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冈陡门筑成后，西面那片

老盐田因远离海岸咸水东退，不

能再制盐而垦成农田。而陡门

东面的今梅头、海安、场桥、鲍田

一带新淤的海涂又新辟大片盐

田，促进两宋时温瑞滨海地区盐

业的发展。但当时盐民（亭民、

亭户）是世袭的，宋朝定下的身

份不变，交纳盐税、服兵役，仍由

子孙承袭，苦不堪言。今塘下镇

双桥村就是个典型例子。此村

在 穗 丰 之 西 、石 冈 之 东 均 约

1800 米。宋元丰前尚可煮盐，

石岗筑陡后海水已涨不到双桥

了。但到300年后的明朝永乐

（1403—1424）间，双桥人仍未摆

脱亭户身份。所以此时双桥文

人虞原璩写了《双桥苦》诗，开头

和结尾有：“双桥苦，半是亭民半

戎户”、“瑞乡无如双桥苦”的句

子。石冈陡门正是此诗的有力

佐证。

俞象川（1910—1985）名亚

文，以字行，浙江瑞安人。父俞

春如，兄俞大文，均为近现代瑞

安文史学者。

俞象川幼从父课读，粗通

文墨，十四五岁因家境贫困进

瑞安一钱庄做学徒。但他勤奋

好学，自学成才。3 年学徒期

满，因精明能干，忠诚可靠，受

到（老板）徐远山赏识，被提升

为掌柜。1935 年 5 月，他又任

瑞安县丰和酱园会计。

筹建浙行瑞安办事处
建立5家农贷所

1935 年初，浙江省地方银

行打算在瑞安筹建办事处，便从

瑞安钱庄中物色人选，选中了俞

象川。据俞象川回忆，那年春

末，应省行总经理徐恩培之邀，

他偕同温州分行经理李惠衡、瑞

安县金库主任汪周之赴杭，商谈

筹建瑞安办事处事宜。到杭后，

他们拜访徐总经理，汇报有关情

况。此后徐又数次单独接见俞，

对他所撰的调查报告《瑞安经济

生产调查》倍加赞许，详细询问

瑞安一带的生产及民情等，并告

之他们回去后立即着手筹备瑞

安办事处。俞象川在杭逗留 3

周，仔细考察省行的业务情况，

对筹建之事胸中初有成竹。回

瑞后，又经 2 个多月的具体准

备，同年10月，浙江省地方银行

瑞安办事处在县城小沙巷口宣

告成立，开瑞安官办金融机构的

先声。全处5人，俞象川任办事

处主任。经营业务主要为存、贷

款、汇兑。旋又接收县金库的业

务，即对全县的财政、赋税、县政

府各部门的经费收支、出纳等。

办事处成立初，没有自己固

定资金，并想方设法发动全县各

界踊跃存款。民国《瑞安县志

稿》记载，成立次年，办事处存款

总额达 1506 万元。在贷款方

面，办事处经调查研究，主要投

向工商界急需解决的货物堆栈

建设。办事处还热情细致为用

户办理汇兑业务，全年汇出总额

1303 万元，汇入总额 6471 万

元。1936 年，俞象川作为金融

界代表被选为瑞安县商会理事。

因原店面过于狭小，难以拓

展业务，办事处与在上海开商行

的瑞安人何洛夫协商，请他将大

沙巷口的几间店面及火烧地拆

建成二层洋房出租给办事处，作

营业大厅和办公用房，并新建钢

骨水泥库房，共占地近二亩，在

当时瑞安城内堪称颇具气派。

1937 年 7 月抗战爆发后，

日军封锁我国东南沿海，全县

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当年，办

事处贷款总额急剧下降到 912

万元。俞象川将经营业务转向

农村开拓。次年，瑞安办事处

存款总额恢复到1568万元，贷

款总额恢复到1829万元，分别

超过和接近战前水平。

1940 年间，俞象川带领大

家调查瑞安江南、陶山甘蔗种植

及制糖业、农村奶牛饲养业等情

况，在此基础上执笔撰写《瑞安

农村经济状况报告》，建议设立

农贷所。报告经温州分行批准，

办事处在海安所、塘下、林垟、仙

降和陶山等5处建立农贷所（后

改为分理处），使农村信贷业务

迅速扩大，抵押品有油菜子、槐

豆、茶油、菜油等。在大家共同

努力下，克服种种困难，该年办

事处存款总额为4119万元，贷

款总额为3666万元。

不顾个人安危
让银行资产不受损失

1941年4月19日深夜，日军

为掠夺战略物资，悍然侵犯瑞

安。接到警报后，俞象川通知办

事处全体职员及挑夫迅速集中，

将现金、账册和贵重物品连夜整

理装担，转移出城。先撤离到城

北山，原打算向陶山方向撤退，后

来听说陶山方向已出现日军，临

时改变计划，折向南面渡江到马

屿，再经平阳坑、高楼来到百丈

漈，徒步行走100多里路，终于保

住银行资产不受损失。途中，俞

象川被持枪兵痞扣押，勒索军饷，

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尽力周旋，始

终不允。据俞雄回忆：“那天父亲

身上发烧，头上盖着毛巾，躺在一

张靠背椅上，周围围着持枪兵痞

勒索的情况，我至今记忆犹新。”

当年省行决定，将办事处升格

为支行，俞象川任经理。同时将成

立于上年、经营业务陷入困境的瑞

安县合作金库并入支行，他兼任县

合作金库理事会主席、县合作农贷

理事会主席。支行下辖平阳、鳌

江、泰顺办事处，并在大峃设立分

理处。由于日军对瑞安连续轰炸

和侵犯，使瑞安经济受到严重破

坏。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瑞安办

事处全年存款总额6530万元，贷

款总额8824万元，主要业务指标

均创历史最好水平。

最早推行新式会计簿记
引进制版铸和铅字技术

随着业务和机构扩大，业务

人员倍感缺乏。俞象川决定在

瑞安公开招收 10 多名年青职

员，亲自帮带，精心培育，并在瑞

安最早推行新式会计簿记。

1942年7月1日，南京国民

政府财政部发布《统一发行法币

办法》，要求各银行限期收缴此

前发行的钞券。俞象川回忆：

“有一天我们突然接到温州转来

的总行密电，要我们立即收缴伪

中央银行发行的‘七版券钞票’，

并限于当天收兑结束，逾期不予

兑换。消息传出，来银行兑换的

群众络绎不绝，直到下班还无法

结束兑换工作，我就电话请示温

州分行负责人，要求延长兑换时

间，但被拒绝了。无奈之下，他

自作主张，把当天银行下班时间

延长3个小时。”事后，他被降级

调任浙江省地方银行海门办事

处主任。1944年初辞职回温。

1944 年 3 月，俞象川与温

州王鼎元、奚百里等人合股创

办温州中华铸字制版印刷厂，

任经理。他在温州最早引进制

版和铸铅字技术，使温州印刷

业发生革命性变化。1946 年

初，因熟谙金融，他在瑞安县益

泰钱庄任经理；1947年上半年，

又在温州信孚钱庄任经理。

1948 年瑞安县商会改选时，他

再次当选为理事。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温

州内河轮船公司、温州地区航管

处、温州港务局担任主办会计。

他小儿子俞崇说：“父亲长期住在

办公室后面数平方米的小房间

里，常常工作至深夜，很少回瑞安

的家。他对业务精通，人称‘活账

本’。他还热心培育青年财会人

员。他以工作认真负责和出色

的业务能力，基本上年年被评为

单位以至温州市先进工作者。”

他直至1975年退休。

瑞安塘下镇有个石冈村，望名生义，此村却不是因石头的山脊而
得名，而因村中那座宋代陡门是瓯人开发海洋的见证者而成该村历
史典故。陡门本是海堤中的水闸，我们的祖先瓯人，都叫它陡门，也
称海堤为海塘。瓯人最初被大自然安置在浙南山海之间，就是《山海
经·海内南经》所说的“瓯居海中”。

瑞安市社科联 协办
电话：65818090
电子信箱：941222480@qq.com

塘下石冈村：

瓯人从石冈陡门瓯人从石冈陡门
走向海洋

■宋维远

海塘挡潮 陡门蓄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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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城老地方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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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瑞安素有“东南小邹鲁”美称，可谓历史悠久，文

化底蕴深厚。在我们身边就有诸多老地方，其耳熟能详，且

典故流传多。从今日起，本版将推出瑞城老地方系列文章，

敬请关注。

瓯居海中，故瓯地海塘、陡门

很多。其中瓯江与飞云江河口之

间的海塘、陡门很具典型性。先

人在海涂上逐段挖泥筑塘挡潮，

再连缀成一条南北间的第一代古

海塘，便是今温瑞海塘（塘内挖泥

成河叫塘河）的雏形。海塘外挡

海潮冲击，内保家园、农田的安

全，塘河又蓄积着西边群山下流

的淡水可供饮用和灌溉农田，还

可撑船运输。但夏秋山水下流过

多，塘河水溢，必须在海塘中开几

个闸门放水入海。塘外的盐田、

盐灶所煮的海盐，又靠闸外浦沥

运回塘内。这个水闸，就是瓯人

所称的陡门。

木鹅选陡址 伐石代木材

温瑞平原的众多陡门中数石

冈陡门最著名，今仍保持原貌，它

是这片平原沧海桑田的见证者。

此陡始筑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

第二年竣工。之前，温瑞海塘中段

先有第一代鲤鱼山陡门，在今仙岩

穗丰村南，遗址已经湮没，唯这座

10多米高的小山——鲤鱼山像条

鲤鱼横卧在温瑞塘河东岸。陈傅

良《重修石冈陡门记》称：前陡在

“穗丰山南”。距石冈陡门西偏北

直线约3500米，可能初筑于南北

朝（420—589）间。到北宋元丰初，

海岸因自然海退，离鲤鱼山老陡门

有三四千米，无法调节老塘河内外

的水利。故瑞安县令朱素和塘岙

隐士林石等倡议在新海岸建新

陡。当时，瑞安帆游、崇仁、清泉三

乡、一都至十一都（今丽岙、仙岩、

塘下、莘塍、瑞城东郊）的农民对选

择新陡地址意见不一。朱素令人

做了数十只木鹅，乘雨后山水下泄

时分别放在西边及大罗山各条溪

流上游，使其顺水下“游”，结果木

鹅都汇在石冈河汇，证明此处是新

陡的理想地址。但又有人认为此

处无山冈可依托，涂泥太松，恐新

陡会被海潮及山洪冲垮。县令又

带队到石冈挖土，见地下多山上冲

下的硗埆沙碛，说明这里基础较坚

固，于是群众一致赞成。可见当时

选址较有科学依据。

元丰四年石冈陡门建成后，

石冈以西大片滩涂、盐田因有淡

水灌溉垦为农田，新辟村庄较

多。百多年后，陡门屋、闸的木头

大都腐朽损坏，而股岸、沟底三丈

长、径尺厚的巨松木因浸在咸水

中仍屹然存在。之前，在陈傅良、

林松孙（林石之孙）的数十年勘

测、倡议下，仍未重修，到南宋淳

熙十二年（1185）年才由温州知

州、同知李稢、谢杰和县令、主簿

刘龟从、石宜翁拨州县公款，加上

民间劝募经费，动员三乡民工加

以重修。这时，工匠黄廷瑞等三

人提出“以石代木”的创新之举，

用石材代替传统松木（之前，浙南

陡门均以松木为陡门主材）取得

改革成功后，在各地推广。这个

浙南首创的“以石代木”的石冈陡

门，成为浙南水利史美淡。此后，

石冈陡南北伸延的海塘（堤）比老

海塘已向东面移动三四千米了，

捍卫着新陡以西2000余顷农田

和村庄。500年后，又有以东的

第三代的龟山陡门接替石冈陡门

的职责。石冈陡门整整守卫着温

瑞沿海平原五个世纪，现在仍旧

是瓯人开发海洋的见证者。

双桥苦，半是亭民半戎户

近代瑞安金融业先驱
——“活账本”俞象川
■俞光

石冈陡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