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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人桥原有3条桥梁，民国
年间两条被砸断，新中国成立后，
用钢筋水泥桥梁替代断梁。这次
修缮后，我们保留原有旧桥梁，新添
置了两片石板桥梁，恢复了仙人桥
石板桥风貌。”在罗宁古官道仙人桥
处，董灿福说。

近年，罗源以更大的力度保护
罗宁古官道，传承罗宁古官道文
化。县政协多次就罗宁古官道的
保护和修复提出建议，并筹措资金
牵头修复。2021年罗源县罗宁古
官道管理处成立后，率先对起步至

中房段古官道展开修复，除了修缮
仙人桥，部分破损严重的路面也按
照古官道原来的铺砌工艺进行了
修复。

焕发新活力的，不只这里。凤
山镇北门的罗宁古官道梅岭段，据
《福州府志》记载，自汉武帝时代留
存至今。2018年，罗源凤梅生态公
园开放，公园与梅岭古道串联，并设
置罗宁古官道入口。入园赏罗源

“古色”，成为公园的一大打卡点。
而在起步镇，作为曾经罗宁古官道
的必经桥梁，宋桥也得到恢复。

下一步，罗源将深入开展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继续挖掘罗宁
古官道的历史文化，推进文化和旅
游融合发展，让这条昔日热闹的古
官道，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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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道千年古道 驿路芳华驿路芳华

■记者 李锦清 见习记者 刘露 通讯员 黄益辉 刘其燚

千载相逢传佳话，悠悠古道过罗宁。从罗源穿境而过
的罗宁古官道，于沧桑的历史之中，在秀美的山水之间，连
接南北，贯通古今。它凝望着罗源从历史深处走来，见证这
座千年古邑的繁荣兴盛，承载着这座山海之城的文化底蕴。

日前发布的《福建省古驿道文化旅游专项规划》写道，
福温古道为我省古代六条古驿道之一。值得一提的是，罗
宁古官道正是福温古道的重要节点路段。日前，记者来到
罗源，走访这条古道，领略它的笔墨风流和驿路芳华，也感
受古道新姿。

记者驱车前往起步镇潮格
村，准备踏访罗宁古官道罗源境内
的一段。在距离潮格村不远的护
国村，记者看到一座石塔护国塔。

“前达温州，后通福郡，凡冠盖所必
经……”一旁石碑上载有写于清朝
咸丰年间的碑文。罗宁古官道管
理处主任董灿福介绍，古时护国村
是福温古道的必经之所。

抵达潮格村后，步入罗源古
官道，斑驳的石板镌刻着岁月的
痕迹。行走不远，便看到一座石
板桥横跨溪流之上，名曰“仙人
桥”。相传东汉时，曾有仙人徐登
在起步的仙茅山修道，故有此名。

过桥之后，山势渐陡，最为险
峻陡峭之处，莫过于距离仙人桥约
1公里的猴岭。此处，绿树繁茂，怪
石嶙峋，最窄处仅1.5米宽。董灿
福介绍，猴岭因山势远眺状如猴身
得名，古道行经此处，曾遇巨石挡
路，古人便在巨石之上凿出了三层
台阶，这才实现了古道的连绵延
伸，因此又得名“三层岭”。

经“三层岭”继续徒步约500
米，地势忽然开阔，可见一座近年
修建供游客休息的凉亭，名为“水
槽亭”。闲坐亭中，城郭风景尽收
眼底。山风习习中，不禁令人遥
想古道从何而来。

一条古道，传扬笔墨风流佳
话，展示一方人文荟萃。《福州古驿
道史话》编撰组成员之一的林强，
曾踏访罗宁古官道。古道文化特
别是“才翁石”传奇故事，给他留下
深刻印象。

“才翁石”位于古官道走马岭白
塔寺旁。1041年，北宋著名书法家
苏舜元（字才翁）担任福建提点刑
狱。一天，他路过白塔寺，被寺旁一
树石相依的情景打动，遂在树旁崖
石欣然题写“才翁所赏树石”。

1158年，南宋著名爱国诗人
陆游担任宁德县主簿，路过古道时
发现了“才翁所赏树石”。穿越时
空的共鸣，促使他吁请当时的罗源
知县项服膺作护栏保护。热心的
陆游，也被林强形象地称作“古代
的文物保护工作者”。

到了清乾隆年间（1762年），
担任福州郡守的李拔，颇有官声。
他在路过时欣然为“才翁所赏树
石”题诗《才翁石》。不久之后，诗
碑立于树石之旁，让“才翁石”声名
更显。

千百年来，理学大家朱熹、民族
英雄戚继光、清代名臣纪昀（纪晓
岚）、著名篆刻家赵之谦等历史名人
都曾在古道往来，并留下诸多罗源
题材诗歌佳作，在古道上久久流传。

古道沿线，既有白塔乡双箭
峰、猴岭、福源山通天洞、叠石道者
岩等自然奇观，也有圣水寺栖云洞
十八罗汉像、后张历史文化街区、
起步镇宋桥、中房陈太尉宫、满盾
古民居建筑群等人文景观。它们
连同“徐登悟道成仙”“猴石精”等传
说，讲述着古道跨越时空的芳华。

罗宁古官道罗宁古官道：：

罗宁古官道。记者 林双伟 摄

历史上驿运的繁忙，形成
了今天扬名的罗源至宁德的罗
宁古官道。作为驿道上的重要
节点，罗源堪称古道通衢。

据了解，罗宁古官道由连江
下楼进罗源境内，沿途经白塔，
穿过县城所在地凤山，继而经起
步、中房，于中房镇界首接宁德
蕉城区的白鹤岭路，全长93里，
其中罗源境内65里。

值得一提的是，罗宁古官
道的修建，堪称穿越时空的“接
力赛”。

《罗源古官道志略》编委会
主任董志干介绍，根据《福州府
志》记载，罗宁古官道始修于汉

武帝时期。原路由罗源护国村
接入宁德蕉城区朱溪岭道，或
经罗源蒋店村过飞鸾岭抵飞鸾
渡口。

“两条路线不是路程太长，
便是山高路远难行。”董志干介
绍，到了南宋宝庆年间，时任宁
德县主簿丁大全，开辟了宁德白
鹤岭路，实现与罗源叠石的连
接，后经明清维修，形成了今日
罗宁古官道格局。

官道有啥功能？福州市政
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编辑陈常
飞介绍，官道是指由官府出资或
者组织修建的道路。驿道属于
官道，它是中国古代为传布王朝

政令而由官方设置的交通道路
与驿路传舍的总称。罗宁古官
道罗源段为“五里一亭，十里一
铺”。亭供行旅休憩之用，铺则
供传递邮件铺兵住宿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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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宁古官道途经的中房满盾村，有古厝群。记者 林双伟 摄 “才翁所赏树石”石刻。罗源供图

罗源凤梅生态公园是游客探访罗宁古官道的重要景点。张传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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