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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山中的古道“驿站”
华釜山畔，叠岩山腰，方岩镇戈阳村群山环绕、远离喧嚣。
戈阳村是一个只有 80 户左右人家的小村庄，新老房子加在

一起约有 30 幢。由于位置偏远，生活不便，白天在村子里能见到
的多为老人。

翻过村后的山，向上前往华釜山，向下通往西溪镇洪塘村。作
为长达8千米的华釜山同岭古道中的一个“驿站”，近年来，越来越
多的市民都认识了这个村子。

□记者 任晓

记者有话说
若是从城区出发，可以搭乘汽车东站至

派溪（老路）的公交车，在派溪终点站下车。

若是步行，还有大约 5 公里路程，大约需要 90

分钟。其中岔路多，尤其是后浅村往上路段，

可以借助导航。

从去年 8 月份开始，方岩牌坊到戈阳村

的“村村通”公交开通了。驾驶员程师傅说，

若是有市民想前往戈阳村，早上7时30分、下

午 2 时 30 分左右，在方岩镇永乐学校站点等

“村村通”。由于每天只有这两趟，所以还请

打算坐公交前往的市民把握时间。

车少空气好，进村路吸引运动爱好者

在山下的后浅村、象鸣畈村，酷爱散步、跑

步的村民常常将“去戈阳”挂在嘴边，意思就是

一起去锻炼。久而久之，不少其他村子的村民

也慢慢爱上这句话。

沿途只有上坑的几户人家。之后，一路上

就难见炊烟，有的是一泄瀑布，旁边的岩石上

写着“龙潭瀑布”；一湾水库，是后浅村民的饮

用水源，以及无尽的植物和时起时落的鸟鸣。

“去戈阳村的这段路车辆少，空气好。路

好走，时不时还能摘些野菜回来。我常常约上

三五好友一起走。”路上，记者遇到了正下山的

程女士一行，她一手拿着一把野

菜，另一手拿着半开的杜鹃花，说

着戈阳村某棵桃树花开得很旺。

程女士说，附近村民兴起“去戈阳”

大约在五年前，不论季节，都有人过来走

一遭。尤其是夏天晚饭后，路上满是散步的

人，打破了山林的静谧。

惊蛰已过，万物复苏。眺望远山，各色花

朵开满枝头，成了一幅无需水墨浸润的风景

画。只要用心，大自然总会带给人惊喜。

10多年前，同岭古道是唯一的进村道路

“别看现在水泥路通到村里，在10多年前，戈阳村村民

进出都只能借助一条窄窄的小路，也就是同岭古道。

这和爬山差不了多少。”程女士说，在她女儿三岁前，

每年都有几次一家人前往戈阳村探亲。夫妻俩一

人抱着孩子，一人拎着袋子。不到 3 公里的路

程，每次都要走一个小时左右。

那时，村民们的部分收入来自橘子。秋收

季节，他们纷纷将橘子装筐，从村里挑到山下

的后浅村、独松村，甚至是更远的地方贩卖。

天未亮时出门，回来已日暮。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同岭古道已经彻底满

足不了村民们进出的需求。1997 年，一条泥路

将戈阳村与外界相连。只是每到雨季或是遇到

暴雨天气，经过雨水的冲刷，这条路不仅泥泞，还

容易发生小范围塌方。为此，每年都要花不少人力、

物力进行修补。

这种情况维持了五六年，在各方努力下，水

泥路终于通到了村口。去年，戈阳村通上了公

交车。

“从水泥路上走，要绕过很多个弯

头。少数村民为了省时间，还是愿意从小

路上下。”顺着程女士所指方向望去，树

木茂盛处依稀能看

到古道深深。

村口有一座石头堆砌而成的建筑，约三米

高，外形像是一个巨大的锅盖。从正面看像是一

个桥洞，堆放着柴火。戈阳村党支部书记黄天有

告诉记者，这叫“瓦窑”，曾在村民建房上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以前山路难行，从外面带点东西都不容易，更别

说将盖房需要的砖瓦挑上来了。砖瓦房兴起之后，

村里干脆找了个师傅建了瓦窑。现在能看到的老

房子所用的青砖黛瓦，都是这里烧出来的。”黄天

有说，这座瓦窑建了大约有 43 年了。每次能烧制

2 万片左右瓦。现在能看到的“桥洞”，就是当初

的灶眼。他曾亲眼见过制瓦的过程。

黄天有回忆，每次烧瓦都要持续三天三夜，要

保证柴火不灭，还要时刻关注着灶里砖瓦的颜色，

等到了一定火候，还要往里面浇水，这样才能保证

砖瓦的颜色是青色。

站在村后面的山上，戈阳村尽收眼底。这30多幢

房子中，以老房子为主，其中还有不少泥土房。

古道难行
村民自烧砖瓦建房

“戈阳”二字何解
询问多位老人均得不到答案

“我们村虽然不大，但是有五个姓氏。”在一

幢土房前，今年81岁的程妙文老人正坐在门口。

当询问村民大多姓什么时，他边想边数出了李、

吕、任、程、黄五个姓氏。“姓李、姓吕的人比较多。

以前还有‘厉’姓，现在没有了。”他说。

程妙文说，村民们分别是从西溪镇洪塘村、

方岩镇文楼村等处移居而来。还有几户人家，

原先住在叠岩山顶，后来也移居下来。在上世

纪 60 年代，村子里只有 60 多户人家，之后村民

开始分家，这才有了现在的80多户。

记者还想询问“戈阳”二字何解，但是询问

了多位老人之后均得不到答案。戈阳村没有宗

祠也没有文献记载，对村民们而言，这也是一个

难解的迷。

“现在，老村改造工程已经通过审批，从去

年开始已经逐步进行。你看到的是已经修整过

的乌江溪戈阳段就是改造的第一步。”黄天有介

绍。站在村口望去，乌江溪两侧砌了新的河岸，

岸上种着两排茶花，有的已经盛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