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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都今何在

对詹都这个大城市、大都市，笔者在此做些分析：

首先，詹都处于地格中轴线的好位置。2012年11月5

日，我在《金华日报》发表了题为《为金义都市区规划进

言》一文，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金三角(指金义都市区，

原名浙江省金东经济开发区)位于南北两山相拥的裂谷型

地堑盆地——金衢盆地的中心地段，坐乾朝巽，为最宜人

生活居住的方位。其堪舆学格局：左青龙义乌，巽门大开，

紫气东来；右白虎金华，历史悠久，文化鼎盛。有很好的

水系：东阳江一反常例，自东南巽门入境浩浩荡荡在南部

流过，于西南坤位出境；孝顺溪、航慈溪自北往南像两条

平行的蓝色飘带，分别在孝顺、低田并入东阳江(也叫义

乌江)。南山如屏．属仙霞岭余脉，呈西南至东北走向，自

东往西有葛仙公尖、八宝山、虎天山、凉帽尖、积道山等．

可谓朝山巍峨，案山横陈，翠黛绵延；北山似冈，俗称长

山，主体即金华山，也呈西南至东北走向，自东往西有双尖、

马鞍山、螺蛳尖、大盘山和下面的太阳岭等，可谓层层重重，

构结合理、坚实恒久。其地格的中轴线由北之双尖山与南

之八保山形成，南偏东15度左右：”詹都正好处在该地的

中轴线南端——八保山西侧，天设地造，十分难得。文章

发表距今三年多时间了，换言之，绝不是今天特地为“詹都”

74蘸辩建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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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撰的所谓理由。与金三角不同的只是詹都坐南朝北，北

偏西15度左右。我登上凤凰山往北远眺，千里沃野，一马

平Jf I，无数村庄集镇包括金义都市区新城区此起彼伏，尽

收眼底，而北山遥遥在望，好像江水长卷如屏而展，真是

大好河山，美不胜收。

次之，詹都本是可居、可田的好地方。这一点原是李

姓人对白溪这块风水宝地的评价，摘自光绪壬寅重修的《金

华玉溪叶氏宗谱·始祖卜迁记》所载：李瑞暄公迁玉溪(白

溪原名玉溪)，认为此处：“旺气攀蒸，山合水环，西溪皆右，

大江绕南北，麓祖青岗而萃丛朝峦，自八宝而盘旋，湖潋

滟，襟带迂回。允矣，饶沃灵秀之区，可居，可田，可启后，

可开先，真子孙不拔之基也。”说的是白溪这地方适于居住，

适于耕种，适于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

再之，《金华詹都詹氏宗谱》还写着，万一府君来金华

经商数载，遇傅、李、白，四友同往婺东十五都凤凰山脚，

观山环水绕，真乃开基之地，发族之处，遂创业卜居焉。

又《柔川孙氏宗谱序》载，南宋时，孙恺商居金华白溪埠，

说明了白溪还是个可以创业、可以做生意经商致富的好地

方。徐进科因此情不自禁地在《白溪湾：乡恋的地方》一

诗中赞日：“凤凰山下有一湾小溪／潺潺溪水有如飘逸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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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有人说，那是那凤缱绻的心爱／有人说，那是那凰生

生不息／对于爱恋就像对于生命一样地执着／于是，凤凰

山下有了一湾白溪。”徐是白溪民宿开设之前，创办白溪农

家乐的重要谋划者与推手：

最后，我说詹都作为大城市、大都市，规模十分巨大，

货真价实。看!从凤凰山脚到义乌江白溪埠码头．詹都城

市纵深，足足有5公里之多。由于包括上下傅皮、中柔、邵宅、

下马村、让河街等村在内，城市横向宽度也在5公里左右。

如此一算，詹都城池面积应有25平方公里，这在远古时代，

是绝对的大城市大都市规模——白溪只是詹都大都市的一

个城中村。白溪村北数百米之遥有座碗店桥，试想，如果

这个城市人口不多，何用专门的碗店、众多的碗店?如果

这个城市没有众多碗店，怎么会有碗店桥?如果这个城市

规模不大，怎么会成为“四县为都”“十邑为都”的詹都?

用现代观念考量，我甚至猜想当年的詹都，说不定有专门

的碗店一条街或碗店专业市场呢!如是，可以视为詹都城

市原始规划的证物，可以视为城市原始功能区的证物!也

正因为詹都曾是大城市大都市，所以，白溪附近出现龙盘寺、

天圣禅寺、法华寺等大寺庙，出现不少像严子陵、范仲淹

之类大名人后裔聚居的村庄。

其实说詹都是2800多年前的詹国国都，我以为也不

是不可以。

因为，周宣王给儿子封地建立詹国，好多史书记载都

写着“今地不详”四个字。个别典籍所谓詹国“据说是于

镐京西京筑城”，窃以为这是根本不成立的～句话。为什么?

因为正史上有载，镐京在今西安市长安区西北，和丰京并

称“丰镐两京”，是西周首都。1961年，国务院公布其为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规划的都

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于是我要说不成立的理由是：周

宣王封地于詹，如果不犯糊涂，他怎么会将詹国国都重叠

在西周首都范围之内呢?坦白地说，我倒认为正因为有“今

地不详”四个字，所以詹国包括詹国国都今在何处，就有

各种讨论的必要。笔者大胆猜想金华这个詹都或许是詹国

国都，理由有三：第一，因为有史以来这里有可以解释为

詹国国都的“詹都”两个字。第二，周公东征，经过三年

时间残酷战争，削平了商代残余奴隶主贵族的叛乱，压服

了以奄为首的东夷诸部落，杀武庚、管叔，流蔡叔、霍叔，

乘胜东进，消灭了参加叛乱的五十多个小国，把周朝的统

治区域延伸到了黄河下游及淮河流域，包括东部沿海地区。

所以我臆测，这“东部沿海地区”或有后来周宣王封的詹国。

第三，远古时，“城”即“国”也，所以，说不定詹都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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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就是“今地不详”的、2800多年前的詹国。但是在

此我不能不再次申明：我只是一位建筑师，不是历史学家、

考古学家。詹国国都一说，基本上属于臆测。我的本意仅

仅是想借以唤起看宫们的兴趣，请大家一起来寻找“今地

不详”的詹国，一起来考察这个“詹都”。到底是不是詹国

都城，很有意思。

退一万步，我们既不说詹都是詹国国都，也不说詹都是

大城市、大都市，但这个曾经被人挖到过石板路、石子路和

方砖的地方，这个至今保存着古时碗店桥的地方，这个在世

世代代白溪人心目中抹不掉“詹都”两个字的地方，可以肯

定地说，她曾经是一个比村庄大无数倍的城池。可是这个城

池除了“詹都”称谓有没有其他称谓呢?我又胡猜乱想了，

说不定还有一种可能——这詹都是唐朝华川县县治所在地。

《义乌县志》有载：“唐武德六年(623)。稠州分置乌孝、华

川两县。乌孝县治址即今稠城镇；华川县治已难确指。”时

间很短，次年废稠州，两县合而为一，称义乌，属婺州。而

我从中发现，华川又名绣川湖，即绣湖，而绣川隶属位于八

宝山之西的明义乡，正好跟位于地格中轴线南端八宝山之西

的詹都同一位置。所以我推想，詹都或许曾经是“已难确指”

的华川县县治。否则怎么会那么短命，仅存一年时间就被“合

而为一”呢——算是狗尾续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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