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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略常山的山山水水
赵 军

“常山县东足可惜，山光半紫
溪全碧。枊屿阴中轧轧车，桑畴
径里青青麦。溪流终日伴人行，
隔山青山唤得譍。石季伦家新步
障，李将军画小园屏。多情小艇
招贤渡，载我溪南看山去。黄昏
我宿溪自行，只有青山伴人住”。
常山的山美，水也美。

常山县因山而得名，据《元和
郡县志》记载，衢州常山县：因县
南有常山为名。《读史方舆纪要》
记载，衢州府常山县；在县东三十
里，县以此名。一名长山。绝顶
有湖，广数亩，亦曰湖山，巨石环
绕，俨如城郭。王象之曰，即信安
岭也。据县地名志载：唐咸亨五
年(674年)，分信安重置县时，以
此名县。旧志云，唐时常山县城
盖治常山之麓。

常山县城更是群山环抱，依
山傍水。西峰尖矗立天西，文笔
峰秀（塔山）挺于中，东明山（虎

山）、石崆山、天马山斜卧于南，展
依山横亘于北；紫港由北而来，南
门溪自西而至，自东明山麓汇入
金川，形成“三水”潆洄，环山依水
之势，山中有城，城中有山，水绕
城过，山水相映，山青水秀，“城小
因山秀，丹霞近日餐。峰高迎月
早，松老入云寒。”“几曲金川水，
穿城岸岸秋。源从龙洞发，波合
石溪流。堤筑悬飞瀑，桥空漾画
楼。不知城市里，尽可泛虚舟”。

常山是浙江的西大门，东邻
柯城区，南连江山市，西接江西省
玉山县，北通开化县，东北与淳安
县接壤。县域面积1099.07平方
千米，其中山地面积有819.27平
方千米，占全县总面积74.57%，
素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称。

常山的主要山脉有千里岗山
脉和怀玉山余脉。千里岗绵亘于
开化、常山、衢江、淳安、建德等
地，自白马山向南，在淳安、开化、
常山三界上，称芙蓉岭。芙蓉岭
西南的开化与常山界上，有龙洞
山、大肚山、芙蓉尖。芙蓉岭东北
的淳安、常山界上，有赛背阁山，
赛背阁山向东延伸有溪源山、银
坑尖。银坑尖入常山，称源头岭

（溪源山）、生金山、林家山、东平
山、银坞尖、常福山、白马山、狮子
山。千里岗山西南干称开化岭，

分东西两峰，东峰在常山，马尪溪
与芳村溪之间称东西两尖峰和烟
蓬山。芳村溪与虹桥溪之间称真
观山、天官山、障山、牛头山。马
尪溪与虹桥溪之间称石木岭、箬
岭、蜈蚣山（渣濑山）、雄冠山、三
衢山、石煤山。

千里岗有100多个山峰，最
高峰为白菊花尖，海拔 1394.7
米，是常山境内最高峰。有名的
山有溪源山、麻山（百树尖）、八面
山（轩山）和三衢山。三衢山西麓
的“清献书岩”，传说是北宋名臣
赵抃读书的地方。有名的山岭有
芙蓉岭、东岭、西岭，可通淳安、开
化、衢江，东岭至西岭有牛脚洞、
猴子洞、仰天洞、琵琶洞、龙洞、龟
洞等。

怀玉山南麓延伸至常山界上
有乌麦岭，往东称叶溪岭。进入
常山称容车山、黄岗山、乌鹰山、
营山、前塘山、彤弓山。往南称竹
坞山、聚宝山、成仙山、虎尾山、七
龙口山、灵谷山。龙绕溪与南门
溪之间有大寨山、前望山、猪娘
山、石崆山、天马山、西高峰等。

怀玉山脉入常山已是尾巴
了，海拔均在1000米以下，属低
山类型。县南之湖山，又名常山，
唐高宗咸亨五年（公元674）分信
安置常山县，县以山名，县治在常
山北麓。山上“绝顶有湖，广可数
亩，中生巨鱼，有石环绕如城”。
山下有溶洞，青石境内有紫云洞，
招贤境内有蝴蝶洞、老虎洞、龙
洞、鬼洞。

县内水力资源十分丰富。据
1985年农业区划普查，全县的水
域面积有3466.67 公顷，其中河
流面积有1240公顷，水库山塘面
积有1300公顷。全县主要河流
有常山江、菱湖溪、芳村溪、龙绕
溪、南门溪、马车溪、虹桥溪、里山
溪、大坑溪、官塘溪、球川溪等11
条，水库273座，其中中小型水库
84座，山塘小水库183座，总库容
量达到7000万立方米，总蓄水量
1.73 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
10200公顷，占全县耕地面积的
90%。

常山江，古称定阳溪，又称金
川，自古以来就是水陆转运、舟车
汇集之地。“日望金川千张帆，夜
见沿岸万盏灯”，形容她的繁华，
以“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描
绘她的绝美。百里常山江在常山
建县1800年的悠久历史长河中，
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特的文
化遗存，闪耀着灿若星辰的宋代
名人足迹和动人诗句，堪称是一
条文化史上罕见的“宋诗之河”。
常山江乃是浙江连接南方八省的
必经水道，沿岸风景秀丽风情独
特，常山江经何家、辉埠、天马、青
石、招贤，在招贤镇官庄村下出

境，县域内的流程46.6千米，横贯
东西，流域面积3176.1平方千米，
最大年流量可达43.74亿立方米。

常山江总流向自西北向东，
从开化县界首进入常山境内，往
南北岸有马尪溪水汇入；流经文
图、湖口，自璞石折向东北，至辉
埠，菱湖溪汇入；折向南经团村、
樊溪、上埠、上蒋，龙绕溪水从傥
溪桥下汇入；折向东南至县城，在
三里滩南门溪水汇入；流经程村、
水南、青石，马车溪汇入；折向东
北，经澄潭又向东南，在塘边附近
虹桥溪水汇入；至九龙山，里山溪
水汇入；至渔溪口，大坑溪水汇
入；折向东北，在浦口芳村溪水汇
入：向东在招贤下官塘溪汇入，至
此，流经5公里在官庄村和泉目
山交界处出常山境，进入柯城区，
流程46.6千米，流域面积3167平
方千米。

球川溪属长江流域，发源于
玉山县紫坑岭和球川镇的蔑岭，
由西北向东南流经乌麦田、金荷、
千家排水库、球川、杨家、曹宅、西
村流入江西省玉山县的金沙溪，
在常山境内流程16.85千米，流域
面积43.35平方千米。此外，球川
境内还有后弄溪，玉山县称竹枧
溪，从太仁蓬、红旗岗，经东山、新
屋、草弄口汇入玉山境内的金沙
溪。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山是天地钟秀会聚之地，水溶万
物而不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山水有一方风情。大自然赋
予常山的山山水水，养育了常山
人，深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常山
人的勤劳、淳朴、善良，吃苦耐劳，
坚韧不拔的性格，依靠自己的智
慧和勤劳，使山更青，水更绿，山
山水水更美丽，成为了常山人民
的“金山银山”。“两山合作社”探
索一条“寓义于利，由绿到金”的
绿色金融发展之路，是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一个
小小的缩影。中秋时节，当你看
到山上翠松挺拔，云雾缭绕；山腰
茶行整齐划一，茶农忙碌采摘秋
茶；山下碧水荡漾，瓜果飘香，勤
劳的村民收获甜蜜的果实……当
你在“两山合作社”听古宅摇身变
民宿；在万亩香柚基地，看“网红”
饮料生产的源头鲜果；在千亩丝
瓜、月季产业园，闻瓜果飘香、芬
芳四溢……油茶之乡、食用菌之
乡、胡柚之乡的名片越来越响！
越来越亮！

“梅子黄时日日晴，泛尽小溪
却山行。绿荫不减来时路，添得
黄鹂四五声”。让我们携手同行，
共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美好生活，合奏一曲天蓝地绿、鱼
翔浅底的绿色交响！

六十年代到金源

刘爱国

金源位于常山东北面，距县城约三十来公里。这里
群山连绵，峰峦叠翠，空气清新，景色宜人；这里有底蕴厚
重的千年古村落，一溪清水流村间，贤良宗祠美名谈；这
里有四季常绿的胡柚大道，飘逸顺畅景观美，四季花香迎
宾客。

六十年代金源是偏僻的山坞旮旯，俗称“山坞北
弄”。那个时代交通相当落后，全县没有几条公路，1956
年6月常芳公路通车，1961年延伸至龙田，到金源的汽车
勉强开到龙田口，再往里便是漫漫山路步行道。金源万
亩大山遍布茂林修竹，但受交通条件限制，丰富的毛竹资
源很难输出，农民要想获取毛竹收入，只能用最原始的方
法，肩扛背驮至龙田口，由供销社收购后，农民才换得一
点辛苦钱。六十年代正是高举“三面红旗”，掀起社会主
义建设新高潮，农业生产竹编用具消耗大（簸箕、簸斗、箩

筐、晒垫等），我县又是柑橘主产区，桔篓需求量也很大，
但由于毛竹困在偏远山区，竹制品加工受制于运输，为
此，县里组织多批篾匠进驻毛竹产区，制作成品送到龙田
口再运出，我就随父辈一道前往金源呈村。

那时候到金源感觉路途十分遥远。当年开往芳村的
班车每天只有一趟，没有什么预售票，要当天临时排队候
车。记得清晨就起床，作好出行准备，带着工具、被褥、衣
物，步行赶往天马桥东头北侧的车站（现白马广场对面），
当时汽车站只是一幢矮小的平房，过往车辆就停靠站门
口，客车大约只能坐三十来人（车顶有行李摆放架）。也
许出行的人员少，车厢里乘客竟然还没坐满，行驶不到一
公里乘客又下车等候，原来汽车要在常山江过船渡，乘客
下到车外随船渡过，当时没有什么“救身衣”，也没有想过
是否安全，就这么糊里糊涂随汽车一同摆渡了。

客车好像改装的“老爷车”，汽车路却是新建的“沙石
路”。当年汽车路简易狭窄（尚无“公路”这时髦叫法），遇
到对向汽车，要停车借道交会，路面全都由沙石铺成（有

人扫路养护），汽车经过扬起一路尘土。当时造路以不损
良田为原则，所以基本是蜿蜒曲折，坡陡弯急之路，且路
面坑坑洼洼，崎岖不平，可想而知，汽车在这样的路面上
开，必然是摇摇晃晃，荡荡悠悠地前行。到了芳村老街口
停车站，大部分乘客都下了车，经过检查轮胎、加水、休整
后，又继续向龙田口前行，而这更是一条山势峻峭，地形
险恶的路面，一边是山一边是溪谷，且路道窄小，估计跑
这条路的驾驶员，不仅要有扎实的技术，更要有过人的胆
识，同样，乘车的人也饱受一路颠簸，一身疲惫。

车到龙田口，才是出行人辛劳的开始。当年这里有
地质队、供销社(分社)、粮站等机构，算是比较热闹的地
方，但再往里就很偏僻，客车无法进入，我们要到金源最
里头，只好在龙田口下车，挑着家什工具，背着行囊，靠双
脚徒步前行。开始一段路还算平坦，途中往客甚多，也有
凉亭歇脚，从上源再往呈村走，便是高低不平的田垦路，
或溪边山脚的灌木丛，那时我才六、七岁，其实没有太多
的感觉，但父辈所走的分明是一条艰难跋涉，负重前行的
人生路。

这是六十年代到金源的往事。之后，常山的公路建
设不断发展，1973年7月客车通到毛良坞，八十年代东案
田蓬打通一条隧道，金源又多了条出通行道，九十年代之
后，我县公路建设发生了全新变化，沙石路改为水泥路，
后又铺设柏油路，公路改弯取直，路基不断拓宽，“要致富
先修路”成为全县干部群众的发展共识，到2020年，全县
公路总里程达到1130.5千米，呈现高速、国道、县乡公路
并存，形成密密麻麻的交通网。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常
山江随处可见高大的钢筋混凝土桥梁，汽车船渡早已成
为历史。前些年乡镇区划调整，有利于区域发展布局统
筹，金源的出行更方便了。现在的金源从交通闭塞的“山
坞北弄”，成了通畅便捷的城市后花园，从贫瘠荒凉的偏
远山村，蝶变为令人艳羡的新农村，千年古村成了“古韵
山川”的伊甸园，成了休闲养生的天然氧吧，过去败落不
振的金源变为走向共同富裕的新天地，过去出行艰难的
泥泞路成了宽畅平坦的快速道，如今通往金源的公路，犹
如一片飘逸的绵玉带，一道靓丽的风景线，青山绿水、多
姿风采的金源，是宋韵常山全域大花园中的一朵奇葩，让
赏心悦目，让人心驰神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