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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山脚下渣濑湾
王春国

常山县城之东，一座如凤之美的
山，史称“凤山”。但凡，凤飞龙游之
地，人们都视其为风水宝地。

确实如此，凤山脚下，是钱塘江源
头常山港段一处美之绝伦的天赐港
湾。当见其“湾中水潋潋，石濑兮浅
浅”非常生态纯粹，生机盎然，是一派
无瑕雕饰之美，尤其是湾水所构划的
那个偌大沙滩，还有那沙滩与湾水相
接间那灵动的沙与石，真是美绝了。

也就是这美与伦比之景，让早早
生活在湾中水岸边的先民，以“渣濑
湾”为村名。因为，“渣”为古水名，

“濑”又指水之激流而动，“湾”意浓浓
就可望文生意，枕着湾水而眠，是多么
的美妙。

渣濑湾，就是因其之风水，构建了
一幅山水历史人文于一体的江南水
乡，那“诗与远方”的文旅导游图。

回荡在湾中的山水之语：
凤山说，我是常山港畔神话中，蜈

蚣山的南麓。本为大仙做常山京城凤
水调遣的蜈蚣，大仙也有失算的时候，
在功到事成之时，公鸡报晓，惊恐了蜈
蚣，使得蜈蚣定型成了一条山脉。因
长期的风雨洗礼，又因植被的茂盛，形
如凤美，就有了凤山之名。

也许是因为蜈蚣山的座落，才造
就了常山港上的这一大港湾；也许是
蜈蚣山挡住了东西劲风，使得水湾中
成了人们生活居住的一块宝地；也许
是蜈蚣山东面凤山如屏风列障，这道
水湾才衬托出如此美景。当然，也许
是因有渣濑湾之独特一域之影响，我
之凤山成了一座《县志》记载的名山。

是啊，我是港湾的风水之地，春秋
战国时的姑蔑国子民万里迁徙常山，
建堰王庙于我山中，南宋修靖王（信安
郡王），宋太祖赵匡胤九世孙赵希琯选
址墓葬我凤山之南麓，我变的更有历
史的积淀，又多了几分神秘色彩。

湾水说，我也是好奇于浩荡的常
山港水，到了这里，竟有一处如此特别
的港湾，顺势走了进来，不曾想多了约
十里之水路。然而，也很值得，至少让
我放慢流速，多了婀娜之行姿，还一路
浏览湾中的风土人情与自然风光。同
时，因我而使水湾成了钱塘江上游一
处航船的避风港，每每汛期来临，跑班
于常山港航道上的船老大们，总是会
不约而同地聚集于湾道中，使得湾道
岸边的一座小山，成了航船靠港之依，
被人们称之为“船头山”。有意思的
是，这座小山其形象也似一艘巨轮的
头部，有意延伸至水岸，犹如上苍的安
排。其实人类就是有这样的智慧，不
仅利用了港湾，也利用港湾水建起水
碓，造福人间。

湾水间偌大沙滩说，我本是与湾
相伴，纯粹无比的一个无人居住的约3
平方公里的沙洲，然而，兴许就因我的
纯粹，人类的许多生存百姓看中了
我。可以耕种的泥沙地里，人们种上
桑树、甘蔗、西瓜、玉米、花生、芝麻、萝
卜等等，但凡适宜沙滩土质气候的都
种上了，使得四季有鲜，不曾荒凉。其
实，还有很大比例的面积，不是沙石

滩，就是芦苇荡杂草地，也非常有情趣
地演绎着其为人们乡愁的一幕幕。

春天，那草丛中不见身影的半天
鸟，就让放牛的牧童神思，一会儿鸟从
草丛中掠起，边飞边叫边升高，待飞到
高空为一点黑，甚至，让人看不到黑
点，突然，哑然失声，从空中垂直掉下，
落在草丛中。好奇的牧童跑过去，却
又找不到，不一会儿鸟又从不远处突
然起飞，同样表演。人们就是在反复
的观察，故给这鸟取了一个“半天鸟”
的名字。我知道“半天鸟”在常山是有
一个民间传说的，是关于赵北王的神
话故事。

其实，春天整个沙滩与洲地，充满
生机，“半天鸟”只是百鸟中的一类，可
谓鸟语花香一胜境。

夏天。最有情调的就是周边百
姓，尽情地享受我这纯粹的天然浴场
之快活。那夕阳西下的傍晚，港面上
吹拂的微风，男女们在清澈的湾水浸
泡沐浴劳作一天的疲惫，仰躺于一尘
不染的卵石滩上，真是惬意之极。

当然，夏天还有更有趣与收获的
夜晚。夜深人静时，一些有经验的胆
大心细的男人们，就会带上手电或古
时照明的器具，还有手持小竹条，腰别
竹篓，轻手轻脚地来到沙滩。因为，生
活在港湾水里的龟鳖，这个季节都会
到沙滩堆里产卵，人只要在月光下或
借助照明工具，走到区域内，振动声一
定让龟鳖受惊匆忙往水的方向爬，有
经验的捕猎者正好顺势抓个正着而收
获满满。但，夏夜的沙滩也是蛇类出
来乘凉的最佳时光，或是蛇偷吃龟鳖
蛋的时分，唉，真是人心蛇心其振共
鸣，故而，抓鳖的收获也来自被蛇咬伤
的危险。

秋天，是真正收获的季节，可种之
物样样给人们带来了欢声笑语。那土
西瓜的甘甜，可让百姓家里垒成堆，那
花生成了百姓中秋赏月配茶吃月饼的
珍馔，那……几乎为寻常百姓的幸福
指数。

冬日，当滩上的甘蔗收获归来与
港湾边那水碓糖铺里喷香蔗糖出槽之
喜悦之后，那晨霜与冰冬，不有冬雪，
同样会留给人们许多乐趣。尽管南方
的冰，不可能像哈尔滨松花江冰河之
歌，但，河滩与草丛间的雪地捕鹊还给
许多人留下童趣。当然，那滩洲间有
许多泽地，到了冬季枯水期，进行竭泽
而渔也不失为是人们的另一种收获，
或说是乐趣。

当我们如梦般地听过山水之语，
让我们再走进渣濑湾村，去解读一番
这方水土之间的历史，又是一番充满
烟火味的情思。

渣濑湾，在宋前就有人类生活居
住，嘉庆《常山县志》载：“偃王庙在县
东十五里渣濑山。”偃王庙是春秋姑篾
国南迁，定居衢州区域的一个祭祖文
化载体。其实，如此港湾风水地，一定
是被人类锁定的生存之地。然而，现
今我们只能在许多史料中读析记载着
宋后的史实。

杨万里的《宿渣濑》《过渣滩》其诗

意情景，充分反映了渣濑湾的民俗一
斑。如其诗《宿渣濑》：“寒流一带槛前
横，落日诸峰霞外明。水断新洲添五
里，客寻旧路却重行。江车自转非人
蹈，沙碓长舂彻夜鸣。畴昔稚桑今秃
树，如何白发不教生。”就如一幅写生
的《乡村风》画面。

是的，渣濑湾不仅湾中区位风水
清嘉，而且，还是一处繁荣的古道民间
驿站地，处常山去衢州与石梁两线叉
道上，加上这处大港湾，正是航船天然
的避风港，自然而然地营造了常山城
外东面一小小的驿站闹市。其村落中
心在船头山和东北侧坳里，村中心的
卵石铺就的街路亦是古道，两旁店铺
挤挤，这种情景在上世纪还依稀可辨。

渣濑湾的居民百姓，不知更迭了
多少代，但就现有的居民姓氏来讲，与
这一方之地有独特联系。

村中大姓包氏，就是常年跑班船
于常山港上的原兰溪人。他们常常靠
港于渣濑湾，了解又熟悉这片水土，深
知这里民俗之包容和谐，还有湾中村
后的山垅田地可耕作，于是，在清康熙
四十五年（1706年）上了岸，安了家，
繁衍生息，成了湾中一族，形成中心自
然村落，取名“包家”。随包氏同年迁
徙上岸的还有翁氏与项氏，来自兰溪
南坪，虽后来族人不及包氏旺气，但也
聚集成自然村落，取名“翁家”与“项弄
排”，之外，还有顺治年间、康熙从江西
建昌府（今江西南城县）先后迁进渣濑
湾的吴氏与陈氏，形成各自的吴家和
槠树底两处自然村落。其实，在明清
期间迁入渣濑湾的还有方氏、潘氏、彭
氏，也各有一隅的以姓取名的小片村
落。

多姓相处于渣濑湾，民风民俗互
通有无，更加丰富宋韵古风的延续，并
在村边水碓磨坊吱吱声中，绵绵不息
的长年演绎，不停地思变。

渣濑湾在民国时期，属敷教乡八
保，建国初又为水南乡五村，1961年
常山再度从大衢县分出，建立24个人
民公社，渣濑湾改属狮子口公社，后改
属狮子口乡、天马镇、紫港街道辖区。
然而，渣濑湾村行政区域未变，其区域
优势也没有变。随着时光的流逝，山
村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党的阳
光沐浴下，百姓生活水平如芝麻开花
节节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了蚕
桑养殖重要村。

尽管渣濑湾今日已完全以美丽乡
村的华丽蝶变，充满时代潮流与时尚，
然而，渣濑湾古道古道仍在，古井及其
民间传说仍耳熟详于村中，曾经的古
街遗迹仍还有乡愁风物，美好的故事
仍流传在人们的茶余饭后，更重要的
是，渣濑湾村民村风还给人以淳朴感，
村两委班子与村民百姓，还很积极地
营造与投入到那“诗与远方”的文旅振
兴中，人文生态及历史的环境氛围，犹
如凤山之语、宋诗之河之韵，彰显得魅
力四射。

渣濑湾，可谓是钱塘江源头的一
颗璀璨的明珠。

清白为官万古芳
一代廉吏赵铁面

逍遥公子

辉埠镇的历史与石灰烧制密切相关，因
此，辉埠人的性格也有石灰的清白特质，清廉
文化伴随着辉埠的历史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辉埠镇路里坑村有一个石灰岩溶洞，在
这个普通的石灰岩洞走出了一位中国历史上
著名的清廉正直之吏——北宋铁面御史赵
抃。

赵抃，景祐元年进士，年少时在路里坑村
的石灰岩溶洞中读书，终日跟石灰岩相伴，石
灰的清白特质深深融入了赵抃的骨髓，使之
后来成为与同时代的开封府尹青天包拯齐名
的一代铁面廉吏！

纵观两宋朝廷，防备武将造反就跟防贼
盗窃一般，但对吏治整顿则相当松懈，所以尽
管宋朝官员待遇极高，但官场贪腐之风仍然
十分盛行。两宋朝廷对内的一贯态度是只要
你不造反，谋夺赵家天下，其他的事情都可以
商量。换而言之，如果你贪污受贿，朝廷是可
以容忍的，顶多就是革职查办。但真实的历
史上，宋代官员因贪污受贿而被革职查办的
贪腐官员其实是少之又少，大多数宋朝的贪
腐官员贪污受贿、升官发财两不误。

在这样一个吏治腐败的时代，却能出淤
泥而不染，保持廉洁的高贵品质，着实难能可
贵，但我们的赵抃做到了！赵抃的一生是践
行清廉品质的一生，是打造清廉吏治的一生，
是树立清廉榜样的一生！

赵抃在前往成都途中，渡四川青白江时，
看到江水清澈透亮，船行至江中，他发誓说：

“吾志如此江清白，虽万类混淆其中，不少浊
也。”此后，这条江被称为清白江，成都市青白
江区又因清白江而得名。

赵抃入蜀为官之初，“蜀地远民弱，吏肆
为不法，州郡公相馈饷”，但是“抃以身帅之，
蜀风为变。穷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识使者，抃
行部无不至，父老喜相慰，奸吏竦服”。赵抃
入蜀，便让蜀地官场行贿受贿之风顿消，百姓
欢悦！

赵抃在蜀地当官期间，掌管着当地财政，
监察地方官员，兼管边防、治安和巡察等，可
谓是封疆大吏。但赵抃廉洁自律，清白为官，
入川时只带了一个随从，牵着一匹马，携一琴
一鹤而来。两年多后，赵抃奉调回京，依旧两
袖清风，行具简朴，携一琴一鹤而去。

苏轼称颂“清献先生无一钱，故应琴鹤是
传家”。明朝隆庆年间，在纪念赵抃的告天台
殿阁的柱联上，孝宗御题以琴鹤两字为首的
对联：“琴声寒日月，永留清白在人间。鹤唳
彻遥天，常使丹心通帝座。”

赵抃为官清廉，铁面无私，万古流芳，这
和辉埠石灰的特质是紧密相连的，石灰的清
白之气，“硬钙”之风为赵抃一生的官宦生涯
奠定了清廉之基，铸就了铁面之性！

辉埠镇路里坑村廉文化景观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