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通则商兴。与歙岭咫尺之遥的郭村是

通往徽州的必经之地，由于徽商往来于此，加

之歙岭东麓白峰坪为“遂绿茶”主产区，“遂

绿”为中国茶叶珍品，清末大量出口远销国

外。山民茶叶贸易皆经郭村中转，过往行人、

八方客商熙熙攘攘、云集此镇，就催生了郭村

工商业。

据民国十九年《遂安县志》载：“遂安县邑

四大名镇为东亭、安阳、汾口、郭村，郭村乃重

镇”。昔日之郭村，二百余户，一千一百余人，

周边五里地集聚的千人以上的大村有五个，

人气盛旺，且此地有闻名遐迩之瀛山书院，曾

出状元詹骙，名噪东南。郭村镇街衢约里许，

石板铺路，街道两侧店铺林立，大街小巷，人

声鼎沸，实为一处繁华所在。

至民国末，尚存各类店铺二十余家，兴盛

时则店铺鳞次栉比，店招酒旗，随风飘荡，石

板路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每逢节庆更是

热闹非凡。问及镇街的石板路，据年长者记

忆，郭村青石板路两侧除设有茶叶铺、桐油、

青油、茶油、菜油作坊店铺外，亦有国药铺、竹

木手工作坊、金银铜铁作坊、食品作坊，此类

作坊皆前店后坊，或前店后居，有别于他镇，

郭村镇尚有猪行，从事猪仔交易。肉台、饭

馆、面店、客栈，设于街道两旁。南北商货、当

地名产、布衣杂货、瓜果干菜应有尽有，叫买

叫卖声不绝于耳。

歙岭“石板官道”造就了郭村镇，给郭村

带来了一派生机。民国后期，郭村镇建制取

消，为乡公所驻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公私

合营，店铺作坊亦或迁或转，加之交通改善，

人们到徽州不过歙岭。此处的遂安古镇，状

元故里，亦昔日不再。

随着时光的流失，歙岭古道及郭村街

衢怆然班驳的青石板路，就像一位饱经沧

桑的老人，默默承载着岁月的足迹，送走

了春花秋月，夏风冬雪，留下了多少悠悠

往事！如今的我们，在春光烂漫时，不妨

重走歙岭古道，细细体味这片土地往日的

辉煌。

古时的交通要塞，也催生了郭村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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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岭古道，（浙江段有 8 公里）位于千岛湖畔的风情小镇姜家镇，是白际山脉间古徽州连接原遂安的主要官道。古道北起歙县长陔乡南源

村，南跨白际山脉中部，至淳安县姜家镇沈畈村叶祀自然村，岭顶海拔1266米，歙岭古道为当时遂安之西大门，一条千年古道连绵三十多里，可

谓之交通要塞，故称“石板官道”。

在古道下有位高家每年饲养一批山羊，这群山羊在开春就赶往海拔 800 米的茶叶基地，并在大自然野生放羊，不会喂养任何祠料、添加

剂。度过春夏秋后，天冷降温，再由羊主人从山下赶回家过冬。不少踏青而来的游客遇到这群山羊，都啧啧称奇呢。

春光烂漫时请到歙岭古道
倾听青石板的诉说

“不登歙岭顶，妄为好男儿”游客们沿着

山路崎岖而上，一路走一路景，一路景一路

情，歙岭古道的千年历史就在你的脚下慢慢

铺开。

登顶浙晥交界的歙岭，隐约可见残缺不

全的青石板路，那悠悠石板路古韵犹存。时

隐时现的青石板路，承载着太多或欢快或凄

惨之往事，裸露的青石板经过长年风雨侵蚀

及人挑驴驮、战事创伤，早已磨出了光洁深陷

的斑斑痕迹。在这青石板斑驳中，写满了古

老而忧伤的故事，见证着岁月的沧桑，仔细倾

听青石板的诉说，不禁令人大发“物是人非两

茫茫”之感叹！

岁月沧桑的青石板，熟悉而又陌生地把

那些来来往往的足痕悄然印上，每一块青石

板上都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沉淀，走在青石板

路上，能够感受到一种古意的韵味。那一块

块苍凉又不失温润的青石板，不知浸润了人

们多少汗水，凝聚了人们多少情感。脚步踏

在青石板上，仿佛有一种走在历史时光中的

感觉。

古韵悠悠的青石板路，历经千百年历史

风云，当年的“石板官道”也曾有过辉煌的一

页。这条“石板官道”开凿、铺设年月无从考

究，据现有史料记载及残存石板路推测，至少

已有数百年，在这条古道上，走出了国学大师

胡适，走出了徽商翘楚胡雪岩。

这条“石板古道”，也是古代兵家自严州

进入徽州的战略要道，山中至今仍残留着诸

多古战争遗址，历代黄巢起义军、洪秀全起义

军，抗日先遣队都以此作为军事重地，石板路

两旁至今还存有朱元璋义军修筑的古关隘。

名噪千年的古道，每一步都是岁月的痕迹

章建胜 严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