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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桑榆·常青

阅读提示

包山以洁白的梨花引人入胜，以唱腔优美动听的花鼓戏传承非遗，村民以纯朴真诚的心待人留
客。这里天蓝、山青、茶香、酒纯、水甜、梨甜、歌更甜，这个古老而富有生机的村落，正以优美的身姿融
入诗画云和的行列中。

我已经多年没有去包山村了。可那
个群山环抱、绿树绕庐、花团锦簇、富庶古
老的地方，花鼓戏优美的旋律，山涧清脆
的流水声，那被洁白的梨花紧紧拥抱着的
村子，却始终在我的梦中萦绕。

古村落人杰地灵

包山位于云和县域东部，东邻莲都
区，南接景宁畲族自治县，是三县交界之
地。据《赵氏宗谱》记载：“明末清初，阙姓
祖先道真公从景宁梅坑迁此定居。”包山
古老且有文化韵味，寻觅村里现存的几处
古迹便知一斑。

踏过横跨村水口小溪的廻龙桥，桥北
面石板阴刻“大清乾隆辛亥张氏合族鼎
建”，该石桥长约 3米，建造于乾隆五十六
年，东西走向，用五根条石铺筑而成。它伴
随着终年不尽的潺潺流水，向人们叙述着
这里的沧桑变化。村里坐北朝南，占地面
积约600平方米的张家老屋颇具规模，纯粹
的清代建筑风格。屋内梁枋、牛腿雕刻着
动物、花卉等图案，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包山还有一个真实鲜为人知的故
事。阙姓始祖开基之后，陆续住进了张
姓、赵姓、徐姓人。清朝时，云和街里有一
个姑娘嫁到包山张家，她刚嫁到包山，人
生地不熟，连个说知心话的人也没有。要
想回娘家要走好多路，山高路远极不方
便。夜间常常啼哭着说：“你家的房子还
不如我家的灰寮。”其实这户人家极其富
有，只是在当时的农耕年代不愿意舍弃包
山的山场和土地住到街里来。一气之下，
就在云和县城后溪北岸盖了一栋三进九
开间，三个大天井，天井全用石板铺就，四
周砌砖墙的张家厅，房屋二层，木窗雕刻
精细。现在后溪原木器厂那条弄堂两边
的砖墙，墙内的旧房屋就是张家厅。当
时，这栋房屋在云和街里是为数不多的高
级建筑。

位于包山村口建于清朝早期的张氏
宗祠，虽然年久失修，我们还可以看到这
座占地面积 300多平方米的宗祠，前后二
进、五开间颇具规模。在村西北面的山坳
里坐南朝北的禹王殿，从殿内脊梁上的题
记可知建于清咸丰三年，该殿占地面积
100多平方米，殿内梁枋、牛腿、雀替等木
构件雕刻人物、花卉等图案。包山曾是乡
政府所在地，1951 年 2 月，县政府曾经在
包山设乡政府，辖区有包山、下庄、上垟、
蔡坑、潘坑、杨坑等村。1956年 5月，划出
潘坑、杨坑隶属景宁。后来包山乡被撤
并，与云和县一起并入丽水，属丽云区峰
源公社。

包山是人才的摇篮。1964年，包山村
为民主公社管辖，县政府在包山伏布自然
村，创办了民主农中，期间农中曾归区里
管理，直至 1990年搬至原国防技校校区，

1995 年与县技工学校合并，为现在的云
和县中等职业学校、国家级重点职业学
校。在包山伏布农中就读的学生，翻山越
岭步行二十多里半工半读，培养了吃苦耐
劳的精神，他们不少人毕业后成为云和县
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

花鼓戏传承非遗

停下踏春赏花的脚步，你会发现包山
不仅风景秀美，文化底蕴也很深厚。村子
里很多人都能歌善舞，我的老朋友徐锦
山，一个纯朴的农民，就很有艺术细胞。
他常常挑着货担，既当演员，又当导演，还
是包山花鼓戏团的团长呢。

包山花鼓戏，这项自成一体的民间艺
术，是一种介于民间歌舞、曲艺和小戏之
间的艺术形式，500 年来广泛流传，享有
盛名，经久不衰。每年正月初二起至正月
二十前，在县城和各村巡回，就在农家门
口、厅堂等演出。解放前花鼓戏曾被看作

“乞丐戏”，艺人受歧视。解放后，花鼓戏
班出现生机，除演出传统剧目外，还配合
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开展宣传演出，
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除在邻村外，还到县城、其他乡镇，及
丽水、景宁等地农村演出。随着时代变
迁，包山花鼓戏在云和马灯和采茶灯两种
艺术形式基础上，汲取了安徽凤阳花鼓戏
的艺术元素，融合了戏剧、舞蹈、民间吹打
等民间艺术，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民
间戏曲品种。花鼓戏传统剧目有《大花
鼓》《双看相》《卖花线》《卖草囤》《补缸》

《荡湖船》《走广东》等，它传承的民风民俗
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其中《福妈嫁囡》
这部优秀本土文艺作品，参加浙江省小戏
大赛，一举拿下了创作、音乐、导演、演出
四项金奖。从此，包山花鼓戏名声大振，
2009年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项目名录，现在已成为包山乃至云和传
统文化的一张名片。

老雪梨香飘古今

正月花鼓戏班演出巡回归来，那房前
屋后的梨花就开了。春天山上景色迷人，
村子是花的海洋，梨花洁白，杜鹃粉红，争
奇斗艳。这里肥沃的土壤，海拔 670米的
气候，很适合雪梨种植。包山村开基后就
开始种植雪梨，至今已有 500多年的栽培
历史。

现在，人们的生活休闲了许多，寻觅
美景的人更多了。包山村房前屋后还有
1000 多株老雪梨树，近年又种植了新品
种雪梨，全村有 20 多公顷雪梨地。每年
春天梨花盛开时，吸引着众多的本地、外
地游客和摄影家前来采风、观赏。

包山雪梨皮薄、肉细、汁多、味甜，深

受外地宾客的青睐。杭州、温州等地客
人，常常打电话来让我们帮助购买。

包山古道由石阶铺成，从沈村、竹坑、
平里通向包山、景宁、处州。包山人祖祖
辈辈肩挑背驮把雪梨和农产品运出山来，
又从城里买农药化肥和各种生活用品，挑
着担子翻山越岭爬坡回家。清知县陈治
策，嘉庆十一年四月来到云和，他任知县
四年期间，曾步行去包山。他作的《包山
路》诗云：“溪行几屈盘，迤逦造峰端。树
拥螺光湿，岩拖瀑影寒。蠕蠕云作窖，得
得藓成瘢。不尽乘高兴，从他屐齿刓。”这
个勤政爱民的知县，在诗中没有告诉我们
路有多难走，而是说他穿的鞋底磨损了，
可见他不怕路途难行，常年下乡而深受云
和百姓爱戴。

包山人吃尽了没有公路的苦头，村里
党员干部发动群众自力更生。1990 年，
他们自己测量、设计、开山、放炮，政府没
有专项拨款，村干部一方面到处去“化缘”
集资，一方面发动干部群众投工投劳。人
心齐、泰山移，历时三年修通了从竹坑到
包山长 17公里的机耕路。

由于这条机耕路路陡弯多，县政府于
2005 年开工历时三年，修通了梅湾途经
靛青山村至包山，全长 10.5公里的准四级
康庄公路。这条总投资 500多万元,路面
宽 4.5米的平整水泥路，彻底解决了包山
村行路难问题。

公路修成后，包山雪梨的销售行情一
年好似一年，每年慕名到包山欣赏梨花的
山外来客络绎不绝。

新农村再踏征程

我对包山感觉最深的是这里的人很
勤劳。当年，我到村里召集党员干部开
会，天晴日大家都劳动到摸黑才回家。等
他们洗漱吃饭后，往往都要晚上八九点钟
才能坐拢来开会。如果事情没有商量好，
主持会议的人没有宣布结束，会议开到下
半夜，也不会有人提前离开。天还没亮，
我在睡梦中听到鸡啼，同时就听到了墙外
有赶牛声，晚上开会的党员干部又早早地
下田干活了。

人勤地生宝，500 多人口的村落，分
布有村前村后至半山腰人均 1 亩的耕
地。这里虽然山高路遥，历史上都比较富
裕，人们衣食无忧。现在，包山家家户户
仓有陈谷，圈里鸡鸭成群，栏有耕牛、肥
猪，有的人家还养两三头牛呢。

包山以洁白的梨花引人入胜，以唱腔
优美动听的花鼓戏传承非遗，村民以纯朴
真诚的心待人留客。这里天蓝、山青、茶
香、酒纯、水甜、梨甜、歌更甜，这个古老而
富有生机的村落，正以优美的身姿融入诗
画云和的行列中。

（云和 陈水根 68岁）

古村包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