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石城山坐落于城区往南三公里，它的“名”不在仙，而在于一条古道。
2017年石城山黄帝古道被评为我市“十大最美森林古道”之一，而它美在何处，身世如何，鲜有人知。或

许，它是一首深沉的歌谣，传唱着数不尽道不明的历史传说。石板纹路绘就的，或是关于古人对世界的理解
与想像，等着后人去还原发现。近日，记者与农林局林场工作人员结伴探寻石城山黄帝古道。

黄帝古道森林覆盖面积良好，临近城区，作为市区

的“天然氧吧”，是我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难得资源。

随着古道的不断开发，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爬古

道的休闲生活方式。不管阴晴雨雪，每天清晨五六

点，南都禅寺停车场总是停满车，成群结队的登山者

中，有坚持数十年的攀登爱好者，也有偶尔攀登的爬

友。从果园村支书池加宝口中得知，现在古道休闲已

经成为村民们的生活常态，每天早晚前往古道散步的

村民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石城山黄帝古道如此受欢迎的一个原因还在于

它是距离市区最近的一条森林古道，给市民提供了健

康休闲的生活功能。同时，石城山黄帝古道有着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是寻古寻根之人的首选之处。

攀登人流量的日益增加给古道以及周边的森林

环境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因此现如今，古道不仅是市

民休闲之路，也是扑火队的救灾应急道路。为更好保

护森林古道，目前市林场已竖立宣传牌，告诫大家在

林区保护森林资源，严禁携带火源上山。林场还专门

安排护林员对森林古道主要路口进行火源管制，不定

时上山巡查，及时劝阻携带火源上山的市民。石锦村

支书池启高透露，接下来，将在古道靠近南溪段改建

绿道，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添绿，减少松树，增加彩色

珍贵树种，优化林木结构，提高森林景观，增强森林抵

御有害生物侵害的能力。

在行走整条古道的过程中，最吸引人注意的便是

古道两旁不定距摆放的垃圾桶。原来黄帝古道经常

有志愿者前来为保持古道整洁服务。他们希望以自

己的微薄之力告诉人们：人人争当环境保护员，从我

做起，从现在做起，保护好古道生态，那么千百年流传

下来的古驿道才能以更好的面貌留存下去。

遥远的传说代代相传，为石城山抹上一层神秘的色

彩。这是一条文化古道，千百年流传的黄帝文化在这里

生根发芽；这是一条秀丽的古道，山清水秀，层峦叠嶂；

这是一条优雅而健康的古道，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

拥抱森林。

古道展新颜：森林走进城市，市民拥抱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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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润黄帝传说文化 领略石城森林风光

黄帝古道：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

寻访古驿道：黄帝铸鼎的传说为其增添神秘色彩
石城山古道的起点位于江南

街道山后卢村，从山后卢村经南都

禅寺到皮翼岭到石柱镇石锦村，另

一条支路是蝙蝠岭经石城山脊和

永康林场白云林区到周元村止，全

长 10.5 千米。从永康城出发约 3

公里，就进入白云风景区。进入当

地人称的皮翼岭坑，一条古驿道呈

现在眼前。驿道宽约五尺，鹅卵石

砌面，系石匠们精心铺筑而成。现

已进行部分加宽。

古道两旁树种植被呈阶梯状

分布，有生长在低处的芒箕、苔藓

地被植物，也有生长稍高的映山

红、苦竹、山茶花、白栎等灌木，还

有长在古道两旁的木荷、枫香、松

树等乔木树种。据不完全统计，石

城山黄帝森林古道两旁多达 100

余种树种。眼下正是栀子花开的

时节，山上不时飘来阵阵花香。

那么石城山古道为何称为黄

帝古道呢？根据新华社在金华山

黄帝文化研讨会上发布消息，南方

长江流域也有黄帝活动足迹，浙江

金华市永康石城山很可能是黄帝

文化在中国南方的传播中心。据

《山海经》记载，黄帝曾在石城山铸

鼎，留下三天子都等遗踪胜迹。黄

帝铸鼎是永康五金工业的渊源所

在。而在这一带，黄帝文化遗存十

分丰富，黄帝在中国南方以金华市

的永康石城山为中心，足迹遍及金

华山、浦江仙华山、缙云仙都等。

中国史前史研究专家、浙江大学历

史系教授毛昭晰说，传说不等于历

史，但代代相传的上古传说，应该

说是上古历史的投影。因此石城

山古道是一条浸润着黄帝传说文

化的古道，历史悠久，文化深厚。

探索古道印记：风景宜人，古道修筑“身世”成谜

在古时，黄帝古道是附近村民出门的第一选择，沿
着黄帝古道，皆是旧时留下的鹅卵石路面，斑驳之间透
出岁月沧桑。现今，我们在半山腰的古道上看山脚下
高铁疾驰而过，行走古道成为了生活方式转变的一种
印记，人们更多的是为了健康生活。

一行人拾级而上，林立古道两旁的大树相互遮阴，
“一径通幽凉夏至，日光星点叶隙间”的清幽感搭配着
潺潺流水声，恍惚间走进“清泉石上流”的诗境中。

蜿蜒而上，在拐角处发现了五福灵岩，又称蝙蝠
洞，上面立着七尊佛像，里面有石凳、泉水，方便爬行者
歇脚。能看到远处山脊攀登爱好者在峭岩上攀爬着。

沿着山路我们到了第一平台，上面建有各种健身
设施，当我们到达此处时，虽已是上午 10 时光景，但
仍不断有人攀爬至此，或舒展筋骨，或对着远方喊出
心中的“浊气”。眺望远处，山下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
路就像两条巨龙蜿蜒地伸向远方。

沿着山路顺坡而下，视野变得更加开阔，永康美
丽乡村建设面貌清晰靓丽。一路往下，看到一个已坍
塌的古凉亭，凉亭在古驿道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存在，
可供经过的人歇脚、躲雨。石柱镇石锦村的一个阿婆
告诉我们，以前村里的干部承担着维护石锦村古道、
凉亭的工作。前几日，一批志愿者为方便爬山者，众
筹在石城山顶建起了一座爱心亭。

石城山的一条支路从“老鼠跳”经过最美山脊、白
云庙一直到白龙庙。林场场长应尚鲛告诉记者，这条
线路多为登山者攀爬路线，来自各地的登山团尤为热

爱攀爬此路线。
石城山黄帝古道峰岩多姿，林木茂盛，高处视野

开阔，山石姿态万千，形成诸多象形，吸引了杭州、宁
波等远近登山爱好者，被网评为“浙江最美山脊”。其
中最让人心驰神往的便是“老鼠跳”景点，意思是老鼠
才能跳过去的山脊。“老鼠跳”这一段山路险峻，但景
色优美，从山脊可以欣赏到两旁的美景。也正是因为
有此美景，所以才会吸引各地登山爱好者吧。

正所谓“无限风光在险峰”，不少登山爱好者登上
“老鼠跳”后都被最美山脊的风景深深吸引。“晨风起，
云烟涌，群山渐渐被云雾弥漫。蓝天下，阳光穿过
白云洒下道道光芒，一派云蒸霞蔚的壮丽景
象，丝毫不亚于黄山云海。远处白云水库
湖水碧蓝清澈，抬眼远眺，白云山脊怪
石嶙峋、峭岩壁立。”谈起第一次攀爬

“老鼠跳”的经历，登山爱好者雄平依
然沉醉其中。

在锦川村偶遇一位池姓老人，得知
记者此番来意，他说早些时候附近的村
民去山上都是为了砍柴、放牧，现在慢慢
地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爬古道赏美景了。
他还分享了攀登“老鼠跳”的经验。“爬‘老鼠
跳’要挑时机，最好是在阴天，岩石也尽可能干
燥，最好没有风或是微风，爬‘老鼠跳’四面凌空，要骑
着走比较安全，第一次攀爬者，最好还是在专业登山者的
带领下攀爬。”池阿公说道，风景变化最大的是“老鼠跳”，以
前山上都是光秃秃一片，现在在农林局的建设和保护下，
风景是天壤之别，有时候还能看到云雾仙境。

在古时，这条古道从永康县通往丽水府、金华府

的官道，尤其是清末民初，官方的公文邸报、盐、粮食
等重要物资还由此路传送运输，一些做小生意的人也
会挑着桐油等从此路经过。

对于古道石板路铺设年份谁也说不出所以然来，
只知道千百年流存并保留至今。锦川村池阿公称古
道修建的故事已经流传很多代人了。他说，相传枫林
人到蝙蝠洞求雨，许愿如果下雨，他们便把古道上的
台阶重修一遍。神奇的是，在他们回家的路上一直有
乌云跟着，刚到长端头，便下起大雨。于是枫林人带
着泥工匠修筑台阶还愿。

当然，关于黄帝古道的修建也还有另一种说
法是唐代清官李阳冰为石城山的帝王之

气、壮丽的山河景色及众多的黄帝文化
遗存所折服，为便于百姓上石城山祭

祀黄帝，而决定筹款修筑一条从坑
口至黄帝洞的驿道，并将驿道与永
康去缙云、丽水的古道贯通。经
李阳冰与永康的地方官联系，动
用缙云、永康两地的民力，在永康

江采鹅卵石，用了近一年的时间，
建成了这条古驿道，黄帝古道也是

永康、缙云两地人民友好见证。
据农林局工程师介绍，黄帝古驿道

因地施材，采用朴实无华的鹅卵石铺筑，
采用小阶梯加斜坡逐步抬升，减少劳累，方便人们爬
坡，是传统古典园路技术的先进代表。光滑鹅卵石能
按摩足底，减少安全隐患，又体现自然野趣，天人合
一，是一条健康步道。鹅卵石路面有良好的透气透水
性能，生态环保，也适合江南多雨环境。

□记者 潘燕佳 俞夏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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