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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前山古道简介]

门前山古道始于陶山镇

丰和社区门前山村，终于马

屿镇梅屿社区底三甲村，全

长约 1.5 公里，路宽约 1 米至

1.5 米。

在 1980 年代，陶山至马

屿公路修筑之前，是陶山、湖

岭向马屿、仙降南北走向的主

要道路之一。每年马屿集市

期间，陶山、湖岭一带的群众

多往返于门前山古道，购销农

产品和生活日用品。

■记者 林晓

探访瑞安
古道 (16)

所在宋代青瓷窑址区域

门前山古道，山南山北“共饮一山水”

门前山古道一带山水丰润。山南山北两地虽属两个镇，但“共

饮一山水”，让人感觉就是“同住一山一家人”。旧时，古道连接山南

山北两地，形成通婚的亲戚眷属人家，互相关怀。如今，我们沿着古

道行走，可见沿线的古树参天、溪水淙淙、青山连绵，别有一番韵味。

春季，古道风景格外优美，可谓“一路都随山花行”。从陶山镇门

前山村到马屿镇梅屿社区底三甲村，不到1小时的山路路程，十分适

合市民探幽访古。本期的《探访瑞安古道》，我们就走进门前山古道。

从“丰荆渠道”说起

春暖花开。我们沿着飞

云江一路西行，去探访门前山

古道。车至陶山镇丰和社区

时，见路旁阡陌纵横，花香鸟

语，一派春和景明的气象，令

人心怡。

行驶至陶山镇前途村，经

过金潮港二桥后，道路变窄，

两车对面相交，大家都小心翼

翼，很有点“相让”意思。这使

人想起即将要行进的门前山

古道，千百年前的先民在古道

上碰面相遇，他们也许会似我

们今天行车这般谦让，小心地

将肩头的货担换个方向，退至

路旁，说：“你俫只管自，走过

先哎（瑞安方言：你们先过的

意思）。”

陶山镇郑宅村村北农田

里 的 水 泥 渠 道 引 起 大 家 注

意。我们一眼就发现这种灰

黑色“水泥筒”的“历史感”，这

大约是上世纪60年代（时间跨

度约为 1950 年代中至 1970 年

代初）时，瑞安早期兴修水利

的“遗迹”。

我们如此猜测着，在田里

从事农活的郑宅村村民证实

了我们的想法。村民告诉我

们，丰和社区一带农田，多靠

近飞云江中游金潮港，土壤沙

性强，渗透性强，农田灌溉耗

水大。上世纪“大修水利”时，

这里兴修“丰荆渠道”，是当时

十分有名的农业工程。

村民所谓的“丰荆渠道”，

就是一条连接丰和社区和荆

谷社区的农田灌溉水渠。渠

道 起 自 丰 和 ，止 于 荆 谷 ，故

名。1969 年至 1971 年，两地

合 力 兴 建 而 成 。 渠 长 4350

米，底宽2.5米，上阔3.1米，灌

溉荆谷、丰和两地部分农田。

水渠建成后，受益农田达 1 万

多亩。

据了解，新中国成立之

初，为了快速恢复国民经济，

国家十分重视农田水利建设,

确定“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

达到大量发展生产目的”的水

利建设的基本方针。丰和社

区在 1958 年兴建上岙水库，

1969 年建造“丰荆渠道”和提

水站后，改善了水利条件。

这条水渠南北流向，巧合

的是，它与我们今天采访的门

前山古道呈同一走向。水渠

也和古道一样，似乎有某一种

相通，将“丰荆”两地紧连在一

起。

古道水多，曾建丰荆小型提水站

“我们丰和和荆谷属山北

和山南。早年天气干旱时，大

家都跑到门前山古道，想占山

霸水。为了那一点山水，两地

村民都不太和气。后来，建成

‘丰荆渠道’，两地和解，山南山

北都像一家人似的。”村民郑老

伯说。

果然，门前山古道是有故

事的。

门前山山水丰润，沿古道

行走，仍见有水井等原始的供

水遗迹。民国以前，山区和丘

陵地区农民引天然的山水灌溉

梯田。

村民郑老伯以前就在山上

种田，他回忆说，山间梯田有利

用吊桶或戽斗提水灌溉的，在

门前山村的平原河网一带，则

用人力踩踏或牛力拖拉木质龙

骨水车提水灌溉。“村里河网的

水源也出自门前山古道一带的

山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多

用水车车水。用龙骨水车提水

灌溉的功效比吊桶和戽斗提高

数十倍。”郑老伯说。

上世纪 60 年代末，门前山

山南山北一带的平原地区，普

及抽水机提水灌溉，所用劳力

大 为 减 少 ，龙 骨 水 车 基 本 绝

迹。但是，这一带的河道狭、

浅，储水量小，久雨成涝，连旱

近月，河床就会干涸，制约农

业的生产。

村 民 介 绍 ，尽 管 门 前 山

山水丰润，但在天旱时节，仍

只 能 供 应 近 处 的 农 田 ，1969

年 至 1971 年 间 ，村 民 在 古 道

附 近 建 成 丰 荆 小 型 提 水 站 。

期 间 ，与“ 丰 荆 渠 道 ”一 并 使

用 ，山 南 山 北 的 平 原 农 田 大

大受益。

山南山北“黄姓”人家最早落户

在瑞安，叫“门前山”的地

方很多。之前，我们查询相关

的方志书籍，见瑞安地名中叫

“门前山”的多达七八个。门前

山大都在湖岭、陶山、高楼等西

部山区，仅在陶山镇，叫“门前

山”的就不少于 4 个。这次，我

们介绍的门前山村所在陶山镇

丰和社区。

丰和社区位于市区西北偏

西。东北濒金潮港，部分与陶

山陶峰为界；西北毗邻湖岭鹿

木；南与梅屿相连。驻地屿头，

距市区 17 公里。上世纪，瑞安

至潮基港轮在棠梨埭设停靠

埠。

事实上，除记载在册的“门

前山”，我们瑞安方言里的口头

俗语中，也常有“门前山”的称

谓。在瑞安话中，“门前”不是

一个具体方位，只是在相对的

参照物中，才有“门前”的说法，

意思与普通话中的“跟前、眼

前、身边”等词语相当。

丰和社区门前山村所在山

北，是门前山古道的起始点。

村前有河，村后有山，村也因此

得名为门前山。村史并不长

久，据本地村民介绍，该村最早

的村民姓黄，是由清康熙末年

从平阳迁来的。

门前山古道终点在梅屿社

区底三甲村，所在山南。底三

甲村有黄宅自然村。当地人

说，黄宅以姓名村，取名黄宅。

据《黄氏宗谱》载，山南的黄姓

迁移定居在此的时间稍早，于

清顺治间从平阳坑塘岙迁居板

嶂岩下。

村民们说，早年，门前山

的山南山北有很多家人家是

通婚的，形成亲戚眷属人家。

加上两地都有黄姓同姓的本

家 ，南 北 两 地 都 像 一 家 人 一

样。所以，走古道时也常常能

碰到熟人。不是熟人，一问起

来家族渊源，也大都能以亲眷

相称。

古道在飞云江中游宋代青瓷窑址网络之中

门前山古道处处都充满宁

静与温暖，山风吹过，一股春天

的青草味道弥散于空气中，淡

淡的，香香的。山间蜿蜒着一

条青石铺成的山路，行至山脊，

有一道石砌的围墙横跨其中。

村民们说，这围墙俗称“城

门关”，也就“山关”。关隘用大

块青石垒成，经岁月洗涤，关隘

显得古朴沧桑，走进山关内，山

风嗖嗖，杂草遍地。

山关长约 20 多米，高约 4

米。城门口为圆洞形，穹顶为

三角尖形状。青石与青石之间

还有泥浆涂封。可以想见，老

石匠的老手艺，在历史长河中

曾有多少传承遗留。

据了解，门前山古道一带

所在属宋代青瓷窑址网络区

域。这个区域以梅屿外三甲村

为中心，东起荆谷鲤鱼山的宋

代青瓷窑址，西接底三甲缸窑

窑址，北连陶山镇丰和社区 3

处宋代青瓷窑址，形成飞云江

中游与其支流金潮港交叉带的

宋代青瓷窑址网络。

宋代青瓷窑址网络的区域

分布面积较广，产品种类丰富，

延续时间长。资料显示，窑址

至今保存完整，具有考古发掘

价值。1989年被列为省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温州市瓯窑学会副会长、

瑞安市博物馆之友联谊会副会

长胡嗣雄介绍，宋代时的瑞安，

瓯窑青瓷创造出柔和匀称、明

快活泼的新形式，胎体渐趋细

薄，制造工艺已趋成熟。2013

年，胡嗣雄花 9 万元，收藏一件

北宋瓯窑青瓷莲花荷叶纹海棠

杯，这是古人喝酒用的器皿，精

致玲珑，造型秀美，杯内的莲花

荷叶纹刻花技艺精湛而流畅。

记者不禁猜想，也许有一

种可能，这件荷叶纹海棠杯就

是在门前山古道附近的窑址中

制造出来的呢！

门前山古道山关

门前山古道门前山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