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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雅古道》

内容概要

古道，记载着古代军事、交通和经济发展的轨迹。它作为温州古代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先民的生
活一度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先贤在这些崎岖古道上穿梭前行，奔向更为广阔
的天地⋯⋯千百年来，因古道而生的诗文，传唱不衰。其中“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的落寞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依依惜别，已成为古道经典意象。
据《温州市交通志》考证，温州历史上第一条古道与战争有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命部属屠睢率
师50万平百越，开辟了当时温州唯一一条与其他地区相通的道路。秦末，东瓯王率军助汉灭秦后又助
刘邦灭项羽，都走此路。随后，一条条古道因人们的各种需要被渐次开辟出来⋯⋯
这些散落在瓯越大地上，从久远时空绵延至今的古道浓缩着温州优美的自然景观和厚重的人文历史。
它们风格迥异，各具风情。漫步其间，绿阴婆娑、流水潺潺、松涛涌动、驿站飘摇⋯⋯
然而，这些绝美的古道，正在迅疾地失落中——现代交通的兴建，无情地轧过一条条古道，剩余的古
道则被遗弃了，开始清冷、荒芜，最后被遗忘在岁月长河里。
我是一个采集瓯越地域文化的爱好者。2011年11月的一天，与友踏访泽雅天长岭古道，我被眼前这条
荒芜、破落的古道着实震撼了。不可想象，在千百年前，她曾是温州西大门的喉舌。如今，她却似一
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残喘在群山荒野之中。当日，我写下3000多字的文章，后发表在2011年12月8日的
温州日报人文周刊上，引起社会上许多人关注这些淹没在大山里的古道风情。从此，我也埋下了深深
的古道情结。
泽雅是我的家乡，那里群山连绵，绿竹如海，秀水蜿蜒，200多个自然村落散落在青山秀水间。在公路
未通之前，就依靠几十条石头山岭互通各村。上世纪90年代以后，各村相继通上公路，这些石头山岭
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随岁月流逝，没有了脚步滋养的石头路逐渐荒芜，如今重走这些石头老路，便
拾起了许多童年美好的回忆，更惊喜古道的美丽风情。我心疼它们的消逝。
做为泽雅人，做为深爱这片土地的子民，我想我应该为她做点什么。而正是那深深的古道之情，促使
我在2012年的瓯海区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作了题为《打造泽雅城郊休闲旅游区，古道互通要先行》
的发言，同时把发言内容转为了提案。发言获得大会发言优秀奖，提案被列为区政协八届一次会议重
点提案，区委区政府予以落实。这对于面临湮没的泽雅古道来说是一个福音，或许对于仍生活在大山
深处的父老乡亲来说也是一个福音。
有感于邻县文成的红枫古道，一个秋天就带活了一方经济，而我们泽雅古道四季风景秀丽，却藏在深
闺人未识。我决定自己先行走泽雅境内的古道，考察泽雅古道旅游文化资源，宣传泽雅古道。我的想
法得到了彭福云、林长春、林周强、周统澄、麦浪、王志强、钱海挺、孔戈碧等跟我一样有着古道情
结的老师和挚友们的积极响应。
2012年2月14日，我们开始行走泽雅古道。我们约好了日期就风雨无阻出行，带干粮，喝山泉，柴刀砍
荆棘，竹木做登山杖，览尽了泽雅古道晴雨风情。记得第一天走石榜山古道时，那长满青苔的石头山
岭就给彭福云老师来了一个下马威。特别是雨天行走，我是经常“吃大饼”，记得那次在西岸古道上
，差点把手臂也摔出去了。而每次回来后，还要长夜灯下整理行走笔记。这一切的付出都是有意义的
，我一直在感恩，有幸成为泽雅古道文化休闲游的缔造者之一，我高兴自己能为家乡古道献出智慧和
力量。
行走泽雅古道，我发现，随着岁月流逝，古道越发苍劲，如条条苍龙，或横贯连绵群山，或游走茫茫
竹海，或腾飞梯田之上，或潜入纸山古村。沿着古道，我重新认识了家乡，对家乡的文化做了一次比
较全面的收集。
一路走来，我把古道沿途的自然风光、村庄风俗、民间传说故事等内容一一收录，写下10余万字的古
道笔记。古道因村庄而生，村庄是古道上最美的人文风景。为使泽雅古道人文内涵更加丰富，除了翻
找历史资料外，还采访村人，收集详细资料。但是走古道时，一般都是数十人一起出行，往往没有更
多的时间停留，让我去做深入采访。也因此，我好几次第二天单独重返村庄，做补充采访，收集更多
有关村庄的史料。同伴说：“我们是真正的休闲态，而你是工作态。”其实我既是工作态，也是休闲
态，只要有心，就不累。
我们考察泽雅古道旅游文化的同时，也对泽雅古道进行了大力宣传。瓯海区《今日瓯海》报纸在新闻
周刊版面专门开辟“泽雅古道行”专栏，及时刊登我行走泽雅古道的游记；2012年10月31日，温州都
市报地理版面以《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为题通版刊发了我部分泽雅古道行记；2012年11

Page 2



《泽雅古道》

月26日，温州日报人文周刊两个版面分别以《他们的古道情缘》和《泽雅古道记》为题刊发了我的泽
雅古道行记。2012年10月开始与温都博客联合开展“泽雅古道行”活动；还有众多一起行走泽雅古道
的朋友们的微博力量加入，粗朴的泽雅古道以历史文化的高度，风情万种地走入大众的视线。
随着泽雅古道行活动如火如荼的开展，瓯海区泽雅城郊休闲旅游区管委会、瓯海区风景旅游局、瓯海
区体育局合力修缮部分泽雅古道，发挥古道旅游、健身的功能，市民可以沿着泽雅古道，共享泽雅得
天独厚的自然人文风光和生态休闲环境。
泽雅古道，作为交通要道的功能已然成为历史，今天，正以文化旅游、生态休闲的功能回归我们的生
活。这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在一年的时间里，除了炎夏暂停行走，我们先后走了13条古道，并整理出10条特色古道。在这里我要
特别感谢已经63岁的林周强老师，他是泽雅古道的活地图，至始至终、不辞辛劳地做我们的导航；感
谢画家麦浪，为泽雅古道拍了许多美丽的照片，并让泽雅古道美丽入画来；感谢诗人王志强，为泽雅
古道书写美丽的诗歌。我要感谢所有参与泽雅古道行的朋友，你们青春的脚印为泽雅古道注入新生的
活力。
难能可贵的是，浙江省作协名誉主席、著名作家黄亚洲老师听闻我行走泽雅古道，并将古道笔记结集
出书，特意题写“泽雅古道”四字作为书名。在这里感谢黄亚洲老师的厚爱！
家乡古道是一条岁月的长河，我要以我年轻的步伐，带她穿越到太阳底下最温暖的春天里。
新年伊始，瓯海区文联把我的泽雅古道行记结集出版，特写下以上文字，以表我们与泽雅古道的情缘
。
2013年1月15日夜写于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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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吉敏，女，温州瓯海人。1995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作品200多万字。曾出版散文集《月之故乡》、
《民间绝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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