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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舌尖上的虾虮

虾虮可以鲜吃，也可

以腌制吃。新鲜的虾虮

入锅煮熟后，放入葱、蒜

等佐料，鲜甜可口。腌制

则要将虾虮倒入罐内后，

以2比1的比例加入盐,加

完盐后再放点白糖，将罐

口密封起来，三四个月后

便可食用。腌制好的虾

虮色黑蓝、清亮，加入红

曲、酒糟便香气扑鼻，咸

中带甜，鲜美无比。在温

州 地 区 的 很 多 酒 店 、饭

摊，虾虮蒸猪肉、虾虮酱

蘸海蜇至今仍是必不可

少的菜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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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家家户户“张”虾虮，如今仅存7人在苦心经营

上马村虾虮香味渐“淡”

“张”虾虮时需将尾袋系好

腌制虾虮

上马村位于鲍田，邻近

东海滩涂地带，靠海吃海便

成了该村的特色。在上马

村，问几个上了年纪的人，

他 们 都 知 道 “ 上 马 张 虾

虮”，不少人还从事过这个

行业。

而至于上马“张”虾虮起

源于什么时候，已无人知晓。

据说，上马村人的先祖就以此

谋生，而上马村的地名也可能

取自“上网”的谐音。

今年 75 岁的陈成进曾

是一位“张”虾虮的好手，

20 多岁便开始出海作业，

一干就是 30 多年。他父亲

及他的几个兄弟也都从事这

个行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是上马‘张’虾虮的繁盛时

期 ， 几 乎 家 家 户 户 都 在

‘张’。”陈成进介绍，当时

上马村不足400户，而“虾

虮船儿”就有300多条。

农历三月至五月，虾虮

在肆意地生长，上马村几乎

是全村出动，湫沥边、河里

都是“虾虮船儿”，热闹非

凡。虽然到滩涂的路程并不

远，但由于拥堵，往往要走

上一个小时。

行 至 滩 涂 ，“ 虾 虮 船

儿”一字排开，整个滩涂几

乎都被“虾虮船儿”占满。

“最繁盛的时候，我们的船

向北‘张’到梅头 （今海

城）、向南‘张’到东山，

场面相当壮观。”

“虾虮船儿”最多时达300余条

“张”虾虮的最佳时节，

在清明节至端午节之间。此

时东海洋面暖流盛行，海水

的温度比较适宜，正是虾虮

繁衍的大好时节。

“张”虾虮一要小水潮，二

要在潮平潮落时刻。因为大

水潮时水流急，网具容易被损

毁。

今年 74 岁的陈安文是

现在为数不多的还在“张”虾

虮的人，他的“虾虮船儿”长

约 3 米、宽 1 米有余，行驶很

灵活。

陈安文说，那时候，每天

涨潮之前，渔民们会撑着“虾

虮船儿”来到滩涂边，在滩涂

上立起两根长竹竿，竹竿插

入滩涂约 1 米深，间距约 3

米，“张”虾虮的纱网绑在竹

竿 上 ，当 地 人 称 之 为 插 网

“张”法。

虾虮网原本由苎布、薄

细布做成，现在改用尼龙丝

布缝制，网孔需十分细密。

虾虮网口大身长尾小，长达

7 至 8 米，网口直径约 2 米，

尾部还有一个尾袋。

“张”虾虮时，网口面对

着水流方向，尾部则用一根

绳子系牢。涨潮时，海水涌

上滩涂；落潮时，虾虮便进入

网口。

此时，渔民们便划船至

纱网尾部，用竹竿捞起尾袋，

松开绳子，将虾虮放到准备

好的竹篮里，水筛洗净，再收

入扁桶中。

“张”虾虮是体力活，一

般人一次只能“张”7 至 8 个

网，身体强壮的可以“张”10

来个网。

陈安文介绍，与东山一

带不同，插网“张”法捕到的

虾虮没有太多的杂质，品质

纯正，很受市民喜爱。

“张”法有特色，虾虮品质好

上马的虾虮因为品质好，

在温州、瑞安一带一度非常有

名。到了收获时节，船还没靠

岸，岸边早已是人头攒动。

“那时虾虮太抢手，很多

时候都是一上岸就被抢空，为

此很多亲戚提前打招呼，让我

们留一点。”陈成进说，“一条

船一天能‘张’到百来斤，一年

下来，可以‘张’到一万斤。”

随着虾虮市场的繁盛，

1952 年，当时的县水产局还

在上马村成立了一个渔管

会，便于市场交易和管理。

“我记得那时虾虮是一

毛钱一斤，我们一天有 10 来

块钱收入。”陈成进介绍，那

时一般人一天的工资只有一

元钱左右。

当时的上马，可是有名

的富裕村。周边的姑娘，都

想着嫁到上马来。

周边的姑娘都想嫁到上马来

虾虮学名剑水蚤，为海水中“动
物性浮游生物”中的甲壳网桡脚目小
动物，生活于沿岸浅海，俗名“虾
虮”，是沿海地区餐桌上的一道美
食。

塘下镇上马村的虾虮远近闻名，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家家户户
都有“张”（温州话，张网捕捉） 虾
虮。而瑞安早就有“上马虾虮莘塍五
香干”一说，足见上马虾虮在老瑞安
人心中的地位。

然而，随着时间的变迁，莘塍的
五香干依旧闻名，而上马的虾虮，由
于种种原因，已少有听闻。

陈安文是上马村仅剩的7个“张”虾虮人之一

上马村经过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的繁盛之后，由于国家

为了发展农业，而“张”虾虮和

种早稻的时间冲突，政府一度

禁止渔民们“张”虾虮。

改革开放后，政策逐渐

放开，有些渔民重拾老本行，

一张张纱网又开始出现在滩

涂边上。

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那样的热闹场景已难重现。

陈安文说，改革开放后，塘下

流行办厂做生意，很多人认为

“张”虾虮太辛苦，天气不好

时，还有危险性，便改了行。

1994 年的一场大台风，

给塘下乃至整个瑞安市带来

了巨大的损失。

“台风过后，海边就建起

了标准防洪堤，这对上马村

‘张’虾虮行业是致命的打

击。”陈安文说，原本“虾虮船

儿”可通过河道直接到达滩

涂，现在划到防洪堤处时，渔

民要把“虾虮船儿”抬起来，

越过防洪堤，才能到达滩涂。

与此同时，由于近几年

的海涂围垦，虾虮的产量也

已大不如前。

“ 现 在 和 我 一 样 还 在

‘张’虾虮的只有 7 个人，都

已上了年纪，最年轻的也有

50 多岁，干不了几年了。”陈

安文担心，等他们这批人不

再“张”了，这个行业可能就

会在上马消失。

如今上马仅7人“张”虾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