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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里的港城记忆⑥

古道，宛若流动的诗、写意的画，它的存在
不仅承载了人们世代的记忆， 更在时间的沉淀
中，增添了浓厚的人文色彩。在我市云台山地区
也留下了见证岁月时光的苍梧古道， 尽管古道
早已失去了原来的风貌， 但它却是经济交流的
重要通道、 历史发展的重要缩影和文化脉络的
延续。近年来，随着我市大力挖掘与保护古道遗
迹，古道展现了沿线村庄、城市的历史底蕴与文
化内涵。

山麓两条古道纵贯东西
云台山自古是海中岛屿，唐宋

时称苍梧山，明朝天启年间始称云
台山， 清康熙五十年才与大陆相
连。 从唐朝至清末的1200余年间，
海陆变迁，古道也从高处移到了平
地，在苍梧山（云台山）的东西两侧
山麓形成了 “苍梧古道”———东路
和西路。

“‘南城到北城，八十有余零’是
云台山地区老百姓口口相传的一句
俗语，意思是从南城到北城，有八十
多里路。南城是今天的海州区南城，
也叫凤凰城， 北城是今天连云区墟
沟，也叫石城，因为这两个城分别在
古代云台山南北， 又是重要的军事
要地，南、北城来往较多。”市文物保
护学会副会长张义成说，“现存的道
路是在环岛山坡上，已经中断，只有
局部还供村民使用， 不是驴友以及
村民，基本不会走古道了。”

11月25日，天朗气清，笔者沿着
苍梧古道，探寻古人先贤的足迹。领
路人是张义成， 同时也是苍梧古道
地名文化遗产申报者之一， 他对苍
梧古道有着多年的深入研究。

在市开发区松花江路附近，我
们就近找寻古道遗迹。只见一条2米
长羊肠小道湮没在农田里， 窄的地
方有30厘米，最宽处约有1米，阳光
洒在上面，仿佛时间静止一般。因为
新修大岛路，古道在这里戛然而止。
这也是古道现状的一个缩影。

经历了沧桑变迁， 苍梧古道起
点在哪？据本地地方志记载，古代从
海州孔望山等地过海， 船只均要行
至南城西山“适野亭”码头上岸，该
地也是苍梧古道的起点。

“老海州人”杨光成讲述了古码
头被开采前的情况。“南城西山有烟
墩，山腰上有炮台，炮台下石崖，因
为是斜伸出山体， 来往人员可在此
休息。” 杨光成说，“这里是上码头，

边上有石砌的岸，还有一块石刻，名
字叫《适野亭记》。再向下还有下码
头，码头在泥滩上。山边有两条路通
向城里，一条在山坡上，还有一条在
滩地上，为什么有上下之分呢？上面
是海水很高时使用的道路， 下面是
海水退下时的道路。”如今，刻有《适
野亭记》题刻的石块，已砌在了百姓
的房墙，古渡口遗址已新辟为“西凤
凰山公园”。

东路古道从适野亭出发， 出南
城北门，沿九岭、古当路村、古大义
村、古小村莲花桥、古巨平村、泸水
桥、娘娘庙、古诸季村、牛王庙月牙
石，沿蝙蝠山东行，经华盖山到古
埝南头。过了古石堰，便是云山古
沃壤村， 西路古道向西北经老君
堂、黄墓庄至平山，向东进入北城
墟沟，向西北直通西墅码头，向城
北可至海头湾码头，向城东经孙家
山可至老窑。

与西路古道相比， 东路古道山
湾众多，路随山行，曲曲弯弯。张义
成说：“在历史上，海水高潮时期，山
湾间建筑坝堰挡水， 有效地保护了
民田，坝堰有的也就成了道路，变为
进山的捷径。但遇到海潮暴涨时期，
堰毁路断了，又只能沿山而行。”

西路古道经南城南门向东，经
官井向北，经苏庄东、葫芦山、关口、
古八仙桥、埠头山至北山折而向东。
经凌洲嘴、童养庙折而北行，至山东
庄太平观东行。穿东磊村、渔湾、贤
娘匾，至朱麻涧口，折向朱麻村，沿
山北行，经耕牛庙、凤凰窝至石虎，
往西北进入古隔村， 向西至崇善寺
出现分叉。一路向西经古诸韩村，至
月牙石连接西路古道。 一路向北至
诸朝，由黄岭村翻山至古石堰南头，
与西路古道会合。过石堰，从沃壤村
向东，过虎口岭可至世外桃源宿城，
再向北至田湾、高公岛、黄窝。

“岩石堠”矗立守望千年古道

古有“五里一单墩（堠），十里一
双墩（堠）”的说法，墩、堠是古代的
里程碑。为了找寻堠墩遗址，笔者踏
上市开发区朝阳街道西山的西北
坡，沿着一条荒草没径的古道行走。
走出大约1公里左右，道旁有一处天
然石崖，可以看到石崖上面刻着“岩
石堠三十里”6个字。

石崖南北长17米、高4.5米。在当
地人口中，这处石崖俗称“大招崖”，
又叫 “石台”。2010年被市政府公布
为第四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
年又被公布为省级文保单位。

据了解， 此石在上世纪80年代
文物普查时被发现后， 被定为宋代
用于标记南城与墟沟（北城）之间距
离的里程碑。由此可见，当时在南城
与墟沟之间，存在着一条古道，它从
南云台山起经中云台山， 一直通向
北云台山。

据本地地方志书中描述， 当时

的人们从南城出发， 沿着古捍海堰
往北，沿山脚至猴嘴山头，再往东经
朝阳去墟沟。

古人是如何记录自己走了多远
的路程呢？张义成说，古官道上，每
经过五里处， 堆一个大土堆， 称为
“单墩”或“单堠”；再经过五里，再堆
一个大土堆，是两个顶的，称为“双
墩”或“双堠”，古人看到这个，就知
道自己走了多远的路。

“民国时期， 苍梧古道上的堠
墩遗址大部分还存在。 新中国成
立后， 随着云台山周边道路的
建设， 堠墩已逐渐消失了，有
的只知道其位置了。”张义成
说，“现存堠墩遗址有20多
处， 如南城北门外的五里
墩、大村的白沙墩、渔湾
的团墩等。作为历史遗
址， 亟待加强保护研
究。”

文人墨客沿途留下瑰宝
在步行为主的年代，苍梧古道是南北城往来的主要

道路， 而古道也把古云台十八村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沿
线的社林春游(中云诸吴村)、水村获稼(前关村)、石城秋
牧(墟沟)、梵宫竹径(当路村)、石涧桃花(小村)、西石晚霞
(西石墅原名西石村)、古塔穿云(大村)等云台三十六景更
是引人入胜。

在唐宋时期，苍梧古道相当于现在的“国道”，不仅
沿途自然风光秀丽， 历代文人通过古道频繁往来在此
留下了许多文化遗产，为古道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蕴。

宋代苏轼的《次韵陈海州书怀》最为贴切：“郁郁苍
梧海上山，蓬莱方丈有无间。”诗中尽是对苍梧古道旁海
上云台山大气磅礴景色的赞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
流。”也是古道上的景色，文人墨客流连山水，借景抒情
也是常有的情景。漫步于古人铺垫的石路上，似乎每一
方都上得几案，都值得品味观赏。

沿途当路村看上去不显山、不露水，平平常常。可打
开那经5次修订的《三槐堂东海当路王氏宗谱》及连云港
市的一些地方史志资料， 才知这个山隅小村的不凡之
处，从五代至清，有27人荣登科榜。其中，状元2人，进士
23人；走出了西汉安国侯王陵、东汉大儒王朗、北宋著作
郎王旦、明万历两广总兵王鸣鹤等历史名人。

时过境迁，苍梧古道已不见匆匆赶路人，交通运输
也已不再依靠车马和人力，古道被废弃遗忘也是大势所
趋，但文人墨客们不经意的操笔吟咏，让苍梧古道不仅
成为南北城经济文化发展的见证者，也沉淀着丰厚的文
化价值。

荒废古道串成线换新颜
随着时代的变迁， 人们告别了肩挑手提的岁月，云

台山地区的道路已四通八达，而这条从南城到墟沟的千
年古道———苍梧古道，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湮灭
在历史的长河中。

现在又是谁在替代苍梧古道呢？ 除花果山大道、港
城大道外，还有两条通道:一条为环云台山大道，另一条
为徐新路、G25长深高速和G15沈海高速，它们势如长龙，
穿梭在深山之中，遇水架桥，逢山开路，为港城的经济发
展、人们的幸福生活，谱写了一曲曲美丽的赞歌。

说起港城交通变迁，市公路中心副主任杨曜武如数
家珍。“以前从新浦到连云，一条坑洼不平的柏油路异常
狭窄，群众出行不便，连会车都要靠边缓行方能通过，仅
20公里的路程要花费2个多小时。”杨曜武说，如今，港城
的交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花果山大道、港城
大道均由两车道逐渐升级为双向四车道、六车道、八车
道。在其周围，港城大道、花果山大道、黄海大道、海滨大
道交会畅达，直达港口。”

公路干净畅通，红瓦白墙的民居，绿意盎然的树木，
姹紫嫣红的花卉……在云台山景区云台街道凌州社区
可以看到，一条条乡村沥青路在田间纵横相连，直达村
民房前屋后。“我们这里公路实现了组组通、 户户通，方
便了群众出行，也提高了生产生活水平。”云台街道凌州
社区党总支书记孟祥龙感慨。

道路的修建也为村民脱贫铺就了致富路。云台街道
居民梁艺馨经营着一家板栗采摘园，促使采摘园生意得
以顺利进行的还是门前那条生态富民环云台山大道。据
介绍，环云台山大道景区段全长约16公里，不仅串起了

花果山、孔雀沟、渔湾、东磊等景点，还改
善了云台山景区周边交通环境。

每到夏日，环山大道两侧2500余
株紫薇花竞相开放、姹紫嫣红，成为
一道独特的靓丽风景线。 梁艺馨
说：“环云台山大道的修建让交
通方便起来，越来越多的城里
人周末、 假日喜欢到这里转
转，玩玩农家乐。所以，这两

年我们一家都在想着如何利
用现有的山林资源发展采摘游

为主的农家乐。”
古道换新颜， 奋力谱新篇。无

论是当路的“华丽变身”，还是环云台
山大道的“旧貌换新颜”，都只是我市

交通发展的一个缩影。 据云台山景区建
设局局长朱栋梁介绍，仅云台山景区就已建成40公里悟
空大道、八戒路、沙僧路、唐僧路等极具西游特色的网红
道路；建成133公里游步道；山下车行道路联通成环，建
成16公里生态富民环云台山大道，铺设十余公里乡村沥
青路，不仅保障了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也进一步促进
了公路沿线的农业产业发展。

“现在我们虽然有了由城市道路、国道、高速公路
构成的现代化‘苍梧古道’，但我们仍然不能忘记那条
由山野小路、青石板铺就的‘苍梧古道’。”张义成说，
“在历史的更迭中，唯有不忘记过去，才能拥有更美好
的未来。”

□ 张晶晶 蒋德煜 刘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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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通告

因海州区城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自2023年12月5日
至2024年1月22日，苍梧路(瀛洲路—东盐河路)、苍梧巷(苍
梧路—绿园路 )、市化路 (南极路—通灌路 )、繁荣路 (陇海
路—海连路)、朝阳路 (瀛洲路—东盐河 )、东盐河路 (苍梧
路—海宁路)、郁洲路(苍梧路—秦东门大街)等7条道路实
行部分封闭施工，请过往的车辆和行人遵照交通标志指示
通行。

特此通告。
连云港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3年11月30日

近日，连云区云山街道星河社区关爱之家举办“大手牵小手，
一起向未来”亲子手工制作活动。孩子们在家长陪伴下，参与各种
手工制作，培养了孩子们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

记者 史卫平 通讯员 房继钢 摄

2024年研究生考试在即

港城考生追梦路上青春无悔

本报讯 （记者 赵阳 通讯
员 王雪晴）2024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招生考试将于今年12月
23日至25日举行。距离开考还
有20余日， 考生复习热火朝
天。近日，笔者对港城考研学
生进行了采访， 他们怀揣梦
想，脚踏实地，勇往直前。

他们充满毅力
在市图书馆24小时自助

图书馆里，每张桌子前都坐了
一名读者。其中有不少就是参
加考研的考生。

“在图书馆很安静，大家
都在学习，很有氛围感，而且
图书资料也很丰富，可以及时
查询。”考生小周说。每天早上
8点，他就来到图书馆，学习到
晚上8点再返回， 每天在图书
馆12个小时。小周说，从学校
毕业一年多了，也到过几家公
司求职， 但是结果不太理想，
希望通过考研提高自己的学
历，对以后找工作更有利。

相比小周，不少考生在图
书馆学习时间更长。“我一周
七天天天来，每天都要在图书
馆学习十三四个小时，困了就
在桌子上趴一会。” 考生小韩
说：“我在图书馆学习了半年，
已经爱上了这样严肃认真的
氛围。”

他们团结共进
在港城各所高校，都可以

看到这样一群人，他们崇尚拼
搏精神，充满了毅力。不论是
寒冬还是酷暑，他们都坚持每
天早早起床，埋头苦读。

又是一年考研季，南京医
科大学康达学院的校园里到
处可见学生备考的场景。

“团结共进是我们学校考
研的一大特点。 我们宿舍4名
同学，都想要考研。“该校临床
医学专业学生杨淑文说，无论
是考生相互之间还是与老师
之间，他们都能够密切合作和
相互支持。在备考期间，他们
积极参与学习小组、讨论会等
集体学习活动，相互学习和分
享经验。在互联网时代，他们
还善于利用网络平台，共享各
类学习资源，共同进步。

笔者从学校了解到 ，去
年，2018级临床医学专业 （加
修麻醉学特色班） 曾创下80%
升研率的优异成绩， 全班80%
的学生被 “985”“211”“双一
流” 高校录取为硕士研究生，

两个学霸寝室更是实现全员
“上岸”。

长期以来， 该校多措并举
实施毕业生升学出国续航工
程，如召开考研动员大会、邀请
考研优秀学子分享经验、 开展
考研指导针对性讲座、 打造模
拟复试场景等， 全方位、 全过
程、全要素加强考研指导服务，
提高学生考研的成功率。 近三
年来， 众多康达学子考取上海
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 浙江大
学、南京医科大学等“双一流 ”
高校， 该校各专业的平均升研
率逐年上升，其中，临床医学专
业、 预防医学专业的升学率均
高于30%。

他们勇于挑战
每年考研，除了学生，也有

很多在职人员选择报考， 有的
是为了提高业务能力， 有的是
为了在之后的求职中增加砝
码。

“我本科学校是江苏海洋
大学， 学习的专业是汉语言文
学， 目标学校有天津大学等数
所可以在职学习的学校。”张晓
毕业后已经工作了四年， 为了
进一步提高业务能力， 张晓决
定挑战自我， 克服工作和学业
的双重压力，迎接考研的挑战。

为了平衡工作和学习，他
调整了工作时间， 将更多的时
间用于自习和备考。每天早上，
他早早起床， 先进行一段时间
的自习， 再前往公司进行一天
的工作。下班后，他立即投入考
研的准备中， 深入研究各个科
目的知识点和题型。

由于工作繁忙， 每天学习
的时间非常有限。然而，张晓充
分利用碎片化时间， 每天都能
找到几个小时进行专注学习。
他善于制定学习计划， 并严格
按照计划执行。 无论是在上班
路上，还是公司午休时间，他都
坚持进行背单词、 做题目等学
习任务， 不断提升自己的学习
效率。

据了解，2024年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为
438万，考生人数三年来首次下
降。其中，我市本次研究生考试
报名人数近1.2万。“虽然人数
相较往年略有减少， 但随着考
试越来越近， 考研的热度反而
有所增加。 希望考生在复习的
过程中不要过于劳累， 注意休
息，多锻炼身体。”市教育考试
院相关工作人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