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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中磐安：
群山深处有奇观

磐安花溪风景区“千米平板溪”，是
我们行程之中伙伴们最喜欢最难忘的
一站，最主要的原因，它是一段溪中漫
步的奇特之旅。

进入景区，乘电瓶车驶过一大段山
路，始见一条宽约五米的小溪。上游有
泉水潺潺流下，两岸俱是山民人家。再
往上游行上一公里不到，便是“千米平
板溪”。

此溪，可以视为横着的瀑布。李白
吟庐山瀑布“遥看瀑布挂前川”，此处则
是“遥看瀑布躺前川”。

溪底差不多都是半间屋大小的平
整石板，石板肩挨着肩，长达几千米。
据专家考证，河床内光洁的石板，为一
亿 年 前 中 生 代 火 山 喷 发 形 成 的 流 纹
岩 ，此 岩 石 成 水 平 状 ，故 河 床 平 坦 如
砥。溪水下流，水质清澈无比，阳光照
射下，水底古铜色的岩石反射波光，潋
滟灿然。溪水或深或浅，浅处才能没
脚背，深处不过膝之下。千米平板溪，
大热天在这平板溪水中游玩嬉戏，非
常凉爽舒适。

要在溪中漫步，得穿上花溪特制的
“布凉鞋”。我们找上“千米平板溪”岸
上的一户农家乐，在这里换上布凉鞋，
寄存换下的鞋子，还打算中午在此处用
餐。老板娘见生意来十分客气，主动帮
我们穿鞋。布凉鞋样子像草鞋，却是用
花花绿绿的布条纳结而成。老板娘帮
儿绑的鞋带不牢靠，在入水后，未走几
步，布凉鞋就走脱了。儿试着光脚踩在
石块上，却发现水中石板相当滑腻，石
板多年浸于水下，上附青苔，一走一滑，
根本就站不住身。还是赶紧穿上布鞋
吧，并且要绑上菱形绑腿！真不知道这

花溪哪位聪明人想出来穿布凉鞋在水
中行走，倒是彻底解决了水下石板滑溜
的难题。

在偶尔露现的石块缝隙中游着小
型石斑鱼，长约三寸，为花溪特产，此鱼
颜色与石块相仿。水质过于清澈，石斑
鱼空若无所依持，静止不动，如同着了
隐身衣。我找了半天，愣是没找着，其
他游人倒是眼尖，一有发现，立即对着
那几条小鱼围捕。大人小孩人数众多，
声势浩大，鱼儿早就逃之夭夭。身旁王
妹带上了自拍杆，站在水中以四周青山
绿水为背景，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全景自
拍，自得其乐，不时还邀请我们一同入
镜。这边小家伙们买了三管喷水枪，想
随意喷射又不敢对准人群，饱吸溪水，
又朝向岸边。

平板溪虽说是平板，但也有落差，
十 几 公 分 而 已 ，沿 山 形 不 断 往 上 递
增。环顾四周，群山连绵，山中溪谷，
流水淙淙，周边茂林蔽天，环境极为清
幽。再往上走，岸边有杂树生花，花谢
飘零，溪边铺满落花，映着蓝天白云，
另有一番诗情画意。千米平板，三公
里路程，整个溪中游玩，花去我们小半
晌时光。

当抵达千米平板溪的尽头的时候，
那边筑有紫藤花架，紫藤茂密，须藤交
错，浓荫下凉风习习，下面挂有几处木
质秋千，孩子们欢呼着坐上去，边荡悠
边玩水，自是一派清凉世界。玩累了，
玩够了，才依依不舍离开。

一个遗落在深山坳中的古村落，
一条亿万年火山石为河床的“平板溪”，
目之所触满是苍翠，足畔所涉尽是清
波，当你与万亿年山水存于同一时间、
空间，于是刹那间，顿感胸中尘埃尽被
涤荡，世间烦俗宠辱皆忘。

磐安，一个素有“浙中之心”“华东
小九寨”美誉的地方，一个让人倍感身
安心更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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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石村，是首批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磐安的第一个生态示范村，位于磐安市
尖山镇管头村，该村落是全国保存最完
整的乌石古村之一。

乌石村的老房子一律由千年不化的
黑色玄武岩筑成，玄武乌岩就山中取就，
乌石村的先祖们发挥聪明才智，石块、石
片、石砖，依石之形，层层垒成坚实墙体。
石房分两层，楼上住人，楼下堆放柴火、
杂物。乌石屋的两侧都设有排水沟，排水
系统绕村而设，到如今依旧发挥着作用。
墙体开设极小的门、窗，可防盗防火。这
些乌石层墙体厚实，冬暖夏凉，历经地
震、洪水依然安然无虞。但时光流逝，人
们生活的身影渐渐离开了这些古老石
楼，如今乌石房基本已不再住人。远远看
去，山顶之上，一排排落满沉沉时光之痕
迹的石屋，静默无语。瓜藤、爬山虎点缀
着乌石村的墙垣，游客的花衣则是这片
沧桑之中的亮色。可以想象，还在未开发
旅游之前，这样的乌石屋仅仅是管头村
先辈们生活过的场所，年轻人眼里，他们
是先民遗物，陈旧、破败、矮小、阴暗，如
此不合时宜。可是，如今来自五湖四海的
人们爬过连绵群山，一辆又一辆大巴接
连驶入，来到此处，又是为了什么？

如果说，乌石房只占据乌石村落的
一小部分，这个村子更多的古建筑，则是
成片的雕花木楼。

喜欢文化与探究的我们，带上几个
孩子走进了一户建于明末清初的人家。
这是个木窗木门木墙木梁为主要构件的
四合院，院中大丽菊、吊兰、月季等花卉
恣肆生长着，优美的旋律在院子里飘荡。
院子的主人似乎以一种半推半就的心态
来迎接络绎不绝的游客。院东侧有个石
磨，可以磨豆浆，经主人同意孩子们就在
那里推起磨来，却不知道怎么操作。我们
走近院内，踏入步槛，天花板上垂下的电

灯发出昏暗的光芒，屋内陈设相当陈旧、
壅杂，房主就着昏黄的灯光在吃晚饭。先
生礼貌地问起主人，跟他交流起来，老翁
讲述着这房子的历史，指着雕花板门上
的八仙图案跟我们讲起先祖们在这里生
活的故事。他还给我们看照片，今年曾去
过苏州无锡，他描述着拜访过的人间天
堂如何之美好。作为来自人间天堂的我
们，心头漫起某种情绪来，我想那一定与
自豪有关。三百年历史的老房子，想必只
有在这曾经闭塞的大山深处，才可能被
完整保留。他的孩子已住进了前面的新
楼房，办起了农家乐。

2006 年，乌石村被中央高度重视，作
为农家乐调研点之一，率先被鼓励发展新
农村建设。乌石村实行“四统一”管理模式，
即统一对外营销、统一接团分客、统一收费
标准、统一结算账目。据说前几年来乌石村
旅游，住、三餐每天只需要五十到六十元，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乌石村名气的提升，现
在涨至每天一百多元，但无论如何这样的
惠民措施在市场上还是大受欢迎的。

当晚我们在那片崭新的别墅区农家
乐中用餐，席上上了野猪肉、土鸡煲、豆
腐衣包肉、茶树菇排骨煲等等，满满一整
桌。土鸡煲汤色金黄油亮，每个人喝了不
少鸡汤，野猪肉色泽酱紫野味十足，实是
山中佳品，豆腐衣包肉，外衣透明如纸，
裹肉之后口感层次分明，鲜香适口，更是
叫人赞绝，其它各色菜肴各具特色，连带
酒水，最后结帐居然才吃了五百元。

农家乐全部开办在新建成的村民自
建别墅群中，别墅中那雪白的瓷砖，高档
的设施，现代化的家具，似乎告诉着世人
他们生活的富足。也许，这样的生活方
式，对他们，对我们，都是最好的选择。

舞龙峡

十八涡

千米平板溪

舞龙峡的小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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