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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全
重游龙山寺坑重游龙山寺坑

听说辉埠镇大埂村被列为浙江省文
化古村落，成为古村落利用保护重点村。
由此，突然萌生了重游位于大埂村境内的
龙山寺坑的冲动。

当我把想法在建材厂（原常山县属国
有大企业）厂友群婉约地透露出去后，没
想到即刻得到了不少厂友的呼应，特别是
大埂村的几位老厂友，即刻张罗起了向
导、用餐、陪同诸事宜，令我深受感动。

龙山寺坑40年前就去过了。她源于
喀斯特地貌形成的一条峡谷，蜿蜒七八公
里。峡谷两侧山高林密，峰峦叠嶂；谷内
溶洞众多、奇石突兀；峡谷景点密布、传说
颇多。那时，我们刚参加工作，大家结伴
而去，年轻的时候去龙山寺坑用心看风
景、寻古迹的少，嬉戏、打闹的多。虽已过
去40年，但龙山寺坑的独特风貌，常常勾
起我年轻时的朦胧回忆。

这次重游，特别要感谢厂友吴正良先
生。他是土生土长的大埂人，专门为我们
请了村里一位曾获评浙江省优秀调解员
的吴金土老先生给我们做景点讲解员。

吴老先生是个“龙山通”。谈起龙山
寺坑景点、传说、故事，如数家珍、娓娓道
来。老先生虽已72岁高龄，但体格硬朗，
十分健谈，聊天时幽默风趣、潮言潮语连
篇。与先生交流不一会儿，大家就开始叫
他潮叔了。

我们一行人在大埂村委会带上了潮
叔、吴兄，驱车前往龙山寺坑。不到1分
钟，第一个景点“仙人桥”即映入眼帘，这
是一座石拱桥，桥跨约6米，宽约3米，桥
两侧各有3级台阶，中间平坦。桥西头不
到1米，沿小溪并排耸立着两棵古樟，主杆
约需两个成人合抱粗大，树冠郁郁葱葱。
两棵迎客樟颇似两个迎宾礼仪，向来客招
手致意，欢迎远道而来的游客。

汽车从“仙人桥”东侧驶过，一会儿，
迎面扑来一面陡坡，汽车似飞机爬升艰难
上坡。上了陡坡，就是龙山寺坑外有名的

灵合水库：库坝似乎刚整修过，两侧坝面
石块砌就，水泥勾缝；水面碧波涟渏，水鸟
嬉戏；库内目之所及处，青山延绵，美不胜
收。汽车过坝顶柏油路，从坝内西侧小路
绕山帖库前行，小路泥泞，好在开了不过
两公里，潮叔就让我们在一个小山岙停
车。下了车，就是龙山寺坑口位置了。右
侧半山中，一条高架由南而北飞入山洞，
即为361省道严家隧道南入口。

就要进入龙山寺坑景区了，内心不免
有几分激动。我们从高架桥底步行进入龙
山寺坑，潮叔见我们步履过快，忙挥手招呼
大家说：“慢点。”说龙山寺坑，路长不过几
公里，但景点密布，只能漫步，不能疾行。

说话间，潮叔指着路右侧一处灌木茂
密、从高而下近乎垂直的带形山沟，说这
就是著名的常山十大古景点之“严谷甘
泉”。可惜随着361省道开通，遗迹虽存，
但泉水已不再。潮叔说：“严谷甘泉对面
半山腰，即龙山寺坑口左侧，原本有一座

‘外埠头塔’，与后面要讲到的‘龙洞’右前
方约500米处、半山中的‘里埠头塔’相对
应。塔高约3米，园形，乃寺内高僧圆寂后
所立的墓塔。”

过了严谷甘泉不远处，潮叔指着脚下
的石子路说：“这些石子路是后来铺上的，
此前这里叫‘十八步’景点。”十八步，顾名
思义，实际上是18级台阶，地势险要，两侧
山高峰险，奇石突兀，树木葱笼。

上了十八步，向前约一里许路段内，
只见左边流水潺潺，路径弯曲，两侧山上
景点星罗棋布，先是有一组突兀悬空的奇
石，被人称作“牛笼袋”。牛笼袋往上有一
段小山包，人称“牛背岭”。牛笼袋酷似牛
体附睾，牛背岭神似牛后背，大自然鬼斧
神工，令人叹为观止。

水流左侧有一石厅，人称“野宫殿”。厅
内石壁上有天然石桌、石柜。野宫殿对面半
山腰上，一块“飞来石”横卧在一块突出的石
柱上，似坠非坠，人从下面路过，只要往上一

看，不免加快脚步，生怕巨石掉落。
沿牛背岭往上看去，是著名的“石钟”

景点。石钟实为一个山峰，因形似古时寺
院悬挂的大钟而得名，山形奇特。

潮叔相告，这里原本还有更多的景
点，比如山左侧远处有一处叫“石天井”的
景观，三进、形方、洞天，很是壮观。可惜
已被早年烧石灰采石破坏。脚下原本有
连续的两座石拱桥，一来一回，巧妙地保
留了景点的原始风貌，现也难觅踪影了。

过了一段两边石壁光滑、景点繁多、
原本水流击石的碎石铺就的路段后，我们
已经进入了“千步岭”。千步岭是一段约
有一里地的平缓上坡路，很适合人们漫步
聊天、“消化消化”密集的景观风貌。越过
千步岭，坑路继续往前延伸，左边是一个
大山坞，名谓“金椆坞”。相传坞内有一巨
大金椆树，坞深山高，雾朦缭绕。山坞左
边高山上，最负盛名的“龙山寺”“仙人洞”
就在这座山的半山腰处。自山脚往上攀
登，山路除了偶有几个石头垒就的台阶，
大多都是小路。小路沿途错落着“五云洞
天”“琴台石”等景点。“香炉峰”是龙山寺
前的一组巨石。

据潮叔介绍，相传古龙山寺始建于康
熙年间，共有三进，分“前殿”“中殿”“后
殿”，后殿两侧是厢房。庙内设有观音、如
来、十八罗汉，弥勒众多佛像。古时寺中
香火旺盛，香客信徒常年不断，寺庙在解
放初被毁。记得40年前到龙山寺坑，看到
的已是一块只有残垣断石地基的遗迹
了。现在在龙山寺原址上，有好事者建起
砖混结构的一座寺庙，设有佛像。在其左
侧还建了偏房，偏房旁水池内，一个从山
中接出的自来水龙头开着，水流不断。

从龙山寺遗址左前方下去，不远处就
是著名的“仙人洞”。听闻“仙人洞”近在眼
前，大家加快了步行的速度。然而，洞前的
三四丈岩石路，甚是难攀。幸好洞前长有
一根手臂粗细的藤蔓，自洞口往下生长，游

玩者唯有攀藤拾级而上，方可进入洞。此
藤我给它命名为“牵手藤”，还望人们在攀
藤进洞时好生保护。仙人洞洞内可视面
积约200余平方，洞高约2米至5米，洞顶
及四周，奇石嶙峋，有多处隐洞向内延伸，
到底通往何处，尚待后者勘探究竟。

出了“仙人洞”下山，由原路往里走约
五六百米光景，左侧一座大山，即为“龙
山”。“龙山”半腰处有一溶洞，谓“龙洞”，
又叫“龙宫”，传说中的神龙就居住在此。

“龙洞”前几乎无路，我们手牵手、脚垫脚、
披荆斩棘，费了好大力气，进了“龙宫”。

“龙洞”洞口状若“鱼”形，从洞内向外看，
好似一条神话中的飞鱼，拖着长长的尾
巴，腾空而去。洞高略高于“仙人洞”，洞
顶洞壁奇石与“仙人洞”相似。洞内有两
处隐洞向内延伸开去，其中右侧石壁中的
一处隐洞，洞形圆整，洞径约六七十公分，
适合圆形物体进出。大概这里就是神龙
进出的门洞了吧？

潮叔说，传说龙山上的这条神龙从这
里破壁而出，形成了龙山寺坑；神龙在出山
时掉了几片龙膦，形成了严谷甘泉；神龙在
龙山寺坑口稍作停顿，形成了现在在灵合
水库；神龙沿灵湖行至大埂村口，发现大埂
地方一片繁华，人口众多，当心伤及乡民生
命财产，遂在大埂村口处游回龙宫，在神龙
回游处，人们为了纪念神龙慈悲，建了一座

“回龙奄”，也叫“剃头寺”，保存完好。
潮叔介绍，龙洞前方山脚原本有一石

天井，洞厅宽敞、视野开阔，可同时容纳二
三百人；龙洞再往里走约三四公里，就是
开化县封家野家堂村了，里面有大埂人田
地，以前常有人进出劳作。

龙山寺坑回来的路上，潮叔很认真地
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游了半天的龙山寺
坑，有什么感想？潮叔的提问，使我陷入
沉思：龙山寺坑古景有待修复，龙山寺古
迹有待复原，龙山寺坑的传说、故事有待
进一步挖掘、整理……

林华

柚缘
1986秋末，大春从报纸上看到常山胡

柚首次在全国柑橘评比中被评为“全国优
质农产品奖”后，百感交集，心里久久不能
平静。因为前几年看到有许多农民种胡
柚，大春心想，大家都种，数量那么多，到
时候能卖出去吗？由于当时对胡柚的质
量、产量、销路持怀疑态度，所以大春就没
种胡柚。如今常山胡柚已被评为“全国优
质农产品奖”，这肯定会名声大振，盛名远
扬的。于是，次年3月，大春买了160株优
质胡柚苗，种在岗后那块地上。

刚种胡柚时，大春对管理胡柚缺乏经
验，看人家施肥他施肥，人家喷药他喷药，
人家修剪他也修剪。开始，这种依样画葫
芦的方法立竿见影，成效显著，可是两年
后他却傻了眼，因为土质不同，病虫害程
度有差异，光跟着人家学，没有对症下药，
胡柚的叶色暗淡，树冠不均匀，诱壁虱、溃
疡病的危害在胡柚枝叶上留下不可磨灭
的痕迹。于是，他专门到乡政府找柑橘技
术员老林请教。老林到实地查看后，指导
他要增施有机肥，适量施用化肥，而且化
肥不能光施尿素，要氮磷钾合理搭配，后
来又向他推荐施用胡柚专用肥。

在病虫害防治方面，老林告诉大春不
能都跟人家一样，而要根据自己胡柚病虫
害的实际情况，喷施对口农药。尔后，老
林将大春作为联系户进行重点辅导，在胡
柚生长的关键季节，他经常到大春的胡柚
林里实地查看，指导他施用对口的农药和
合理施肥。半年后，效果凸显，成效显著，
大春的胡柚长势绿郁郁，树冠成伞形，根

系发达，枝条粗壮。1990年开始投产，当
年平均每株产胡柚16公斤；1992年进入
盛产期，平均每株胡柚产果80多公斤，他
的160株胡柚总产量近1.3万公斤，质量基
本达优质果标准，而且销路不愁。

几年后的1996年，大春将原来的泥墙
房屋推倒，建起了三层高的楼房，当时在
村庄中属数一数二的，鹤立鸡群，首屈一
指，令众多乡邻啧啧称赞。

2014年，常山县提出振兴“常山三宝”
计划，胡柚便是官方认证的“常山三宝”之
一。而且与另“两宝”——常山山茶油和
常山猴头菇相比，胡柚涉及的农户更广，
面积更大，产值更高，效益更可观。此时
大春的胡柚树已经历了20多年的风雨侵
蚀，饱经沧桑，逐渐趋于老化状态。2015
年春天，大春又到镇里（原来的乡已改为
镇）找柑橘技术员，而此时的柑橘技术员
身兼数职，并非专职做柑橘技术辅导，这
天正好到县城有关部门对接工作，大春只
好悻悻地骑车回家。路上，大春接到老林
的电话。已退休几年的老林，闲来无事，
他打电话问大春的胡柚现在怎么样了？
大春惊喜地说：“我正要找你呢，我那些胡
柚大多数树已老化，产量低，质量也不如
以前了。”老林说他明天上午过来。

次日上午9点多钟，老林骑着电动车
到大春家。几年不见，老林的头发已花
白，并且少了许多。寒喧一会后，老林就
急着要到胡柚地里去察看。大春提把砍
刀与老林边走边聊，往岗后走去。

几年不见，村庄的变化可谓是日新月

异，以前的青山，现在有几处已改成一条
条水平带的“耕地”；以前的粮田，现在大
多已成为胡柚林或一排排大棚西瓜或大
棚葡萄。

一会儿到了大春的胡柚林，老林一到
就钻进胡柚林里，对160株胡柚全部查看
后，对大春说：“你这些胡柚起码有100株
左右需要改良，而这100株中有40株左右
因根部基础较好可以通过嫁接改良，另外
60株左右需要挖掉重新种植。”

此时，大春对老林说的是绝对信任
的，他表示一定要按老林说的办，要通过
改良，使这片胡柚重放异彩。尔后，老林
将哪些需要嫁接？哪些需要挖掉重新种
植都作了记号。大春做事说干就干，雷厉
风行，第二天就一边联系优质胡柚苗木，
一边请人嫁接胡柚。并且还将石坑弄的
一块地也种上胡柚100余株，于是，大春的
胡柚已达260多株。

通过多年实践，在对胡柚的培育管理
方面，大春已是行家里手。到了2019年，
大春的260多株胡柚达2.8万多公斤，而且
质量较优，价格比一般农户胡柚高20%左
右。

由于多年的积累，大春已尝到胡柚的
甜头。2021年，他将原来的楼房拆掉重新
建起较高档的别墅。于是有人说：“大春
种胡柚真正尝到甜头，从当年的三层楼，
到如今高档别墅，都得益于常山胡柚这个
宝贝。”

[诗歌长廊]

毛李豪

致亲爱的自己致亲爱的自己

尊重缘分，懂得释怀。

这一生中有许多的人朝我走来，

然后又勿勿忙忙的离开。

人山人海中，

有人与我短暂交错，

从开始的不舍到最后的习以为常，

这是人生常态。

我希望你真心待人，

开始不再执着任何一段关系，

即便是阶段性的陪伴，

在相处的过程中我们开心就好，活在当下。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路要朝前走，别总往后看。

山林不向四季起誓，荣枯随缘。

海洋不对沙岸承诺，遇合尽兴。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让过去的过去，让开始的开始。

我相信你一定会好在不久的将来。

最近的状态是寻找自己，

改变自己。

虽然很累，但还是想加油。

向未来张望的时光孤独漫长，

努力过后都是晴朗，

尽管走吧，

走到灯火通明，

走到春暖花开，

走到苦尽甘来，

顺颂时祺，秋绥冬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