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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道敏

大岗山也称大龙山或大龙

尾，位于苍南县矾山镇与南宋镇

之间，是一座海拔 600多米、长约

10公里的大山。当地闽南语的意

思就是一座很大的山。大岗山的

东北面尽头是乒乓岭脚，属于矾

山镇昌禅片区中岙村。山的西南

面尽头为甘岐溪，属于矾山镇埔

坪片区管辖。再往西，与福建省

福鼎县前岐镇龟岭村交界。

大岗山是矾山矾矿的三大矿

山之一，明矾蕴藏量丰富。明弘

治《温州府志·土产·器用》云：

“矾，平阳县宋洋山虽有之，素无

人采。居民近得其法，取石捣细，

淘炼而成，清者为明矾，浊者为白

矾。”民国《平阳县志》这样记载宋

洋山：“粉坪山东南皆为兰宋阳山

脉。分二支，一支南下为大山，东

直北山街，南临浦坪街；一支东南

迤为鼓楼山，又东为挂岭，颇称高

峻；又东为杨家山，案：即阳岩

山。旧志云：‘在县南百里。’新

纂。《名胜志》云：‘藻溪流其下，上

接兰宋阳之水，别为东、西二溪，

分流注于江入海。’见旧志。今山

北麓之水流入藻溪，南麓之水西

入兰宋阳，东入七溪。新纂。”至

清末民国初，宋洋山已被称为“兰

宋阳山”，是南宋区域名变化所

致。其中大岗山是宋洋山的一条

重要支脉。

据 1994年地质勘探资料，大

岗山明矾石蕴藏量约有 919.0万

吨，至今尚未大规模开采。山顶

矿区十分古老，早在明初即已开

采，从最为原始的火烧水激法、锤

打法，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的雷管炸药爆破法，各个时

期的采矿方法都在这里留下了不

同数量的矿硐遗址，是一座矿山

开采的自然博物馆。靠南宋方向

的矿硐中，还建有小型结晶池，矿

硐外边建有矾窑，就地利用山上

的矾石、柴草和水源，炼制明矾，

以节省费用。

1998年，由于国家实行严厉

的环境保护政策，大岗山下溪光

村所有的矾窑全部停产，大岗山

的明矾矿石开采就此终止，山顶

众多明矾矿硐、矿井及井巷口的

矾窑和结晶池遗址，2015年 4月

被列为苍南县文物保护单位，成

为当地极富特色的旅游景观。用

无人机从侧面航拍的照片，连成

一片的石窟看起来还有点像河南

洛阳的龙门石窟，十分壮观。

大岗山东北面为昌禅交界的

鸡角岭有南宋通往矾山、赤溪的古

道，曾有矾窑。大岗山中部朝西北

方向是南宋石门岭，石门岭是南宋

一带的重要产矾区，山腰曾有矾坑

窑矾。矾坑窑矾的西边山脚，就是

大岗山尾，溪光村位于这里，矾窑

更多，明代开始炼制明矾，民国时

曾经有大小矾窑10多座。20世纪

60年代，南宋溪光村为解决劳力出

路和增加村民收入，利用当地丰富

的明矾石资源，沿着南宋溪流两

岸，相继办起15座集体明矾厂，每

座矾窑平均可安排 30名劳力，其

中工人20人，管理人员10人。由

于集体企业人员精干，技艺娴熟，

效率高，负担轻，人均收入颇丰，远

高于务农收入。大岗山西南面的

甘岐溪附近，20世纪 90年代建有

埔坪矾窑。

石门岭村地处盛产明矾石的

大岗山上，因村中山岭旁有两石

墩形如门，故名。分内石门岭和

外石门岭两部分，共有 400多户，

1200多人。属于溪光行政村的一

个自然村（2000年并入），村中主

要姓氏为欧阳姓、李姓和徐姓。

历史以来，石门岭部分村民

即以专业开采明矾石为生，而未

从事煅烧、炼矾、销售等行业。采

石工人中，以欧阳姓为最多，李、

徐两姓次之，他们大多父子传承，

经过历代经验积累，采矿技艺十

分高超，不但效率高于他人，历史

以来极少发生矿难事故。

早年，他们往往三五人一群，

四五人一帮，总数达三四十人，在

矿脉出露点较多的大岗山顶附

近，沿着矿脉先进行露天开采，继

之进行井巷开采。随着明矾石出

露点逐渐减少，他们又拿着山锄

等工具，在泥土覆盖较浅的半山

腰以上寻找明矾石矿脉，随后追

随矿脉进行露天开采或井巷开

采，在大岗山上遗留下众多矿井

和矿硐，矿井最深达几百米。由

于未进行详细考证，这些被遗弃

的矿井最早于何年开挖，我们不

得而知。

一直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由于缺乏炸药，石门岭人还以最

原始的火烧地垄法进行采矿作

业，开采的矿石不生不熟、不大不

小（30厘米大小），以方便人工挑

运和矾窑煅烧，很受挑工和矾窑

的欢迎。开采出的明矾矿石经过

挑选后，雇佣本地或北港一带山

区青壮年劳力，将明矾含量较高

的精矿石挑下山卖给溪光矾窑，

所产矿石出矾率达 15%—40%。

也有少数溪光人在大岗山顶明矾

矿边上就地设窑，对开采出来的

明矾石进行烧炼，以减少运输成

本。后来石门岭人改用效率更高

的火药和炸药爆破作业，明矾石

产量更高，开采出来的明矾石除

满足溪光矾窑外，多余明矾石一

度运到设在矾山平阳矾矿炼制。

1958年后，改用索道运输方法，运

输明矾石至溪光矾窑，从而大大

减轻了劳动强度和人力成本。

南宋虽然地处山区，但这里历

史以来一直不穷，这与大岗山盛产

明矾直接有关。清代，这里的李

家、周家、欧阳家、林家、吴家等均

建有规模宏大的大宅院，南宋街道

也像模像样，有一定规模。今天，

南宋街的房地产价格也并不便宜，

一方面与当地可用于建筑房屋的

土地资源缺乏有关，更重要的是这

里的居民并不缺钱。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

海。大岗山的明矾开采，成就了

南宋人的矿山井巷业一技之长。

1969年，平阳县掀起兴修水利建

设高潮，大规模地在钱仓山上开

采石料。在矾山区委、区公所的

推荐下，许多南宋人应聘到钱仓

当采石技术员。技术娴熟的南宋

人安全、高效地开采石条和石块，

保证了各地兴修水库的石料供

应，令工程负责人十分满意。

1970年，南宋公社革委会成

立了矾山区南宋公社开山工程

队，承包了福建宁德海军的国防

805 工程，工人约 90 人。1971—
1979年，南宋人承包了湖北省武

汉市万山国防工程。1971—1981
年，南宋人又承包了福州军区油

库、弹药库工程，工人 200 多人。

1972年，南宋公社成立工程营，工

人近 400 人。1973 年，廖宝宏等

带领建筑队承担油库浇注工程，

工人约 380人……南宋公社用工

程队的公积金，盖起了矾山区高

中部、能容纳千人的大礼堂、三层

楼的公社办公大楼等，成为当年

平阳县最富裕的乡镇。还有许多

人组织了三五十人的小分队，参

加了全国各地的水利、公路等建

设项目承包、分包工程，他们用自

己的精湛矿山技术，开创了一条

致富之路。

1978年改革开放后，更是充

分释放了南宋人的矿山井巷工程

能量，他们纷纷到福建、山东、云

南、湖北、广西、内蒙古、安徽、贵

州、四川等地，承包各种金矿、铜

矿、铁矿、煤矿等开采工程，产生了

不少亿万富翁，为繁荣地方经济、

回馈家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大岗山是一座矾石储量丰富

的矿山，石头含硫量很高，草木本

来就不茂盛。随着 600多年的持

续矿山开采，山腰以上的地表到

处坑坑洼洼。2014年，随着经济

社会的高速发展，为了调济到足

够的建设用地，根据国家有关政

策，县里在大岗山顶投入巨额资

金，动用挖土机等大型机械开山

辟地，开荒造田，虽然一层层整整

齐齐的梯田远远看起来层层叠

叠、十分壮观，但一旦下雨，便造

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而下游供

应江南垟几十万人口用水的吴家

园水库，又因为水体富营养化而

大量滋生蓝藻，水源严重污染，原

先的一类水一度变成了四类水，

达到不能饮用的程度，县政府不

得不花费巨资进行治理。原本是

绿水青山的大岗山不但没有变成

金山银山，而一下子变成了荒山

秃岭，山顶寸草不生，更谈不上种

出粮食来。直到2015年夏苍南县

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到大岗山上视

察古矿硐的保护治理，山顶仍然

是一片癞痢头，到处是贫瘠的黄

色砂土和杂色石块，没有一棵树

木，连野草也只是星星点点，十分

荒凉，以至于飞鸟少至，野兽不

来。据有关资料介绍，要将山上

的坚硬岩石变成可以耕作的土

壤，每生成厚度 1厘米的土壤，至

少需要花费500多年时间。因此，

今后我们决不能再干毁掉绿水青

山的傻事了，这也是我写作本文

的一点感受。

大岗山

远眺大岗山远眺大岗山 （（萧云集萧云集//摄摄））

开荒造田后的大岗山 （杨道敏/摄）

大岗山古矿硐及结晶池 （萧云集/摄）

一一、、金山银山大岗山金山银山大岗山

二二、、开山采矿石门岭开山采矿石门岭

三三、、井巷工程富南宋井巷工程富南宋

四四、、山体保护需重视山体保护需重视

带鱼带乌乌，白弓①搅虾蛄。

带鱼带罗罗，白弓搅虾鲓②。

海里无鱼发白弓，红瓜③生仔

大头丁。

虾蛄尾溜戴纱帽④，鲳鱼骂它

不正经。

海内无鱼发白虾，无脚无手

是 白。

头八脚十六耳，一对翁某

成一个⑤

【注释】
①白弓搅虾站：白弓，海里的

一种白色小鱼；搅，拌在一起。

②虾鲓：小虾皮。鲓，闽南语

音读 ko 。

③红瓜：黄花鱼。

④虾蛄尾溜戴纱帽，虾站的

尾巴，反过来，样子很像官帽。

⑤一对翁某成一个：海蜇不

分公母，属于无性生殖。

【童谣背景】
这首童谣流传于温州沿海一

带地区，童谣内容重在对近海生

物的外形描述，表现出劳动人民

的智慧。如；小黄鱼头很大，海蜇

是无脚无手，不分公母，无性生殖

等等。劳动人民通过童谣来教育

孩子认识海洋生物。

讲唱人：陈剑秋（女，1964.1）
灵溪镇综合文化站

记录人：陈剑秋（女，1964.1）
灵溪镇综合文化站

带鱼带乌乌（闽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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