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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卢晨冰 通讯员 胡方贤

以郎为名 村民却无一姓郎

山
铜

从城区出发，在 35
省道行驶 10 公里后左拐
进入 301 县道，过古山
线，方山六弄，便到了舟
山镇铜山村。

铜山村由几十个小
村落组成，这些村落如珍
珠般散落在群山之中。
而历经千年形成的铜山
岭钱王古道，已荣登浙江
十大最美古道之列，驴友
游客络绎不绝。

□记者 吕鹏

郎村位于石柱镇西
面，与姚塘、果园等村相
邻。进村的道路不仅整
洁平坦，而且四通八达。
我市石柱省级湿地公园
有很大一部分就位于郎
村，平时不少市民慕名来
此散步。从城区丽州广
场出发，途经白垤里，最
后到达秀美的麦磨岩山
脚，流水潺潺，绿树成荫。

黄帝采铜 十八寮薪火相传

村有“两个天”，村民不姓郎
郎村自古便流传着两大奇异之处:

一“奇”，在于这个村有“两个天”。郎村

的地理优势得天独厚，村旁就是永康江

的上游，河流绵长，甚至远至缙云。大

旱时节，就算永康不下雨，村庄失去雨

水的滋润，永康江也会为村民带来远在

缙云的水源。永康和缙云，只要有一个

地方下雨，郎村就永远不会缺水，让这

个以农业为主的村庄能有一个丰厚的

收成。“因为这‘两个天’，村里年年都丰

收，我们村的小伙子啊，最容易讨老婆

了。”85岁的村民张仁强打趣道。

郎村的第二“奇”，与郎村的村名有

关。据《永康县地名志》记载，郎村的始

居村民姓郎，村以姓氏取名。而现在的

郎村，虽然依旧以郎为名，村中却竟已

无一户人家是姓郎的。张仁强介绍，据

祖辈流传，随着郎姓村民渐渐衰退，搬

离村庄去往别处定居之后，村子便空了

下来。后来，还是胡氏村民率先来此繁

衍生息。

现在的郎村，主要以姓胡、张、章的

村民居多，还居住着少数金、王、周、李、

吕等姓氏的村民。据村委会成员胡显

奎统计，全村约有170户人家，540个人

口，胡姓大约有 230 人。《郎村胡氏宗

谱》上有记载，自胡氏始祖世承公定居

郎村以来，繁衍至今已有 15 代，历时

300余载。

奇特麦磨岩，秀美好风光
郎村有座岩头山，不仅山顶平坦，而

且山体呈圆形，因为远看如磨盘，故取名

麦磨岩。麦磨岩山下便是郎村，山前为

陡坡，后山是悬崖。麦磨岩呈南北走向，

南连蝙蝠岭，北连大虎岭。站在山顶看

石柱湿地，锦绣风光一览无余，向西远

眺，可以望见城区。

在山岗上有块巨石，有一个自祖辈

流传的神话传说就与它有关。相传是

黄帝铸鼎时，挑着磨石从此地路过，因

为挑来的磨石太重，扁担断裂，其中一

块巨石就这样掉落在山岗上，留存至

今，而另一块则不小心滚落到了溪中

央。曾有古人上山采石，留下一处岩

宕。在当时，运石下山虽不容易，却也

有变通之法，就是从猪娘岩上向南面山

沟下山。猪娘岩下是南溪，有条绿道通

前仓，山下南边还有一条担盐古道，经

太虚岭通往白垤里方向。

麦磨岩上本无路，然而就在前几

年，村里对麦磨岩进行了初期开发，路

已修到猪娘岩上，还建造了石亭。山下

的河岸也砌了坎，道路又平又宽。麦磨

岩本就山体奇特，景色秀美，现在经过

改造之后，又有了田园风光，实在是石

柱湿地公园待开发的美景。

别具一格的“移民村”
铜山村位于我市东北部，距城区约

37 公里，东部与缙云县上朱村接壤，北

部与西溪镇楼山坑村相接，西部与方岩

镇独松村相连，南部与舟山镇高寮村相

邻，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别具一

格的“移民村”。现在，铜山村共有 300

多户，900 余人，有程、陈、汤、应、胡等

16个姓。

“新楼铜山生得高，茅寮草铺满山

腰。大秧田山金庙，田厂梅筻连东岙。

王家坑下王寮，寺后山垭通燕寮。东一

处来西一处，叫做铜山十八寮。”一首山

歌，唱出了铜山村的风情。今年57岁的

村民程振威介绍，“铜山十八寮”中的“十

八”是多的意思，其实铜山远不止 18 个

自然村，最多时曾有 44 个寮，现在仍有

31个寮有人居住。

那铜山的“寮”屋是怎样的呢？据

《铜山村志》记载，清朝以前，铜山村民的

房屋以茅草房为主。茅草、竹木均可就

地取材，十分方便。建造也相当简单，选

一处近水（小溪或泉水)的平地，“栽”上几

根毛竹或松木作为柱脚，上架一些横梁，

再扎一些很长的毛竹椽，再把茅草扎成

草披盖上即成。墙壁采用泥墙是比较讲

究了，大多是用篾白(篾爿)编制，上涂一

些“稻秆筋泥”就成了。门多采用篾白编

成，是真正的“柴门”。间数以一至数间

不等，一般是一层头，少有二层的。这种

茅草房尽管很原始，但是接地气，冬暖夏

凉，也足以安身。这种茅草房俗称“茅

寮”“茅草铺”，这也就是阳寮、益寮以及

铜山十八寮这些名称的来由。解放初

期，铜山还有较多茅寮草铺，进入 21 世

纪才基本消失。

黄帝曾在此采铜
铜山村历史悠久，自新石器时代后

期开始，铜山就是一个因产铜而闻名的

兴盛之地，“铜山”村之名由此而来，至

今已有千年的历史。

传说，黄帝铸鼎用的就是铜山的

铜。《山海经》里记载:“张氏土地记:东

阳(郡)永康县南四里有石城山，上有小

石城，云黄帝曾游此，即三天子都也。”

传说黄帝南征蚩尤，曾在石城山以本地

铜山的铜材铸鼎。也许永康是我国最

早炼铜铸鼎的发祥地之一。

如果说，黄帝用铜山的铜铸鼎还只

是传说的话，在《永康县志》里则明确记

载着与铜的渊源:“春秋战国时期已有

青铜制作，汉代已有铜弩机、铜箭、照明

镜、铜香炉、铜斧、铜碗等武器及生活消

费用品。吴越国王钱镠曾亲到铜山，发

现并开采铜矿。宋代在铜山开采炼铜

6.5万多公斤。

现如今，铜山已经不进行铜矿开

采，但保留有不少铜矿遗址。铜孔坪采

矿遗址、吴越国铜矿遗址、山金庙遗址

（铜旧名“山金”，山金庙其实就是铜

庙）⋯⋯这些遗址给铜山村留下了宝贵

的历史文化财富。

◎芝英镇

村

◎龙山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