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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道“复活”记

“这是望海尖，那边就是东海！”
在桃花岭古道最高处——望海尖，

袁松才轻巧地攀上岩石，迎着山风，极
目远望，指向远方的海天一线。

满目苍翠，古道悠悠。袁松才健步
如飞，比年轻人还显灵巧。他一边巡
山，一边沿途向记者介绍古道风物。

翠微亭、三界亭、桃花岭战斗纪念
碑、孔雀长廊、桃源亭、望海亭……古道
沿路的建筑、花木，基本都是由袁松才
经手操办，有的是他自掏腰包，有的为
捐助者代建，有村民开玩笑说，“老袁一
半的退休金都投到古道里了。”

回忆当初开路时的艰辛历程，他记
忆犹新。“我从小在桃花岭下长大。记
忆中的桃花岭古道，曾经人来人往，探
亲访友，贸易往来，非常热闹。”袁松才
说，桃花岭总长约650米，山顶连接镇
海区、慈溪市和江北区三地，最早的历
史可追溯到2200多年前徐福东渡时。

2009年，从市里一家不锈钢厂退休
的袁松才回到金沙村安度晚年。闲来
无事时，他喜欢上山锻炼、挖笋。一次
偶然的机会，他隐约看见一条被荒草湮
没的青石条古道，儿时的记忆猛然间被
激活了。

“古道荒废太可惜，我当时就下了
决心要修复古道。”袁松才告诉记者，当
时他已经63岁，不过身体还算硬朗，于
是说干就干。

带刺的蔓藤层叠漫路，疯长的竹子
盘根错节，一些路段崩塌损毁。袁松才
挥动柴刀，挥汗如雨，衣服被刺刮破，手
上出血，身体上的累还可忍受，但最让
他无奈的却是孤独。喜欢读三国故事
的袁松才说，他感觉自己就像千里走单
骑的关云长，很有点悲壮、苍凉。当村
民投以质疑的目光，说他“是不是疯了”
时，他偏不退缩，“以前愚公连山都移
了，我就不信连条古道都修不好？”

春夏秋冬，袁松才的汗水没有白
流，一年时间他一个人硬生生修整出
一条 650米长的古道，为此他砍坏了
多少把柴刀，磨烂了多少双鞋，他自
己也记不清了。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让他感到欣
慰的是，同村的麻松涛、叶国平、沈国仲
三位老人被他的坚持所感动，也加入到
修路的队伍。随后的几年里，村里、企
业家、公益人士也纷纷加入进来，大家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众人拾柴火
焰高。

“复活”的古道不断延伸，成为周边
市民的健身打卡地，附近的农家乐也蓬
勃兴起。随后几年，袁松才又联合各方
力量陆续新建了一些木制凉亭、文旅石
牌、公厕，让古道更具人性化，更规范，
方便驴友们游玩。

袁松才

袁松才是个闲不住的
人，喜欢爬山锻炼的他怎
么也想不到，退休生活会
跟一条千年古道结下深
深的缘分。

放着乡野村居的清闲
日子不过，倔强的他带着
柴刀、锄头和铁锹，开始
了“愚公移山”式的古道
修复工作。先是一个人
的战斗，一天天的披荆斩
棘、一米米的艰难推进，
他的默默付出慢慢感动
了周边人，越来越多的人
参与进来，一起用 6年时
间修复了15公里古道，随
后沿路建了 10 余座休闲
凉亭。曾经荒芜湮没的
古道重焕新生，成为远近
闻名的健身步道，并入选
“宁波十大文化古道”。

4 月中旬的一天，春
光灿烂，位于江北、镇海、
慈溪三地交界的桃花岭
古道上游人络绎不绝，笑
语欢声。在踏青的人流
中，一位着装简朴、腰系
竹篓的精干老汉不时伏
下身去，将路上的断枝、
碎石清理干净，还用手机
将沿路设施的破损处拍
摄下来。他就是今年 74
岁的袁松才，古道忠实的
守护者。

挖掘美景背后的故事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在巡山
过程中，袁松才不时招呼记者观赏深山桃花、石
弄堂景观等，老人的豁达、乐观感染着记者。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这句话，袁松
才有深刻的体会。作为宁波北山游步道的一部
分，桃花岭古道厚重悠久，还有红色旅游的基因，
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只要有外地客人来桃
花岭古道参观，袁松才都会热心地去担任义务讲
解员。他对古道了如指掌，一些历史掌故也烂熟
于胸，说起来滔滔不绝。

修复古道时，他经常翻阅历史资料，希望能
寻访挖掘一些优质的旅游观赏点。“我一直在寻
找一个地方。”袁松才略显神秘地告诉记者。据
一位籍贯金沙村的知名人士回忆，金沙村之所
以叫“金沙”，与山中可能有金沙有关，可惜时间
久远，袁松才翻山越岭多次，尚未找到矿脉所
在。

大山深处，峻秀风景不少。在一处名为
“石弄堂”的景点，记者看到，巨大的岩石从中
劈开，形成宽约3米、鬼斧神工的石弄堂奇景，
由于光线折射的关系，弄堂里霞光乍现，煞是
好看。附近还有一处“飞来石凳”，一块巨石凌
空而立，如神仙宝座，俯眺苍莽群山。望海尖
日出，据说也蔚为壮观，曾有来自中国台湾的
游客感叹：望海尖日出可以媲美台湾阿里山的

“祝山观日”。
“如果能把这些美景串联起来，讲好故事，提

升知名度，古道就更好了。”袁松才笑着说道。

乐此不疲做公益

袁松才的家在金沙村老街上，是一间普普通
通的两层楼农村小院，装修、家居都显陈旧，客厅
正面挂着一幅“积善成德”的书法作品。

10多年来，热心肠的袁松才帮助过的失学儿
童、患病群众等达十余人。2015年，因为古道义
举他迎来了高光时刻——入选“中国好人榜”。
今年2月，为抗击新冠疫情，他又向宁波慈善总会
捐赠8000元。

在采访中，袁松才多次向记者表示，他文化
程度不高，但从小就仰慕三国里那些讲情重义的
英雄好汉，做人讲公德心，义字为头。

“我和老伴的退休工资不高但够用，子女家庭
也幸福，我们很感恩社会，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做一些善事”，袁松才说，古道成了大家的健身路，
也带动了小山村的好日子，他心里非常开心。

古道通了，亭子建了，按理说袁松才可以轻
松一些了。但实际上，他反而更忙了：游客一多，
部分随手扔垃圾的不文明行为也增多了；地处风
口的亭子被风吹倒了，一些柱子也烂掉了，需要
维修、更换；摩托车骑行者登山时易对古道造成
伤害……这些都需要袁松才操心。5年前身体硬
朗时，他还时常挑着木头、水桶上山，如今重体力
活吃不消了，但巡山、维护工作还是停不下来，他
希望能有更多的青年志愿者参与到古道的维护
中来。

在采访行将结束时，他跟记者约好，下次
再去走走红色革命足迹，“古道里的故事还多
着呢。”

记者 周晖 文/摄 通讯员 张落雁 杨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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