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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滩古镇地处闽东寿宁县城南部，背靠有名的车岭
马兰岗，有陆路通往县内各地和闽浙边界；水路直通福
安、赛岐、三都澳等地。

1957 年福（安）寿（宁）公路修通之前的数百年间，县
内以及邻近闽北的松溪、政和，还有浙南的泰顺、景宁、庆
元等地的农特产品茶叶、桐油和粮食等大宗物产，都是靠
山里担夫肩挑到斜滩装船出运；沿海的海产品及盐、食
糖、布匹等南北杂货也由船运到斜滩，而后肩挑分散到县
内和周边地区，供应民众日常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因此，
斜滩一度在历史上成为物资集散的码头地。因为常年采
制茶生产时间可达八九个月，实际上，斜滩码头成为茶叶
出口的专用埠头。

在旧社会，水陆交通道途上，不但山岭重迭、荆棘丛
生、滩陡流急、礁石遍布，而且匪患不止，众多的挑夫和船
工在漫长的岁月里，不知经历了多少忧患，洒下了多少血
汗。据当年《何氏家乘》记载：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七
月，斜滩渡船翻沉，50多人溺水，死者40余人。

从福安到寿宁走陆路为120华里，必须经过斜滩，所
以斜滩又是寿宁的一个门户。自斜滩而上，通县内和县
界地区的陆路主要有五条：一是通平溪、南溪到达政和边
界，100华里；一是经车岭、岱阳、托溪到达庆元边界，90华
里；一是沿车岭到城关、坑底通景宁边界，130 华里；一是
沿竹管垅、山枣坑、南阳、犀溪到达浙江泰顺县城，90 华
里；一是从斜滩到凤阳达周宁边界，60华里，可谓“五县通
衢”。但斜滩通往县内外的五条陆路都是上岭上坡的，举
步维艰，加上匪盗横行，行人胆颤心寒。据斜滩卢氏、何
氏家乘史上记载，明万历二十年（1594 年）县令戴镗为防
倭寇、盗匪入侵寿宁，就在斜滩境内设有四关（车岭关、绝
险关、铁关，平氛关），踞关防守，可见斜滩这些交通路线，
在民防、军事上也极为重要。进入民国后期，兵荒马乱、
土匪猖獗，斜滩陆道上的车岭头、洋头亭、马岭亭、四脚亭
就经常有土匪出没。所以那时候，斜滩和城关出现包送

运茶防匪的递铺哨，茶行茶商用钱雇这些持枪的保镖，上
下都护送到洋头亭交接。民国三十年（1941 年）夏天，就
有温州茶商缪策臣携带银圆到斜滩收购毛茶，路经车岭
洋头亭被土匪劫走300块银圆。

来往斜滩肩挑运货的担夫行路之难，岂独车岭一处，
北山岭、钱塘坡、山枣坑、还有那连绵不断的山岭石路以
及闯虎口、过险滩人力撑扛的木船船工，为谋生计，几百
年来，一年复一年，一代接一代，多少人常年累月出没于
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不知洒下了多少担夫和船工
的辛酸血汗。

由于寿宁山高岭峻，与斜滩上下海拔落差600多米，
地势由北向南倾斜，所以县内许多河道都顺流汇聚于斜
滩。主要有发源于浙江庆元岭头经寿宁县托溪、九岭和
发源于庆元西溪经寿宁杨溪头、下屏峰这两条溪流汇合
后，穿过大溪头、山田，绕斜滩村而下，再同发源于政和新
康，经寿宁平溪、印谭、下老的溪流，在斜滩的交溪汇合，
直通武曲、社口，再流经福安境内而后入海，成为天然水
路通道。自斜滩至福安，溪流总长110华里，在武曲余坑
以上称为龙滩溪（亦称渔溪），社口以下至福安龟岭称长
溪，河道虽较平坦，但险滩礁石可不少，最有名的是虎口
和滇头岩礁。

龙滩溪流经斜滩古镇地段，溪面宽阔，水流平缓，溪
岸两边形成自然的阜头，即古时交通驿道上的渡口，而成
为便于停泊船只、起缷货物、水陆来往便捷的水运码头，
几百年来，是古镇斜滩历史兴衰的见证。令人记忆犹新
的是楼下复兴码头，一直沿用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历经

“风雨飘摇渡苍生”，最终完成了使命。
斜滩木船统称“斜滩槽”，船身宽 2 米、长 4 米，两头

翘，用松木板拼接，合缝处以炒竹丁衔接和填塞油灰加
固，每船可装竹蓬二张，以升降开合，作避雨歇息和住宿
之遮盖，船头竖桅杆张帆。船夫 2 人，前者撑篙，后者操
桨。每条船顺流可载干茶1吨左右，而逆水只装载10-12
担货物。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寿宁及周边县年景好，
茶叶丰收，产量大增，斜滩运茶货船达130多艘，以后增加
到200多艘，其中专为大商家复兴号茶庄运茶外销的平时

有 40 艘，最多时达 93 艘。大多船工驾驶技术娴熟，能履
险如夷，多雨季节，顺流运货，一天即可到达福安赛岐；逆
水回船从赛岐到斜滩，船运要2天，枯水则要3天。

斜滩这条得天独厚的水路，既是起点，又是终点，使
得它比县内各地较早开放，与外界联系也颇为频繁。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斜滩的社会贤达对抗战时事备加
关注，就是利用船运的便利，每天都会看到从福安寄来的

《战生日刊》。这是一张油印小报，内容是前线战讯、战役
地图等，台儿庄大会战、义勇军炸沉日舰“出云号”的胜利
消息由这张小报传到斜滩时，闻者欢欣鼓舞，有人还当街
买酒，开怀痛饮，以示祝贺。清末到民国，内外物资交流
渐趋繁盛，不但促进经济发展，而且航运便利外出求学仕
途的人也越来越多，为当地造就不少达官名人，近代史上
古镇成为闻名海内外的“研究生之乡”。上世纪三十年代
末至五十年代初期，斜滩复兴号、周元丰、郭丰记、卢广源
等茶行的30多万担精制茶叶就是利用这条水路通道，由斜
滩装船启运，远销福州、香港和东南亚等地区。民国时期，
斜滩盛产的“坦洋工夫红茶”远销英国、德国、俄国以及东
南亚诸多国家，就是从这条茶马古道运出销往各地的。那
时，从海外运回的装茶空箱或洋油箱以及其它货物包装
箱，只要打上“中国·斜滩”的圆形蓝钢印字样即可到达原
地，可见斜滩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之高是空前绝后的，故此，
古镇斜滩被誉为“闽东小上海”。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斜滩籍旅外知名人士、时任福
建学院院长的郭公木先生、上海市副市长的何宜武先生
与担任三沙海关关长的卢少洲先生和当时的海军总长萨
镇冰交情甚笃，他们馈赠给萨公 10 箱斜滩产的“坦洋功
夫”茶，萨公品赏后赞不绝口，视为佳茗珍品。在他巡访
东南亚诸国及港澳期间，他把斜滩的“坦洋功夫”茶精装
成珍贵礼品随带出访，分别赠送给各国军政要员或友
人，使斜滩茗茶声名大噪，备受青睐。此后，古镇斜滩商
贾云集、购者如林、销路广阔。记得当地文昌阁有幅对
联：“门迎云路三千客，地踞龙江第一乡。”即为当年这里
的写照。

那时候，每到茶叶上市季节，斜滩码头一年之中呈现
一派繁忙景象。来自三村五境的茶农肩挑背扛新茶到斜
滩收购；闽浙五县的茶商、挑茶工从四面八方云集斜滩溪
岸两边埠头；周边山路上挑茶袋的、抬茶箱的络绎不绝，
不分昼夜，风雨无阻；溪面上数百条“斜滩槽”往返穿梭，
装茶上船的、卸货搬运的，熙熙攘攘，人流如过江之鲫。
斜滩方圆数百米内，挑工柱杖敲地声、船夫起运呼喊声、
商家村妇叫卖声、客栈老板招呼住宿声，此起彼落，各种

嘈杂声连成一片商贸繁荣的交响曲；加上夜里的松明、竹
篾火把、风不动、煤油灯，把整个斜滩码头、街道、溪岸照
得彻夜通明；船只马灯闪烁，在溪面上似密密麻麻的萤火
闪动，夜景十分壮观。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斜滩开办
经销茶叶的茶行24家，就有3000多人日夜加工精制茶叶
和从事购销活动，生意兴隆，四通八达。这正印证了当年
寿宁县令宋际春《咏斜滩》的五言诗所描述斜滩古镇的繁
华景象。诗云：“岭势从天下，滩流委地斜。风烟团一市，
茶香绕千家。夜剧村逢偶，春寒县闭衙。鲤灯今夕见，百
里最繁华。”

（图片来源于斜滩镇文史资料）

“从叶片的检测数值上看，叶张中的钾、镁元素也有
些缺乏，在冷空气过后，还需要补充一些。”

“白车轴草，又名白三叶，能成为优质牧草绿肥，提高
茶园土壤肥力，提升土壤含水量。”

“凤跡洋的高山环境能招引天敌昆虫来茶园捕食，增
加了茶园多样性，还有利于茶园的营养回收以及防治土

壤线虫病等。”
一字一句，一草一木。每隔15天左右，“一叶九鼎”的

茶园管理日志就会更新一条茶园管理动态，详实记录下
茶园中的新变化、新发现。

在“一叶九鼎”品牌创始人吴志坚的眼中，每一个微
小的生态变化都反映了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他深知，只

有在充分了解和尊重这些法则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
有机茶园的可持续发展。

“一叶九鼎”起源于 17 世纪清朝建立的“吴氏老茶
坊”，吴氏茶人300余年来世代深耕茶园，善用传统工艺制
茶。经过300余年的传承与发展，吴志坚继承了“吴氏一
叶九鼎制茶技艺”，并将其发展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今，他创立的“一叶九鼎”茶业有限公司已成为一家集
茶园管理、茶叶种植、加工销售、自主研发为一体的市级
重点龙头企业，在当地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磻溪镇大洋
山的80余亩知青茶林（野放茶园）、1000余亩生态茶园以
及300余亩有机茶园都是“一叶九鼎”坚持打造健康生态
系统的见证。

作为福鼎市唯一的省级森林公园，大洋山生态多样
性非常丰富，山内藏着数不尽的自然馈赠。这里不仅海
拔高，终年朝岚夕霭，40 厘米厚的红黄砾壤，更是茶树上
好的生长土地。在那段知青岁月里，吴志坚的母亲作为
知青，在大洋山栽种下一片白茶园。在她返城后，茶园荒
废，茶树开始遵循自然的法则自由生长。野放的40多年
间，茶树与花果为邻，和野鸟为伴，自成野生之态。尽管
存活的树种有限，但精品居多。40多年后，作为国营茶厂
制茶工人的吴志坚在下岗后，力排亲友的劝阻，背起行
囊，走进大洋山凤跡洋的深山中。

他与父亲在保留茶园“荒”“野”自然本色的基础上，
开始了对见证了父母爱情的知青茶林的修整。期间，吴
志坚苦学不辍，耕读并举，研习茶艺常至深夜。他还在休

茶期间云游于各大茶企，拜名师门下求艺，奔赴成都等地
考察茶市，到中茶院培训，提升理论造诣，博采众长。日
积月累，他的茶艺日臻完善。2020年，吴志坚取得了国家
一级评茶技师的职称，还担任起了福鼎市茶叶协会副会
长等数职。

整理完“知青茶林”后，吴志坚开始扩大规模。通过
土地流转方式获得100多亩的山坡地种植茶树，通过施羊
粪、菜仔饼，在茶园种植紫云英等绿肥，让茶树自然生长，
形成半荒野茶园。这也是吴志坚一手创立的品牌“一叶
九鼎”的核心区。

为了留存住茶叶那一抹天然纯净的清香，吴志坚耗
时 10 年，在大洋山中建起茶厂，逾 3800 平方米的生产车
间内引进了全套标准清洁化生产线，以及萎凋、烘焙、检
验等一系列完整的设施设备，实现一杯好茶，产在荒野，
制在山中。

十年磨砺成就一杯好茶。现如今，“一叶九鼎”已
经成长为福鼎白茶中的知名品牌，也带动了一方百姓
踏上致富路。以凤跡洋为中心，吴志坚父子将周边的
大洋、青坑、吴洋、柯洋等行政村的近千亩茶园纳入“一
叶九鼎”拓展区，收购当地茶农的茶青，并免费为茶农
们提供有机肥和生物农药。通过不定期对收购的茶青
进行抽检，以及派专人指导茶农有机管理茶园，“一叶
九鼎”既实现了带动当地群众增收，又保障了茶客们的
一杯“放心”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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