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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街镇杨公村百年官道见证往昔繁华

重走金华大路 听花锦地的传说

如果你准备来探访花锦地的美丽传说，那就是

一次历史之旅，一次重走古道之旅。

游玩古道和花锦地，你还意犹未尽的话，也可

去花街镇有名的“田园沐歌风景线”走走，该线始于

倪宅村终于吴坑村。从溪边汪村沿着横吴线往吴

坑村出发，能看到路两边种植的桃树，这是花街镇

的“千亩桃园”。

来到花街镇不能不提水果，此时正是远近闻名

的“水果之乡”杏子、李子、油桃等成熟的时候，所以

“双舟果园飘香线”不能错过。若是时间充裕，你可

来到农房改造工作出彩的陈弄坑村，那里的老农会

带你游走凉亭坑古道；你也可以沿着枫坑口村西入

口的“象鼻门”城墙上山，踏着游步道登象山；你还

可以探访我市十大最美古树群之一——连枝古树

群。这里还有永康第二高峰——大寒山，山腰有大

安坪，山下有大安寺。

现在，花街镇还将结合尚仁历史文化名村、“潘

国诏”故居、项宅项羽文化、颜宅红色文化等开展全

线打造。水果飘香、文化繁荣、村民纯良的大美花

街，市民何不利用周末走走看看。

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花街之旅

花街镇杨公村地处半山区，独特的地理
位置使村落四面群山环抱，四季常青。一湾
清流自东向西绕村而过，四季绿水长流。小
溪属渎溪下游，似吉龙翔游，给村庄带来灵
气。岸树森森，绿水相映，构成一道美丽的
风景线，人们给小溪取了“花锦溪”的美名。

上周末，记者探访了这个古朴的小村，
重走了村东的古老官道——金华大路杨公
村段，了解到“花锦地”的美丽传说。

□记者 舒姿

记者刚到杨公村，就被村里 500年的杨公桥吸

引，古老的桥墩和新砌的桥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当时工匠技艺之精湛让人惊叹。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桥上可是能开拖拉机

的。来往大屋粮站的车辆都从这里经过。为了保

护古桥，现在桥上只允许走路了。”杨公村村委会主

任倪开旗说，沿着大屋粮站走过去，还能看到 120

年的“大夫第”，这是清朝官员的歇息之地。村口还

有现存最老的140岁“樟树娘”。

我们边走边聊，记者从倪开旗口中了解到，村

东有条金华大路，是古代的官道，他还提到了一个

关于汉光武帝的美丽传说。记者马上来了精神，希

望去实地看看。因年代久远，古道难觅，倪开旗亲

自带着记者前往金华大路杨公村段。

5 分钟后，我们来到杨公村东边的山脚下，往

上就是大界岭，走进去就是金华大路。据明《正德

永康县志》所载：大界岭，县西三十里，八都通金华

岭，及半有自然石，广袤数丈，其文采仿佛如锦，名

曰花锦地。当天，我们去的就是大界岭花锦地。古

时，是金华通往温州大路的必经之地。

金华大路是一条正儿八经的古代官道，明清时

期家住金华地区的人们前往丽水、温州的必经之

地。虽已历经数百年，但人为在山路上铺设块石的

印记清晰可见。据村里老人回忆，当初路中间铺有

青石板，后因物资短缺，被取走砌井、河堤等。

记者一行顺着金华大路往前走约 200米，发现

一个岔口，岔口的右边可见重修后的花锦庙。沿着

主路继续走约500米，在半山腰处，路面豁然开朗，

这里是传说中汉光武帝刘秀的避难地“锦被岩”，此

处比一般的路面宽约2倍有余。

从现实地理分析，大界岭花锦地属一块宝地，

它朝西，属沉积丹霞地貌，又含有石莹矿粒，当雨过

尘净，夕阳西照，赤岩生辉，荧光七彩。夏日，日落

西山，锦地炎热，虫蝎绝迹。而夜来林茂风清，又是

乘凉避暑之地。

不过，金华大路因历史原因，已荒废。锦被岩

再往前，丛林越加繁密，难见路面，一行人遂决定

不再往前。记者矗立古道良久，仿佛看见先民挑

着担、骑着马，来来往往于古道上，有漂亮的姑娘、

英俊的小伙、白发苍苍的老翁，箩筐里放着大米或

是小猪崽，一片繁华。

而曾经的驿站杨公村现有村民 206 户、506

人。杨、谢、项、徐、方等为大姓。杨公杨氏，郡望弘

农，为中华名门望族。从古至今，杨氏人才辈出，凡

主政英明，为官清正，为将英勇，为民勤奋，传统美

德为后人传颂和弘扬。

如果大家要重走古道，看看花神庙，走到锦被

岩处即可，不要再深入腹地。

城区-杨公村线路建议

公交：在紫微车站搭乘K601路（开往连枝站方向）-大屋站-步行300
米（4分钟）到达杨公村

自驾：城区-330国道金华方向-右转进入杨颜线行驶约200米
抵达杨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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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没在山林中的金华大路

现存的金华大路杨公村段只能供一人行走。

重修后的花锦庙

140140岁的岁的““樟树樟树娘娘””

老街与老街与““大夫第大夫第””

传汉光武帝在花锦地脱险

村容村貌村容村貌

传说中的汉光武帝夜宿避难地传说中的汉光武帝夜宿避难地““锦被岩锦被岩””

回来的路上，倪开旗讲了关于汉光武帝化险

为夷纪念地的传说。

相传，西汉皇族后裔刘秀，为推翻王莽统治，

光复汉室，星夜奔出王莽军队的包围，途中遭追

捕。逃遁途经杨公大界岭时，他见林密如麻，自

叹：“即使不被追兵捕去，也要饿死，或被财狼虎豹

吞吃，此乃天亡我也。”随即，他昏然躺倒在岭中间

一块平坦岩石上。

时值盛夏，身处野岭的刘秀，非但虎狼不敢侵

体，且蚊虫蛇蝎远遁。一觉醒来神清气爽，一老翁

送来热饭，请刘秀到岭脚寒舍暂歇。刘秀随老翁

来到岭脚，见一庙宇四周花锦如画，奇花异草鲜艳

夺目。正当他疑惑之际，忽闻马蹄声响，一队追兵

近在咫尺。无奈，刘秀进入庙宇躲于佛像后。

说也奇怪，瞬间庙内布满尘土蛛网，障目遮

体。追兵来到刘秀露宿卧身之地，见岩上有人影

印迹，“天子”二字依稀可辨，认定刘秀逃之不远，

就近搜抄。至庙宇，见庙内尽是尘土蛛网，并无踪

迹。追兵去后，尘飞网消，云开日出，土地佛像神

采如前，庙宇四周鲜花如锦，刘秀化险为夷。

刘秀登基后，巡视江南重临此地，记忆犹新，

命笔御封当年的花锦地为“锦被岩”，御笔“花锦

庙”和“圣观自在”之匾额，表达当年救驾之恩。

有道是“岭不在高，因皇则名；庙不在大，有神

则灵”。于是，花锦庙名传浙东南六府，四时香客

不绝。可惜的是花锦庙毁于“文革”期间，1993年

村民自发重修于原址。

如今，杨公村随着村容的变化，根据花锦地的

美丽传说，多了一些相关名称，如花锦溪、花锦路、

新锦路、锦水坝和锦水桥等，使古老的村庄更富诗

情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