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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县域面积排名居安徽省第二的县，达3261平方公里。这里素有

“尧舜之乡”之称，相传舜帝躬耕于此，尧帝闻其贤德，千里来访。境内有尧渡

之河、舜耕之山。约30万年前，这里就有人类活动，东至华龙洞与北京周口

店、陕西蓝田、安徽和县、南京汤山等地的古人类遗址齐名。这里有太多的历

史遗存，也有着被称为最为原生态的皖南秘境。在东至寻古问今，在传统与当

代中，发现安徽。 孙婷/文 杨科甲 冯有为 高斌/图

自唐设县以来，先后沿用至德、建

德、秋浦、东流、东至5个县名。1959年，

东至县由原“东流县”与“至德县”取首字

合并。如果说追溯到这里最早的人类活

动，就需要去华龙洞感受一下，这里也是

东至最值得打卡的地点。华龙洞是迄今

为止在我国发现的唯一同时保存有完整

面部和下颌骨的中更新世中后期人类化

石，对于探讨东亚古人类的分布与演化

具有重要的价值。

华龙洞遗址位于东至县尧渡镇的梅

源山南麓。遗址发现于 1988 年底，于

2006年进行第一次正式发掘，累计发现包

括1件古人类头骨化石在内的30余件古

人类化石、古人类制作使用的石器、大量

具有人工切割或砍砸痕迹的骨片和40余

种哺乳动物化石。根据遗址动物群组成，

结合初步的铀系年代测试，古人类在该遗

址活动阶段所处的地质时期大约为中更

新世中后期，年代距今约33.1~27.5万年。

根据堆积特征与动物群组成，考古

学家推测该遗址与现代人起源有关，将

其命名为“华龙洞”，寓意“中华始祖、龙

的传人”。这里也与北京周口店、陕西蓝

田、安徽和县、南京汤山等地的古人类遗

址齐名。华龙洞古人类体质特征位于直

立人和现代人之间，在演化上属于古老

型智人或准现代人，2015年命名为“东至

人”。2019年10月，华龙洞遗址被国务院

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东至县的深山峡谷之中，静卧着一

座千年古寨——南溪古寨，相传匈奴王子

金侨公为避黄巢战乱隐居于此，如今寨内

村民多为匈奴人后裔。

远望山峦屹立、雾气升腾，九条山脉

俯身而下，南溪古寨就隐蔽在山脉腹地之

中。村口古树旁的一座单孔石拱古桥诉

说着这个千年古寨的历史，这样的古桥村

里还有两座，叫做“进村三把锁”。

古寨沿溪而建，水道呈S形走向，绕过

99弄，跨过88沟，寨内宛如一个天然八卦

迷宫。山、水、村的绝妙结合，称为“三奇”。

这个又名金家村的小小村落，隐蔽在

山脉腹地。青砖黛瓦马头墙，看起来和皖

南的任何一座村落并无二致。而村子里珍

藏的金氏族谱中记载，其为匈奴最大部落

休屠王之子日磾的后人。唐朝末年，金氏

祖先金侨公为避黄巢战乱，从徽州黄灯迁

到此地定居。因此，被誉为“隐居在大山里

的匈奴部落”居住地。塞上的马背文化和

江南的农耕文明，在这里悄然碰撞融合。

99 条巷弄，全是曲径通幽的石板小

道，房屋依山而建，绕着小溪有序地排列

着，溪水就从房檐屋脚下流淌。住在这里

的金氏族人和皖南土生土长的居民已日

趋相同。养猪、种菜，也已是他们的日

常。我们只能在留存于建筑和石刻上的

骑射图案中找寻着历史的痕迹。

金家村里最古老的两处建筑，是金氏

祠堂和匈奴城堡。金氏宗祠始建于1583

年，是南溪古寨现在尚存的唯一一座祠

堂。堂内柱础上青天白云的图案和弓箭

模样的弯梁还保留着匈奴的特征。

匈奴城堡建于元代，是整个古寨的最

高处，当时用来防御外敌。这座碉堡墙壁

之间的夹角并不是直角，它呈60度，像一

支呼之欲出的箭。而箭之所指正是西北

方，代表了金氏后人对先祖的思念。

彭泽旧地，桃源新境。这里，是陶渊

明归隐之处，山川仍留陶公诗意。于此

栖居，晨闻鸟啼，暮赏山岚。

东至县东流镇位于长江边上，有着

两千多年的历史。东晋诗人陶渊明是江

西九江人，他在归隐之前担任九江彭泽县

令，而东流镇在当时属于彭泽县。彭泽县

令是陶渊明官场生涯的最后一次任职，他

一生都无法适应官场，在彭泽任职了80多

天后就裸辞了，辞官以后，为了避免世俗

的纠缠，于是乘船顺流而下，来到东流。

这里的田园风光为陶渊明提供了理想的

隐逸之地，他曾在东流种菊赋诗，并作《劝

农》《九日闲居》等诗篇，故东流又雅称“菊

邑”，流经东流的长江谓“菊江”。

走在东流镇的老街上，仿若穿越千

年，与陶公共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的悠然之境。 在陶公祠里，展示着陶

渊明在此隐居留下的许多名作。陶公祠毗

邻的东流双塔之一秀峰塔，建于清乾隆二十

四年（1759年），《东流县志》记载建塔是为

“增补文枢，更增秀气”。而让人意想不到

的是，这个小镇的名字，竟源自于宋代黄庭

坚所写“沧江百折来，及此始东流。”

东至为八百里皖江南岸之首，长江东

至段岸线长113.29km（含老虎滩、清节洲

岸 线 30.59km），被列入长江干流岸线

10.69%，未来随着东鄱高速、宣城至东至高

速和长池九、宿望宣高铁等重大交通项目

的陆续建成，东至左右逢源、联结东西的优

势将更加明显。位列长江经济带、长三角

一体化等国家战略区，实施“一江两岸，拥

江发展”战略，沿江布局2个省级开发区，

逐步由“山城时代”迈向“滨江时代”。

东至是国家级生态县，也是全省林业大

县，生态资源优渥，矿产资源丰富，产业基础

坚实。据悉，已探明的非金属矿资源

量超60亿吨，其中石灰石、白云石、

方解石储量大，分别达20亿吨、4亿

吨、2亿吨。特色产业方面，食用菌、

皖南土鸡、鳜鱼等驰名全省，被省委、

省政府授予农业特色产业“十强县”。

除此之外，东至襟江、带湖、含

山，境内升金湖风景区、历山风景

区和仙寓山风景区同样也是名声

在外。升金湖被誉为“中国鹤湖”“鸿雁之

乡”，是集合生物多样性的宝贵土壤；历山

风景区中的历山又名舜耕山，山中自然景

色丰富，又拥有尧舜祠等在内的人文景

观，具有深厚的自然和人文魅力；仙寓山

坐落于东至、石台、祁门三县交界之处，是

皖南的第四高峰，有人猜测，“悠然见南

山”，便是此处仙寓山。

这一片皖南秘境，还有不少宝藏美食

等着游人来发掘：清明粿、东至米饺、葛公

豆腐、山粉圆子烧肉、南溪糖粑、葛粉圆子

……安逸小城，自在东至。据《安徽画报》

未来：由“山城时代”迈向“滨江时代”

华龙洞：发掘国内唯一完整面部人类化石

东流小镇：陶渊明隐居之地

南溪古寨：隐蔽在山脉腹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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