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若有舟，我定会启程于永康江，溯流而行，入

南溪，泛龟潭，过白垤里，穿水峥弄峡⋯⋯

这并非是想效仿南朝吴均泛舟富春江的那种洒

脱，也清楚永康江并没有吴均笔下那种“风烟俱净，

天山共色”的开阔景致，自己更缺乏吴均那种“从流

飘荡，任意东西”的随性放旷。我只是想体验一番古

人是如何走水路抵达李溪（下里溪）的。要知道从前

的水路可就是最快捷的交通，等于现在的高速公路，

而李溪就是某个站点，似乎还是一个终点站。

我会选择在寺山前李溪与南溪的交汇口下船，

然后步行，边走边估量溪口到村口的距离。

其实，这段距离大约有 1000 米，想象古代李溪

会更靠近江边，而现在的村落似乎往东后退了很多。

站在金温公路（330 国道）边，略一举目，车水马

龙，楼房林立，你很难相信眼前的村庄就是一个千年

古村。

李溪离县城不远，是永康城南面最重要的门

户。我们习惯上叫的李溪，原名叫长溪、下李溪，现

村名下里溪，“里溪”由“李溪”俗化而来，村因处在一

条叫李溪的溪流下游而得名，所以李溪既是溪名，也

是村名。

兵家必争之地

李溪自古便是浙中浙东的重要孔道，是历代兵

家必争之地。李溪东倚马鞍山，南接李溪水，西临寺

山、南溪，北靠牛筋岭，地理位置险要，实属易守难

攻。东晋元兴二年（403 年），卢循义军自临海挥师永

康，在李溪曾安营扎寨，先后攻占东阳郡、永嘉郡。

据传，南北朝时李溪曾设“长溪县治”。据史书记载，

唐朝驿道建德至温州一段贯穿浙江南北，途经李

溪。宋代增辟永康至东阳驿道和李溪经麻车店至缙

云壶镇驿道，李溪就是永康两个重要的古驿站之一，

叫“行春驿”，也叫李溪驿。宋开宝七年（974 年），李

溪设有都巡检司，巡检衢、婺、台、处、温五地。元至

正二十五年（1365 年），吴英七义军攻克永康城，县尹

仓皇逃到方岩，金华府遂派兵镇压，义军退守在李溪

抵抗，后受朝廷招安。元末明初，朱元璋起兵，大臣

章溢（1314 年-1369 年）屯兵李溪，有宋濂《赠枢密院

参谋章公三益屯兵李溪》诗为证，其中一句“李溪日

暝兵归寨，玉垒风清马自闲”，真实描述了当时屯兵

的情景。明清时期在李溪还设有急递铺。上世纪30

年代初，永康至缙云公路建成，途经李溪，交通更加

便捷。抗日战争时期，浙江省临时政府一度移师永

康。当时，省第一临时辅助医院（俗称省陆军伤兵医

院）就安置在李溪，章氏宗祠、章氏后祠、章氏常祠、

城隍庙等都成了战时救治场所。不难想象，在古代，

李溪于政治、军事、商贸等方面是一个何等重要的地

方。

永康章氏望族地

永康章氏历史悠久，簪缨不替，世称望族。李溪

是永康章氏的始发地和祖居地。据《章氏家乘》记

载，北宋时，福建浦城人章剪（章及七世孙）自闽出宰

长溪令（今福建霞浦县），于宋景祐元年（1034 年）家

徙婺州李溪，剪则为永康氏始祖。自此以后，代复一

代，世世相继，子孙繁衍，散居各地。除了永康本地

的前仓、篁源、练结、章店等，还有金华、丽水、缙云等

地都有剪公后裔聚居地，但至今李溪仍是永康章氏

最大的聚居地，目前全村人口近 1600 人，绝大多数

为章姓。

章氏先辈厚德崇文，人才辈出。章剪三世孙章

服（1106 年-1173 年），荣登宋绍兴二年（1132 年）进

士，授青田县主簿，累官至朝散大夫吏部侍郎。他才

华出众，精通经史，宦海沉浮，宠辱不惊。是南宋朝

廷主战派代表人物，主张积极抗金，收复中原失地，

恢复国家统一，但又反对冒失抗战。章服非常赏识

和器重陈亮，是最有力者的陈亮扶持者。他的爱国

主义精神深深影响了陈亮的思想，生平著有《易解》

《论语解》《孟子解》各 3 卷，《古律诗》4 卷。章服长子

章涛，历官右迪功郎，平江府长洲县主簿；次子章渭

登宋绍兴三十年（1160 年）进士，历官富阳县丞，通奉

大夫，从政郎，赠少傅；三子章涣，以父致仕荫补入

官；四子章充登宋嘉泰二年（1202 年）进士，历官鄱阳

县丞、提举；五世孙章徕登宋淳熙十一年（1184 年）进

士，官至侍进右文殿修撰，后为宗正少卿兼侍讲，著

有《凝尘集》；六世孙章大醇荣登宝庆二年（1226 年）

进士，官至集英殿修撰；七世孙章培荣登宝祐二年

（1254 年）进士，官至直秘阁迁婺州知府；七世孙章垦

任衢州通判⋯⋯章服一家父、子、孙、玄孙五代直系

中，在南宋一朝就有10多人身透龙门，印绶累累。

与李白、陆游有缘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先后与中国文学史上

两位大文豪诗人有渊源，听起来很神奇，但仔细一

想，李溪是衢婺通往台处温的必经之路，所以一切都

在情理之中。

在李溪南城门石刻上和《章氏家乘》中都记载着

明嘉靖榜眼程文德所作的一副联语：“溪以李名太白

临流曾饮马，姜乃章姓鞴公去邑作潜龙。”对联不仅

道明了望族章姓的渊源，而且告诉了大家李白与李

溪的故事。

相传，诗仙李白一次驭马前往缙云，拜访当时在

缙云当县令的族叔李阳冰，途中经过李溪（当时村名

长溪），由于一路奔波劳累，看眼前一派山明水秀，于

是就在如今的南城门处稍作整顿小憩，并放马溪边

饮水。后人为纪念这位大诗人曾经到此，遂将“长

溪”更名为“李溪”，也因此李溪的南城门被称作谪仙

门（李白号谪仙人），门前的一座桥叫作谪仙桥，城边

一方池塘也唤为谪仙塘。

有人考证，李白晚年非常失意潦倒，最后几年是

投靠族叔李阳冰的。而李阳冰在乾元初年（758

年-759年）这期间正好是在永康邻县缙云当县令，所

以这个时间点李白访李阳冰路经李溪是比较可信

的。

另一位是南宋爱国主义诗人陆游，他也与李溪

有不解之缘。陆游（1125 年-1210 年），字务观，号放

翁，越州山阴人。生前在任永嘉通判期间，一次路经

李溪，慕名谒访太白仙踪，游历长溪古邑庙，为李溪

人文山水所迷，曾感叹：“此地山环水绕，实风水宝

地，吾愿栖身于此也！”并传题有“迹著长溪”四字。

陆游为官 30 多年，忧国爱民。传说永嘉、丽水、

金华一带曾发生瘟疫，当时缺医少药，民不聊生，陆

游深入一线行医问药，免费治好了无数病人。据说，

当时有丽水人想报答他，问他何处人士，他回施恩不

图报，不必言谢。在众多百姓恳询下，只言：“我乃永

康府李溪北门头人，人称陆爵伯。”丽水人为了感谢

他，曾一路追寻到李溪，一问北门头人，都说李溪侬

均姓章，没有姓陆的。丽水人不相信，李溪人有意无

意说了一句，只有城隍庙中的城隍老爷不知姓啥。

因此，在陆游去世后，李溪人就顺势把他供奉为城

隍，称“陆城隍”，让后人膜拜。这既是李溪人对陆游

寄托的一份怀念，也是李溪人对陆游表达的一种感

恩。800多年来，“陆城隍”一直端坐在北门头城隍庙

里，庄严威武，德义仁慈，悬壶济世，拯民水火，普度

众生，香火兴旺。农历九月廿三是陆游的生日，李溪

人传统上将每年的这天定为城隍庙庙会时间。从古

至今，在“陆城隍”生日的前后三天里，李溪都要组织

一至二台社戏，连续演出三天四夜，以示纪念和庆

贺，几天里，往往游客香客络绎不绝，热闹非凡。

美好的“长溪县治”

在李溪，一直延续着一个美好的“疑团”：人们

将疑将信李溪古时候曾是县级所在地，人称“长溪

县治”。信者总是信誓旦旦，认为李溪具备“县治”

基本条件。例如，历史上村南村北都建有城门城

楼；村东村西挖有很多池塘，是为护城河；村中有一

条长约千米、宽 3 米的长街连接南北城门；村北自古

就有一座城隍庙（长溪古邑庙），大家认为一般传统

意义上只有县城一级才有设城隍的资格；还有李溪

始祖章剪公就是“长溪县令”，李溪原来不就是长溪

吗？剪公就是在李溪这里当县令的，剪公认为其工

作过的李溪是个好地方，是个风水宝地，所以退休

后就举家迁徙这里安家养老、长发其祥了；不是还

有南宋大诗人陆游到过李溪与李溪结下渊源还题

有“迹著长溪”之辞吗？凡此种种，李溪曾设“长溪

县治”似乎依据充足，很多人信以为真。

疑者则驳，先有永康建县于三国吴赤乌八年

（245 年），李溪与永康县城近在咫尺，地域层面上不

可能再置县；章剪出宰长溪令，实是指闽地之霞浦

县，霞浦古称长溪县；章剪为北宋年间人，永康正史

虽然宋以前记述往往粗略，甚至模糊，但宋以降基本

完备，不可能连李溪设县这种大事都没有一星点痕

迹⋯⋯往往就这几句，就会让持信者哑口无言。

前几年，李溪人筹捐了数百万元资金，在村南村

北先后重建了南城门和北城门，分别叫“谪仙门”“务

观门”，气势非凡，雄伟壮观，重现了千年古城楼的雄

姿。据悉，接下来还要全面修复村中老街，以及其他

一些历史建筑。这些唤醒和恢复了李溪的一段历史

记忆，同时更是李溪人为自己筑就的一个“理想王

国”。“长溪县治”这个美好的假说，活在世世代代充

满历史自豪感的李溪人心目中。

“落霞数点暮烟横，宿雨初收绿涨平。两岸舟行

风力便，夕阳影里布帆轻。”这是古代李溪八景诗之

一，可以想见风帆船影是李溪当年最常见的景象。

可现如今，纵然站在高高的“谪仙门”城楼向西眺望，

看见的只能是南溪江边的落霞暮烟或是碧树丛林，

而百年前那种风帆竞秀、船影穿梭的景象只能成为

脑海中的想象。

时过境迁，往事如风似烟，再多的感慨和遗憾都

将湮没在岁月的风云里。李溪走过厚重历史，李溪

更要走向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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