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莪山是一个乡的名字。特别之处在于，它是杭州地区唯

一的少数民族乡。

桐庐县莪山畲族乡虽然是个山区乡镇，但距桐庐县城并

不远，仅9.5公里路程。区域面积只有28.73平方公里，它东

邻旧县街道，北接横村镇，西南与钟山乡相连。这片不大的区

域几乎全是高山大岭，少有平坦开阔之地。境内高山之上，深

坞之中，分布着大大小小几十个自然村，这些村落又组合成了

七个行政村，分别是莪山民族村、中门民族村、新丰民族村、龙

峰民族村和塘联村、尧山村、沈冠村。莪山乡总人口还不足万

人，畲族约占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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莪山畲族乡成立于三十年前的 1988 年

12 月，然而畲民来此族居，却已有一百四十

余年历史了。据考证，清光绪元年（1875），

来自处州青田县八都（今属文成县）的钟炎纷

携妻子率先迁入桐庐县莪山乡尧山坞安家。

此后，又陆续有畲民迁来，在山坞山腰山岗之

间刀耕火种，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以畲族为主

的聚居村落。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党和国家

的民族政策不断优化，莪山畲族乡应运而生。

我最初结缘莪山了解莪山，是二十年前

的1998年，那时我刚到县教委工作，教委与莪

山乡是挂钩单位，其时正逢开展路线教育，乡

里经常会邀请挂钩部门的领导前往参与会议

和活动，因我当时年龄最轻，下乡的任务便常

常落在我身上。从那以后的二十余年来，由于

畲乡的唯一性，无论我在哪个工作岗位，莪山

都是我涉足最多的乡镇，这是于公。于私因为

有多任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是我学生，自然便多

了几分前往的机会。于是，我有幸见证了畲乡

一步一步发生的令人惊喜的变化。

倘若你驱车从桐庐县城出发，沿分水江

一路往西，到横村后向左拐入通往莪山、钟山

的道路，过桥跨过分水江，行不多远，迎面一

座横跨公路色彩艳丽的大牌坊在迎接你，这

就是莪山三门之一的团结门。这座团结门随

着前些年道路的改扩建而重建，显得更加雄

伟壮观。穿过团结门，便进入了莪山乡地界，

境内公路两旁的灯杆上相继张挂着畲乡风情

图案的标识和写有莪山畲族四大姓“雷”“蓝”

“钟”“李”字样的标牌，特有的民族风味就开

始呈现在我们面前了。进入莪山，最先迎接

人们的是塘联村。它驻守在莪山乡的东大

门，算是最平坦的区域。如今已成观光农林

业休闲区，“果香塘联”已成品牌。稍行不远，

看到“风情畲乡”建筑小品和“莪山欢迎您”的

石标，便来到乡政府所在地的莪山民族村。

这里尽管是莪山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然

而两山夹峙，一溪中流，同样少有空旷之地。

前些年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乡政府在溪

流之上建起了一个畲族文化广场，也是因地

制宜的无奈之举吧。如今这里不仅是外来参

观团下车考察的第一站，成为人们初识莪山

了解畲族文化的窗口，而且更是当地村民休

闲娱乐的好场所。每每入夜时分，村妇们在

此跳起广场舞，音乐声舞步声和脚下的溪流

声组成了一曲畲乡交响乐。

乡政府驻地如今形成了一条山哈风情

街。沿路两旁的民居和店铺都经过了外观的

整修，外墻装饰了畲族特有的图案。连乡政

府的台门和墙面同样富含民族特色。说起乡

政府，二十年前给我的印象是简陋的，如今依

然并不豪华，只是在原有大楼的基础上进行

了多次翻修。历届乡党委、政府的领导都知

道莪山的钱来之不易，都花在改善基础设施、

改变村容村貌上了。

我去莪山最多的地方是中门民族村和新

丰民族村所在的那条大坞。一条大路，沿莪溪

而上，过和谐门即一分为三。向右直行便是中

门村，它是莪山较早出名的村落，村民靠种植

茭白致富，成为县内外闻名的典型。向左沿溪

而行进入山脚是潘龙自然村，这里前些年开发

成一处旅游景点，修筑了一座畲寨，建起了一

条长廊，溪流潺潺的山谷被称为一指峡，是因

为山谷中有一处奇特的自然景观一指动石。

莪溪畲寨建成之初我曾受邀去过一回，感觉此

地自然风光的确不错，遗憾的是畲族文化的图

腾塑像感觉未能与环境相协调。沿着三岔路

口的中间一条水泥路盘旋而上，过幸福门，是

另一个早年同样有名的村子，叫铁砧石，据说

得名于村中一块如铁砧一般的大石头，现在属

新丰民族村。铁砧石村因地处山腰，原来自然

是个穷山村，近几十年来在杭州市政协及市有

关部门的扶持下，靠种植高节竹逐渐脱贫。早

在十余年前，山上就开出了畲乡农家乐，那里

的土鸡煲、鲜竹笋或笋干、炒龙须是最让人印

象深刻的农家美味。后来，更高更远的山里又

冒出来一个网红村戴家山。我五年前第一次

上山进村，尽管一路都是水泥路，但不断盘旋

似无尽头的山路还是出乎我意料。当然，更出

乎我意料的，是小山村变化之大和精品民宿品

位之高。于是，尽管已去过多次，前年年初我

还是专程驾车去了一趟，回来后写成《春到戴

家山》一文，有幸在春节前两天（2017 年 1 月

25 日）的《中国艺术报》新春专版发表。当年

三月，杭州市政协会同杭州电视台，来到戴家

山录制“我们的圆桌会”访谈节目，我和其他十

余位来自县内外的嘉宾，在秘境前的山坡上围

坐一圈，畅谈畬乡巨変。那天尽管春寒料峭，

山风凛冽，但大家的心却是火热的。后来杭州

一台分上下两期播出这次访谈节目。唯一的

莪山有此唯一的待遇，我想也是理所应当的。

此后我又多次去戴家山。去年陪省人大

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委员会的领导赴莪山调研，

我们在云夕·戴家山的咖啡厅里听畲族小伙子

雷树彬边弹吉他边唱畲歌，窗外是茂林修竹，

感觉整个身心特别轻松宁静。畲族是只有语

言没有文字的民族，“莪山畲族民歌”2009年

被列入第三批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前

些年，学音乐出身的小雷拜市级非遗传承人雷

竹彩为师，使莪山畲族民歌的传承后继有人。

今年二月，我又陪回家乡列席县人代会的春祥

兄去戴家山，初访此村的这位鲁迅文学奖得主

还在先锋书店买了本书，近日陆作家的散文

《桐庐诗》分别发表于《大公报》和《人民日报·
海外版》，其中专写一段此行见闻，让莪山乡戴

家山的名声传向了海外。

另一个龙峰民族村近几年也不甘落后，

旧貌换新颜。如果尧山坞是莪山畲族的发祥

地，那么龙峰村弘扬畲族文化天经地义。近

两年，龙峰推出了一年一度的开酒节，让畲族

特有的酒文化红遍畲乡，名扬四方。畲民特

别喜欢红曲酒，酿酒技艺随着畲民迁来传至

莪山，“畲乡红曲酒酿制技艺”已成省级非遗

项目。红曲酒是我国传统名酒，据说早在宋

代就开始制曲酿酒，此酒有消食活血，健脾燥

胃等多种功效，特别受到畲民的青睐，是待客

的佳酿。畲族妇女生孩子坐月子一定要喝红

曲酒，说是既有利于催奶又有利于身体恢

复。龙峰村的开酒节场面壮观，村里摆起了

百桌宴，吸引了县内外游人纷纷赶来赴宴。

七位畲族姑娘身穿民族服装，用七段竹槽相

接，引酒入碗给客人敬酒，是最高规格的礼

仪。这种独特的唯一的酒文化真希望能够发

扬光大，从而助推畲民的生活越来越红火。

莪山另有两个行政村是尧山和沈冠。尧

山村离乡政府不远，位于公路两旁，得交通地

利之便。前些年闻名县内外的莪山花炮厂便

座落于此村，另有多家石材加工厂，“五彩尧

山”是其对外宣传的名片。沈冠村与旧县街

道的合岭村相邻，它的名字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去年专程经合岭去沈冠。原来是沈家与衣

冠两村合并后的新名字。而衣冠一名，居然

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当年刘秀为逃官

兵追捕，在横村龙伏（村名即源于此）潜伏一

夜后，翌日清晨翻山途经此地，饿晕村中。一

婆婆见状相救。后刘秀做了东汉皇帝，赐凤

冠霞帔报答婆婆。衣冠送到，才知婆婆已去

世多年，于是，钦差便令村里把凤冠霞帔供奉

于祠堂，并改村名为“衣冠”。如今，村口建有

一座感念亭，以传扬这个温暖的故事。

如此古老的故事，对莪山来说几乎是唯

一的。莪山另有一座堪称唯一的古建筑，是

位于山阴湾自然村的李氏花厅。十余年前为

编《桐庐古建筑》一书，我与保尔兄专程前往

考察，我惊讶于这么一个山区小村居然建有

如此大规模的建筑。所谓花厅，其实就是李

氏宗祠，是民国时期投资建造的，花厅内建有

一个戏台，厅内雕刻精美，弥足珍贵，而更珍

贵的是一面墙上绘有巨幅壁画，是畲族图腾，

一匹龙麒，回首傲立，雄健而不屈，象征着畲

民山哈的独特个性。

畲族的传统节日是“三月三”，我曾多次

赴莪山，参加乡里在学校操场举行的大型民

俗活动，这里成了畲族文化集中展示的大舞

台，畲歌畲舞、畲乡武术、龙灯花灯等会让人

目不暇接。浓浓的畲乡风情包围着我感染着

我，这种体验也是唯一的。

莪山是个年轻的乡，1956 年才成立，畲

族乡更是刚过而立之年。可以说，莪山是与

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同频共振成长起来

的。2008 年，为纪念畲乡成立二十周年，县

政协文史委编辑出版了《畲乡红》一书，我在

参与编辑过程中对畲乡经济社会发展有了全

方位的了解。而最近十年，我更见证了畲乡

日新月异的变化。去年，县里在莪山举办以

“畲乡卅年，山哈而立”为主题的系列活动，隆

重纪念民族乡成立三十周年。我接连几天都

奔赴莪山，见证四面八方的目光都聚焦到唯

一的莪山，仿佛吹响了迈向“中国畲族第一

乡”目标的集结号。

说了那么多，无非希望朋友们能来莪山

做客。翡翠般的竹林山峦，会让您神怡心旷；

玛瑙般的红曲美酒，会令您念念不忘。唯一

的莪山，一定会给您唯一的享受。

董利荣董利荣

（作 者

董利荣，中

国作家协会

会员、中国

报告文学学

会会员，现

供职于浙江

省桐庐县人

大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