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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霞客游记》开篇“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门，人意山光，俱有喜

态 ……”一段话就将宁海深深地铭刻在了徐霞客古道游线上。1613 年阴历

癸丑之三月晦，即是阳历 5 月 19 日，“5·19”已经在 2011 年被国务院批准为

中国旅游日，宁海也因此成为中国旅游日的发祥地。

古时宁海属台州，是中国道教东南圣地，也是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它

位于道源佛宗名山天台山东侧，地处三门湾、象山港宁静海港之间，山海兼

优，物产丰饶，文人雅士荟萃，文化积淀深厚，古有山海瑰富之赞、人间仙境

之誉，今为生态示范之区、人居幸福之地。

徐霞客古道游线是中国第一条由个人开辟且有据可考、保存完好的自

然与文化科考探险线路，其本质内涵是综合科学考察。徐霞客的科考与探

险活动，体现了中国文化“敬畏自然”“师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

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实践精神；他的考察与探险记录，成为 400 年来

历史、地理与文学叙述的原典之一。

宁海徐霞客古道指宁海至天台府的要道。按《徐霞客游记》中所述之行

序　言

序 

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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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路线，全程长约 130 里。现存古道约建于唐代，均为卵石铺面、保持原貌的

大约有数十公里，共有三十多个节点，涵盖宁海西门、黄坛街、梁皇古驿、岔

路口、松门岭、筋竹庵、弥陀庵七个主要景区，古道两侧多名胜古迹。

这本书模拟徐霞客游线动态化的路程，把宁海徐霞客古道周边山水人

文故事都囊括到里面，内容生动而丰满。整本书主线分明，文脉悠远，又接

地气，颇具草根智慧。本书展现了当地大量的景点与人物传说，蕴含了丰富

的风土人情，又具有文化旅游资讯的借鉴意义。

书里主体部分为详细描述徐霞客途经区域内的各类传说故事。从出西

门前的缑城传说开始编起，充满神幻色彩的桃源故事，古城区地标性的跃龙

山、飞凤山，以及崇教寺、陈长官墓、主簿潭、暗岩茶廊、白鹤庙等徐霞客古道

沿线的景点名胜传说。黄坛风光秀丽、人杰地灵，以“黄坛四堂”和徐霞客古

道为杰出代表的古迹遍布域内。再如提到江南名山和龙运之山的梁皇山，

峰奇山峻、谷深涧幽，满目苍翠、风景旖旎。《徐霞客游记》中有关于老虎以

及徐霞客斗虎的传闻记载，又有古今众多文人墨客在此留下的诗篇和足迹，

有独特的梁皇文化，也是江南佛教和道教的发祥地，如梦似幻的桃花源。而

梁皇山麓的前童古镇更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地理位置独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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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风光秀丽的江南文化古镇，小桥流水、雕梁画栋，无不流露出耕读传家而

又文武兼 的古朴民风。岔路则山环水绕、群峰矗立，古称桐柏里、桐州，相

传为葛洪后裔聚居地，俗称“廿里葛藤棚”，附近有九倾荷花塘，荷叶田田时，

荷香阵阵，满塘凉风；还有宋代越窑遗址，残留的陶瓷残片，演绎出段段故

事；更有传说中的娄娘娘九台大坟充满瑰丽的传奇色彩，以及松门岭的风情

韵致；尤其是徜徉在王爱山的筋竹庵与弥陀庵间，王朝的沧桑、家族的兴衰，

仙道奇缘、神话传说等便纷纷迎面而来，像打开了尘封的历史。山清水秀的

地理特征与勤劳智慧的百姓和浓郁醇厚的民俗相结合，使之衍生出了独特

的地域文化 ……

古道茶话部分内容则简要记叙此区域内建筑、技艺、节令、小吃等民俗

风情，与主体部分一起全方位地挖掘宁海徐霞客古道游线一带的民间文化

内涵。比如宁海平调、泥金彩漆、十里红妆、元宵习俗、双峰香榧、舞狮布龙、

前童把酒舞、西乡垂面、岔路道情、煮天下饭、番薯土烧等等，充满浓郁的民

风古调，这是非常有生命力的草根文化。

徐霞客古道已经被列为国家 19 项文化遗产之一，相关部门正在申请世

界文化遗产，宁海县徐霞客古道作为其中一段，也正在积极筹备参与中，相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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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领导和旅游文化部门及徐霞客研究会已经为此作了很多的努力和探索。

徐霞客游线标志地认证活动也已广泛开展。这些活动为地方文化的挖掘、

提升和传承创造了有利的契机。

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到：“大

力发展文化旅游，充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优势，规划设计推出一批专题研学

旅游路线，引导游客在文化旅游中感知中华文化。推动休闲生活与传统文

化融合发展，培育符合现代人需求的传统休闲文化。”这几年宁海在充分发

挥和利用《徐霞客游记》的资源优势上做了大量积极有效的工作。相信此书

的出版为丰富徐霞客古道的文化内涵，推动宁海乡村休闲旅游等方面产业，

具有深远的意义。

毛晓青

2017 年 4 月

浙江省民协故事委员会主任
《山海经》杂志社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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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门……”《徐霞客游记》开篇一段佳话，就将宁

海深深地铭刻在了中国旅游史上。西门，古称登台门，是宁海至台州的唯一入口。

古时宁海属台州，是中国道教东南圣地，也是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自晋代开始，

道教盛行，并在各地留有遗迹。一些古地名，与宁海县古老悠久的文化传统、丰

富多彩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就是直接取自道家的有关传说与

典故，如桃源桥、县圃等。缑城，就是取自道家王子乔缑山骑鹤升天的典故，寓意

县城为凡人修道成仙之地，猴子的传说也是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宁海是一个人

文荟萃的灵异之地，一批充满血性与骨气的耿介忠贞的名儒侠士烈女在这块热

土上生生不息，令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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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缑◎◎城

宁海县城旧名缑城，古属广度里。自唐朝永昌元年（689）开始，即为历

代县治所在。宁海民间称县城为猴城，这城名与一个广为流传的美丽传说

有关。

古时候，这是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山上树木，大得像豆腐桶，山下到处

是刺棚蓬；没有几户人家，没有几丘田地。那时，朝廷派来一个县官，寻找风

水宝地筑县城。

县官带着一班人，跋山涉水，差不多寻找了整整一年，找到了广度里这

块风水宝地，便决定在这里筑县城。要造县城了，城墙应当顺着哪个方向筑

呢？乡绅们议论纷纷，县官也拿不定主意。

冬至那天，大雪像

棉絮一般纷纷扬扬地压

下来。没过几个时辰，

远山近岭都变成白茫茫

一片，广度里雪厚三尺。

中午时光，风静雪停。县

官和乡绅们又来到广度

里，议论筑城的事。突

然，崇教寺附近，金光一

闪，从天上跌落一只猴

子，那猴子两眼射出金

光，向广度里 来。县

官赶上前去，想把它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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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也奇怪，那只猴子见县官追去，并不害怕，在雪地里一蹦一跳地跑着。

县官追得快一点，它就跑得快一点；县官追得慢一点，它也跑得慢一点，总是

与县官拉开丈把路的距离。

等县官追到崇教寺山下，猴子就不见了。县官立刻派人四处寻找，毫无

影踪。大家感到惊奇。这时，他们才发现刚才猴子走过的路线，正好是一个

大大的圆圈。大家说：“这定是神猴降临，顺着圆圈造城，一定能兴旺发达。”

县官一听有理，马上召集民夫开工筑城。没几天，城墙筑好了。从此，宁海

有了县城。

本来这座城的范围是猴子划定的，应该叫猴城。但后人觉得“猴城”难听，

就把“猴”字改成“缑”字。因此，人们称宁海县城为缑城。

薛家柱　徐永土／整理

◎◎ 桃◎◎源

桃源是以东汉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误入桃源，遇仙女成亲，半年后

回乡，子孙已至七代的神话得名，其有世外桃源、人间仙境之寓。

宁海自唐朝永昌元年确定老城区为县治以来，悠悠千余年。桃源河就

是宁海的母亲河，不仅与县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其历史文化渊源久

远，积淀深厚。桃源河上共有七座桥，形态和结构各异，自南至北依次为泥

桥、永春桥、桃源桥、步云桥、春浪桥、华家桥和三步桥。桃源桥横跨大街，是

桃源河的主桥，也是古代县城人群聚集的中心，每天热闹非凡。古时桃源桥

是县域经济、文化交流所在地。后随着经济中心逐渐外移，桃源桥繁华渐淡，

现桃源河已经被填埋，桥也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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