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完待续……

人文常山 电话：5665678

Email：csb5011777@163.com

2022年4月2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版式：徐俊灵3

常山港，钱塘江之南源头。
她，非常之不一般。历史之弥

久，来自于4.6亿年前，这是世界地科
联给予“中国第一枚金钉子”科考权
威学术的推理；文化渊薮，华夏大地
流淌的钱塘江诗路文化带，她是这条
诗路上的宋诗之河；北纬30度，中国
东南地区，从东海之滨至赣闽湘粤桂
黔滇川，八千多里古驿道上的至关紧
要的漕运古航道。

她，已不是纯粹生态之美的一条
河流，故而，人们早就称之为“常山
港”，并且，载入《中华大词典》。

一条被人类富于港之内涵的河
流，自然，人文底蕴积淀有着令人渴
望欲知，更何况，她又是常山人的母
亲河。故此，笔者特就常山港之商埠
码头文化呈现，做些粗浅的数析，并
付诸于一点畅想。

一、常山港的早期航运成因

常山港，被人类社会所利用之
初，应说起源于新石器时期。

常山大埂遗址，狮头口山头蓬遗
址的发现，揭开了常山境内人类生存
的生活画面。告诉人们，常山县早期
人类存在的史实。

再从钱塘江流域所发掘的龙游
荷花山，浦江上山、余杭良诸、嘉兴马
家斑、余姚河母渡等遗扯的大量考古
研究的成果看，彼此间之关联不是孤
立的，这就是人类在那个时代的流动
轨迹一面推演。尽管，在我国制造舟
楫史记载于公元前2500年，商代时
已有帆船。司马迁《史记·河渠书》：

“禹柳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
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
桥……”说的是我国远古时代大禹治
水神话故事。但，《中国水运史》开篇
就直叙新石器时代。因此说，常山港
在新石器时期就有水上运力之概念。

二、常山港的开埠时期

我国造船业发达于汉代。常山
县建县于东汉23年，即公元218年。
建县的关键优势，就是常山港古航道
功能已非常优势地呈现于钱塘江的
南源头了。当时掌控东吴的孙权集
团，充分认识到常山的特殊地理区位
优势，将衢州的原新安分析出常山
县，成了浙闽赣皖四省边际首邑，并
有效地把控边际经济，增强东吴实
力。

常山县的建立，既为首邑，也就
成周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尤
其是边贸的兴起，常山县治所在地定
阳三江渡与璞石渡不仅成了热闹繁
荣的渡口与码头，而且，商埠也由此
繁荣兴起，也可以说，常山港的开埠
时期，就是汉代。

三、常山港商埠码头鳞次栉比

常山港的开埠，既有利地东吴孙
权集团所用，也更有利地使常山港影
响力渐行渐远，又加上当时玉山县还
未建立，玉山之信江水运源头港水也
归常山管辖之域。故而，两条水路漕
运的功能彰显，常山的八省通衢也随
之渐渐形成。人流物流也与日俱增，
常山县境内的陆路，《常山县志》载诗
曰：“西高峰下路，日行人千亿。熙熙
复攘攘，日夜行不停。”

《常山交通志》记载了常玉古道，
即八省通衢的古驿道常山至玉山的
路段，到了明清时期，每天所租用挑
夫扁担一千多条，羊角车六百余辆。
可以想像，还有更多自备运力以及坐
轿骑马等等，其路熙熙攘攘景啊。

陆路的熙攘之势，自然与常山港
关联不分。常山港自然呈现千帆竟
发的繁荣情景。《常山县志》有诗：“日
望金川千张帆，夜观两岸万盏灯”。
金川指的就是常山港名。

常山港繁荣了，港岸的商埠码头
给常山书写了千百年的历史地位，至
今不减。

《常山县志》载记，港岸商埠码头
渡口可谓鳞次栉比。渡口有四十多
处，商埠码头八大处。这只是记录于
公元981年开化县分立后，仅纯常山
境内上游何家乡璞石至下游招贤镇
招贤古街埠的约四十多公里之间。

璞石商埠，历史开埠最早，源于
汉代。至今，遗迹清晰可见，包括其
岸上商埠旧屋，江面水域均给人以旧
时的追忆。因为，这里曾是常山县治
的首府之地区域。浙江西大门最早
开放的边贸地，境外古道的起始之
地，常山港开埠的首页光辉史。

辉埠，旧名“灰埠”。因灰生辉，
商埠的多样性、元多化给辉埠留下了
丰富的人文遗迹，星罗棋布于埠头及
纵深于因辉埠而成镇名的区域内，彰
显着多彩的文化元素，品味无穷。

上埠，常山四贤之一，又曾为常
山知县，南宋朝廷吏部尚书之定居之
地。埠迹虽因常山堤岸改造而成为
历史，然，关于上埠的人文故事还很
多可书可续。

十里紫港埠，常山县城的口岸，
钱塘江上游的一颗明珠。常山港之
紫港段有里港与外港，商埠码头不仅
布设于外港，长长的，还在里港，也就
是内河，还有护城河等，都建成商埠
码头，形成了繁华港区。客栈酒肆茶
馆，包括水上花船等，非常不减杭州
港、宁波港，从宋至清末民初，都为浙
江的西大门一域纳税重地，在朝野有
着举轻若重的社会地位。当然，文人
墨客的足迹斑澜，更是丰富至极。钱
塘江诗路文化带源头之明珠，宋诗之
河之品牌彰显于此。

富足山煤埠，这钱塘江上游最年
轻的埠头。新中国建立，夺煤大会战
红旗，插遍祖国大江南北，富足山的
煤埠就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虽说
此埠时间为期不长又年轻，然，曾经
也如火如荼，给常山港添了一页丰
彩。

潭埠，原在溪口古镇上，因青石
镇马车溪之流带入大量泥沙，而将埠
头移至下游莫家潭，故名“谭埠”。溪
口是常山港中下游的历史悠久古
镇。至今仍为一处商贸重镇。潭埠
成了古镇口岸，承载了古时溪口与阁
底（部分），还有江山大陈镇的贸易货
流，其埠泊船，是常山港商埠码头的
较佳之处，至今还有一段可见可考。

杨家埠，在潭埠下方的十华里
处，这是钱塘江上游柑桔与棉花收购
与外运的贸易商埠。杨家埠，虽说与
当地居民建房造屋选址风水不很契
合，而有独居之感，但，在小区域的影
响力还是很大的。因为，她是古代农

产品集散地，市场信息量很大，船帮
集结常年于此，也算得上一域小市。

招贤商埠，处在常山港下游，其
地位及繁荣在各商埠码头排位是数
二数三的，其历史始于隋唐，兴于宋，
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招贤新贸
易市场建成后，才退出历史舞台。招
贤商埠，宋代被朝野誉为“招贤市”，

“小宁波港”等。她不仅商贸上繁荣，
历代文人诗人名人都曾足迹于此，杨
万里、陆游作诗留墨于此，徐霞客日
记记下这里。招贤商埠古迹保留也
较为完善。

常山港的古商埠码头，因其埠之
文化多元繁荣，积淀下了厚重的底
蕴，留给我们乡愁悠悠。然，常山港
四十多处的渡口码头，在《常山县志》
里，在百姓心中，甚至在《地名志》里
都记载下了她之风姿与文化元素的
魅力所在，许多的渡口还与商埠码头
功能双重之表现。

《常山县志》特记载下了：广济
渡、紫港渡、东深度、朱家渡、招贤渡、
杨家渡、象湖渡、周村渡、罗汉山脚
渡、湖澄渡、绣溪渡、之江渡、长风渡、
文阁渡。

《常山地名志》记录的（与县志交
集的略记）：溪东渡、煤山渡口、璞石
渡、胡家于渡、鹁鸪石渡、枧头渡、大
溪沿渡、泉目山渡、新站渡、大塘后渡
等等。

这等等渡口，彰显在常山港岸，
在载体上建有不同风格，许多渡口还
立有凉亭或茶铺，其背后都有较大的
村庄，或书写地方乡贤与寓乡绅之善
举，都有故事，更有文人的诗歌印证
其足迹斑澜。

四、常山港复兴通航之畅想

常山港古韵悠悠，浓彩千年。因
公路之发达，曾渐渐被人们的记忆淡
忘。

二十一世纪我国水运复兴又成
了举国上下的共识。常山港这千里
钱塘江南源头，曾经举足轻重的古航
道，又将随钱塘江航道复兴而复兴，
让世人兴奋，常山人由衷的欣喜。故
而，我们期待与欣慰于常山港古商埠
码头渡口乡愁记忆的再现，让全世界
宾客将来行舟观光常山时，分享我们
常山港古韵古风之美。

常山港，不，钱塘江，她，既是一
条作用社会经济发展的运力之路，又
是华东地区中国诗路文化带，更是浙
江或说之江千万年人类历史文化灿
烂积淀与彰显文旅之光的文化带。

浙江省委的文化浙江，宋韵浙江
的提出，袁家军书记对钱塘江诗路文
化带建设，包括文化浙江建设都有重
要讲话。而钱塘江航道的复兴，正是
钱塘江诗路文化带载体得以有机的
激活。

钱塘江航道蓝图，就是钱塘江滨
水景观带蓝图，美丽乡村百姓产业蓝
图，钱塘江古航道商埠码头渡口文化
复活蓝图，谱写与描绘成一张浙江高
质量共同富裕的宏伟蓝图，并付诸科
学实施，让全世界人民走进浙江美丽
大花园而震憾，而点赞！

王春国

常山港古商埠码头数析与畅想
裁缝特工（五）

马朝虎

有一次，趁给少佐买东西的机会，曾裕标偷偷
地藏下了一支笔和几张纸。这是以后记录传递情
报的必需品。

但一些军事禁区，像武器弹药库、作战指挥部
等地方，中国劳工是不得靠近半步的。

曾裕标缝制最多的是日本兵的98式风衣。这
种风衣质地为棉麻，有一定厚度，保暖、防潮，非常
适合在野外滚爬磨打，对比国军的军装，无论是款
式、质地都要胜过一筹。

日本兵的睡袋也令曾裕标十分羡慕，两头一
束，防风保暖。

曾裕标的日语说得更好了，跟日本兵的交流
也更流畅了。曾裕标发现，日本军队里，还有些留
着络腮胡子的朝鲜人，他们的口音和日本人不一
样。平时除了执行任务和训练，日本兵也打麻将，
玩法跟中国没什么大的区别。

打入日军1个月时间过去了，情报工作一无进
展，曾裕标有些心急。

这真是一个虎穴。
日本兵对中国劳工残酷无情，劳工们干活强

度大，伙食量却少得可怜，吃不饱还得照样干活，
稍微慢一点就要受体罚，受尽非人折磨。每一天，
几乎都有劳工的尸体，被平板车拉到外面去掩埋。

日本兵对劳工也相当警惕，有的劳工无意当
中接近了军事禁区，就把人枪毙掉。杀人对他们
来说，就跟儿戏一样。

一天上午，日本兵让曾裕标和另外一名劳工
去军营外的那口水井里挑水。每次劳工进出营
房，哨兵都要搜身。

走在曾裕标前面的那位劳工，在路上稍微东
张西望了一下，押解的日本兵朝他一喊，劳工身子
一抖动，一担水全打在了地上，日本兵以为他想反
抗，开枪当场把他打死了。

迟早都是死，逃跑也许是唯一的生机。几天
后，有几名劳工私下里商定，要找机会离开这个人
间地狱。

夜黑人静，他们翻越围墙逃跑时，被哨兵发
现，顿时枪声大作，5人全部被

日本兵对劳工的管控更加严厉了。
那一段时间，曾裕标如履薄冰，最害怕的事情

就是晚上睡觉，他担心自己由于心理过度紧张，睡
着了以后不受控制地说起梦话，无意当中暴露自
己的真实身份。

曾裕标眼圈发黑，体重急骤下降，少佐看见
了，便疑惑地问：“你怎么了？”他只好找理由搪塞
过去。

在日军军营里呆了一段时间，曾裕标终于对
这支联队的兵员编制、武器装备等情况有了大致
的了解。

进入4月份，曾裕标还敏锐地捕捉到军营里笼
罩着一种紧张压抑的气氛，作战部在加紧士兵训
练，后勤部在紧急调配物资，进进出出的各级军官
十分频繁，曾裕标连续多天被安排缝制军装和睡
袋。

这种紧张的气氛，在部队里呆过的曾裕标简
直太熟悉了，预判日军近期肯定有一次重大的军
事行动。

会是什么级别的军事行动？曾裕标不得而
知，但这一动向就是重大情报，必须尽快把它传递
出去。

夜里，工友们都已经睡着了，躲在被窝里的曾
裕标，摸黑把情报写在纸条上，然后把纸条捏成黄
豆那么大的一团，把它缝在了裤裆里。

身为裁缝，曾裕标知道，如果针线缝得太紧，
取出来费时费力，容易被发现；如果针线缝得太
松，更容易被发现。

突然，曾裕标想起了当年师傅教给他的一种
针线法，留出小小的一个活线头，一拉无痕迹，一
扯又脱开，像黄豆那么大的纸条，无论是隐藏和取
出，很难被发现。

第二天早上，伙房让曾裕标等几个劳工去挑
水。

机会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