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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不 久 ，微
信公众号“金华
旅游”有一篇推
文《金华有座小
泰山》，介绍我市
东溪山（又称绝
尘山、龙溪山）的
风光，受到粉丝
的热捧。

据 了 解 ，此
山 属 于 缙 云 山
脉，位于石柱镇
与 舟 山 镇 交 界
处 ，是 我 市 名
山。虽是名山，
却比方岩山、五
指岩“低调”，知
名 度 不 高 。 近
日，记者来到位
于东溪山山脚的
云溪村，探索此
山的环境、人文
历史。

□记者 任晓

山势险峻 景点众多 人文底蕴深厚

我市名山东溪山有待挖掘开发

第一次在《永康市志》中看到东溪山是我市名山、第一次听到东溪山上有比方岩山更陡峭的山门时，记者觉得很惊讶。或许

是东溪山一直以来太低调，低调到让人忽略了它的美。或许有人会说，若是好好开发，此山会成为市民们情之所钟的好去处。

但是，当范太锁告诉记者，山中还有珍稀动物和树木时，记者又想，若是去的人多了，打破了原本安谧的环境又该如何是

好？不仅如此，东溪山属于缙云山脉，绵延范围广，若是有人贸然进山，途中出现了意外又该如何是好？再次提醒各位前往东溪

山探奇揽胜的游客，文明旅游，注意人身安全。

文明旅游，注意安全记者手记

易守难攻
战乱年代是村民
避难的保护屏障

“论险峻，东溪山可半点
不逊色于方岩山。”近日，记
者来到石柱镇云溪村，找到
了年过古稀的村民范太锁。
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几
十年来在东溪山上留下不少
足迹，也曾经参与范氏宗谱
的编写，对此山上的美景、人
文如数家珍。他说，此山有
一种远离尘嚣出世的意味，
故又被称为绝尘山。

范太锁说，说到天门，大
多数市民都会想到方岩山的
天门，殊不知在东溪山，也有
天门，两侧山壁更加险峻。
战乱年代，在此处设卡，就形
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
势，成了附近村民躲避战乱
的一道天然屏障。

“我小时候常听老人们
说有关东溪山的故事。”他
说。在过往，一旦硝烟四起，
周边的村民就会汇聚在山
上，由青壮年男子在天门上
准备石头、木头等重物，一旦
有人强攻，就将这些重物往
下投掷。山上有前人修建的
石泥结构防御城墙，长达数
千米，高 6 米，位于天门附
近。因为地理位置的优势，
此山后来又成为了农民起义
军的重要据点。

范太锁告诉记者，在山
上的盘山公路修好之前，村
民们都是沿着古栈道上山，
经过天门，再到达山顶。现
如今，一部分古栈道已经被
损坏。但是，防御城墙遗址
依旧可见。

四季不同景，山上湖水清冽澄澈古井大旱不干

“过些时候来，你就能看到满山的红
枫了，那场景真的很好看。”范太锁说，山
中四季景色迥异。春天，漫山遍野的杜
鹃花争相斗艳；夏天，悬崖峭壁上大小瀑
布倾泻而下；秋天，枫叶如火层林渐染；
冬天，冰帘挂满峭壁进入银色世界。

说到这儿，范太锁兴致勃勃地说起
山顶岩壁上清晰可见的牛脚印。“传说是
有仙牛曾路过，毕竟普通的牛是无法在
岩壁上踩出脚印的。”

山中峭壁形状各异，各自有名字，如
野猪峰、情侣峰，山上有小石林、虎山、狮
山、石磨山等景观，有纱帽岩、美女献花、

迎客松、金交椅、飞来石等景点。
“不得不说的就是山顶上的一口古

井。”他说，这口古井曾经被掩埋，过了百
来年之后再次将其挖开，还有水涌上
来。山顶还有一汪湖水，叫“绝尘湖”。
他说，据他了解，此山是一座火山，这汪
湖水所在地就是火山口。“相传，湖水就
没有干涸的时候，大旱年间，附近的村民
都靠湖水得以存活。湖水能供上千人正
常使用。”除此之外，他还说，山上的珍稀
动物植物也不少。

“若是天气好，在东溪山顶可以看见
大半个永康城。”他说。范太锁和他拍摄的绝尘湖和古井

有千年古庙旧址，古井中挖出不少瓷器

“说到东溪山，就不得不说山上的崇
福寺了。”范太锁说。崇福寺始建于后唐
时期，距今已经 1000 多年。明朝末期被
烧毁。“一些记载文字在上世纪60年代丢
失了，我们现在知道的，都是老一辈说给
我们听的。”他说。

他告诉记者，崇福寺香火最旺盛的
时候，有 500 多名和尚，寺庙内的文物
也不少。“前些年，台州市天台县国清寺
曾有和尚多次到这儿来，上去看了崇福
寺的旧址。”当时，是他陪同的，在聊天
中，那名和尚告诉他，崇福寺和国清寺
有渊源。

寺庙被烧之前，僧侣将许多器具、

文物都藏起来。在民国时期，不少村民
在那口被掩埋的古井里发现了不少瓷
器等。“当时没有保护意识，都被一抢而
空了。前些年，还流传着山上有宝藏的
传闻。”说到文物，他提到了保存在峭壁
石洞中的一尊古佛。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有村民上山
砍柴时，发现了峭壁山腰有一个山洞。
他们出自好奇就带了绳索，从山顶借着
绳索往下爬。

“他们让我一起下去，我觉得太危险
了，就没有下。”他说，从山顶到半山腰，
起码有好几幢楼叠起来那么高，他就一
直在上面等着。后来，上来的村民说，洞

里有一尊古佛，上面的色彩还依稀可
见。只是，时隔多年，当初见过古佛的村
民已不在人世。

“古佛洞我虽然没去过，但是我进过
其他山洞。”他说。他印象最深的是三个
山洞。其中一个，洞口高度不过50厘米，
只能趴着进去，里面的空间竟然有一间
房间那么大。“第二个我觉得像牛角，洞
口处空间不小，但是越往里就越小，还有
不少蝙蝠，我走了几米就不再往里走
了。”第三个山洞是个两头通的。由于现
在山上草木茂盛，要找回这些洞也比较
费劲，加上可能会有蛇等动物，并不建议
盲目地前去找寻。

元初香溪先生后代，躲避战乱来此定居

“我们祖辈在元朝初期从兰溪来到
永康，看中此山山清水秀，所以在此定
居。云溪村建村已经有 700 多年的历
史。”范太锁说，永康范氏先祖是香溪先
生范浚的后代，而他则是范浚的第 26 代
孙。说到范浚，就不得不提“婺学开宗”。

范浚生于北宋，在北宋和南宋各生
活了 24 年。他天资高迈，自幼嗜学，不
喜荣利，笃志求道。虽然隐居不仕，但
是曾开学授徒。南宋时，因为奸臣当

权，不愿入朝为官。但是，他曾经详论
富国强兵御善之道与经国要务，供朝廷
采择施行。

南宋理学盛行，永嘉学派、金华学派
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合称“浙东
学派”。它是南宋理学的一个重要分
支。其中以金华学派的影响最大、最
久。而开浙东学派之先河，发浙东学派
之先声者，正是范浚。范浚的理学思想
对金华乃至浙江理学的影响久远，被称

为“婺学之开宗，浙学之托始”。
“朱熹曾三次拜访先生，但遗憾的是

三次都不曾谋面。”他说，范浚去世 32 年
后，53 岁的朱熹写了《香溪范子小传》悼
念他，希望天下学者都能了解范浚此
人。

传言，在东溪山上曾有一块石碑，上
面的“万世师表”四字出自朱熹之笔。但
是，这块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损坏，
具体情况如今已经不可考。

东溪山风光东溪山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