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岭旧称东岭（包括蒋岭），大意是永康东
边的一条岭。它就像一条多彩绸缎舞动在括
苍山脉的青山绿水之间。

历史上，括苍山被誉为十大洞天之一；董
岭古道一直散发着绵延悠长的仙气和红色的
革命气息。

8 日，记者与市农林局专家、西溪镇政府
工作人员一行深入古道，开启穿越千年古道的
探寻之路。

2018年6月21日 星期四

策划：陈爱姝 编辑：潘燕佳 电话：13605891395 邮箱：739514003@qq.com 特别报道 05

作为永康十大最美森林古

道之一，董岭古道吸引了越来

越多人的关注，这里的一草一

木安详地在深山里寂静生长，

植被茂盛，前人留下的悠长古

道保护较好，引得无数登山爱

好者前来探访。

许是年久失修、自然侵蚀

等原因，古道贯通性、历史性、

景观性有所缺失。

在探访古道过程中，我们

了解到董岭古道已荒废十余

年，荒草丛生，去年 8 月，为还

古道之本来面貌，董坑、上蒋村

男女老少齐上阵，自发清理古

道两旁的杂草，自此，村民上山

都会自觉地清理长高的杂草，

保古道不再出现荒芜之貌。

“保护古道就是保护历史、

保护文化，让更多人走上古道，

也就能为乡村注入更多活力。”

董坑村支部书记夏金花说。

“今天走古道的人，从挑夫

变成了徒步爱好者，但人气和热

度不变。重修古道，根本目的就

是希望通过复兴古老线路，带动

乡村发展。”市农林局副局长徐龙

飞觉得，古道不失为推动乡村生

态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

5 月 1 日小长假期间，西溪

镇 政 府 还 在 董 坑 村 举 办 了

“2018 董岭古道千人毅行”活

动，吸引了我市乃至周边县市千

名徒步爱好者迈步红色之旅，大

大提高了董岭古道的知名度。

在董岭古道还流传着一个

重要习俗，每年八月十一，董岭

古道附近的村庄会通过打罗

汉、纸扇舞等各种表演形式迎

胡公，在大家眼中这一习俗堪

比春节。

董 岭 古 道 森 林 覆 盖 率 较

高，植物资源丰富，尤其是中草

药资源，随着古道不断被人所

熟知，古道的开发和保护就变

得尤为重要。董岭古道的另一

边上蒋村，村干部十分重视古

道的保护与开发，不时引来各

方人士探访古村落、古道、古树

群。该村先后获评金华市“森

林村庄”“市体育小康示范村”

“美丽乡村”秀美村等。

在行走古道过程中，市农

林局高级工程师应尚蛟发现仙

女宫路上生长着众多杜鹃花，

作为我市市花，他向上蒋村村

委会主任蒋深荣建议可将此进

行合理开发，打造成董岭古道

的特色景点之一。

董岭古道中董永与七仙女

的故事广泛流传，由此，上蒋村

村干部意将打造仙乡旅游圣地，

带动经济发展，增加村民收入。

在董岭头凉亭处，我们偶

遇了前来摘杨梅的村民们，据

上蒋村老支部书记王新兴介

绍，这里种有 2400 余株杨梅

树，同时还种有 10 余亩的茶

树。该村村口还有一片由苦

槠、乌楣栲、榧树、樟树、红豆杉

等十余棵古树构成的古树群，

常引得游客在古树下休憩。其

中红豆杉还被评为“市十大古

树王”。与上蒋通过一条马岭

相连的上马村，同样山岭相连，

树木茂盛，拥有全市最大的古

树群，一棵栓皮栎被评为“市十

大古树王”。

据西溪镇文化员透露，该

镇将与影视公司合作，拍摄微电

影《董岭仙踪》，主要讲述在西溪

境内以及董岭古道附近发生的

传说故事，及周围村庄美丽乡村

建设工作的开展。

“古道活化给乡村带来发

展机遇，激活了农村闲置资源，

促进了城乡之间人才、资本等

要素流动、融合。”市农林局局

长朱志豪说，用“林人”的眼光

看古道，注重生态、景观系统，

现在换“艺人”的眼光观察，优

美的自然景观和厚重的人文历

史就是价值。

保护利用古道
重新焕发活力，助力乡村振兴

董岭古道：千年古道“活化”迎发展机遇

董岭古道全长约5公里，横卧在西溪镇董坑村至上蒋村

的山水之间，是永康到仙居、临海甚至出海的古驿道之一。

9时整，我们从董坑村出发，却见进山岔路口已竖起指

路牌，一条是通往琨坑到上马村，我们此番体验的是另一条

董岭古道。穿过一片田地，一道悠长而斑驳的青石板映入

眼帘。道路两边的田地没有荒芜，在被各种绿色包裹的山

间，格外和谐。陪同的村民介绍说，据明正德永康县志记

载，董岭古道一带，有一片绵延的青山叫灵山（又称仙山），

在灵山周围保留着不少与仙有关的文化遗存。

其中有每逢干旱先民们便要去求雨的盆山太子道场、

亦仙亦佛的金仙寺等。据明正德年间的永康县志记载，金

仙寺建于唐咸通年间的鹿葱山顶上，它规模不小，建有钟

楼。据白竹卢氏宗谱记载，明正统年间，先祖卢璋、卢琦在

仙居向法师学习法术。学成后，他们住在金仙寺喝茶畅

谈，后因与官兵争斗而不知所踪。

大约走了10来分钟，一口圆形水塘“仙女照镜”映入眼

帘。相传，有一仙女思凡心切，常跑来梳妆，久而久之，就变

成一座高数百米的青山，称为青头尖，又称情投尖。为纪念

思凡的仙女，青头尖（又名情投尖）顶上曾建有一座仙宫。

说话间，我们已走过一座石拱桥。传说这是董永与七

仙女相遇之地。据董坑村宗谱记载，董永是董坑村的先祖

之一，因此这里的村民更愿意称之为“鹊桥”。据当地年老

村民说，解放前在董岭古道上有一座尼姑庵，里面有一口

常年不干涸的古井，如今由于草木茂盛，已难寻古井踪迹。

9 点半，我们走过大龙冲，穿过由自然生长的藤蔓垂

落形成的天然廊道来到小龙冲。相传，在董岭南侧住着两

条龙，即大龙和小龙，大龙欲冲上天，小龙想冲上董岭头，

结果两龙身子刚一动弹便硬成山，后人称为大龙冲、小龙

冲。久而久之，大小龙冲山上，松翠竹茂，绿树成荫，令人

心旷神怡。小龙因冲不上董岭头而暗自伤神，住在原地。

在小龙冲边上，我们看到一股清泉从董岭头汩汩流出，据

说形成的龙潭也是七仙女沐浴之地。

沿着山路向上，偶遇从上蒋村上山来清理杨梅园枯枝

已 87 岁高龄的村民蒋玉昆。他说，在山村群众家家户户

都吃返销粮的年代，村民们都要过古道到黄溪滩粮站籴

米。

10时许，我们来到建于清朝时期的董岭头凉亭，却见凉

亭已由村民出资翻修了，可供人歇息。在凉亭不远处有一指

路牌，一边是仙女宫、青头尖，一边去往上蒋村。在去仙女宫

的路上，道路已被两旁的茅草覆盖，林木茂盛，山路崎岖，听

前行返回者说已难觅仙女宫遗迹，记者最后半途而返。

董岭古道素有“天然药库”之称，五味子、麦冬、野生黄

花菜（又名忘忧草、金针）、鸟不达、灵芝、九死还魂草等等

知名或不知名的中草药满山皆是，据传许多草药还是道士

和仙人专用的食材和药材。

午后，我们一行又从上蒋村出发，向蒋岭进军。蒋岭

即为董岭古道延伸段,在东阳上宅村分岔，可分别通往磐

安、缙云方向。山岗最高点海拔约 430 米，古道保存完

整。据上蒋村村民介绍，蒋岭在古时是盐道。

仙山古道
承载千年文化之光

史料记载，董岭古道坐落

之地，地势险要，被重重青山包

围，在永康、缙云历史上影响深

远的几次农民起义都与这里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天降

大王”陈巽四等多个起义首领

的山寨都建在此地。在走访了

董坑村和上蒋村后发现，解放

战争时期，董岭古道也是连接

红色根据地的重要联络通道和

宣传中转站。

据 董 坑 村 村 民 董 洪 恩 口

述，在解放战争时期，永康革命

领导人应飞带领的抗丁抗暴队

活动在磐安一带，当时同敌人

几番较量均处于劣势，应飞队

伍靠董岭古道附近村庄人民的

掩护，活动在各村群众间。某

日夜晚，应飞队伍翻越董岭悄

悄来至董坑村联络点董金银家

中，应飞被董金银秘密转移至

安全处养伤，待其身体恢复后，

到新楼同战友会合，并在俞溪

头等地同敌人斗争取得了节节

胜利。

由于董岭古道位于东阳、

永康、缙云、磐安四个县交界

处，人员活动频繁，不仅打开了

革命人士进出通道，也为各根

据地及时送上革命信息。在上

蒋村文化礼堂内我们看到蒋章

秋、蒋国森、蒋修威口述材料。

解放后不久，一支 20 余人的国

民党残部到下赵一带扰民，当

时身为村武装委员的他们，在

人少武器差的情况下，利用董

岭古道两个山岗相隔距离近、

回音重等优势，领三个民兵手

持老套筒上山岗，上演一出空

城计。敌人以为已被解放军包

围，遂缴械投降。在文化礼堂

红色廊上，还有诸多村民口述

的革命斗争史，他们通过讲述，

将与古道有关的红色精神不断

传承下去。

红色古道
彰显别样风景

去往仙女宫路上，俯瞰不远处的上蒋村。

□记者 潘燕佳 见习记者 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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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通衢大道

““仙女照镜仙女照镜””景点景点

古道旁的古道旁的““老鼠岩老鼠岩””景点景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