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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调查永康市古道资源现状，对古道资源的空间分布、数量及长度、分级保护现状进行了研究，

分析了古道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和管理对策。结果表明，永康市现有古道37条，

总长度334.7公里，分布在12个镇、街道；达到一级保护标准的古道有11条，占古道总量的29.73%。 
 
关键词 

永康市，古道，资源现状，保护对策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tection  
Countermeasures of Ancient Paths  
Resources 
—Taking Yongkang City of Zhejiang as an Example 

Pan Jin1, Linying Xu1, Zhen Wang2, Turong Zhang3, Zhiming Zhang3, Ningning Liu3 
1Yongkang Bureau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Planning, Yongkang Zhejiang 
2Yongkang Forestr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Yongkang Zhejiang 
3Lishui Rongsen Forestry Development Co., Ltd., Lishui Zhejiang 
 
Received: Mar. 1st, 2025; accepted: Mar. 22nd, 2025; published: Mar. 31st, 2025   

 
 

 
Abstract 
By investigating the status quo of ancient path resources in Yongkang Cit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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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stribution, total amount and length of ancient path resources, and the status quo of graded 
protection of ancient path resources,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ancient path protec-
tion,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rotection measures and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37 ancient paths in Yongkang city, with a total length of 334.7 km, dis-
tributed in 12 towns and districts. There are 11 ancient paths that meet the standard of first-class 
ancient path , accounting for 29.73% of the total number of ancient paths. 

 
Keywords 
Yongkang City, Ancient Paths, Status Quo of Resource, Protection Countermeasure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古道是指具有百年以上历史或者不足百年但具有特殊历史意义，且具有原真性、连通性，富有人文、

自然资源的步道系统[1]。古道既是古代交通的遗迹，也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载体，结合了自然、文化、历

史景观[2]-[4]，是极其珍贵的自然与文化遗产[5]。如今，古道已经成为“两山”转化的绿色通道、乡村振

兴的重要渠道、人民群众品味乡愁的时光隧道。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受频繁的人类活动以及自然侵蚀的影响，古道的

贯通性、历史性、人文性和景观性仍存在不同程度破坏[6]-[8]。因此，开展古道资源的全面调查并研究古

道的保护措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调查永康市古道资源现状，对古道资源的空间分布、

数量及长度、分级保护现状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古道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措施和管

理对策，为古道分级保护和修复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 

2. 调查方法 

采用查阅资料、实地调查和访问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对永康市辖区的古道资源进行调查。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古道数量、古道本体长度、空间分布、保存现状以及古道沿线生态环境、历史遗存等。 

2.1. 古道本体现状调查 

实地调查古道本体线路以及起点、终点等重要节点信息；采集古道地理坐标信息和矢量数据并计算

古道长度；收集古道路面基础、自然景观以及古村落、古亭、古桥、古碑等历史遗存现状文字、影像资

料。 

2.2. 古道分级保护评价 

根据《浙江省古道分级保护办法》中古道分级评价标准，对古道的本体情况、生态景观价值、历史

文化价值、开发利用价值等进行评价，为古道分级保护奠定基础。分为三个等级，即一级古道、二级古

道、三级古道，其中一级古道(85 分及以上)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风景资源较好，环境优美，古道完

整度较高，基本为块石或条石路面，安全系数较高，可作为周边旅游景区景点路线；二级古道(70~84 分)
森林文化内涵较丰富，风景资源好，环境良好，古道存在局部破损情况，需要进行保护与修复工作以提

高其综合价值；三级古道(70 分及以下)完整度较差，土质路面较多，破损较为严重，后期需要投入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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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力物力进行保护与修复工作。 

3. 永康市古道资源现状 

3.1. 古道的空间分布结构 

由表 1 可以，从空间分布上，永康市现有的 37 条古道，辖区 14 个镇、街道中 12 个有分布，以江南

街道、西溪镇分布数量最多，均有 7 条古道，长度之和分别为 44.5 km、31.1 km，其次是唐先镇，有 6 条

古道，长度之和为 45.1 km。永康市地形属浙江中部山间盆地，地貌以丘陵盆地为主，整个地势北部、东

部及南部多山，中部、西部地势平缓，因此古道多分布于江南街道、西溪镇、唐先镇、前仓镇等山区乡

镇，且保存相对较好，而古山镇、方岩镇、芝英镇等平原乡镇分布较少，东城街道、西城街道等城区乡镇

无古道分布，原有古道基本被现代交通道路所取代。 
 
Table 1. Table of ancient paths quantity and length by town and street 
表 1. 镇、街道古道数量、长度表 

镇、街道 森林古道数量 长度(km)总计 

江南街道 7 44.5 

西溪镇 7 31.1 

唐先镇 6 45.1 

前仓镇 4 31 

舟山镇 2 22 

花街镇 2 18.9 

象珠镇 2 32 

舟山镇 2 26.3 

永康市林场 1 30 

石柱镇 1 12.8 

古山镇 1 14 

芝英镇 1 15 

方岩镇 1 12 

东城街道 0 0 

西城街道 0 0 

总计 37 334.7 

3.2. 古道的长度结构 

由表 2 可知，永康市有古道 37 条，总长度 334.7 公里，其中长度在 20 km (含)以上的古道 3 条，

分别为厉山虞舜古道、四十四坑古道、挂纸岭古道，长度之和为 75 km，占总长度的 22.41%，其中厉

山虞舜古道长度最长，为 30 km；长度在 10 km (含) ~20 km 之间的古道有 13 条，长度之和为 180.3 km，

占总长度的 53.87%；长度在 10 km 以下的古道数量最多，有 21 条，长度之和为 79.4 km，占总长度的

2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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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able of ancient paths length 
表 2. 古道长度表 

序号 所属镇(街道) 森林古道名称 长度(km) 

1 江南街道 厉山虞舜古道 30 

2 舟山镇 四十四坑古道 25 

3 唐先镇 挂纸岭古道 20 

4 象珠镇 义方古道 18 

5 方岩镇 铜山岭钱王古道 16 

6 西溪镇 东岭古道 15 

7 江南街道 永武缙竹乡古道 15 

8 芝英镇 游仙古道 15 

9 前仓镇 斗潭岭古道 15 

10 古山镇 华釜古道 14 

11 象珠镇 止岭古道 14 

12 唐先镇 五指岩古道 13.5 

13 石柱镇 塔石岭古道 12.8 

14 方岩镇 方山顶古道 12 

15 江南街道 石城山黄帝古道 10 

16 花街镇 大寒山古道 10 

17 花街镇 凉亭坑古道 8.9 

18 江南街道 拱瑞下蛟坑古道 7 

19 前仓镇 石子岭古道 7 

20 方岩镇 桃树岭古道 6 

21 前仓镇 紫风岭古道 6 

22 江南街道 岗谷岭古道 5.8 

23 西溪镇 大岭古道 4.2 

24 西溪镇 林甘古道 3.6 

25 唐先镇 胡祖坑古道 3.5 

26 江南街道 小告朱法轮寺古道 3.3 

27 西溪镇 四府岭古道 3.2 

28 唐先镇 颖川古道 3.2 

29 唐先镇 太平岭古道 3.1 

30 前仓镇 后园岭古道 3 

31 西溪镇 禅师尖古道 2.5 

32 江南街道 大虎岭门古道 1.9 

33 唐先镇 路亭前古道 1.8 

34 江南街道 李龙溪翁埠古道 1.5 

35 西溪镇 千祥古道 1.4 

36 舟山镇 处温古道 1.3 

37 西溪镇 楼山岩头古道 1.2 

合计   3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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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古道的分级保护评价情况 

Table 3. Table of ancient paths classification rating 
表 3. 古道分级评分表 

序号 所属镇(街道) 森林古道名称 长度(km) 保护级别 

1 江南街道 石城山黄帝古道 92 一级 

2 方岩镇 铜山岭钱王古道 88 一级 

3 西溪镇 东岭古道 88 一级 

4 江南街道 永武缙竹乡古道 87 一级 

5 象珠镇 义方古道 87 一级 

6 芝英镇 游仙古道 86 一级 

7 花街镇 大寒山古道 85 一级 

8 前仓镇 斗潭岭古道 85 一级 

9 唐先镇 挂纸岭古道 85 一级 

10 江南街道 厉山虞舜古道 85 一级 

11 舟山镇 四十四坑古道 85 一级 

12 花街镇 凉亭坑古道 82 二级 

13 石柱镇 塔石岭古道 80 二级 

14 唐先镇 五指岩古道 78 二级 

15 江南街道 拱瑞下蛟坑古道 76 二级 

16 江南街道 岗谷岭古道 75 二级 

17 古山镇 华釜古道 73 二级 

18 方岩镇 方山顶古道 72 二级 

19 西溪镇 大岭古道 71 二级 

20 象珠镇 止岭古道 70 二级 

21 方岩镇 桃树岭古道 70 二级 

22 前仓镇 紫风岭古道 65 三级 

23 西溪镇 禅师尖古道 63 三级 

24 前仓镇 石子岭古道 60 三级 

25 前仓镇 后园岭古道 58 三级 

26 唐先镇 胡祖坑古道 55 三级 

27 西溪镇 四府岭古道 52 三级 

28 唐先镇 颖川古道 50 三级 

29 唐先镇 太平岭古道 48 三级 

30 西溪镇 楼山岩头古道 48 三级 

31 江南街道 小告朱法轮寺古道 46 三级 

32 江南街道 李龙溪翁埠古道 44 三级 

33 西溪镇 林甘古道 43 三级 

34 唐先镇 路亭前古道 42 三级 

35 舟山镇 处温古道 42 三级 

36 江南街道 大虎岭门古道 41 三级 

37 西溪镇 千祥古道 40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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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古道分级保护评价结果(表 3)表明，全市 37 条古道中，历史悠久，自然生态资源较好，路面、

路基保存良好，古亭、古桥、人文遗迹等附属设施丰富且保存完好的达到一级古道(85 分及以上)标准的

仅 11 条，主要位于偏远山地和村落中，受人类活动影响程度小。路面、路基有部分损毁，附属设施数量

有限但保存完好的达到二级古道(70~84 分)的有 10 条，主要是受到自然侵蚀损坏和一定程度的人为活动

影响。而路基、路面损毁，古道畅通性、完整度差，历史遗存较少，附属设施年久失修达到三级古道(70
分及以下)的有 16 条，这些古道受到人为损坏较为严重，古道功能缺失。 

4. 古道资源保护存在问题 

调查结果表明，在全市 37 条古道中，采取路面修复、清理杂草、附属设施建设、定期维护等保护措

施的仅有 5 条，铜山岭钱王古道、石城山黄帝古道、五指岩古道、岗谷岭古道、东岭古道有专门单位和

人员进行管护，其余古道因原有交通功能失或减退、管护责任落实不到位、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原因，

均没有得到较好的保护，使得现存古道道路本体及其古亭、古桥、人文遗迹等附属设施均有不同程度的

破坏。 

4.1. 部分古道连通性、完整性缺失 

随着经济的发展，部分古道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失去了古道原本的交通功能。受现代交通网络建

设、人为损毁或自然侵蚀，造成原本完整的古道被分割成若干小段，碎片化严重[9]，还有部分古道路面

被水泥等现代材料改造，丧失了古道路网的连通性和完整性。如：铜山岭钱王古道、义方古道现在大部

分路段已经被硬化成水泥公路，保存路段也因年久失修出现坍塌，甚至截断情况。 

4.2. 古道周边文化、景观资源破坏 

古道是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的产物，周边往往分布众多重要的文化资源，如：古桥、古亭、古关隘、摩

崖石刻等，但全市古道沿线文化资源均收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远离城区的古道保存较好，但市区周边的

古道破坏尤为严重。永康市虽然古道数量众多，但因失管失修导致部分古道文化资源载体荒废甚至倒塌。

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古道文化传说都是村民相互口口相传，现有的文化遗迹仅存在于人们的回忆之中。

古道周边景观资源整体保存相对较好，但也存在芒杆、藤蔓覆盖遮挡，景观观赏性不够高等问题。 

4.3. 古道配套基础设施不完善 

古道配套设施包含驿站等管理设施，观景台、凉亭等游憩设施，公厕、停车场、垃圾桶等基础设施，

解说、指示、警示等标识系统等。调查发现全市多数古道缺乏或者缺失以上配套设施。不少古道缺少对

路面起到保护作用的排水沟，缺少对行人起到保护作用的护坡，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古道受到侵蚀，造

成古道通畅度受阻，行人安全隐患。在损坏古道的修复工作方面，各乡镇、村庄对古道保护修复重视程

度、投入资金情况不同，因此导致古道配套设施完善程度不尽相同。如东岭古道、游仙古道、四十四坑

古道知名度较高，古道本体和周边资源禀赋良好，但因现状配套设施依然缺乏，不利于古道的保护和利

用。 

4.4. 古道文化内涵挖掘不够 

部分古道修复工作忽略了风貌一致性，路面铺装材料较为突兀，局部修复的工艺还有待提升，古道

修复选用现代化石材修复，缺乏“古”韵味；部分古道周边景观风貌杂乱，与整体环境不协调。另外，

现有古道修复存在同质化倾向，形式较为单一，仍停留于基础的道路修复工作，没有立足于乡镇、村庄

特色，挖掘古道和周边资源文化内涵，提升竞争力，导致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如：凉亭坑古道、五指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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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等。 

4.5. 古道保护和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 

2022 年 3 月，浙江省出台了全国首部专门保护古道的地方立法《浙江省古道保护办法》，明确各级

林业主管部门作为古道主管部门，同时分别规定了文物、住建、发改、财政、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部门

和乡镇人民政府的各自职责，并明确了相关管护人及其权利义务。然而永康市除位于自然保护地、风景

名胜区、国有林场等范围内的古道有专门责任单位进行保护和日常管护外，其余古道多数位于集体林地

内，而且涉及跨县市、跨乡镇，地处偏远山区，属地乡镇、行政村的管护责任落实不到位，财政专项经费

短缺。 

4.6. 古道保护和修复缺乏系统规划 

永康市古道自然景观资源、历史人文遗迹丰富，古道的保护修复工作不仅涉及路基路面的修复，还

涉及古道沿线自然景观资源的保护与提升，古亭、古桥、古村落等历史人文遗迹资源的保护和修复，以

及标志标识、公厕等基础设施建设，涉及行业领域多。然而目前古道保护与修复工作仅仅以古道本体的

路基路面修复为主，缺乏保护修复整体性和系统性的长期规划。 

4.7. 森林古道保护价值认知和宣传力度不够 

古道作为历史、文化、景观遗存的综合体，具有资源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然而群众对古道保护

价值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多数停留在将古道作为休闲游憩步道的认识上，各级政府对古道资源价值的

调查和宣传力度不够，导致古道沿线大量的历史文化、景观资源还未被发掘，部分受自然侵蚀以及人为

破坏。 

5. 保护对策 

5.1. 编制古道保护修复规划 

针对永康市古道资源现状，编制古道保护修复规划，有重点、有步骤地开展古道整体保护，将古道

路基、路面，古道附属的古桥、古亭、人文遗迹等资源和设施，重要历史典故、名人事迹、文学作品等历

史文化内容，以及森林植被、自然景观等周边环境纳入古道保护范围，进行统一保护。古道修复要遵循

原真性、完整性、系统性原则，既要充分考虑历史古道的分布情况，又要考虑当代道路网络实际，发挥

古道的历史人文和旅游发展价值。 

5.2. 古道修复维护 

古道修复坚持原真性和整体性原则，对古道路径的实物遗存进行整修，修补坍塌、残损部分，修补

过程坚持原真性和整体性的原则，尽可能采用自然材质和传统工艺，恢复古道整体线型；对古道附属的

古桥、古亭等景观设施，在原址上进行恢复设计，建造工艺和用材尽量与原貌相近；加大古道周边山体

上原生生态植被的保护力度，逐步恢复其自然生态功能，清除古道周边杂物，整理阻碍景观视线的杂灌

草，增强植物群落的景观层次感。 

5.3. 古道保护式利用 

森林古道不仅是线性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也是“两山”转化的桥梁，发展森林康养和旅游的载体。

通过有效利用古道的森林游憩、文化传播等功能，带动文化旅游产业、森林康养产业、体育运动产业等

多业态融合发展，实现森林古道开发与保护的协调统一。要充分挖掘古道沿线历史文化、人文景观、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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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景观资源，把古道沿线的古村落、古建筑、古树名木、生态景观等自然文化遗产串联起来，完善基础

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10] [11]，改善区域进出条件，以“最小干预”为原则科学利用古道资源，打造自然

风光优美、人文景观内涵丰富、文化旅游资源富集的森林古道。 

5.4. 建立古道保护长效机制 

加强对古道的保护和管理，要明确每条古道的管护责任单位和责任人[12]，实行属地管理制度。林业

主管部门要出台古道保护与修复的管理办法、古道保护修复技术规范等，明确古道保护内容、范围和技

术标准。加强对古道的日常维护和定期检查，将古道保护修复资金纳入财政预算。 

5.5. 加大古道保护宣传力度 

梳理古道历史文脉和建筑标识，挖掘古道的人文、历史和旅游价值，加大古道的保护宣传力度，向

群众普及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生态景观价值和社会经济价值，提高全社会对古道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

识，增强公众支持和自觉参与古道保护的意识，为古道的保护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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