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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日，记者跟随市农林局工作人员从石子岭

古道的另一端，也就是从历山方向进发，感受多

面石子岭。在这里，记者看到了古道名称的由来

——历山，《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舜耕历山，

历山之人皆让畔”，因此虞舜古道又叫历山古道。

古道穿过历山森林公园，森林公园美在生

态，有森林 8000 多亩，森林覆盖率高达 97.5%；

美在水，这里的水清澈得可以照出倒影，恍若来

到九寨沟；美在空气，这里空气负氧离子多，是永

康空气最清新的地方；美在树种，这里的林木很

珍稀，如野生的浙江楠、红楠、浙闵樱、浙江樟；美

在山，这里山高水长，美景众多，美景有滴水岩、

出气洞、龙王塘⋯⋯森林景色美不胜收，丛林中

还不时闪现市农林局提醒游客爱绿护绿、注意森

林防火的宣传告示牌。

在前仓镇历山福建寮自然村，村民池兰菊说

以前村民会采山茶到拱瑞下村卖，从福建寮走古

道只要四五十分钟就能到拱瑞下村，而且在拱瑞

下村换乘到市区的公交也很方便。这种状况在

福建寮到前仓公交班车开通后得以改变，但是现

在村民们还是会穿行古道去探亲访友。记者打

开导航发现，从福建寮开车到拱瑞下村要转上大

半个圈，少说也得半小时左右，与穿古道到拱瑞

下的时间相近，古道为人们往返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

虞舜古道连接前仓镇后吴村，一直到明清古

驿馆头村，和括苍古道（进京古道）相连接，两天

时间我们只是走了一部分。据清乾隆三年编撰

的《延陵吴氏宗谱新序小阁记》记载，武义善教建

村鼻祖就来自永康前仓后吴，由此也能感受到古

道渊源。现在，盘山水泥道路已经修到了历山林

场、福建寮，古道的作用已从生产、生活向生态、

休闲、健身、体验转变。曾经带给周边村民与缙

云、武义等地商贸往来之便利的古道，又将在地

方旅游发展、乡村振兴中发挥怎样的作用？福建

寮、拱瑞下等沿线村庄都已在行动中。

虞舜古道-石子岭段
地址：市林场

长度：3220米

路面材料：块石

起讫（途经）地点：历山林场——拱瑞下

从武义乌石头村返回后，我们在上处村作短

暂停留。还有一条保存完整的黄塘山森林古道

横穿上处村，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全民大炼钢铁，

永康也遍地高炉，上处村大量烧制木炭出售，最

多时光烧炭的窑就有 38 个，山上林木毁坏众多，

老鼠过岗能看见，生态破坏严重，得不偿失。上

世纪八十年代后，上处村封山育林，种茶养竹，森

林恢复很快，就是少了许多古树。如今该村群山

环绕再加上植被覆盖率高，空气清新，700 多位

村民中，年逾九旬的有 6 位，年逾八旬的有 30 多

位，老年食堂也因为老年人多而变得分外热闹。

紧接着，我们来到了距上处村 2.2 公里以外

的拱瑞下村，拱瑞下村是石子岭古道和缙云茭岭

古道的终点，这里的山坡早已开辟成杨梅林。但

事实上，在过去这里却拥有享誉周边县市的繁华

驿站，这主要得益于小告岭、石子岭、茭岭三条古

道。

我们找到了村里的老人舒有岳，他说，拱瑞

下村走古道到前仓、缙云新建、武义桐琴都是 25

华里，可以说以前是连接金华温州丽水的“中转

站”，上世纪五十年代村里光旅社就有四五家，供

往来客商歇脚，另外还有肉店、饮食店，商贸繁

华。村里还开过毛竹市、树市、纸张加工铺等。

“当时毛竹的价格甚至比谷贵，村民们在山

靠山，发家致富。”舒有岳介绍。上世纪八十年

代末、九十年代初，乡里发动各村大力发展林果

业，拱瑞下村民就是在那时到仙居、余姚取经，引

进新品种，改造老林开发新林，形成了一定规模

的杨梅基地。从此拱瑞杨梅闻名遐迩，成了村民

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芒种杨梅满山红，夏至杨梅要出虫。”眼下

正值杨梅采摘时节，沿着石子岭古道一路向前，

不时会碰到三五成群肩挑手拎满载而归的村民

和游客，个个脸上荡漾着收获的喜悦。

“石子岭古道可以称做杨梅古道。杨梅收获

季节，欢声笑语回荡在山间杨梅林中，古道更加

热闹了。我老婆是新楼人，以前她回娘家我们走

亲戚经常走这条路，春节期间路上还会看到用扁

担挑着小孩往返的人。”走在古道上，舒有岳说现

在虽然车来车往方便了，但自己还是会走古道看

看自家的杨梅林。这条保存完好的古道也成了

人们休闲锻炼的好去处。

村庄四周山林掩映 古道贯穿古今见证曾经繁华

夏日重返石子岭杨梅山 感受森林公园魅力

创国森之十大古道探访系列报道⑥

虞舜古道见证古村落昔日繁华
沿线村庄借区位优势做活乡村振兴文章

□记者 陈慧

6月初，久雨放晴，记者与市农林局工
作人员一起，分两天分段攀爬了虞舜古道
的小告岭（江南街道小告朱至武义县善教
村）和石子岭（历山林场至江南街道拱瑞
下村），感受我市森林古道之魅力，同时也
了解沿线村民如何在山靠山凭绿植致富
及森林古道在时代变迁、乡村振兴中发挥
的作用。

虞舜古道-小告岭段
地址：江南街道

长度：3000米

路面材料：块石（大多路段已改造开辟成林区道路）

起讫（途经）地点：永康小告朱——武义善教村

沿线植被丰富 永康段古道踪迹难觅

小告朱是江南街道上处、下处与刘家三个行政村

的统称。当日，我们从上处村出发，跟随上处村熟悉

小告岭地容地貌的朱兴球老人开始了古道之旅。

因为山间道路改造，从小告朱一直到武义善教地

界的山岗，已难觅古道踪迹，几乎都已拓宽成四五米

宽的林区道路，仅剩的古道也已淹没在肆意生长的高

高的茅草丛中。一路上，练就好脚力的朱兴球走在前

头，侃侃而谈：“上处山上有一个石棋盘，上面平展展

的，传说是仙人下棋的棋盘呢。缙云到武义善教要翻

越两座高山，分别是大告岭和小告岭，大告岭比小告

岭山势险峻道路曲折，但村里人人都说‘小告岭难过，

大告岭好过’。”

原来，从前小告岭素来是悍匪猖獗之地。有一回

丽水府太爷的女儿远嫁金华，穿过大告岭平安无事，

穿越小告岭当时的周塘地界时，正好日晒当头，她挽

起袖子擦下脸，潜伏在丛林中的劫匪看到其手腕上的

首饰，起了杀念⋯⋯旧事难以追溯，小告岭作为进入

武义地界的咽喉要道，足以见得当时在交通运输中的

地位。

“这就是当年周塘遗址，世事变迁，据传原先居住

这里的周姓人家搬迁到武义善教、乌石头方向去

了。”朱兴球指着路旁的残垣断壁和几堆瓦砾砖块

说。

沿林区道路走了不到 15 分钟，就能看到山上逐

渐丰富的植被：永康话俗称“黄割”的茅草沿着道路两

侧生长，粉红色的抽穗随风摇曳；泡桐花凋零的花瓣

散落在路上；沿路还有棵合欢开得正闹，别有一番夏

日风味⋯⋯

小告朱凉亭年久失修，里面堆满柴禾杂物，四周

高高的茅草疯长，仅露出几截台阶。“以前来来往往的

人们都得肩挑手拎翻山越岭的，凉亭是躲风避雨歇脚

补力的最好去处。”朱兴球老人说，现在凉亭失去其

原有的功能作用，无人翻修荒废了。

作为当时永武缙贸易往来的交通要道，小告岭让

三地资源充分发挥优势互补的作用：在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武义一担粮食能比缙云便宜四五块，而缙云的

小猪身子较小，正符合他们“买猪少花钱”的要求，部

分头脑灵活的村民就做中间商赚起差价。

直至山岗十字路口，我们选择向武义善教村进

发，才算真正踏上了一段保留原生态的块石筑就的古

道。雨后初晴，古道长了青苔有些湿滑，不难想象当

年村民肩挑里面放着小猪或大米的箩筐，气喘吁吁艰

难行走在古道上的情景。

“种武义的田，住永康的屋，烧缙云的柴”，一条古

道，深刻诠释了永武缙三地间山水相连的关系。为了

让沿途过往行人休憩乘凉，古人在古道沿线栽下 18

对树苗，多年后这些大树有的已隐匿在环绕古道的森

林中。朱兴球指着古道旁一棵拥有几百年树龄的苦

槠树介绍，这棵苦槠树还流传着东汉刘秀逃难时捡苦

槠充饥后误把乌石头村口古樟认封“娘娘”的一段故

事呢。武义善教村在古道入口处还专门立了碑牌对

古道作了介绍，他们对古道的保护意识值得学习。

““杨梅古道杨梅古道””游客满载而归游客满载而归

小告岭古道沿线植被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