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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国森之十大古道探访系列报道⑤

阅尽沧桑风景依旧 传说故事引人入胜

凉亭坑古道：隐于山间串连三县

□记者 潘燕佳 见习记者 叶宁

当我们走进这条山路，映入眼帘的是两侧异常茂盛的树木，随处可见的那不知名的各类山花开得正艳，油桐树、山鸡椒、香柴子、
八角枫等开的花、结出的果挂满枝头，路旁还有条山涧，许是近期雨水充足的缘故，水流湍急，一路哗哗相伴⋯⋯这山、这水、这景，让我
们流连忘返。

23日上午，我们临时起意，说走就走，在市农林局高级工程师应尚蛟、陈弄坑村村民应真山的带领下，冒着小雨开始凉亭坑古道的
探访之旅。该古道起点在花街镇陈弄坑村，终点在武义县方坑村，还有两条岔道可通往永康山后胡村、义乌王慈溪村，全长7.5千米，
平均宽度1.2米，大多由石块铺就，有些是古人在山崖上凿石级而成的。处在八素山脉的凉亭坑古道也就成为当年连接永康、武义、义
乌等县的主要通道。

每一段山路都有自己的名字

从陈弄坑村到东岩山山脚大约500

米，山上树木密密匝匝的。“刚才我们走

过的这一段叫白岭，因为以前上山砍柴

的人多，白岭上光秃秃的，裸露着洁白石

头，由此得名。古时通讯不便，在山林间

要联系人可是件难事，所以古人给每一

段山路都取了名字，一直流传至今。”64

岁的应真山边走边告诉记者，“小时候上

山砍柴，或者挑着行头担子外出做手艺都

从这条古道走，沿线山连着山，这些名字

为我们正确回家路提供了不少信息。”应

真山十七八岁时就学木匠，挑着行头家伙

翻山越岭到武义、义乌乡村铺楼板、做家

具，这条古道留给他太多的记忆。

“俗话说‘只有穷外婆，没有穷山

婆’。山上野菜野果随便什么摸点就有

得吃。”应真山说着又指着路旁一棵结

满果子的油桐树介绍，当年日本鬼子侵

占八字墙一带时，上山查案看到油桐树

上结的果子，以为可以吃的，摘了就吃，

结果又苦又涩，吐都来不及。

约莫十点半，我们沿着白岭到达了大

清塘。所谓大清塘只是古人取的一个名

称，只见溪流旁有一块约50米长的岩石

从上游延伸下来，应真山说这里是前人担

柴累了最喜欢的歇脚之处。掬一捧甘甜

清亮的山泉水润润喉，凉丝丝的山风很快

吹干了汗水，乡里乡亲的借歇脚之机聊天

拉家常，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只见应真

山往岩石上一坐，笑着说：“我仿佛回到年

轻时上山挑柴的光阴了。”

又走了 40 多分钟，我们来到大平

坛，却见路边有一个由大大小小十几块

石头组成的“岩石群”，表面平整，这里

又是人们绝佳歇脚处。

平田坑是陈弄坑村和武义董村村民

饮用水源，有两条水管从这里直接引水进

村。路边有许多白花绿叶的溲疏，俗称灯

芯草，拨开树干绿色外衣，露出里面白色

的像棉花一样绵软的芯，据说以前煤油灯

里的灯芯可用这个代替。沿着古道一路

往上便到了三角坑，地如其名，三条大小

不一的水流形成一个三角形水塘，最终汇

流成一条，奔腾而下。

一路顺着石阶往上，来到老鼠梯、猿

猴洞、葡萄岭头。老鼠梯上的石块杂乱

无章的堆砌着，丝毫找不出堆砌的规律，

石块间隔距离短，只有老鼠才能自如爬

行，因此得名老鼠梯。而猿猴洞不是很

大，洞口呈圆形，洞内清凉无比，只是现

在被茂盛的树林隐住了。

凉亭坑古道两旁山有三个“仙人洞”

探访凉亭坑古道，不得不提到两旁

山上茂林丛中的猿猴洞等三个古岩洞。

快到山顶时，出现一条岔路，往右走

就是去武义方坑，往左平走200多米，便

可到达白云岩洞，这个景点简直像“仙人

洞”。不过这条岔路极为难走，有的地方

窄的只容得下一只脚，有的地方被大石

块挡着，需要手脚并用小心翼翼攀爬过

去。约 20 分钟后记者终于到了白云岩

洞前。

却见洞前有一块平地，约 300 平方

米。山洞朝南，像狮子张大的嘴巴，左右

较宽，洞深较浅，石壁上筑满了子燕巢，

燕子穿梭不停，石缝上还长着不少中草

药。几十米高的洞壁上还悬挂着大片野

葡萄藤。令人称奇的是，洞里从东到西

排列着石床、四口大小不一的石井、一个

石臼。石床长约2.2米，床头处有一石头

高于床身约10厘米，貌似石枕。靠石枕

后还有一个小山洞，类似于我们现在的

贮藏室。应真山说，这些在陈弄坑村建

村前便已存在，石井、石床、石臼自高而

低排列，布局合理，像是人工刻凿而成，

而这是何人刻凿，又是何人曾居住在此，

无从得知。

应真山又指着那个看上去非常标

准的石臼介绍，相传，山洞里曾经住着

一个人，原先的石臼很小，每天都会出

现只够一人吃的稻谷。时间一长，那人

变得贪心起来，想把石臼打造得大一

些，这样可以得到更多的稻谷，没想到，

反而弄巧成拙，这石臼打大之后再也不

出稻谷了。

白云岩洞虽偏僻，但还是吸引了不

少游人来此游玩，洞内还有游客来此野

炊后留下的器具。白云岩洞内水源常

年不竭，为曾生活在此的居者提供了很

好的条件。应真山介绍，这些水都是从

岩洞上方流下来的，如果下大雨，这里

就会成为水帘洞。

走出白云岩洞，隔着丛林竟看到对

面山上金鸡洞飞瀑悬挂。“你们真是太幸

运啦，我来来往往这么多次，能见到‘跌

水崖’飞流直下景观的次数也是屈指可

数呢！”应真山说，对面山上的金鸡洞里

也有金鸡床等奇观，以前小孩子没地方

玩，都要从太平坛爬到金鸡洞平展的金

鸡床上睡觉。现在山上植被太茂盛了，

找不到路了。

十二点半左右，我们爬上了岭头，

远眺巍峨的白云山直耸云天，脚下就是

一个三岔路口，从右边的山路可到达白

云山尖，翻过白云山一边可到山后胡

村，一边可到八字墙村，一边可到方坑

村，凉亭坑古道将永康、义乌、武义三市

县附近的村落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从岭头往下，路遇一组 14 人登山

队，他们从陈弄坑村走访古道至方坑村，

在方坑村烧吃铜管饭后再往回走。

我们到达武义方坑村已是下午 1

时。如今的方坑村只剩养蜂人陈群良

夫妇留守山林间。得知我们此行目的，

陈群良告诉我们，通过这条古道可以到

义乌的王慈溪、大辽基、山后屋等村，可

以说四通八达。他们平时以养蜂为主

业，也为爬山游客提供饮食、茶水服务，

现在经常有义乌、永康、金华人来这边

走古道，也带走了他家蜂蜜、山竹笋、土

鸡蛋等土特产。

古道修缮开启
乡村振兴新篇章

在探访古道过程中，我们发现

凉亭坑古道受损严重，有些经受雨

水冲刷时间过长，石块裸露松动，

有些地段冲出的泥沙堵住了引流

口，导致山泉水径直侵蚀着古道。

古道的修缮工作迫在眉睫。

凉亭坑古道两边森林覆盖率

高，动植物资源丰富，古道两旁分布

着赤楠、紫楠、油桐、厚朴、合欢、八

角枫等各类珍稀树木，还有山楂、山

樱桃、猕猴桃、小枸树等野花野果。

随着古道不断被人所熟知，每逢

周末节假日，络绎不绝的游客前

来感受凉亭坑古道的魅力。陈

弄坑村党支部书记应春德告诉

记者，每逢假期，山脚下的空地、

总是停满车，游客剧增后，随之

而 来 的 是 环 境 卫 生 、安 全 等 问

题，古道的修复、服务设施建设

急 需 跟 上 ，需 要 政 府 的 大 力 支

持。沿着古道一路走来，也会看

见有些登山者留下的食品包装

袋等垃圾，同行的应真山看后直

摇头，说，古道属于自然环境，这

些垃圾对古道是一种负担，他希

望来游玩的游客能够随手将垃

圾带走。

凉亭坑古道一带山岭高耸，地

势险峻，一旦发生火灾，后果将不

堪设想。据应真山回忆，在他小时

候曾有一场大火，不管用什么方法

都无法将其扑灭，只能待大火烧至

山岗，火才自行灭了。因此在古道

管护中，防火便成了一项最重要的

工作，村民们特别要求游客杜绝一

切野外用火。

平坦的进村公路、美丽的鱼池

休闲长廊、宽敞的活动场地，一排

排的新楼房，陈弄坑村已成为我市

农房改造的典型。该村于 2008 年

被评为金华市森林村庄，2012年被

评为美丽乡村秀美村。这里不愧

为“花果之乡”，村中随处都是飘香

的果树：有正开花结果的石榴树、

柿子树，更有丰收在望的麦李、杨

梅、桃子缀满枝头，红得诱人。镇

村干部与农林专家一起探索乡村

振兴之路，大家都觉得八字墙三十

里坑可以凭借古道和双舟“果园飘

香线”之优势，打造山水田为一体

的宜居休闲村庄。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凉亭坑古

道古道不仅能吸引更多的人来爬山

休闲赏景锻炼，也将成为当地干部

村民创业创新、转型发展的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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