这座石板桥还真

没有特别之处，两块条石架在小溪之上，连着溪流的

南北，可细细一看，就能发现条石的侧面，隐约刻着9

个大字，条石的左侧刻有一行小字。这些字早已模

糊不清难以辨认，隐约可见“光绪二年”四个小字以

及“胡”“造”两个大字。

记者 周灵芝 实习生 王依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