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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长三角

! ! !杭州城北的皋亭山上，曾坐落
着一所千年古刹龙居寺，后毁于日
本侵华期间。就在龙居寺遗址不远
处，有一条奇特的石子道。道路有路
脊，且呈弧形。
最新考古发现，它是杭州现存

保持原生状态的最古老山道。五代
十国期间，吴越国王曾踏着这条古
道，去龙居寺和佛日寺礼佛。前些
天，杭州古都文化研究会理事陈珲
等考古研究人员，前往踏勘调查并
确认古道的真实身份。

古道仅存20多米
“从路的筑造法看，这是一种非

常古老的碎石独脊筑路法，采用较
大弧度分水，排水效果好，方法又简
单易行。鉴于在南宋时已有双脊石
路了，独脊是比双脊更古老的筑造

法，所以这样的筑路法是完全可看
到吴越时代的。”陈珲等人说。
现场踏勘发现，这个石子道，宽

!米左右，长 !"多米，临近天鹤路。
路面为山岩碎石铺筑而成，部分路面
还较完好，但大部分路面已经损坏严
重。该路的横断面呈较大弧度。整条
路的正中，有书本大小的石块连排为
路脊，整条路两边也有书本大小的石
块连排为路磡；路脊与路磡中间，是
较小的山岩碎石填铺。路磡两侧，是
低凹的泥沟。“这样的设计，利于下雨
天时路面的排水。”陈珲说。

暂名“吴越古径”
考古专家们认为，这条古道保

持原生状态最好，即使在凤凰山、宝
石山上等杭城多处山头，都看不到
这样古老且保存得这么好的山道。

据考证，龙居寺与佛日寺均为吴越
国王所建之重要佛寺，此古道也是
吴越国王往返之途。
这条石子道，本来当地部门要

把它建成适合单车骑行的游步道。
这次，石子道的真实身份新近初步
确认后，皋亭山景区管委会决定停
止原有计划，一定要先保护好古道。
有关专家建议，该条古道按完

好路段样子修葺恢复。另因古道现
与水泥路连接，故交接处最好建一
小亭以过渡。“我们会保护好古道，
并把古道延长到 !""米。”皋亭山景
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在古道通往龙居寺的遗址上，
江干区准备在古刹遗址上重建龙居
寺，现正报批中。现在发现的古道，
其中 !"多米保存较完好，还有数百
米没石头，皋亭山景区管委会打算

六七月份对它进行复原。
这条古道，还没有名字，现在暂

名为“吴越古径”。沈健 洪慧敏

杭州发现一段吴越古道
位于皋亭山上，可能建于五代十国

! ! 本报讯 永嘉
县档案局近日向浙
江省档案局正式移
交了永嘉方言语音
建档资料，标志着永
嘉方言语音建档试
点工作已画上句号。
“一只乌鸦口

渴了，到处找水喝
……”《乌鸦喝水》
这个故事相信上过
学的人都知道，可
是用永嘉话说的版
本是不是有点特
别、有趣？在永嘉县
档案馆，你就能听
到或看到用最纯
正、最老派的永嘉
话录制的《乌鸦喝
水》音视频档案。同
时，平日里经常用
到的字、词、短语和
句子，都有了永嘉话
版本的发音资料。
地方方言语音建档是浙江记

忆工程的重点项目，被形象地称
为“记录逐渐消失的声音”。永嘉
通过这次方言语音建档，对永嘉
最古老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以
及由此衍生的说唱、语音故事、民
间歌谣、戏曲等进行整理，建立内
容完备、体系健全的永嘉方言语
音档案资料库，使永嘉方言得到
系统有效地记录与传承。

!"#!年，永嘉方言被列为浙
江省方言建档试点单位。建档内
容囊括了天文地理、亲属称谓、饮
食、动物等各个门类的日常用语，
也有《古诗吟唱》、《永嘉乱弹》等。
通过方言建档，对于研究历史资
料、考证民俗风情、调查方言特色
等都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徐光明 叶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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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张智颖）泰州近日公布 !!家景点
全年免费。这 !!家景点包括：泰州市天德湖公园、海军
诞生地纪念馆、泰山公园、城隍庙、都天行宫、省现代农
业综合开发示范区、泰州人民公园、姜堰市河横农业科
技生态园、高二适纪念馆、姜堰市人民公园、姜堰市曲
江楼、姜堰市蒋垛苏维埃公园、新四军黄桥战役纪念
馆、中共江浙区泰兴独立支部纪念馆、泰兴市人民公
园、泰兴市杨根思烈士陵园、兴化市博物馆（郑板桥纪
念馆）、兴化市森林公园、兴化拱极台公园、兴化市革命
烈士纪念馆、兴化市张郭晨秀园和靖江市人民公园。

泰州22家景点
全年免费

“新四军旧址”
缘何不复旧貌？
温州文保所：马上跟进监督

! 疑为吴越年间的林间古径

!江干区提供）

! ! 近日，一场
“苏绣旗袍秀”在
苏州古城区平江
老街上演，模特
们身着独具江南
特色的苏绣旗
袍，沿街巡游、展
示风采，让人们感
受苏绣旗袍文化
的魅力，吸引了众
多游人观赏拍照。
图为模特在苏州

古城区平江老街

展示苏绣旗袍

杭兴微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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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温州正在创建历史文化名城，但走在街头
巷尾，能让人感受家乡文化底蕴的东西似乎越
来越少了。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温州年轻人，我
觉得很遗憾。”日前，温州市民胡先生反映，温州
市区县前头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四军驻温
采购办事处旧址”正由一旅游公司进行装修，他
担心装修很可能会破坏文物古迹的历史原貌。

文保旧址变“商住一体”
胡先生说的“新四军驻温采购办事处旧

址”在市区县前头 $%&号，是 '间连在一起的
%层楼房。墙面斑驳发黑，楼上的栏杆、窗台等
也已破烂。

旧址一楼全部是店面，两间糕点店，一家
文印店，东边二楼还开了一家保健按摩店。记
者了解到，这些店面均已经营多年，内部全部
重新装修过。在楼房的路边角落里，立着两块
石碑。一块写着“温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
四军驻温采购办事处旧址”，公布时间是 $()&

年 )月 !$日。另一块则记录着旧址的历史。
据碑文介绍，抗日战争初期，沿海各城市

相继沦陷，而温州尚可与上海、香港等地通航，
$(%)年秋，新四军在这里设立了采购办事处。
同时，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以红十字会名义也
在此设立办事处，配合开展工作，将大批干部
和物资通过温州送往华中抗日根据地，历时两
年，为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作出重要贡献。'

间楼房全部属于旧址范围。
胡先生向记者叹息：“这样一个承载着无

数抗战故事的旧址，现在面目全非，不仅没有
修缮，连基本的保护都谈不上。”居住在旧址旁

的一位七旬老人告诉记者，这幢楼早已不是原
来的样子。本来县前头这一面是没有门的，但
后来却开出了三四家店面。而原本后面的两个
正门，现在都封死了。

旅游公司称只简单修缮
胡先生所说正在装修的，是中间一间的一

楼，原来是温州市商业保健站门诊部，现在出
租给一家旅游公司当门市部。楼里几名工人正
在装修，地面铺上了青石，墙体粉刷一新，已很
难看出原貌。

一名正在现场督工的旅游公司陈姓负责
人介绍，装修没有破坏旧址内的格局，只是对
一些破损的墙面进行了重新粉刷，对裸露的有
安全隐患的电线明线进行了处理。而门口广告
招牌的设置，已得到行政执法部门审批。
该负责人表示，他们知道这是文保单位，

不能随意破坏，对于文保部门不能改变旧址外
立面原貌的要求也遵照执行，只是对一些破损
严重的地方进行了修缮和简易装修。

市文保所：装修有问题
随后，记者向市文物保护考古所了解相关

情况。
市文保所文保室办公室副主任金豪杰介

绍，*月底他们就组织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查看，
并要求旅游公司停止装修，在 &月 (日前向文保
所提交装修方案和申请。但目前该公司还没有提
交任何材料。金豪杰说，该公司的装修确实存在
一些问题，比如墙面使用水泥+原为沥灰,，局部
布局也有改动。文保部门会马上跟进监督。刘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