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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一条山路，现在湖底深处

埋藏在飞云湖里的爱情故事
飞云江人文系列⑨

瑞安市社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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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周的《飞云江人文系列》里，我们
介绍了浙南最大的湖泊——位于泰顺县和
文成县交界地的飞云湖，介绍了飞云湖的
来历，以及上世纪飞云湖曾出现的“云江风
帆”的美景。

这一期，我们继续关注飞云湖。看一
看我们的母亲河飞云江在中上游还有哪些
传奇与故事。

■记者 林晓

珊溪镇位于文成县西南部，是国家

重点工程——珊溪水利枢纽工程所在

地，1998 年被列入浙江省小城镇综合改

革试点镇，位列浙江省 136 个重点镇之

一。珊溪水利枢纽工程竣工后，形成中

国第二高坝、浙南第一大人工湖，是温

州南片旅游中心镇。全镇人口 4.1 万，

面积 102.5 平方公里。该镇革命历史悠

久，水电资源、旅游资源和矿产资源丰

富，是文成县典型的资源强镇和革命老

区镇。

黄坦镇，文成县辖镇，地处文成西

南部，距县城 10 公里，面积 75.8 平方公

里，辖 36 个行政村，有人口 2.2 万人。镇

所在地海拔 320 米，东与金炉乡接壤，东

南与巨屿镇接壤，南与珊溪镇接壤，西

与云湖乡接壤，北与富岙乡接壤，东北

与龙川乡接壤。境内最大的支流为黄坦

坑。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是典型的

中山丘陵地带。该镇是一个以农业生产

为主的农业大镇，同时也是浙南闽北一

带的良种仔猪生产基地。

在《文成县志》的《飞云江中上游景区·
名胜》中，有一条关于“百步崖”的记载，这条

词条的释义仅 60 多字。但记者采访当地人

后，却了解到其背后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爱

情故事。

据《文成县志》记载：“百步崖，位于珊溪

渡口之上。原为悬崖峭壁，北宋后由民间开

掘为道路，名百步崖。壁间摩崖石刻较多，

内容多为募缘筑路题记。现为县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文成县退休教师协会理事包学冠，是土

生土长的文成人，今年 80 岁。说起百步崖，

他滔滔不绝地聊起了这里的故事。据当地人

的口头传说，百步崖在很早很早以前叫“狗

爬崖”。所谓的“狗爬崖”，就是指悬崖边上

的一条路，除了兽类之外，人若走这条路就

非常危险，但山民们要从瑞安到泰顺去，这

是条必经之路。

包学冠介绍，这条悬崖边的路，狭小临

渊，脚底下就是飞云江，山民樵夫走这条路

还有些担心害怕，更不用说妇女儿童了。

话说在宋朝，一位女子嫁到山的另一边

去，而“狗爬崖”正是必经之路。这一天，新

娘的轿子已抬到悬崖上了，突然一阵山风刮

起，轿子被风一吹，轿夫们都把持不住，整个

轿子被掀翻，掉进飞云江去了。

新郎倌眼见新娘的轿子掉进了飞云江，

马上跃入江中救人，可江水涛涛，哪里还有

新娘的踪影。伤心欲绝的新郎恨这条“杀

人”的山路，便发誓要修好“狗爬崖”。

“如今，我们在《文成县志》读到的‘北宋

后由民间开掘为道路，名百步崖’，便是当年

那位新郎开掘的道路。”包学冠说。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后得知，在宋时，还

没有“文成”这个称呼。宋咸淳元年（1265

年）其为瑞安县的一部分。元至元十三年

（1276 年），改瑞安府为浙江行省温州路。元

元贞元年（1295 年），瑞安县升为瑞安州，仍

隶属温州路。

而“文成”二字来自于刘基。明洪武八

年（1375 年），刘基死后追赠太师，谥号“文

成”。所以，这则爱情故事发生的文成地界，

在归属上，曾属于瑞安的管辖范围。也就是

说，这则爱情故事，其实是我们瑞安先人的

爱情。

《文成县志》上
记载的“瑞安爱情”

正当记者雄心勃勃，要求包学冠老

人带我们去找这条“爱情之路”时，包学

冠却说：“当年的百步崖，现在已经藏在

了深深的飞云湖湖底。在还未建珊溪水

利工程拦江截流之前，百步崖所在的村

子叫珊溪镇下山村。”

确实，像百步崖这样藏着传奇故事

的风景，被水淹埋的地方还很多。包学

冠介绍，珊溪还没建水库之前，还有很多

名胜古迹，当然也没有这么大面积的飞

云湖。

“以前这里的水域面积不广，因为飞

云江、毛坑溪和南阳溪三条水流在这里

汇合，因此被人们称为‘三溪’。”包学冠

带着记者来到珊溪老街上的一处老房

子，讲起了珊溪的历史，“又因为山上多

种杉树，又被叫做杉溪。上世纪 30 年代，

因镇上有鲤鱼山、蟹山、虾山和鱼鳅滩

等，与珊瑚的长相很像，这里的镇长就将

镇名改为珊溪。”

据《文 成 县 志》记 载 ：“ 民 国 35 年

（1946 年）12 月，以瑞安、青田、泰顺三县

边区，析置文成县。民国 37 年（1948 年）

7 月 1 日，文成县政府成立。1949 年 5 月

8 日，文成县解放。1958 年 10 月，撤销文

成县，和瑞安县合并。1961 年 9 月，文成

县又从瑞安县析置。”

应该说，文成与瑞安的渊源很深。

当年，文成从瑞安析置成县。黄坦镇，作

为文成建县时的县政府驻地，是一个传

统型中心镇。

上一期《飞云江人文系列》报道的飞

云湖景区之一双龙景区，就位于文成县

黄坦镇。据了解，双龙景区分别由求财

洞、观音洞、月老洞、青石滩、石塔峰、马

尾瀑、东公潭等自然人文景观组成。

文成县水利局珊溪镇水利员朱大演

介绍：“库区蓄水后，水路交通不方便，也

因为这里的风景一度不受当地村民的重

视，环境污染严重，没人来玩了。”

那 么 ，这 里 的 环 境 污 染 到 哪 种 程

度？现在的治污情况如何呢？

日前，温州市环境保护局珊溪水利

枢纽分局赵恒带记者一行来到了这里。

赵 恒 介 绍 ，黄 坦 镇 的 水 库 库 区 地 广 人

多。以前居民的生活、畜禽养殖等产生

一定量的垃圾、污水等，给“温州大水缸”

的水质安全埋下了隐患。

“以前，在这一带水域，见到猪粪和

动物尸体都是常事，现在不可能有了。

水质好多了，我们每周都会到这里来取

水源样品进行检测。有时候，我一个人

走这个山洞，到山洞的另一边取水，还有

点怕怕的呢！”赵恒说。

事实上，位于珊溪水库（飞云湖）上

游的黄坦镇，养殖业一直是该镇的“传统

行业”，黄坦坑（双龙景区）及其主要支流

的污染物指标严重超标，引起了社会各

界的关注。双龙景区也因水质的污染而

无缘让更多的游客欣赏其景致。

2010 年，黄坦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工

程开工。工程规模每日处理污水能力

5000 吨，总投资为 5880.48 万元。当年，

工程的建设意味着飞云湖、双龙景区水

治工程拉开序幕。

赵恒还带记者一行来到黄坦镇参观

“生态浮床工程”和“太阳能净化系统工

程”。他说：“这两项工程投资 500 万元，

在飞云湖种植净水植物，加上太阳能的

自动净化，现在的水质越来越好。”

据了解，温州市环保局珊溪水利枢

纽分局成立后，将对库区周边污染源情

况进行调查，开展专项环保整治，并致力

于制定库区总体规划，制定并组织实施

库区环境保护制度。该分局的设置将为

加强库区水源地保护，消除库区水环境

安全隐患，确保“温州大水缸”水质安全

构筑环保防护网。

“珊溪”地名的来历

一度被污的风景正在变好

阅读背景

珊溪老街

飞云湖景区之一双龙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