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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道
蕴藏着深厚的宋韵文化

“清溪水，江湖梦，帆影重重西到东；来

匆匆，去匆匆，来去匆匆又相逢⋯⋯”近日，

在清湖古镇清溪江沿岸，山水剧场文旅大

戏《清溪江湖》正在紧张排练中。

清湖古镇系浙西南水陆交通重要枢

纽、浙闽赣三省边境商业要冲、海上丝绸之

路重要节点，已有1600年的历史。

《清溪江湖》以南宋时期浙皖闽赣黄金

商埠清湖码头为背景，以一溪两岸为生命

视野，落点水中央、勾连平桥和石滩，展现

江山船帮、仙霞挑夫不畏艰难、勤苦奋斗的

不屈之美，彰显千年古镇和古道商业鼎盛、

人文荟萃的繁荣之貌。

在地图沙盘上看，有着“浙江山脉之

祖”之称的仙霞岭山脉横亘浙闽两省，绵延

百余里，一头挑起浙东天台山，另一头又肩

负着福建武夷山。

仙霞古道从仙霞山脉深处迤逦而来，

从汉唐遗风中款款而来。据《浦城县志》记

载，仙霞古道自隋唐时期便已存在。当时，

江河航道逐渐开发，中原入闽路线多经运

河达钱塘江，溯须江至江山，逾仙霞岭入闽

⋯⋯南宋时期，仙霞古道和清湖码头，更是

成为“外通福建里通京”的主要官道。

车辚辚，马萧萧，先有古道后有关隘，

再有人烟。宋室南渡以来，文人骚客多漫

游于沟通浙闽的仙霞古道间。许多大文豪

如辛弃疾、陆游、杨万里、朱熹等纷纷踏上

古道，留下 2000 多首壮丽诗篇，仙霞古道

也由此被誉为“南宋诗词之路”。

这条北起江山县城，纵穿清湖、石

门、峡口、保安、廿八都诸地的仙霞古道，

将沿线各点串联成线，各路英雄豪杰在

此你方唱罢、我登场，各地脚夫商贩来来

往往、好不热闹，各色人流在此落地生

根、生息繁衍。

然而随着江浦公路和浙赣铁路的相继

修通，仙霞古道逐渐变得人迹罕至，外来客

商纷纷离境，清湖码头的繁华景象也不复

再现。

宋韵风华今何在？这是历史叩问，也

是时代命题，江山静心聆听宋朝惊涛回响，

细心解码宋韵文化基因。

宋韵+IP
做好文旅融合发展“大文章”

《清溪江湖》序幕拉开，热闹的景象呈

现在众人眼前。山歌、船歌遥相呼应，远山

处，斗笠化龙，汗巾如云；天际处，归帆点

点，逆流竞渡⋯⋯

40分钟的演出，参演人数超过210人，

演出阵容强大。这出大戏在绚丽灯光和唯

美特效的映衬下，在不同场景的交替组合

中，传递江山二代承继父辈基因、勇于征服

的少年之气，阐释清湖人民向往美好生活、

追求幸福共同的世代之愿。

未来，《清溪江湖》将在古镇进行长期

驻场演出，演出地点所在的清湖未来乡村

连片发展实验区，建设有子项目 17 个，投

入资金 10980 万元。“作为子项目之一的

《清溪江湖》展现的是清湖宋韵文化、码头

文化、船帮文化的核心精神内涵，并使之继

往开来、发扬光大，这将为江山文旅高质量

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力量。”江山市文旅局

相关负责人说。

对清湖古镇来说，《清溪江湖》不仅仅

是一台戏，还是一幅“共富”蓝图：挖掘宋韵

文化，依托山水剧场文旅赋能，有机融合未

来乡村、诗画风光带、全省城乡风貌样板区

试点，以古镇文旅和新风宜业的“一古一

新”，带动当地村村连片共富。

江郎山脚下，与其遥遥相望的是石门

镇清漾村。千年清漾，千年村庄，千年故

事，似水流淌。宋代文豪苏东坡曾这样形

容这个古老的村庄：“天辟画图星斗文章并

灿，地呈灵秀山川人物同奇。”清漾村内毛

氏祖祠始建于宋朝，重建于清朝，古朴雅

致，马头墙重重叠叠。

目前，清漾未来乡村已初具雏形。清

漾商业街以挖掘宋韵文化为契机，以江山

市历史遗迹考据为本，规划包括清漾书院、

清漾酒肆、就是GAO工坊、毛氏家宴中心、

非遗文创等特色店铺，打造旅游精品路线，

弘扬毛氏廉洁家风，擦亮“共富”人文底色。

展开峡口镇三卿口古瓷村的沧桑画卷，

起笔离不开仙霞古道。宋代瓷器追求“自然

天成、不事雕琢”，触目皆是山水风光之美，赋

予工匠们欣然创作的雅致。莽莽苍苍的仙

霞山脉，也点燃了三卿口辉煌的熊熊烈火。

在上海博物馆的中国古代陶瓷陈列馆

内，专门设有三卿口古瓷村的微缩沙盘模

型；在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有按 1:1 比例

仿制成的三卿口古瓷村龙窑。三卿口古瓷

村存世千年来，见证了古道兴衰，演绎了似

水年华里的厚积之美。

近年来，峡口镇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开

发理念，立足资源优势，深入研究制瓷工艺，

为传统文化传承“寻根固本”。今年年初，江

山市农旅投资集团争取到仙霞古道三卿口

至仙霞关段修复项目，推进古村落保护项目

落地实施，全力做好古瓷村的“复活”文章。

茶文化贯穿中国传统历史长河中，宋

代点茶，更是其中璀璨的明珠。仙霞的宋

韵，还藏在茶韵之中。在仙霞岭山脉中，有

一种珍贵植物——多穗石柯，其嫩叶精制

后可饮用。不知是源于金戈铁马、文人墨

客还是负贩之徒，总之，仙霞石柯就这样经

古道流传于世。如今，在保安乡仙霞古道

旁，1000余亩的多穗石柯基地沉淀千年的

茶韵，尽情绽放那一抹独异香甜。

作为仙霞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廿八都

古称“道成”。宋代在乡以下设都，江山设

都四十四，道成地属二十八都，此后就一直

沿袭这个名称。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特别

的生活环境，从四面八方云集至此的人，在

廿八都留下一幢幢老宅，留下一口口方言，

也留下一项项非遗技艺。

眼下，在廿八都国际非遗活化博览园

内，江山木偶剧场、编织非遗及江山风光沉

浸馆、汉服体验馆等17个非遗主题活化展

演场馆正加快建设中，以“微设计、微投入、

微改造”方式对原场馆硬质装修改造、数字

多媒体开发，以“讲故事、卖产品”的方式，

植入文创产品，进一步释放非遗魅力，扩大

非遗文化影响力，提升游客体验。

丝路古镇、清溪江湖；天半江郎、福地

石门；古道明珠、富美峡口；仙霞雄关、神怡

保安；江南古塞、寻梦之都⋯⋯仙霞古道

上，古村落星罗棋布，码头之繁华，古窑之

独特，石柯之甜香，非遗之鲜活，传承千年

文化风华雅韵，浓缩江山古城风云沧桑。

“历史并非是断裂的，而是发展的、延

续的，江山在解码宋韵文化基因的同时，更

注重盘活唐宋元明清历史文化资源存量，

实施文旅融合 IP 工程，承载‘吃住行游购

娱’等业态，真正打造宋韵文化‘传世’精

品。”江山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解码文化基因 传承千年文脉

江山：以宋韵文化打造文旅融合新IP
■郑玉莲

《古镇春早》杨益民/摄

《仙霞雄关》李治本/摄

【宋韵衢州·江山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