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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刚过境，天气凉爽潮湿，

岘口村联防队副队长、护林员关永

武习惯性拿着把镰刀、拎着只塑料

袋，走在最前面为我们开路。只要

见到古道旁有些许游客丢下的垃

圾，他就会随即弯腰捡起装进塑料

袋，记者不由为这位质朴称职的护

林员点赞。关永武说，平时护林巡

山都成习惯了。

走上铺架在岘口溪上的石板

古桥，拭去灰尘，定睛一看，桥沿依

旧能认出“道光丁酉年”五个字，桥

头 就 是 一 座 已 重 新 修 过 的 古 凉

亭。关永武告诉我们，这里就是峰

砚岭古道入口处，这座石板古桥就

叫蜈蚣桥。

刚跨过石桥踏上古道，就和抱

着一捆黄金柴下山的俞大娘打了

个照面。得知我们是专程前来探

访古道的，俞大娘不由感叹：“这峰

岘岭我都快 20 年不走了呢！”原来

俞大娘娘家在石柱镇俞溪头村，刚

嫁到岘口时，每次回娘家就得背着

孩子，翻过峰岘岭古道，再坐船到

石柱镇下寮，而后回到俞溪头，好

不辛苦！

另一位抱着一捆青青的玉米

叶沿着古道进山坳池塘去喂鱼的

吴大妈接过话茬，说自己打小就常

进出这条古道，砍柴、挑柴、走访亲

友。“以前山里有地，种着番薯，番

薯 成 熟 时 就 要 越 过 山 岭 去 挖 番

薯。还有进山砍柴时，我们妇女总

是带着小孩，怕孩子走丢，就把孩

子拴在树上，孩子看着人们在干

活 ，就 一 边 会 自 个 儿 玩 ，不 会 哭

闹。等到砍完了柴挑出来，再背孩

子回家。”

同行的市农林局党委委员应

焕堂是方岩镇大园村人，年少时也

曾翻越峰岘岭古道上山砍柴挑柴，

家里就曾烧炭担柴桠到芝英集市

卖，这回重走古道引起了他对儿时

的记忆。他说，峰岘岭古道其实也

是当时古盐道的一部分。这条古

盐道的路径大致为：仙居皤滩—苍

岭—缙云壶镇—永康，穿过我市新

楼、岩后、芝英、清溪、雅吕等，而后

经武义到达金华，是永康上半县古

时候去仙居县挑盐的古盐道，是那

时候挑盐的必经之路。

正说着，古道旁边出现了一口

池塘，吴大妈说这塘叫蜈蚣塘，塘

缺原本架的是由大条石砌成、长约

两米的石桥，因洪水冲袭被毁坏，

只好用几根松树捆绑搭了木桥，方

便路人过往。一路往前，左手边不

断出现一口口池塘，大小不一，有十

几口，显然大多是由农田开挖而成，

有的种植着莲藕，满池荷花开得正

闹，更多的菱角塘，还有的纯粹用来

养鱼，这些都成了古道上优美独特

的风景。在半山腰处，吴大妈拐进

一条小路来到自家几口池水相连的

池塘边，把玉米叶抛向池塘。我们

看到塘岸上长的一大篷箬叶，还栽

种着些丝瓜等夏菜。看来岘口村民

并没有让田园荒芜，而是换了一种

增收的方式。

9 时 24 分许，爬上一处大坝，

一口不知名的山塘跃然眼前，关永

武称其为峰岘岭水库。记者心想，

古道旁山坳里那么多的池塘也就

因其而有了源源不断的活水吧。

抬头远望水库里壁，对面山头形状

怪异，清晰地倒映水中。应焕堂告

诉我们，这座山峰有个霸气的名字

——将军峰，峰岘岭就因此峰和岘

口村而得名。

绕过山塘，依然是鹅卵石铺就

的古道，翻阅资料，记者感受到了

古人的智慧：古道鹅卵石中间略

高，两侧稍低，便于排水，以保持雨

季路面干爽，并每隔一段距离就有

一条横沟，此沟不仅用于排水，还

有个更重要的作用，就是一段路坍

塌时不会毁及旁边的路段。

快到坡顶时，一座崭新的岘峰

亭出现在松树林中。记者了解到，

这一带是芝英八村的山界，之前的

老亭供挑盐、挑柴人纳凉休息，历

经 了 岁 月 的 沧 桑 早 已 是 破 败 不

堪。作为古道兴衰见证者，就那么

荒废，未免也太过可惜，去年芝英

八村热心公益的办厂能人应益峰

出资 9 万多元，村支书应立标与岘

口村支书吕天福安排施工，重建了

凉亭。现在，老凉亭上拆下来的老

石柱还在，那古旧沧桑的肌理似乎

述说着曾经的热闹。

坐在凉亭内横放的石柱上，抬

头就可看到斜前方一棵长着绿果

的大树，农林局资源经营管理科的

项 社 进 说 ，这 就 是 杏 桐 树（油 桐

树），可以用来榨油。见到岘峰亭

和杏桐树，就预示着已经快到杏桐

园村的地界了。

创国森之十大古道探访系列报道⑩

古桥古亭麦磨爿，更有将军峰十八洞石门卡⋯⋯

峰岘岭古道峰奇洞幽崖峭风景独好

10 时 20 分许，我们一行人正意兴

盎然沿着古道行走，冷不丁遭遇了一群

黄蜂的袭击，同行者中有好几位被蜂蛰

伤，好不容易才冲出黄蜂的重围。由于

前期降水丰沛，石门卡水库水位上涨，

古道有一段就用大石块排在水中，能容

一个人小心翼翼通过。高山夹峙，与方

岩神似的丹霞地貌跃然眼前，隔着汪汪

碧水可见到水库对面崖如斧削，遍布着

一个个天然古洞和一条条石罅，农林局

资源经营管理科的邵唐洪告诉记者，过

去还曾有人居住在山洞里呢！

这就是鲜为人知的“十八洞”景观

（如上图），到底是不是18个洞还是更多

谁也说不清，据杏桐园村民介绍，有的

在低处被树枝遮住，有的已沉没水库

中，其中两个山洞相连且面积达 900 多

平方米，战争时期，红军曾在此活动，百

姓也曾进山洞里避难。如今洞内外杂

草丛生，村民建议，进洞路途险恶，最好

向导带路，穿长袖长裤，防虫叮咬。

石门卡水库两山夹峙，呈条形延

展，刚进库区我们一行人就纳闷：古道

鹅卵石去哪了？蒋龙标告诉记者，都在

水库下面呢！原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村民把原来的溪流拓宽，建成了现在的

水库作为附近村庄的饮用水源，而这条

徒步路线的对面就是消失的那段峰岘

岭古道。

蒋龙标说，石门卡顾名思义有被石

门卡住之意，当地有“人过侧过 马过夹

杀”之说。自古以来，这里是岩后、杏桐

园等村到芝英镇的交通要道。人在山

谷中行走，两边山峰突兀，石壁如削，如

在石门夹缝中穿越。小水库建成后，石

门被水淹没了，但其险峻依然可见。事

实上，那年头每逢缙云壶镇市日，都会

有芝英方向过来赶集的客人从这里走

过，而每逢芝英市日，又会有大批新楼

方向数十个村的老百姓，担着木柴、豆

腐、黄柿等，陆陆续续经杏桐园、岘口前

往芝英赶集。蒋龙标说，他家就住在杏

桐园的茶亭附近，集市当天常常凌晨就

能听到担拄“咚咚咚”的敲击声，这座年

逾百岁的古亭见证当时艰难岁月。

“现在每到周末村老年活动中心前

停车场就停满车辆，前来徒步的游客络

绎不绝。”杏桐园老干部应德跃说，去年

该村创建了秀美村，今年又开始争创精

品村，眼下正着手建森林公园，也是为了

吸引更多游客，振兴乡村经济。此刻，在

沿线村庄的努力下，古道正用自己独特

的方式，默默地诉说悠久的历史，喜迎一

批批游客。

□记者 陈慧 见习记者 程明星

全称：古驿道（仙居挑盐）岘口峰岘岭

地址：芝英镇岘口村经方岩镇杏桐园村

至岩后村

长度：5 公里（其中岘口到杏桐园约 2.5

公里）

路面材质：鹅卵石

古道岁月悠悠 人文痕迹述说曾经繁华将军峰下挖田成塘 古道设计展现古人智慧

9 时 40 分许，我们来到峰岘岭头

——芝英与方岩两镇交界处，于是与关

永武告别，感谢他的一路向导，继续沿

着峰岘岭古道向杏桐园进发。

踏上下坡路，我们的脚步变得轻

盈，一路凉风习习，鸟鸣清脆。因为地

理条件的差异，后半段路程已经没有农

田改造的鱼塘，但是出现了很多明显的

居住痕迹。

“哇，古道上居然会有这么大一块

麦磨爿！”大家都心生疑惑，走着走着，

怎么会有一块麦磨爿变身石桥铺在路

上，可环视四周，树木高耸，遮阴蔽日，

两三米外的断壁残垣已经长满青苔。

由于没有向导，心中疑问直到我们在杏

桐园村见到该村退休干部应德跃与护

林员、老会计蒋龙标才得以解开。

蒋龙标说，麦磨爿附近确实有过人

家，但年代已经无法追溯，不远处石门

卡水库库尾木桥附近，相传也曾有个叫

大秦坑的村庄，那里还可以发现比农房

大得多的地基，由此推测可能是座祠

堂。能够建起祠堂，证明那一带也曾人

丁兴旺且生活富裕。由此可见，古道作

为古盐道一部分，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

条古道沿线村庄的繁华。

水库峡谷丹霞绝壁古洞成群 古道沿线成避暑胜地

早听说峰岘岭古道
是十大古道中唯一用鹅
卵石铺就，山岭两边分别
镶嵌着岘峰岭和石门卡
两座水库，如澄碧的玉
盘，静静地等候着来来往
往的行人，湖光山色，气
象 万 千 。 12 日 8 时 30
分，记者一行满怀期待，
和市农林局领导与专家
在岘口村集合，探访了这
条千年古盐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