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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亭渡
■戎 怡

日溪，是黄岩曾经的一个村庄，如今属于上垟乡董
岙村。每每听到这个名字，仿佛能看到春天的日光照耀
在溪水之上，水光潋滟，石桥静卧，溪水穿过石墩，滑过
溪水，弹奏着一首轻快的无忧曲。然而，黄岩人却鲜有人
知道这个美丽的地方。

三桧溪出口处为日溪。宋嘉定《赤城志》和万历《黄
岩县志》记载：日溪，在县西六十里，古号新城，西北有小
谷曰金玉弯（湾）。新城是日溪古代的叫法，在志书上出
现过。而“弯”则是因为溪水经过此处时，转了两个弯。询
问之下，当地人只知有个叫“弯”的地方，不知金玉，据说
那里以前还有寺庙。

那日溪这个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黄岩县地名志》
上记载，古时有兄妹俩逃荒到此，由于天气太热停下休

息，是时见这里有溪有水，一片荒地可种，于是定居下
来，因“热”与“日”当地音同，由此得名日溪。而村里传说
的却不是如此。传说很久很久以前，仙居的一对兄妹和
风水先生顺着龙脉寻找龙头，找了很多年，最终在这里
找到了，也就是如今的大王殿所在地。他们本想把父母
的坟墓安在这里，可是最后这里却坐了“老爷”。兄妹两
岔气了。在当地方言中，岔气为“厄气”，最后演变成了日
溪。村民们说这是日溪村名的来源。关于这个地名的传
说，还有其他版本：兄妹俩都懂风水，分头寻找，不约而
同地找到这里。版本虽多，但都讲述着日溪的源远流长，
可见这个村庄不仅拥有一个美丽的名字，还有很多美丽
的故事。

翻看黄岩的历代地图时，于《宋嘉定癸未年黄岩县
图》上看到日溪山，感觉日溪的历史比我想象中
的还要远。不知日溪山是哪座山，会出现在这样
一份只有几个标志性地点的地图上，可见当时
的它并非一座默默无闻的小山。

日溪曾经属于乌岩区，那个大部分土地已
淹没于长潭水库下的乌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行政区域变化很大，很多往事已不可追
寻，我只知道日溪曾经属于屿门乡、小坑乡，现
属于上垟乡。在一张老乌岩地图上，我看到乌岩
区曾有 15个乡，后合并为 7个乡。其中有乌岩、
杨岙、斜岙、楼岙合并为乌岩乡，白石乡，白石
洋、屿头合并为屿头乡，日溪、屿门、东溪合并为
屿门乡，小坑、象岙合并为小坑乡，平田乡，上
垟、沈岙合并为上垟乡。当我看到地图上日溪的
位置上画着一个代表乡行政中心的标志时，心
里是有点震惊的，原来日溪不仅仅是一个小小
的村庄，还有很多不为我所知的辉煌。

日溪历史上出过一位名人。求仲弓，字德
夫，北宋时期人，善屬文，熙宁九年（1076）特
科进士，与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改革家王安石为文字交，其诗有雅趣，终乐清
知县，有《求德夫文集》藏于家。万历《黄岩县
志》中的《文苑》对他有简单介绍。他还留下了
两首诗。《灵鬼潭》：“江湖虽阔多罾网，幽洞清
虚且勉旃。待我功成买双鹤，归来伴汝一千
年。”《蛇首岩》：“石如蛇首隐林端，未得风雷
且蛰蟠。俗眼莫嫌无变化，待生头角始堪观。”
据记载，灵龟潭在县西六十五里，约上郑乡岭
后境内，所在地今已不清；蛇首岩则位于宁溪
上桧。

日溪不远处有板砩，板砩所在的村叫板
砩头，现也已不存。板砩头街为人字形，曾是
一个很热闹的地方，板砩头市则是离日溪村
最近的一个集市，每逢农历初二（十二、二十
二）、初六（十六、二十六），附近的村民们都会到这里赶
集。这里有猪肉摊、豆腐店、酒店、点心店、糕饼摊，还有
南北杂货店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增加了布
店、服装店……历史学会会长张永生所写的《黄岩地名
故事》一书中写道：“板砩头是小坑通往宁溪官道的一处
关隘，经鸡头山处近半里的古道，内倚峭崖，外是三桧溪
深潭，十分险要，正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长潭水
库建立后，这里成了埠头，是进出日溪的必经之路。

曾经的日溪物产丰富，农作物就不必说了，应有尽
有。山上在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水果，桃子、枇杷、杨
梅最多。而溪对岸的那座山叫梨山，曾经种有一大片梨
树，后来只剩下零星的几棵。二十多年前，我曾去山上摘
过野生的山楂，可见这一片山林里，不知还有多少不被

人知的果子。除了农业，日溪历史上还有两大手工业。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村里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家以做
千张营生。改革开放后，节日灯产业在黄岩西部迅速发
展起来，日溪村村民也开始以加工节日灯营生。上世纪，
日溪曾有两三家酒店，每户人家都有田地，蔬菜基本上
能自给自足。村里还有一家卖豆腐的，也是唯一的一家，
他常常挑着一担豆腐，在村子里叫卖。

如今，走进日溪，尚有许多老宅保存相对较好。老宅
底部基本是乱石当墙，上面或木或砖，是具有黄岩特色
的古民居，很有味道。站在老宅边，抬头可见远山含黛，
烟雾缭绕，让人不知这是尘世还是仙境。虽然如今的日
溪已人去楼空，以后的日溪也许会消失在历史深处，但
这里曾经的辉煌，曾经的传说故事，都会留在史书之中，
留在日溪人的记忆里。

黄岩长潭水库于 1958 年 10 月 1 日动工兴建，至
1964年建成，至今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它是黄岩水利
建设史上的一座丰碑。

（一）
当时，卢秀袒是省水利厅工程师，老家是黄岩乌岩

区。他深知家乡水利“十年山洪九年涝”的情况。1956年
春，他回家过年后与当时的黄岩县水利局领导谈起黄岩
治旱涝问题时，提出了建造长潭水库的建议。

根据卢秀袒的建议，1956年下半年，时任县委书记
吴书福、副县长王林松、水利局长徐叔廉等一行6人，深
入当时头陀、乌岩、宁溪3个区进行调研，摸清灾害的发
生地及修水库涉及到的问题，并座谈讨论，广泛听取当
地干部、群众的意见。

梳理出来的主要问题有：乌岩街的整个集镇、小坑
街都将被淹没；千家万户要搬迁，初步调查涉及 3万多
人，并有 3万多亩良田和山林要淹没，还关系到 8个乡、
三百多个自然村等等。

（二）
调研后，当时的县委发扬敢想敢干的作风，把建水

库提上议事日程。在酝酿过程中，县委就意识到，建水库
既要得到上级的批准与支持，又要统一全县的思想，得
到全县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支持。否则，水库绝对不可能
建成。

县委马上采取行动，派时任县水利局局长的徐叔廉
到省水利厅去汇报调查结果与建库打算，征求水利厅领
导和专家们的意见，寻求支持与帮助。同时，县委召开了
一次全县区委正副书记及部委办局负责人会议，详细介
绍了建水库的事项及西部山区的调查情况，并让与会人
员对建库问题谈认识、说想法。随后，县委要求组织广大
干部群众开展大讨论，把治旱涝与修水库的打算说给他
们听听，征求意见。

通过大讨论，建水库的打算得到了全县各级组织、
广大干部群众的赞同和支持。

（三）
1957年下半年，县委根据《农业发展纲要》，向省委、

省政府、省水利厅提出建造长潭水库计划的报告。1958
年 2月，省水利厅组织勘察队，对永宁江流域进行全面
勘察，提出在永宁江上游兴建大型水库的建议。接着，省
水利厅勘测设计院专家徐良德和董小波等带钻深队 37
人，对水库坝址地质进行钻探。然后，省水电勘测设计院
又成立长潭水库工程设计机构。他们花了近一个月的时
间，编写完成黄岩永宁江上游长潭水库计划任务书。随
后，时任省水利厅副厅长的吴又新会同地、县委领导又

到长潭实地勘察，决定选取长潭青龙山与伏虎山
的峡谷为水库坝址，定名“长潭水库”与“长潭水
电站”。此后，县委正式向省委上报《黄岩县长潭
水库计划任务书》。当年7月23日，省里批准长潭
水库列入国家基建计划。当年 8月 18日，省委批
准兴建长潭水库，并上报国家水利部。时任国家
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和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副省
长王醒到长潭作实地检查，对施工质量等问题作
了重要指示。

（四）
1958年 8月 18日，县委成立黄岩长潭水库

水电站工程委员会，由时任县委书记吴书福任主
任，县委副书记贾俊才任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并
抽调县级机关部委办局负责同志及机关干部八
十多人到长潭水库、水电站工程指挥部工作，组
建工地党委。

工地党委和指挥部讨论决定：按照组织军事化、行
动战斗化的要求组织广大民工；以公社为单位建立民工
团部，全县共建十二个团；以乡（公社化后称管理区）为
单位成立一个营，共建六十个营；以生产大队（村）为单
位建立连与排五级组织，连排干部由管理区营部组建。

为解决民工吃住，除借用民房外，工地四周建了九
百多间茅草工棚。团部营部连排干部一律自带被褥同民
工同吃同住同劳动。

1958年 9月 26日，县委下达通知，各公社团营连排
干部于当月30日到长潭水库工地指挥部报到。那天，全
县各公社党委的团营连排负责人共一千多名，自带棉
被、干粮及劳动工具到长潭工地指挥部开会。时任县委
副书记、工地总指挥贾俊才作了动员讲话，时任工地党
委书记李富海作了全面部署。

（五）
1958年 10月 1日上午，水库开工典礼隆重举行。县

委、县府领导，县级机关干部、各公社团营连排及部分民
工骨干参加典礼。

当天下午，首批民工8951人到工地报到，以后分期
轮回交替进行。第二天，按事先划分好的施工地段，大家
在各团政委、团长、营长、排长的带领下正式开工。工地
上打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
义”“百年大计，千秋伟业，质量第一，坚持高标准建好长
潭水库”等巨额横幅，在阳光照射下显得格外夺目。

从这天起，工地上红旗招展，热气腾腾，近九千名民
工投入战斗。在施工高潮期，民工高达一万八千余人。

“抓晴天、抢雨天、小风小雨小雪当好天，黑夜灯下当白

天，争取一天当两天”等口号嘹亮。领导坚持与民工同吃
同住同劳动，大家热情高涨。1960年春节也坚持施工。工
地上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六）
正当水库建设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工地连续遭

遇4次强台风袭击，引发了数次险情。
1959年 9月 4日，特大台风袭击长潭工地，降雨量

450毫米，工地第一道导流坝被洪水冲垮，右岸 30米宽
和左岸 150米宽的导流河底被冲 2米多深，水位上升很
快，五十多台抽水机要被淹没，数百民工冒死下水把抽
水机抢搬上安全地带，民工张桂行被洪水吞没，献出了
年轻的生命。

1960年8月1日至13日，工地上连续三次遭到强台
风的袭击，共计降雨量达 803.4毫米。由于水库集雨面
积 441平方公里，库内水位猛涨。此时水库大坝仅完成
设计标高任务的一半多，溢洪道也来不及开凿，隧洞泄
洪能力只有 150立方/秒。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为保大
坝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县委动员全县力量投入抗洪
和抢筑加高水库大坝的战斗。由于险情频频，省里高度
重视，来自宁波、金华等地的部队，新安江、富春江、瓯
江工程队三百多人也参加了抢险。军民联合，经历了半
个月的日夜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洪抢险保大坝的伟大
胜利。

长潭水库投资达2837万元，历时六年建造完成，共
投放劳工855.5万元。水库大坝高程35.5米，坝顶黄海高
程达43米，坝顶长506米，宽6米，底部宽294米，水库蓄
水量达7.32亿立方。水库的建成缓解了多地上百万亩农
田的旱涝灾害，还解决了六百多万人的饮用水问题，是
黄岩乃至台州水利建设史上的一座丰碑。

1953年至 1960年，航管部门在旧存江大和永升两座
码头上相续改建和新建了三座码头，均为浮式水泥趸船结
构，泊位四个，最大能靠 300吨级货轮。运输扩大至外海，
航线以上海、杭州、宁波、舟山、福建等为主。直到上世纪
末，江口建造船闸后才中断了外海航线。数十年中，黄岩港
是全县货物疏运的重要基地。

目前，南岸沿江一带开辟了几十米阔的风景带。与史
志校对，原县治与渡口有 500米之遥，可见永宁江河道已
往西南游移了几百米。靠近大桥，原有宽十几米、长近百米
的山地货行老街，现已不存。如今，江边三圣庙还保存着，
但估计古时候的三圣庙不在此。北城妙儿桥、五里牌两村
的保界庙也都叫三圣庙，不知与这河道变迁是否有关。光
绪县志载：“三圣庙，在利涉桥北岸，咸丰末毁于寇，清同治
年间重建。”古三圣庙早已毁，现存的是1993年重建。庙门
朝东，建筑有些古意，据说是根据老庙的规模重建的。殿前
有一座戏台，台上绘有三国人物和八仙过海等故事彩画。
墙角搁置一口石槽，长度有三四米，看上去很是古旧，据说
是普江寺迁徙时存放在此的，俗称龙槽，当地有凿石槽伏
蛟龙的民间故事流传。也有老人告诉我这是古时候供行人
喂马用的。古时候，渡口旁往往会有路廊和神庙。路廊供路
人歇脚避风遮雨用，而庙宇则供行人借宿、进餐、喂马等。
所以此说可信。

江亭渡方圆一公里内有庆善寺、明因寺、东禅寺、普光
堂、报恩寺等寺院，以及江亭庙、城隍庙、福佑庙、广济庙、
三圣庙、灵观庙等多座庙宇。宋嘉定《赤城志》载：“江亭庙，
县东一里永宁江侧，舟上下必乞灵焉，商于海者事之尤
盛。”光绪《黄岩县志》记载:灵顺庙在县北澄江之浒苍头
街，旧名江亭庙，又称江亭殿，俗叫江灵殿。供奉的神叫方
珪，字子卿，唐中牟人。咸通二年(861)以部尉跟从台州刺史
李师望，讨裘甫乱，屯兵黄岩，到年关省出军饷余粮以赈
民。后来贼平，方珪卒于永宁江亭中，民众感其德，立祠肖
像祀之。据传，宋宣和辛丑年，吕师蘘寇掠黄岩，忽半空中
有赤帜书云：方部尉神兵驻此。贼惊惧下舟，须臾有石如
斗，大者数十，浮江中荡击，贼舟沉溺，贼遂逃去。县令王然
将此事传达于朝庭，敕“灵顺安邦宁国卫民侯方使太尉”之
神额，其祠曰“灵顺庙”。

夜幂降临，华灯初上。公园里的装饰灯光，游艇、高楼
的霓虹灯倒映江中，共同勾画出一幅炫丽的美景图。古迹
的消遁，新陈交替，一切皆是自然规律。古渡的故事渐渐走
出我的思绪，但是它们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全文完）

日溪，遗落在历史深处的记忆
■叶晨曦

长潭水库是黄岩水利建设史上的一座丰碑
■叶明照

台
门
犹
存

笔名叶峰野，退休后，被聘任为区党史学会
名誉会长、区宗教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也是

区社会科学联
合会会员，出版
有《峰野文集》，
并与他人合作
出版《瑞岩寺古
刹》《佛教的精
神与特色》。

日
溪
一
角

黄
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