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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唐诗之路，如何共建大花园？
国研经济研究院东海分院研究员 陈旭钦

“岩边笑指云深处，依旧桃花
满千树。谁知应梦在名山，几度
春风等闲去……”从绍兴会稽
山，溯剡溪，经嵊州、新昌、余
姚、奉化、宁海直至天台山；从
四明山经宁波到舟山，沿线的秀
丽风景，曾让多少骚人墨客为之
心驰神往。李白、杜甫、白居
易、孟浩然、陆龟蒙、皮日休、
刘禹锡、骆宾王、贺知章等留下
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世
人将其命名为“浙东唐诗之路”。

事实上，近年来社会各界对
浙东唐诗之路的研究如火如荼。
在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明
确提出：“抓好大花园建设，开展
人人成园丁、处处成花园行动，
积极打造浙东唐诗之路和钱塘江
唐诗之路。”

宁波、台州、绍兴等地的四
明山、天台山、天姥山、浙东古
运河、剡溪、沃洲湖、镜湖，作
为浙东唐诗之路的重要节点和精
华所在，如何共建大花园？应结
合沿线大量的古村落、古运河、
古驿道、古驿亭以及佛教、道教
遗迹，与美丽乡村建设、民宿民
居发展等方面融合共生，做到有
机整合，连点成片，强化规划，
深化研究，共同把浙东唐诗之路
的资源保护好、发展好，其品牌
价值将进一步得到显现。

浙东唐诗之路
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

据史书记载，唐代有400多位诗人游历
过浙东唐诗之路风景线。他们或单骑仗剑做
壮游；或淡泊红尘、投身山水做隐游；或

“时危身适越”做避乱游。这里，真真切切
成了中国山水诗的发源地之一。

四明山、天台山、天姥山、浙东古运
河、剡溪、沃洲湖、镜湖，是浙东唐诗之路
的精华所在。一路探幽吟唱而来的诗人，一
路载酒扬帆，击节高歌，行到此处，掸去长
袍上累累尘土，湿漉漉的空气中野花和泥土
的芬芳挽留了他们，在驿站或草棚的桌子上
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

“一流瀑泻九重天，长挂如虹引洞仙。
岩壁凫飞延岁月，石梁龙滚飞云烟。”仅仅
以奉化溪口三隐潭为例，作为浙东唐诗之路
中的剡溪源头之一，山水诗在此滥觞。难怪
当年蒋介石每次回到家乡溪口，趁有空就去
三隐潭游览。

笔者多次到过三隐潭实地考察，确实被
这里的大隐、大美所震撼。在此观赏，惊叹
那溪瀑萦回、漱玉飞花、饮云吐雾、涧溪自
韵的天然风姿，感悟那玲珑可人的妙趣情
韵，神游于“应梦名山”，情注于三潭之
中，一切境由心造。

从浒溪线公路的东岙村入口，雪窦山林
茂谷幽，两壁深壑青苔斑驳，形如斧凿刀

削，其色黛赭相杂。崖顶松木苍翠，虬影乱
舞。崖下成簇弄影,夹岩桃花胜旧年。顺天梯而
下，至上隐潭。潭深碧绿，隐隐若深不见底。

站在潭边石桥，观瀑布循崖倾泻，气势磅
礴，水珠横溅，声震山谷。顿觉凉气沁心，神
清气爽。据实测，这里负氧离子6000以上，
比宁波市区多几百倍，“醉氧”确为一大卖点。

从上隐潭继续下行，到达中隐潭。浓荫
盖在涧水上，溪沟里块石纵横，跌宕怪异。
流水绕石而行，盘旋曲折，喷出崖口，形成
飘逸飞瀑。山风吹起，水沫飞溅，似雾如
雨。从下隐潭至千丈岩 底，一路山涧蜿蜒
流淌，时而潺潺细流，时而湍急澎湃，沿谷
底逶迤而去。来到千丈岩底下，霎时被飞流
直下三千尺的千丈飞瀑所震撼……

在浙东唐诗之路沿线，仅仅这类景观就
有近百处，难怪引无数骚人墨客竞折腰！浙
东唐诗之路作为典型的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文化产品，只要对其大力弘
扬，有利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
建大花园，助推浙东区域经济和文化发展。

作为文化遗产，浙东唐诗之路具有重大
历史文化意义和中华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
值。有专家认为，按照世界文化遗产的具体
评定标准，浙东唐诗之路有几项符合申遗要
求，它们分别是：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中
国山水画的发祥地、中国书法艺术的圣地、
佛教中国化时期的中心地、道教巩固充实时
期的中心地以及士族文化的荟萃地。未来，
唐诗之路若一旦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会
引起全球目光的关注。

日本曾有一位专家称：“在日本，稍微有
文化的人都能背诵李白、杜甫等人的唐诗名
篇；而四明、天台、天姥、剡溪──这些

‘唐诗之路’上的地名，对日本读者来说很稔
熟、很亲切。‘唐诗之路’是世界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超越国界的山水人文旅游
线，值得开发，很有前程。”

打造浙东唐诗之路，共建大花园，要
使人人成园丁、处处成花园，那么，就要
小题大做，虚题实做，远题近做，洋题中
做，中题洋做。

比如，小题大做。四明山景区可借陆
龟蒙的 《四明山诗. 鹿亭》，来借题发
挥。“鹿亭岩下置，时领白麛过。草细眠应
久，泉香饮自多。认声来月坞，寻迹到烟
萝。早晚吞金液，骑将上绛河。”四明山有
几百家景区、民宿，如果谁家先来促销，
只要游客背诵得出这类有关四明山唐诗
的，就可获赠景区门票、民宿餐饮优惠券
甚至免房费。估计这波炒作，将吸引更多
的潜在游客来四明山旅游。

同时，要远题近做。充分巧借王阳
明、黄宗羲等先贤、浙东文化做文章。四
明山好山好水，这一带真的是读书养性好
地方。所以，现在抓紧挖掘与阳明文化、
浙东文化等题材元素，在四明山一带开办
阳明书院等载体，从而来带动国学旅游、
禅修旅游产品。精心推出四明山的特色农
家菜。比如，四明山家家户户会做的笋干
菜，让游客嗅得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殊的
笋干菜香味，“找回外婆家的童年记忆”。

还要，虚题实做。在“唐诗之路”
中，陆龟蒙、皮日休等诗人多次提及的桃

2
共建大花园
要虚题实做、远题近做

花坑，已消失在当代游客的视线
中，但究竟在今日的哪里？一直
是个谜。10多前，笔者与文物考
古专家杨古城先生、溪口风景区
管委会人员等一起探源栖霞坑古
村至徐凫岩古道，并查阅《四明
栖霞王氏宗谱》、《四明谈助》、
《四明山志》等资料后发现，桃花
坑原来就在王羲之后裔的聚居地
——奉化溪口栖霞坑。

从奉化溪口镇往西，顺着深
山峡谷前行，过一座布满藤萝的
古桥后，栖霞坑古村便映入眼
帘。香樟，樱花，青砖，黛瓦，
炊烟，溪流，古朴的廊桥，鹅卵
碎石的小径，一阵古风扑面而
来。一幢幢晚清风格的古建筑
物，赫然耸立于青翠的竹山之下。

栖霞坑原名叫桃花坑、桃花
沟，大概清末才改名栖霞坑的。
一条清浅的小溪，把栖霞坑两岸
人家连成完整村落。《四明栖霞王
氏宗谱》记载，四明栖霞王氏，
即是埋葬于嵊州金庭华堂（距栖
霞坑直线距离约20公里）的王羲
之后裔世孙。

据《四明山志》记载，“桃花
坑在二十里云之南。山岩壁立数
仞，延袤数百丈，其石红白相
间，掩映如桃花初发，故名”。在
唐代诗人陆龟蒙、皮日休的《四
明山九题诗》、《和陆鲁望四明九
题诗》中，提到的“鞠侯”岩即
徐凫岩别称，“云北”指商量岗一
带，“云南”指桃花坑，即徐凫岩
瀑布下谷地的栖霞坑。

虚题实做，通过实地考察徐
凫岩至栖霞坑的古道山径，以及
历史资料记载，足以证明古人游
踪所及浙东唐诗之路中的桃花
坑，就在今日的奉化溪口栖霞坑
村。这里可借诗路题材深度开
发，发展农家乐、民宿、餐馆，
重新开发“雷峰挺秀”、“石佛卧
溪”、“笔架秀峰”、“仙松倚岩”、

“双桥广济”、“鼓潭逸声”、“雷峰
日照”等景观胜迹，构建多元化
旅游产品体系，展现意象之美。

4 将沿线资源串珠成链
共建大花园

浙东唐诗之路展现的四明山、天台山、天姥山、浙东古运
河、剡溪、沃洲湖等神秀山水，呈现宁波、台州、绍兴独特自然
禀赋，为打造山水相依、人文相亲的大花园，提供了自然、历史
和文化的理据。

针对当今游客的新、异、美、知、乐五种需求，浙东共建大
花园，要强化五个度——产品差异度、文化内涵度、生活舒适
度、旅游方便度和快乐满意度，从而达到五个力——视觉震撼
力、历史穿透力、文化吸引力、生活舒适力和快乐激荡力。把

“三个传统”转变为“三个现代”。传统文化，现代解读；传统资
源，现代产品；传统产品，现代市场。让历史变得时尚，让文化
变得更亲。

养生、休闲、健康主题旅游，是浙东唐诗之路的出发点和归
宿点。以健康产业为核心，将健康、养生、养老、休闲、旅游等
多元化功能融为一体，可以形成生态环境较好的特色小镇。可依
托四明山、天台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构建生态体验、度假养生、
泉水疗养生、森林养生、高山避暑养生、矿物质养生、田园养生
等业态，打造休闲农庄、养生度假区、养生谷、温泉度假区、生
态民宿等产业体系。

同时，将健康疗养、医疗美容、生态旅游、文化体验、休闲
度假、体育运动、健康产品等业态聚合起来，实现与健康相关的
大量消费的聚集。并依托森林、茶园、山地、峡谷等地形地貌及
资源，发展山地运动、户外拓展、户外露营、户外体育运动、养
生运动、极限运动、徒步旅行、探险等户外康体养生产品，推动
体育、旅游、度假、健身、赛事等业态的深度融合发展。

“不走唐诗路，不识唐诗美”。宁波地处浙东唐诗之路与海上
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做好“诗路”文章，组织文学、旅游学、考
古学、地理学、社会学等专家共同考证，进一步明确浙东唐诗之
路的沿线节点、自然人文景观和文化古迹，将沿线资源串珠成
链，共建大花园，推进全域旅游，统筹谋划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又如，在中小学推广浙东唐诗之路内容的乡土教材，提高青
少年的认同感。推出修学游、体验游、修心游等旅游项目，吸引
更多的海内外游客重游浙东唐诗之路，重吟唐诗之韵。通过诗路
遗迹景观复原、影视拍摄，建立“诗路小镇”与书院，创新文化
创意产业。用国际视野来重新认识、规划、共建浙东唐诗之路

“大花园”，把它打造成为海内外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融浙东唐诗之路及樱花、桃花、梨花、红枫、杨梅、柿子等
“花语”于一体的农家乐，如今在余姚梁弄、大岚、海曙龙观、
章水、奉化溪口东岙、三十六湾、商量岗一带兴建。而这，“同
一个四明山，同唱一首歌”，泛四明山旅游圈资源整合后，以使

“景散而神不散”。
整合“诗路”与“花语”主题农家乐，采时令水果、挖笋、

采茶、农耕等农家乐休闲娱乐项目，吸引着城里人，将成为今后
四明山乡村旅游又一大品牌。比如，梁弄镇开发以横坎头村和岭
头村为主的樱桃园、以汪巷村为主的百果园、以东溪村为主的杨
梅园以及茶叶园、竹笋园等，依托浙东唐诗之路，将四明山的人
文旅游、自然风光、红色旅游资源和水果花卉基地结合起来，培
育特色农家乐。

余姚鹿亭乡则突出北纬30度的养生、休闲、健康旅游主题
小镇概念。随着这里的东方鹿苑（鹿文化产业园）对外开放后，
给游客展现的就是一群鹿儿呦呦叫，在那森林原野吃苹草、吃蒿
草、吃仙草（石斛）的诗意景象。如今，香泉湾的铁皮石斛花养
生节已搞起来。

浙东古运河是联系唐诗之路的纽带，史称“山阴古水道”，
其历史比京杭大运河还要悠久。浙东古运河，贯通了曹娥江、姚
江和甬江，并与剡溪和新昌江相连，将京杭大运河与浙东广大地
区的水网连了起来。如今浙东古运河已列入世界遗产，这为推广
浙东唐诗之路的百官朝舜、兰亭雅会、曹娥投江、车厩练兵、大
隐慈孝等遗迹景观奠定了基础。

3 “诗路”与“花语”结合
景散而神不散

浙东唐诗之路的精华地段之一四明山鹿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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