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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说三十里坑南向的
八条古岭及古道

□老犁

三十里坑深岭多，坑两边南北两

条东西纵贯的山脉阻挡了山坑人走

出大山的脚步。前往永康或武义城

区，翻越南向山脉是祖祖辈辈三十里

坑人需要面对的一个不小考验。三

十里坑南向这条山脉绵延十几里，但

其名称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下半坑有人称“三里塘尖”，上半坑有

人称“前山”，有些干脆以岭名或坑名

代之，如“山南岭”“杨岭坑”。但这些

都是局部的一个小名称，不能代表全

部。

考之历史文献，涉及有关三十里

坑南向山系名称最早的文字记载，出

自康熙十一年的《永康县志》，其在

“山川·赤石峰”条目下有“乌石岩西，

乃挺秀为皇尖山⋯⋯皇尖之麓展为

两支，逶迤而南，前迫大溪”。皇尖山

海拔查不到相关资料，是不是三十里

坑南向整条山脉的最高点不好说，但

其能与三十里坑的乌石岩、赤石峰

（即赤岩山）并列在一起，足见其代表

性与地位。三十里坑南向这条山脉，

东起象珠九里口一带，西至永武交界

处的白溪，南可到达尚仁、倪宅、潜

村、溪边一线。皇尖山地处油坑与皇

尖下之间，皇尖下这一村名就因地处

皇尖山下而得名。如果以最早有文

字记载来追溯这条山脉的名称，三十

里坑南向这条山脉应称为“皇尖山

脉”，就如三十里坑北向山脉一样，因

有大寒山的存在，它所属的山脉就被

称为大寒山脉。

分析现存的古道情况和 1995 年

版的《永康市标准地名图册》所标绘

的道路情况，两者综合来看，三十里

坑南出的古岭及古道至少应该有八

条，自东向西分别为：

一是乌辽岭古道。此道由前桑

园出发，翻越乌辽山到达今永义线飞

龙山南隧道口，经童宅、山下南达

城区。椒坑、前桑园虽在白窖岭之

东，但古代它们属承训乡，长时间划

归三十里坑，故将此道算作三十里坑

的一条古道。这条古道是童宅、山下

一带西出金华、北达义乌的主要通

道。宋末元初时，山下人胡长孺及其

龙山胡氏的后裔们，就在这条古道上

留下他们匆匆的脚印。康熙年间里

坞（又称后坑）人项安山，在这条古道

上目睹了吴绛雪舍生取义的全过程，

他留下的纪文成为记载吴绛雪史迹

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二是上岑岭古道。此道地处方

村与柄坑之间，经拖拉机厂南达城

区，大体与现在的永方线重叠。此道

北向里坞可与枫坑通，北可达义乌。

上岑岭处在白窖岭之南，现被称为上

京岭。前两年有传言说，岭下柄坑的

始祖是明朝的建文帝，但后因缺乏实

证不了了之。不过，其始祖在“靖难

之变”时从南京逃到柄坑。这一点可

以确认，这从侧面说明上岑岭这条古

道至少在明初时就已经存在了。“岑”

是“小而高的山”的意思，它常与其它

字组成描绘险峻山岭的美辞，如“遥

岑”“云岑”等。永康话里的“岑”与

“京”发音略近，故村民就随意把“上

岑岭”改成“上京岭”。这与永康出门

人早年间把东阳后岑山（地处老东永

线拐入横店的交叉路口，是以前永康

出门人坐客车出四路进入东阳的第

一站）称为“后岭山”差不多。

三是九峰岭古道。此道地处枫

坑口至杨坑之间，经定桥、溪边汪南

达城区。枫坑口及枫坑是三十里坑

前往义乌赤岸、佛堂的主要通道，从

距离上讲，九峰岭直接面对枫坑口，

是赤岸、佛堂连接永康城区最近的一

条山岭，但因九峰岭北侧山路险峻，

且岭南道路弯曲较大，相对距离较

长，故过往行人大多选择绕行，此山

岭多为山民劳作出入时使用，外界知

之甚少。

四是荷南岭古道。此道地处连

枝与山南之间，此条古道是连枝及龙

潭里、赤川、横岘等村前往城区最近

的一条古道。古道现还保留下一段

没有被破坏的鹅卵石路面，其长度和

完 整 度 是 八 条 古 道 中 最 难 得 一 见

的。“荷南”之名不知何来，也许是荷

南岭下的荷南坑中原有荷塘之故；也

有说是“窝南”“禾南”或“河南”，但都

无法自圆其说；还有人干脆把其并入

山南岭古道，也称其为山南岭。

五是山南岭古道。此道地处阔

塘后与山南之间，是三十里坑最负盛

名和人流物流最集中的一条古道，是

下 半 坑 各 村 前 往 城 区 的 最 便 捷 之

路。此道与荷南岭古道在山南村中

合并后，经下王、上裘南达城区。岭

头到山南，也保留有一段较完整的鹅

卵石路面，但其长度次于荷南岭。

六是杨岭古道。此道地处店园

与颜宅之间，两地相距十多里，坑长

路远，中间没有一座村庄，是三十里

坑 南 向 古 道 中 人 烟 最 为 稀 少 的 古

道。古道中段有一处叫豺狗坞的地

方，以前曾经有人居住过，二十世纪

六七十年代这里还设立过一个开采

砩矿的矿点，之后逐渐荒废。因永康

话中的“豺”与“前”同音，故当地村民

也将其称为前狗坞，但准确来说应称

为豺狗坞。此道延伸至杨公、大屋

后，西南可前往武义，东南可转向永

康城区。

七 是 葫 芦 岭（或 称 古 磉 岭）古
道。此道地处金杜与杨公、大屋之

间，在葫芦岭头左出，到豺狗坞并入

杨岭古道；葫芦岭头右出（今花金线

不走葫芦岭，而走八保坑），经武义张

坑，在下时与杨岭古道延伸线汇合，

南达杨公、大屋，再分道前往武义或

永康城区。“三十里坑陈到底”，三十

里坑陈氏始祖发源于古磉坑，虽然古

磉村庄已经消失，但原有的老墙根和

古井还依稀可辨。

八是麻栗岭古道。此道地处武

义麻栗畈与简头之间，因这里溪弯水

急，造桥困难，道路在此截弯取直翻

越山岭更为便利，故在此就形成一条

约不到 400 米的山岭，岭因村名，称

为麻栗岭。因武义朱王到南仓的公

路修通后，这条古道就渐不为人知。

按理说此道不应算作三十里坑的古

道，但因其对三十里坑人出行的影响

较大，况麻栗岭又处在皇尖山脉的最

西端，故笔者也把它算作三十里坑的

古道之一。三十里坑前溪水在炉村

向西南出口，往下称为白溪，经南仓、

石壁峡到达武义白溪渡口，在此乘船

可达金华，这是陆路换水路最近的一

条通道，达官贵人或有钱的商人多走

这一条古道。没有公路以前，此道还

是金华人、衢州人上方岩拜胡公，水

路换陆路最近的一条通道。

亭圮桥废，草长道没，熟悉的东

西日渐远去，承载在古道上的一切转

眼都已成为记忆，成为乡愁。留点文

字下来，让远去的曾经，在未来的石

板上凿上点印痕，尽管这些印痕大多

会被日晒雨淋磨蚀而去，但文脉就是

靠这一点点印痕积攒起来。

退休教师张聪无意之中得了一本青

瓷秘籍。有深厚古文功底的他，研读了三

个月后，就开始混迹于古子城古玩市场。

他的书房逐渐成了青瓷“博物馆”，

每日对照古籍，玩赏手中青瓷，更喜人的

是图下标注的价格都是价值连城的。真

的是穷了一辈子，到晚年了还发横财。

他每日早出晚归，去金华各县市的古玩

摊淘宝，不亦乐乎。

某日一淘友提醒，要淘青瓷必须去

龙泉。对啊，寻宗问祖是龙泉啊！张聪

大腿一拍，第二天就带上秘籍和三万元

巨款去了龙泉。龙泉的瓷器琳琅满目，

张聪如鱼归海，转瞬就把带来的钱花光

了，晚上在龙泉宾馆的大床上做起了发

财梦。

在宾馆准备退房时，服务员见张聪

大包小囊的瓷器就问，先生去大窑淘宝

了？大窑，大窑是什么地方？张聪反

问。服务员告诉他，大窑在小梅镇，是龙

泉青瓷的发源地。

张聪决定去一趟小梅镇，按图索骥

来到了小梅镇所在地大梅村。大梅村有

一条大溪，常年溪水潺潺，当年的青瓷都

是靠这个水路码头运往外地的。大龙窑

就在小梅镇金村的山岗上，参观完金村

的青瓷纪念馆。张聪车头一转就进了大

梅村的村道，然后就在路边停车，信马由

缰在村子里瞎逛。

大梅村小梅路 58 号，一个优雅的小

院，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气定神闲地用

水壶浇着花草。张聪在院外转了一圈，

决定进去讨杯水喝。

老者见张聪说明来意，让张聪在院

子里小坐，进屋拿开水去了。这是三间

两层朝南，南面带院子的农村普通房

子。院子里的花花草草，很是养眼。张

聪眼尖，突然他看见老者用来养猫的盘

子，是龙泉青釉刻花缠枝莲纹大盘，是宋

代的。

两人闲聊中，老者自我介绍他一直

在外地工作，告老还乡之后对父母留下

的老房子进行了简单装修，一个人住有

点寂寞就养了一只猫。

说到猫，张聪就提到那个盘子。老

者说好几个像你一样的讨茶客，都说让

我 600 元卖给他们。我没有卖，这玩意

不值这个钱。张聪说，你觉得值多少

钱？老者说，我们有缘你又陪我聊了一

个上午的天。你若也喜欢它，300 元，你

拿走吧！张聪喜出望外，付了钱，赶紧用

旧报纸包了就塞进随身的挎包里。

这个盘子，张聪 6000 元在古子城出

手了，张聪捡漏了的消息传遍了古子

城。张聪沾沾自喜了一段时间。

张聪第二次来小梅镇时，直奔 58

号，还是那位老者。这次老者让张聪进

了屋。张聪在老者的书柜里又看到宝

贝，龙泉窑青釉八方盘，元代的。老者

说，这些物品都是做窑工的父亲收藏的，

到他这一代没有传承下去，留着只是一

个念想。

聊了一个时辰，张聪准备告别时，老

者说，这一件八方盘，你若喜欢，15 万元

你拿走。

张聪第三次来小梅镇，直奔 58 号，

没有见到老者。院子里的猫不见了，花

草也不见了。

房东说租客只租了三个月，时间没

到就搬走了。

张聪瘫坐在院子里，上当了，15 万

元买的赝品砸在手里了。

青釉八方盘
□吕煊

三十里坑全景图 陈东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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