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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石岭古道森林覆盖率高，植被资

源丰富，同时连接塔石岭古道各村绿化

丰富，植被保护意识强，由此形成一个

天然氧吧，也是疗养绝佳之地。

在上陈自然村小溪旁一休闲场地，

记者看到几位老人正围坐在石桌石凳上

择菜聊天。在与他们的交谈中得知，其

中有三位老人是从外村来的，住在上陈

亲戚家，亲戚每月也就多了一笔收入。

问及缘由才知晓，随着人口迁徙，村中只

剩下几户老人，老人们留守家园种菜种

水果，亲戚家老人来养老，住在一起相互

有照应，而且此地空气清新，环境安静，

适宜老人家居住。今年 66 岁的俞梅肖

告诉记者，村里很多人都希望能利用现

有的自然条件，探索类似养老方式。

仙岩及其所属自然村群山环绕，自

然景观、森林景观多，山上多个景点都流

传着美丽的传说故事。“我们这里的自然

条件非常好，如果开发旅游，一天两天也

游不完，就是交通不太便利，有时候出入

苦竹畈、俞溪头都还要通过古道。如果

能够在保留古道的基础上打通山洞直接

通往俞溪头村方向，我们生活就方便

了。”仙岩村和俞溪头村干部村民如何实

现乡村振兴都有自己的想法。而这通山

洞的愿望，是他们代代期盼的。

仙岩村支部书记俞成虎向农林局

工作人员提出了自己的乡村振兴想

法，他打算利用亭后的 10 余亩荒地，结

合仙岩甜槠、香樟、马尾松、苦槠树等

30 多棵古树形成的古树群，通过外包

形式打造以古树为主题的生态园，从

而吸引外来投资者，壮大集体经济。

镇村干部与农林专家一起探索乡村振

兴之路，大家都觉得俞溪头与仙岩两

个村可以依托良好的古道资源和高山

的环境发展森林休闲旅游业，并将古

道范围扩大至拥有飞瀑、石狮、古樟等

丰富景观的苦竹畈村，将断缺的古道

拼合，形成一条完整的古道圈，借此发

展民宿或农家乐，增加村民收入,从历

史文化、土地利用、生态保护、乡村振

兴等方面，统筹谋划，整体策划，通过

保护利用古驿道，促进乡村振兴。

发展的力量,在乡间酝酿

塔石岭古道，连接着石
柱镇俞溪头村和方岩镇仙岩
村，又从仙岩延伸至舟山、壶
镇、仙居等地，和壶镇苍岭古
道相连。上陈、仙岩、亭后均
属于仙岩村的自然村。旧
时，人们出行多依赖山岭古
道，相传俞溪头塔石岭古道
建于秦朝，古道从俞溪头村
到 亭 后 自 然 村 段 ，全 长
2500 米，这也成为两地居
民与外界交流的重要通道。
7 月初，记者跟随市农林局
工作人员探访了塔石岭古
道，感受我市森林古道魅力，
听古道的变迁故事。

塔石岭古道：天然氧吧贯穿人世沧桑
穿越古今，原生态古道连接生活

当日上午，我们一行驱车来到仙岩

上陈自然村，而后步行至亭后自然村。

俞溪头村村委会主任范长江等早早翻

过山岭，与仙岩村村委俞双文等会在一

起等我们了。

“5 岁时我就帮着母亲开始烧茶供

过路客解渴，我娘特别好客，在家家户

户缺粮的情况下，她还时常烧面条招待

过路客，总说‘客来是条龙，吃去不会

穷’。”俞双文说，亭后自然村能借助改革

开放东风快速走上致富路，与这种朴实

的思想分不开。

当然，致富之路也有艰辛时刻。“每

逢芝英集市，我便从家里出发，穿过塔石

岭去卖柴卖炭补贴家用，有时候也会到

舟山、木坦、缙云壶镇，远的也到过东阳

南马、东阳城区。”亭后自然村81岁的周

东兰讲起以前的事仍历历在目。

那时仙岩黄牛远近闻名，不少人家

都养着三头牛，一头用来耕田，一头售

卖，一头用来生小牛，村民收入不错。她

家除了养牛，还养猪娘，做豆腐捞豆腐

皮。“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我们每次

赶集几乎都要花两天时间。”周东兰介

绍，如果推手推车或骑自行车去赶集市，

便需要头天背着手推车或自行车的架

放在古道岭脚，第二天再挑着车轮与柴

或其他物品来到岭脚，而后用手推车或

自行车驮到集市或走村串巷叫卖。回

家时又得背着沉沉的手推车或自行车

翻山越岭。

在仙岩村，听闻我们探访古道，仙

岩村村民俞志明拿出他自己写的《仙岩

风景》《俞樾祖籍是仙岩》两首长诗，《仙

岩风景》囊括了塔石岭古道及周边的景

点，《俞樾祖籍是仙岩》中的俞樾是清末

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

家、书法家，相传，在俞樾祖宗俞平伯死

后安葬时，有先生告诉他们，安葬后让

他顺着水流飘走，流得越远越好，最后

流入江浙一带，后来出了俞樾，由此诗

中道“仙岩俞樾实有名⋯⋯”。

约莫 12 时 40 分，我们从亭后自然

村一路向上，开始了古道探访路。天空

中不时洒下阵雨，山岭雾气蒸腾，给古道

笼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古道两旁田地虽

已荒芜，茅草也愈长愈高，但古道踪迹仍

易寻。听闻我们要来探访古道，一大早，

俞溪头村村委、山林主任俞寿钱便拿着

把砍柴刀从俞溪头村赶来亭后自然村，

一路清理沿途的茅草，古道于是完整地

展示在我们眼前。我们欣喜地发现，塔

石岭古道保存完整，堆砌的石块也没有

松动。俞寿钱介绍，这条古道现在也还

有很多人走。岁月苍茫，古道悠然，随着

公路开通，古道渐渐荒芜，如今兴起的原

生态旅游热，古道又成为户外运动爱好

者的最爱。

大约走了十分钟，到达一个岔路

口，俞双文介绍，这个岔路口往上可到

达俞溪头村，从这条小路经过冷水坑能

到达杨溪水库，小路已被茅草掩盖着，

若不是熟悉人带领，恐怕我们也会将其

忽略。

踏访中得知，塔石岭古道在古时是

通往壶镇、台州的主要道路，也是担盐主

道，永康涉及的区域较广，从东城街道、芝

英油川一带到壶镇、仙居都要经过此路，

是探亲访友与生产、经商的重要通道。

创国森之十大古道探访系列报道⑨

古道地质资源、植物资源丰富，山顶有一悬崖名“封缺”，成因成谜
探访塔石岭古道，不得不提到的是

充满着传奇色彩的“封缺”。说起“封缺”，

实质是一块悬崖。岭头的三岔路口，其中

一条便是通往“封缺”的崎岖山路。

俞寿钱介绍，这是我们小时候担柴

主道，现在过年的时候大家还会呼朋唤友

来爬“封缺”。说着来到一块造型颇为有

趣的岩石旁，小岩石趴在大岩石上，好似

孩子依偎着母亲。一路走来，发现有不少

造型有趣的怪石随意积叠在山岭上，冷不

丁挡住我们上山的小路。

大约攀爬了30分钟，一条约50米长、

25米深、10米宽的沟壑突然出现在我们眼

前。站在高高的峭壁上，望不到深沟的底

部。俞寿钱介绍，这便是“封缺”。

据一路陪同踏访古道的俞溪头村年

已73岁的退休干部俞根基介绍，“封缺”

还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传说故事。据《史

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游江南，“过

丹阳，至钱塘。”相传随驾太史令启奏：

“臣夜观天象，会稽郡乌伤县（现永康）似

有新皇将诞之兆。”秦始皇大惊，即命太

史令为钦差速去乌伤遏制新皇诞生，断

其地脉。经过数日勘察，发现乌峰岩山

岗便是龙身所在，随即，凿石破岗。然而

白天凿石，晚上破石又自动修复，太史令

无计可施。偶然于山大王殿中，得殿坛

大王指点，以白狗血淋地，便可凿石不

复。钦差深信，尝试了这个办法，终于凿

出了缺口，来封住龙脉即为“封缺”。

关于“封缺”的形成，有说是地震的

断裂带，也有说是人工凿成，众说纷纭，

但都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记者看到

“封缺”壁如斧削，简直成90度直角，旁

边还有一缠绕着藤蔓的石笋。

“封缺”底下约有六米宽，从下往上看

顶部略显狭窄，好似一个大肚葫芦。去往

“封缺”底部的石阶路已被杂草覆盖，俞寿

钱等人带着我们近距离感受这鬼斧神

工。从顶上看不到底部的“封缺”，底下植

被茂盛，乱石堆砌，一到“封缺”底，一阵清

风卷携着雨后的清新，扑面而来。

沿着原路返回途中，一根直径约

20 厘米的“高龄”紫藤树吸引了我们的

目光，藤枝傍着旁边的大树直冲天际。

“之前有村民向我讲，两个人在藤树上

‘荡秋千’都不成问题。”范长江介绍。

“这可能是永康最大最古老的紫藤

树了。”农林局高级工程师应尚蛟对同行

的人说，这样的古树古藤一定要保护好，

以后开发旅游也是难得的植物景观。

在返回岭头的路上，市农林专家应

尚蛟、邵唐洪发现古道上的树木丛生，

且树形各异，有的三五棵树群生，有的

两棵相依相偎笔直生长，似“夫妻树”

“情侣树”“子孙树”“母子树”，还有“桃

园三结义”“四代同堂”等，极具观赏价

值和情趣。

他们便向范长江等提议，可通过这

片特色树林打造景点，通过文化寓意

让它们生动起来，既保护了树林，又合

理利用森林资源，这也是古道的意义和

价值所在。

在塔石岭古道两边，我们还发现有

许多野生腊梅。翻阅相关资料，这么大

片的野生腊梅群在南方很少查到。腊梅

不畏严寒，冬天腊梅花傲立枝头，芳香四

溢，是隆冬时节非常有特色的观赏花卉。

行走在塔石岭上回望“封缺”，赫然发

现那“封缺”断裂处正是岭尖最高处，不由

心想当真是两千多年前秦始皇遣人所为？

山顶山顶““封缺封缺””奇观奇观

□记者 潘燕佳 见习记者 程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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