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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修复古道修复古道，，更像是在修复一段历史记忆更像是在修复一段历史记忆。。
20042004年年，，泰顺县罗阳镇村尾村村口泰顺县罗阳镇村尾村村口，，当地著名的廊桥建造当地著名的廊桥建造

匠人董直机决定再建一座新廊桥匠人董直机决定再建一座新廊桥。。据当地老人说据当地老人说，，村里曾有一村里曾有一
座名为座名为““同乐桥同乐桥””的廊桥的廊桥，，清末民初时被洪水冲毁清末民初时被洪水冲毁。。

20062006 年底年底，，新落成的新落成的““同乐桥同乐桥””横跨岭北溪横跨岭北溪，，再度与天再度与天
关山古道相连关山古道相连。。这样的连接这样的连接，，是祖祖辈辈村尾村村民生活是祖祖辈辈村尾村村民生活
的一部分的一部分。。罗阳镇岭北社区主任张宗朝告诉记者罗阳镇岭北社区主任张宗朝告诉记者，，直至直至
19921992 年第一条公路开通年第一条公路开通，，村尾村村民的所有进出村尾村村民的所有进出、、货物买货物买
卖等都要走天关山古道卖等都要走天关山古道。。换句话说换句话说，，直至直至 19921992 年年，，天关山天关山
古道依然是当地人出行往来的第一通道古道依然是当地人出行往来的第一通道。。

地处天关山之北，大山深处的村尾村曾因这座山的阻
隔，一度处于区域发展的中下游。但在村趣（温州）旅游发
展公司总经理刘俊看来，也正是因为身处深山之中，村尾村
很好地保留了古民居、古廊桥、古道、古树、古民俗特色。而
这“五古”，也是村尾村后发起跑的机遇所在。

去年2月，村尾村和隔壁的板场村分别入股29%、20%，与
杭州趣村游文旅集团签署整村运营协议，成立村趣（温州）旅游
发展公司。这也是泰顺县探索实践的首个整村运营项目。

初到村尾村，刘俊走了一遍古道：从县城到村里的古道
长约8.3公里，原有的石板路已经修复完善，石阶两旁1000
多株红豆杉、香樟、继木等古树名木应接不暇。“其中有一株
空心树，树径很大，居中可以摆下一张圆桌。”他说，现在，古
廊桥、古树都是游客来村里必去的打卡地。

光有这些还不够。利用村里的古民居，古道口开出了
一家乌养村味馆。这是“村趣”瞄准当地资源特征，打造的

“乌养·村尾”系列产品的展销厅，游客们走完古道，通常会
在这里歇歇脚，也带一些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回去。

“我们从两个村流转了270亩梯田，种植乌米。”刘俊说，
村尾村与福建接壤，吃乌米饭、舞龙灯、提线木偶等传统习俗
都在这里保留传承。以此为灵感，企业开发了乌米茶、乌米
酒、乌米粽子等系列产品。去年，乌米系列创造了50多万元
的销售额，还为当地村民发放了60余万元的劳务工资。

从交通的角度来看，古道不再是第一要道，但从发展的
角度看，一度沉寂的古道已成为村庄运转的重要坐标之
一。不久前，泰顺县罗阳镇岭北片区入选浙江省首批 100
个未来乡村试点，探索乡村未来的模样。

古道的回归，已向大山深处的村庄、乡镇发出了呼唤。而
这样一套毛细血管的贯通，也为山区发展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在寻访古道的过程中，一些疑问也随之产生。比如，部
分记录着古道沿线民间故事的石碑早已模糊不清；已完成
修复的古道，沿线的休息亭再度有了“年久失修”的味道，两
旁的排水沟也积着厚厚的落叶。

更多的，还有发展的困惑：如何确保古道保护修复工作
的可持续性？对这样珍贵又脆弱的历史资源，我们的保护
利用应当遵循怎样的原则？当古道保护与现代化的建设相
碰撞，我们又该如何取舍？

《浙江省古道保护办法》的实施，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比如，为破解古道保护资金缺乏的困境，《办法》规定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根据实际需要，将古道的修复、管护等所需必要
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建立古道保护修复的长效机制。

与之配套，浙江省林业局还制定了《浙江省古道分级保
护办法》与《浙江省古道保护修复导则》。接下去，浙江还将
开展古道资源补充调查，根据古道的本体情况、周边环境、
非物质文化价值、历史遗存、基础设施和影响力等因素，推
动全省古道分级认定，同时以“最小干预”为原则科学利用
古道资源，发展古道经济。

数千年前时空里发出的邀请，浙江正响亮应答：重生
吧，古道！

新旧平衡中新旧平衡中，，开拓更多可能开拓更多可能

浙江率先为保护古道立法浙江率先为保护古道立法，，让历史印记融入发展脉络让历史印记融入发展脉络——

幽幽古道幽幽古道，，向向““新新””而生而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祝祝 梅梅 通讯员通讯员 赖淼莲赖淼莲

蜿蜒于群岚之间蜿蜒于群岚之间，，千年古道正在重生千年古道正在重生。。今年今年33月起月起，《，《浙江省古道保护办法浙江省古道保护办法》》正式正式
实施实施，，这是全国第一部专门保护古道的地方立法这是全国第一部专门保护古道的地方立法。。古道古道，，冲破时间冲破时间，，再次回到现代人再次回到现代人
的视野中的视野中。。

据初步调查据初步调查，，浙江现存古道浙江现存古道 12001200 余条余条，，总长总长 90009000 多公里多公里，，那是先人们走向大千那是先人们走向大千
世界的通道世界的通道。。现代化交通网络四通八达现代化交通网络四通八达、、高效便捷高效便捷，，浙江为何要呼唤古道的回归浙江为何要呼唤古道的回归？？

从浙中浦江到浙南泰顺从浙中浦江到浙南泰顺，，记者沿着古道穿行林间记者沿着古道穿行林间，，见证古道风采的恢复见证古道风采的恢复、、再现和再现和
发展发展，，也越发感受到也越发感受到———这些珍贵的历史遗迹历经长久的沉寂—这些珍贵的历史遗迹历经长久的沉寂，，正通过保护修复伸展正通过保护修复伸展
出新的枝桠出新的枝桠，，将它途经的城镇乡村将它途经的城镇乡村，，一齐融入发展的脉络之中一齐融入发展的脉络之中。。

踏古而来踏古而来，，更踏古而新更踏古而新。。越过千年越过千年，“，“醒醒””了的古道了的古道，，款款而来款款而来。。

三月的浙江，乍暖还寒。古道上斑
驳的树影，把浦江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原资源站站长陈小秉的思绪拉回到六年
前。

“浦江县的所有古道，我都走过。”陈
小秉说，2016年，浦江县把“加快城乡绿
道建设及古道修复”列为十件民生实事
之一，有大约三四个月时间，他和规划设
计团队的成员们穿行在山林间，梳理、勘
测全县的古道资源。

在“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现存
的绝大多数古道都是森林古道。随着人
们愿意用更多时间走进大山、拥抱自然，
古道日益成为城乡居民开展森林体验活
动的主要场所。

这也是浙江推动全省森林古道保护
修复的重要原因之一：打造一套服务于
森林休闲养生活动的线路系统，古道是
最好的基础。它是前人探索出的交通路
网，千百年来，沿途的无数风光、典故更
让它魅力无限。2014 年，浙江省委、省
政府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林业改革发展
全面实施五年绿化平原水乡十年建成森
林浙江的意见》，首次提出加强森林古道
示范项目建设。

但古道的勘测却不是那么容易，陈
小秉回忆，不断更新的建设打破了古道
原有的路网布局，团队遭遇过中暑、迷
路，也碰到过断头路，幸好有沿线村庄的
老人、护林员帮忙辨别方向、砍除荒草开
路，才能一次次“逢凶化吉”，勾勒出全县
古道的全貌。

2018年，省林业局对全省古道资源
进行普查，发现许多古道的贯通性、历史
性、人文性和景观性存在不同程度的破
损。当年，森林古道建设就被列入省对
市“森林浙江”考核内容，森林古道的保
护修复进程进一步提速。

古道修复讲求“修旧如旧”，但古道
保护修复工作必须思考长远的价值，比
如，以森林古道为纽带，串联、贯通起可
开发区域。也因此，浦江县在规划古道
保护修复工作之初，就将“建设具有带动
意义的森林古道系统”作为前提。

浦江县虞宅乡，沿马岭古道一路攀
爬，游客们可抵达的最顶端，便是“一峰

九崖”中最负盛名的奇石山峰——美女
峰。其中，攀向山顶的最后约 2 公里山
路，是在原先两条黄泥小路的基础上修
整而成的，也是古道修复时特意设计打
造的延伸段。

2017 年至今，浦江县陆续投入了
3400 余万元，修复了 23 条森林古道。
已修复的森林古道中，类似的延伸段设
计无处不在：靠近兰溪方向，一条沿着山
脊线打造的延伸段串起了樟乌岭古道、
白坭岭古道、五路岭古道等四条古道。

“从空中俯瞰，这四条古道几乎是平
行线。延伸段的设计，可以让爬上山的
游客选择另一条古道下山，体验沿途多
个古迹景点，不走回头路。”在浙江省森
林古道修复规划设计专家吴颢泽看来，
将古道与新设计的延伸段交织形成新的
系统、带动区片联动，是浦江县在修复古
道时最大的特色。

吴颢泽曾负责、参与全省多地的
古 道 保 护 修 复 规 划 工 作 。 与 浦 江 县
运 用 全 域 思 维 做 顶 层 设 计 的 思 路 不
同，泰顺县在修复古道时，选择“抓重
点”。

参考 2018 年浙江省林业勘测设计
院的调查统计，那年4月，泰顺县政府将
古道保护与修复列入县政府投资计划，
安排县财政投资 2000 万元，实施 7 条重
点森林古道共100公里的修复项目。

“2000 万元，这对泰顺县来说是一
笔不小的投资。”泰顺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相关负责人说，泰顺县2016年就把古
道修复列入森林旅游发展实施方案，当
年修复了 4 条乡村森林古道，两年后启
动的大规模的古道保护修复工作，也被
列入了温州西部生态休闲产业带的实施
计划。

漫步在泰顺天关山森林公园，现代
化的健身绿道和天关山千年古道相衔
接，徒步的人们越深入森林，就越能领略
到沿途古树群落的风光。

据统计，2015 年以来，浙江投入 3
亿多元资金用于古道的保护修复，修复
200 多条古道，总长度超过 1500 公里。
在古与今的路网交融中，古道的生命力
也得以延续。

路网交融中，实现古今相遇路网交融中，实现古今相遇

浙东唐诗之路古道、大运河诗路古
道、钱塘江诗路古道、瓯江山水诗路古
道⋯⋯沿着四条诗路文化带，古道连接
中的浙江，开启了一片诗画的天地。

古 道 修 复 ，从 不 是 孤 立 事 件 。
2019 年，浙江开始谋划将森林古道纳
入大花园建设中；2020年，启动诗路文
化带建设。森林古道，与文化名山、公
园、古镇、古村等诗路“珍珠”一起，不光
有了创新的保护机制，也有了更强的支
持力度。截至目前，全省已有 37 条古
道争取到诗路文化带资金6366万元。

唐诗之路沿线，说起古道，台州天
台县泳溪乡大智村村民蒋万锌再熟悉
不过。小时候上下学，他都得走上半小
时古道；外婆家所在的苍华村也在古道
旁，不远处，便是传说中徐霞客所宿的
弥陀庵的遗址。

徐霞客游天台的首餐地、首宿地——
这是泳溪乡最引以为傲的文化资源，《徐
霞客游记》篇首的《游天台山日记》上篇，
如今被镌刻在一块石碑上：“又十五里，
饭于筋竹庵，山顶随处种麦。从筋竹岭
南行，则向国清大路⋯⋯”

“筋竹岭，就是这里。”泳溪乡党委
书记杨勇说，古时，霞客古道是宁海方
向进入天台山的官道，一大批文人墨客
经此前往天台山石梁、华顶，留下众多
诗词歌赋。现在，游客们通常会在这里
读一读碑文，体验往返约1小时左右的
古道行，再驱车前往泳溪山水穿越拓展
基地。蒋万锌经营的外溪山庄就在那
附近，餐饮加住宿，最多时一天接待过
3000余人。

没有工业的泳溪乡，古道成了最重
要的发展资源之一，但古道是“静”的，
需要主动作为。2020 年，泳溪乡把自
己的推介口号从“大美泳溪，徒步天堂”

改为“霞客开篇地，动感泳溪里”，徒步、
漂流、越野⋯⋯由静至动，让泳溪乡一
下子打开了发展思路。

唐诗的仙气豪情，浸润在这片土地
之上。“统筹全乡五个村的资源，我们要
打造多个景点，争创‘两日游’目的地，
把美丽山水转化为共同富裕的资本。”
杨勇告诉记者，正在建设的天台抽水蓄
能电站项目主体就在泳溪乡，这是天台
首个超百亿的投资项目，一系列霞客文
旅资源的开发规划正在同步推进；不远
处的灵坑古村始建于明末清初，古建筑
群静静矗立，脚边的灵坑溪奔流不息，
这是泳溪乡尚未修缮、开发的宝贵历史
资源。

古道贯穿了乡村的过去、现在和未
来，据初步统计，我省古道沿线有自然
景 观 资 源 3800 多 个 ，民 宿 、农 家 乐
3200 余家，保存人文古迹 2400 多处，
记载民间传说 1600 多个。当下，古道
正充分利用自身的文化、美景、风情，成
为“两山”转化、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
起到串珠成链的纽带作用。

去年，位于衢州市江山市的仙霞古
道被评为浙江省首批大花园“耀眼明
珠”。这条古道素有“两浙之锁钥，入闽
之咽喉”之称，是唐代以来浙、闽间的商
旅要道，其历史可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
代。在革命战争时期还留下过红军的
足迹。

以仙霞古道为连接线，江山市梳理
了沿线文物遗址、古道关隘、古镇，形成
古道区域特色文化，打造了包括“重走
红色古道”在内的多条精品路线。古道
和景区、村庄的连接，也激发了美丽经
济的发展活力。利用古道资源，一批特
色鲜明的古道民宿在保安乡、廿八都、
峡口镇等主要旅游乡镇发展起来。

动静转换中，串起沿线资源

在城乡规划版图中，古道是非常细分的单元，甚至有些
“冷门”。浙江却抓住这个小切口，率先为古道保护工作立
法。这既提高了保护修复工作的“优先级”，也为这几年保
护修复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提供了顶层设计思路，规范了
探索路径。

古道是古代重要的交通联系方式，更镌刻着文明发展的
印记。在金华浦江县调研古道时，一些地方性的历史文化也
随之“苏醒”：状元岭古道，是当时学子们前往金华府考取功
名的必经之路；桃岭古道入口保存的一块石碑，记录着这里
曾有一座茶亭，为往来的村民、商旅之人递送免费茶水⋯⋯

在制定古道修复规划时，我们格外留意这些文化性特
色的呈现，这不光关系到表达方式的问题，更关系到如何串
联古与今。用发展的眼光去看保护修复工作，对浙江山区
26 县、山区村镇的绿色发展有重要意义。浙江省将森林古
道保护修复工作纳入大花园建设框架，也正是出于这样的
深意：通过古道修复、挖掘古道文化、保护森林生态景观、充
分发挥其沟通与连接自然、历史、人文节点的作用，将生态
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要让重生的古道成为全域旅游和未来村庄建设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我们应重点针对路网系统、景观系统、文化系
统、配套设施系统、指示系统及维护系统六大系统，充分挖
掘古道的生态文化、历史文化。而修复的古道能否真正发
挥带动效应，需要与之配套的长效化保障管理机制，这也正
是浙江推动立法的目的所在。

一条线能带动一个面
浙江省森林古道修复规划设计专家、高级工程师 吴颢泽

泰顺县罗阳镇村尾村 泰顺县委报道组供图游客行走在台州南黄古道上 省林业局供图

绍兴日铸岭古道 省林业局供图

马岭古道马岭古道 浦江县虞宅乡政府供图浦江县虞宅乡政府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