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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先生有诗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你，是否一直在寻找
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令浮躁的心灵沉静下
来，让世俗的羁绊烟消云散？茶园坑自然村，
正是这样一个隐世独立的诗意小山村。

初春的楠溪江畔，烟雨半藏杨柳，风光
初到桃花。从县城上塘出发，车子沿着楠溪
江一路上行，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来到
了岩坦镇的茶园坑自然村。

一下车，便有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
来，心便醉在这山野里，听着溪水清脆的声
音，立马感受到一种纯自然、最原生态的意
境。走过一条20米左右的溪间碇步，就置
身于一个清雅怡人的古村中，眼前的村庄建
筑依山而建，错落有致，青砖白墙黑瓦，乌石
幽幽，炊烟袅袅，给我们展现出了一幅绝妙
的乡村美景。

“风水宝地”茶园坑：
过去茶园满坡，如今家家酿蜜

据《合溪总谱•南山三房》记载：北宋
仁宗皇佑年间（1049－1054），戴氏始祖戴
天旭从仙居皤滩迁来，在永嘉合溪孤田逐
步形成了如今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古村落
聚集群。其二十五世始祖戴隆珠于道光年
间（1821），偶然间赶牛到茶园坑，见此处峰
峦环绕，植被茂密，溪水潺潺，云雾缭绕，自
然景观十分优美。放眼望去，后背靠“金”
字山，从溪对面望去，犹如一把古代皇帝坐
的“金交椅”。前有卧龙山，形似笔架山，此
乃风水宝地，便在此安家落户。随着岁月
的不断流逝，戴隆珠后裔在这块质朴的大
地上世代繁衍生息，迄今已近 200年的历
史，整个村庄现有83户，300多人口。

走进茶园坑，一股茶香扑鼻而来，果
然是村如其名。永嘉县地名志记载：村基
原系茶园，溪水从村前穿过，故名茶园
坑。村民戴家达称村后山至今还有很多
茶树，现在仍有许多村民采制野茶，销售
给游客。

“我们村以前就是一个大茶园，你能
看到的地方都是茶树，溪水旁，田岸边，山
林中，园子里满山遍野都是。而这些茶树
都是野生的，再由茶籽掉落在地，繁殖生
长起来。”

但现在的茶园坑，俨然已经是一个养
蜂村。40多年前，一位叫戴成标的村民率
先在村里养蜂，春暖花开之时，成群的蜜
蜂到山上飞舞觅食，采集各种鲜花，酿就
了百花蜜。在戴成标的带领下，如今每家
每户或多或少都养有一些蜜蜂，产下的蜂
蜜成为村民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老屋底”里藏着几多往事

村里至今保留着一幅美丽童话的样
子，没有汽车、没有公路，惟有一条石阶道路
从下而上，蜿蜒向前。透着沧桑古韵的石
板路，反射出亮莹莹的光芒，拂去历史的尘
埃，有一种纯净自然的美。我们沿着小道，
拾级而上。村庄不是很大，小道两旁是明
清时代的古式层叠民房，屋身多为木头结
构，墙体、道路均为溪岩垒就。一堵古老静
默的石墙，把一方天空围成一个独立的院
落，庭院的前堂，屋正面砌有一个门台当进
出口，十分内向。相对于皖南徽式建筑，虽
然不是那么的精致华丽，却多了一份历史
的沧桑，显得古老而又神秘。

家达说，村里最早的石屋和石墙已有
200来年历史，村民称之为“老屋底”，为二
十六世始祖戴祥田耗巨资建造而成。祥
田公的发家史与屋后的那一口泉井有
关。据说，祥田公的夫人偶然间获得几株
草本植物，便用屋后的井水将之浸泡在稻
桶里，竟发明成了一种染色的靛。她用这
种靛染成的布料别有风情，邻村人闻讯纷
纷前来购买。令人惊奇的是，当稻桶里的

靛用完后，她又将井水掺之，结果又得了
满满一桶的靛，似乎永远取之不尽。就这
样，她靠着这些靛而发家致富。

关于这个泉井的典故到底有几分真
几分假，如今已无从考证了。但几百年
来，它一直用自己的清甜润泽着茶园坑的
一方百姓，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事。老屋底
的井水，在村民的眼里就是神水，以前村
民的小病小痛都会去井边料理，比如喉咙
发炎口舌生疮，就会拿个蒲瓜瓢，寻上几
根鱼腥草，坐在井边洗干净，就着井水嚼
烂吞下去，到了晚上便一点事都没有了。
大家都说这“神水”比打针吃药还要管用。

六十年前，掘出“天然空调洞”

像这样不得不提的大自然的馈赠，在
茶园坑村还有不少，早已名声在外的“天
然空调洞”就是其中之一。在家达的热心
带领下，我们穿过一座老屋里间，在一堵
石墙的下方，找到了这一处天然空调洞。
出风的“井洞”洞口呈正方形，处在大约能
容纳10来个人的低洼点，边上用石阶条铺
设着，方便过来乘凉的人坐着歇息。

谈及空调洞的由来，今年87岁高龄的
村民戴松寿说，他们现在也还没有弄清楚
原因。只记得自己在26岁那年，和村民在
这里挖过水井。

“我年轻时，看到父辈每天要去老屋底
挑水喝很辛苦，就和几个村民打算在这里
挖一口井，因为看到这石墙岩衣上经常有
水珠渗出来，而且站在这里很凉快，以为下
面有水。”松寿公回忆道，“我们挖到3米多
时，水源没找到，人却被冻得手脚发冷，大
热天的要穿上棉衣才可继续挖。之后，我
们又挖了3米多，仍然没有找到水源，却看
到里面扔着一把铁锄头，已经锈迹斑斑，就
猜想可能前辈在这里挖过水井了。”

虽然，水井没有挖掘成功，但是从此
这“井洞”内透出如雾状的团团白气，就像
空调中吹出来的冷气，洞内外的温度相差
达21摄氏度，成为炎炎夏日的一块避暑胜
地。这几年常有外地游客慕名而来，美美
地享受一番。

从“天然空调洞”出来，不经意间走近
一处旧宅，那考究的门台、雕花的窗户及
完美的构造，仍在显现着当年的繁华富
庶。据说，这幢房子里出过一位叫戴永成
的清末武解元，只可惜不久即被奸臣所
害，这段历史便成传说一直流传了下来。
如今驻足其间，唯有眼前浅褐色的石墙，
和爬满青苔的卵石道坦，似乎还在诉说着
过去的辉煌，讲述着世事的沧桑。

一段鲜为人知的红色记忆

在这里，我们遇见 94岁高龄的戴洪
畴。据他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浙南游击
队在永乐中心县委胡景咸的直接领导下，
于一九四五年四月在屿北建立了医务组，

直属总部，为了战争需要，在永乐边的几
个山村都设置过医疗小组，茶园坑村就是
其中一个重要的根据地。纯朴的村民都
曾尽心竭力地为医务组做好后勤保障和
信息传递。

“我记得 1947年到 1949年解放前，浙
南游击队的医务组时常会隐蔽在我们茶园
坑，长则半个月，短则三五天。白天进行文
化演出，晚上悄悄地去新龙、黄南、乌弄坑等
地进行革命活动，是一个革命联络点。”洪畴
公缓缓叙述道，“村里的妇女为他们捣米接
济，还会为他们做鞋子。有好几次，我和村
里的戴洪富以去温州买布料为借口，偷偷
地帮医务组传递秘密书信。”

这段红色革命故事，如今却鲜为人知，
留下的只是些党史资料上记载的留痕。曾
在括苍支队二中队一班当班长的周崇才，
感动于茶园坑村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做出
的无私贡献，解放后，时任温州市交通局局
长时，特批在村口的上下游各建一座石拱
桥，以解决村民的出行需要。

生活在这片山水诗里的村民，平凡却
不简单，清贫却很知足，他们脸上都带着
恬淡和平静的神情。或许正是这份从容
自得，使得这个村成了名副其实的长寿
村，80岁以上高寿的老人家就有 14位。
老人们深深眷恋着自己温暖的家园，与朴
素善良的浓浓乡情。每一张为生活而写
满栉风沐雨的沧桑面容，始终渗透着一种
叫幸福的味道。

傍晚时分，一缕缕灰白的炊烟在青墨
色的瓦片上空袅袅升起，衬托着四周高耸
的绿，这幅充满着人间烟火的自然风光
图，为古村增添了一份厚重历史印记和浓
郁的人文气息，让人产生一种很奇妙的想
象，似乎瞬间捕捉到了数百年前戴氏先祖
生活意韵的记忆片段，体味到一种正在渐
渐远去的耕读民风。

期待一场美丽的邂逅

近年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不断深
入，茶园坑的村民也开始意识到转型的重
要性，积极主动招商引资进军“民宿”这个
乡村旅游新业态。目前，温州一家旅游开
发公司已组织完成民宿资源实地考察，启
动民宿产业发展规划编制，按照古村落修
复与复兴，乡村改造与旅游开发的整体发
展思路，在这里建设一个宜居文化古村
落，打造“休闲度假村”。

在三月明媚的春光里，我们想象着这
样一幅恬淡温暖的画面：阳光正好，一个
个缠绵着青藤绿萝的老宅院子里，布满了
疏落的篱笆，遮阳的瓜架，以及苍翠的果
木，一场缤纷绚烂的花事，从春天延伸到
冬天，满眼的姹紫嫣红，让生活在这里的
人们，每一天承载满满幸福的心情，坐看
夕阳西下；让来到这里的旅行者，因一院
子蔓延的花开，和一场美丽的邂逅，从而
放慢了生活的脚步。

记者 戴晓青/文 通讯员 王橹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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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窑小镇的魅力在于持续创新

景观茶园效果图 在陶坯上临摹名画

一年一度的温州国际时尚文博会在3
月 23日—27日举行。去年温州时尚文博
会，永嘉展馆拿了个优秀组织奖，今年
以“瓯窑小镇”特色文化打造 永嘉馆，
当记者在县委宣传部听到这样的构思，
不可谓不惊，而对于如何呈现，也是浮
想联翩。

因为对永嘉人们来说，瓯窑小镇可不
陌生。三江街道坦头村的它一夜之间名
声鹊起，引来了众多市民和媒体关注。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在各大媒体上都
会频频看到相关的报道：《看永嘉瓯窑小
镇给坦头村带来蜕变》《众创空间落户三
江》……究其原因，除了其深厚的文化底
蕴+文化创意的多元化之外，正如三江街
道办事处有关负责人所言，“特色小镇的
魅力和生命力，就在于持续的创新。”

溯源千年瓯窑史

说起瓯窑文化，那便得说说什么是
“瓯”。瓯最初的含义是盛物的器皿。瓯
窑小镇之瓯，从瓦，瓯人善制陶瓷器。现
可考的两百余处青瓷窑址主要分布于瓯
江流域，故名“瓯窑”。瓯窑烧制历史可追
溯到商代晚期。“器择陶拣，出自东瓯。”西
晋杜毓《荈赋》中的记载，是迄今现存历史
文献中最早关于陶瓷产地的记载。

西晋时期东瓯“缥瓷”已经闻名遐迩，
潘岳《笙赋》中“披黄苞以授计，倾缥瓷以
酌醽”的描述，正是对于瓯窑陶瓷盛产精
美瓷器的最好诠释。

东汉晚期，温州开始烧制真正意义上
成熟的瓷器，是我国重要的瓷器发源地之
一。六朝瓯窑，缥瓷和褐彩工艺并称双
绝，名扬天下，为首次发展高峰时期。唐
五代时期为第二次发展高峰，瓯窑紧跟时
代风格，延续和创新缥瓷釉色以及褐彩装
饰工艺，部分精品可与盛名之下的“秘色
瓷”器物相媲美。

进入北宋，瓯窑陶瓷工艺随着海上陶
瓷之路的贸易发展，大胆吸收异域风格，
器型的创新，褐彩工艺的图案化、文字化
创新，大量瓯窑青瓷产品飘洋过海，国内
开花国外香，为瓯窑的第三次发展高峰时
期。

瓯瓷是通往历史的线索，串联起延绵
数千年的瓯文化，每一件瓯瓷都在勾勒一
段历史脉络。瓯瓷胎骨细密，釉色光泽如
玉，曾一度远渡重洋，享誉东洋。而后因
南宋龙泉窑和元朝景德镇窑的兴起，瓯窑
逐渐走向衰落。

在现存的 200多处遗址中，以三江坦
头窑址最为著名。为配合甬台温铁路建
设，2005年省、市、县文物部门联合对该窑
址进行了考古发崛。《龙下唐代青瓷窑址
发掘简报》称：窑址位于坦头村（龙下村）
北的山坡上，发掘面积100平方米，清理窑
炉一处，出土大量的青瓷器残片，主要器
形有壶、碗、盏、罐、盘、盆、粉盒、碟、碾轮、
水盂、钵、灯盏等。根据器形特征和刻划
花装饰风格推测，坦头（龙下）窑址与上林
荷花芯窑址的时代基本相当，约为唐代晚
期、宋元至明。

复苏的瓯窑文化

千年瓯窑遗址，为坦头村发展埋下了
伏笔。

坦头村，位于瓯江北岸的三江街道罗
东片，宋朝年间，因村头建有多座瓷窑，附
近专有一片道坦供晒瓷器用而得名。从
市区瓯越大桥上诸永高速温州北罗东出
口，大约只需要二三十分钟的车程，就可
到达坦头村。村庄背靠山，山上是一垄垄
茶叶种植园，村前是一片空旷的田垟，一
条溪水绕着村边流过。

2011年，在以陈景炜为代表的一批瓯
窑专家的推动下，三江街道坦头村停息了
上千年的窑火得以重燃，并成立了瓯窑陶
瓷艺术研究所。

即使当地拥有便利的交通环境、深厚
的文化底蕴，是转型发展的宝贵资源，但
仍需要慧眼去挖掘、开发。彼时，坦头村
存在建筑乱搭乱建、各类电线如蜘蛛网遍
布的“脏乱差”现象。

2016年，坦头村迎来了最为重要的一
刻。在全市开展的“大拆大整”专项行动
中，一个瓯窑特色小镇初露雏形。

在县、街道两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参
与下，坦头村背水一战，每天投入几百号
人马，实行 24小时不间断施工，开展农房
改造、景观建设和垃圾清运等工作。县
委、街道等相关领导更是驻扎在村中，监
督进度。

就这样，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
房屋拆改 13.58万平方米、外立面改造 8.6
万余平方米、绿化2.9万多平方米，整治村
庄范围 2.1平方公里，创造了“大拆大整”
专项行动的亮点，更被媒体称之为不可思
议的“坦头样本”。

在瓯窑特色小镇起步区坦头村继续
进行环境改造的同时，还将拆改范围延伸
至温州北高速出口至坦头村沿线的罗溪
村、龙头村、龙川村、木桥村等，打通温州
北高速出口至坦头村便道，并将道路沿线
周边进行三线落地、立面改造等环境综合
整治。

坦头村党支部书记夏瑞仁，无疑成了
村中最为忙碌的人，仅接待领导专家媒体
考察、参观，一天就有五六拨人。他告诉
记者，目前已在坦头村坦头古窑址上初步
完成瓯瓷展览馆、大师工作室、瓯窑技艺

传承基地等建设，以及黄杨木雕、竹雕、酒
文化、茶文化等文创项目工作室。眼下，
他主要是负责村集体土地流转，共涉及林
地面积3千多亩、茶园面积1千多亩，为接
下来瓯窑小镇新项目打下基础。

以“瓯”为主的多元文化传播平台

每一次走访，都有不一样的惊喜变
化。本周，是记者第二次来到瓯窑小镇，
入镇道路焕然一新，土路已成平坦笔直道
路，两旁空地已是绿化成荫。路边还多了
指示牌，牌上“木艺馆”“瓯窑文创院”“瓯
窑文化广场”“仁瓷堂”等名称，彰显了这
个村子的与众不同。

瓯窑其实是温州大地上千年的瓷文
化、酒文化、茶文化的缩影，在瓯窑小镇，
也可见相应瓯文化的引入。据了解，村里
计划将入驻 22家文创工作室，其中已有
20多位瓯窑大师、茶艺大师、瓷器收藏家
和绘画名家在村里扎根。

如今瓯窑特色小镇开始展现新姿，若
振兴瓯窑文化，那么终究将需要这么一拨
瓯窑文化人去支撑，通过他们去传播瓯
窑，兴盛瓯窑产业，真正打造瓯窑小镇的
文化品牌。

繁花满园，原木旧瓦，汉承瓯窑研究
院是坦头村瓯窑小镇建设开工以来第一
家入驻的单位。“汉承”由“汉臣”衍生而
来，“汉臣”是两位 80后——章长才和娄
林峰创立的瓯瓷品牌，他们两人为了探索
瓯窑文化，一个辞去了设计师工作，一个
变卖名下所有产业，直到 2014年，他们终
于确定了釉水配方，烧制出真正的瓯瓷。

去年 8月，“汉臣”在龙下村瓯窑小镇
内成立了“中国瓯瓷学院”。据了解，该学
院目前共设4个班，每个班5名学员，除瓯
窑工艺课程外，还兼开不少传统工艺美术
课程，其中高级班还设有历史课。

温州非遗竹雕世家金可兴、金魁于去
年开始入驻工作室——金墨轩。作为竹
雕传承人，他们经常需要作品展览，以此
推广竹雕文化。“没想到，这里人流量如此
多，尤其在周末、节假日时，温州各地区的
人都来此观摩。”金魁告诉记者，近期他和

父亲金可兴开始逐步将部分工作转移到
此处，他觉得家乡坦头就是一处很好的推
广文化的平台。

为了满足游客对竹雕的好奇心，金魁
设置了DIY制作区，让游客参与书签创
作、竹雕笔筒等手工创意，并打算开设简
单的竹雕工艺品销售区。

此外，瓯窑小镇还吸引了著名画家、中
国美术陶艺大师金大翁，创立品牌瓯瓷“瓯
窑儿女”、设计师朱小杰等人，预计今年他们
将入驻大师工作室，届时更多的陶艺品、国
画以及特色现代瓯瓷将在小镇展出。

据闻，瓯窑小镇还将打造瓯窑研究院，
与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签订战略协议。

未来的瓯窑小镇

日前，一家以“文创”为主题的众创空
间——“瓯窑小镇众创空间”落户三江瓯
窑小镇，目前已进入改造阶段，计划5月份
完成。

“特色小镇的魅力和生命力，就在
于持续的创新。”三江街道办事处有关负
责人表示，依托特色小镇，以产业发展
依赖的资源要素驱动，将向创新发展驱
动转变。

当前，我县正以坦头为核心，以培
育省级小镇为目标，现已委托设计单位
对瓯窑小镇进行总体规划，周边9平方公
里的村庄山体进行研究，规划范围3平方
公里，核心区范围1平方公里。功能布局
包含入口形象区、核心区、文化休闲
区、文创产业区和配套服务区等 5大区
块，坚持“生产、生活、生态” 三生融
合，“产城人文” 四位一体，打造温州
东瓯文化传承的先行区、永嘉文化创意
产业的示范区。今年重点是做好瓯窑遗
址公园、瓯窑文化博物馆、瓯窑大师工
作室等项目建设。

此外，还将利用小镇周边现有的茶
园、半岭村水库，结合景观提升，打造景观
节点等。今后，这里将成为温州瓯文化的
集聚区、温州北岸的城市后花园和“宜居
宜游宜业”的众创空间。
记者胡艺罗 柠檬 通讯员潘统英金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