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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虾虮”和“母子榕”的故事
上
马
村

■记者陈绵绵／文陈立波／图

上马村位于鲍田，村里的逊田河一直通向临近东海的滩涂地带，靠海吃海便成了该村的特

色。逊田河的北岸河边以及河中央，伫立着两棵枝繁叶茂的大榕树，成了该村的地标。说起上马

村，不得不提“张虾虮”和这两棵古榕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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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马虾虮莘塍五香干”

“走遍天下不及上马榕树下”

塘下中学位于韩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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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张虾虮”之外，说

到上马村，不得不提的还有

两棵枝繁叶茂的大榕树。

“走遍天下，不及上马榕

树下。”今年 71 岁的村民陈

振兴说，在以前，榕树下既是

村民们的商贸集散地，又是

文化休闲中心。村民们喜欢

在树下纳凉，听鼓词，甚至还

有买卖虾虮的。“隔壁村民、

路过的行人，累了也都会在

榕树下休息，有的坐着，有的

直接躺下来，他们都说上马

村的榕树下最凉快。所以才

有了‘走遍天下不及上马榕

树下’一说。”陈振兴说。

根据记载，上马村的这

两棵古榕，一棵树龄 900 多

年，立于逊田河的北岸河边，

另一棵树龄 600 多年，立于

河中央。两棵树相隔近百

米 ，村 民 们 称 之 为“ 母 子

榕”。据陈振兴介绍，上马村

的母亲河逊田河河道笔直，

民间有“河直无潭，心直无

财”的说法，祖辈们就在逊田

河的北岸河边种了一棵榕

树，后来觉得还不够，又在河

中间种了一棵，河水自此绕

着榕树而过。

在大榕树的树根部，至

今还有个神台。据说，以往

村民们出海作业，设备简陋，

风险很大，家人都会在榕树

下祈福。如今，村民们几乎

不出海了，在榕树下祈福的

传统却依然流传下来。榕树

给了村民一种精神寄托，也

正因此，村民们对榕树有敬

畏之心，从来不会在榕树底

下倒垃圾、大小便等污秽之

物。

而上马村的大榕树下之

所以特别凉快，村民们推测，

这应该跟榕树的树龄长，枝

叶特别繁茂有关。大榕树的

茂盛生长，又得归功于逊田

河的不竭河水。

陈振兴至今清晰记得，

1968 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

他向部队请假回家探亲。车

子在岑岐村停下，他一路走回

家，沿途的河道甚至连塘河的

河水都几近枯竭。而到了家

门口的逊田河河边时，河道里

还有少量河水，邻村的村民都

来挑水喝。回到家后，家人告

诉他，那时已经有 90 多天没

有下雨了。而逊田河河水缘

何不竭，就不得而知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家家

户户“张 （温州话，张网捕

捉） 虾虮”的那段历史，至

今仍是上马村村民茶余饭后

的美谈。上马的虾虮与莘塍

的五香干齐名，早前便有

“上马虾虮莘塍五香干”一

说。

据村里人介绍，“张虾

虮”这门行当在当地已几百

年的历史，村里的先祖就以

此谋生，而上马村的地名也

可能取自“上网”的谐音。

“上马村不靠山，农田

少，发展渔业在当时也是无

奈之选。”今年 86 岁的村民

周魏兴告诉记者，至今，老

一辈们还流传着一段顺口溜

——“前世不修住海边，祖

公无业海当田，脚踏船板三

分命，发风作报叫皇天”。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

马村的“张虾虮”达到了繁

盛时期。“几乎每家每户都

有一艘‘虾虮船儿’，村民

们从靠‘张虾虮’贴补家

用，慢慢发展到发家致富。

除了“张虾虮”之外，村民

们还从事“张横洋”（近海

捕捞的一种门类）、“打擂

网”（大面积获取的手段）

等近海作业，上马村也成了

当时远近闻名的鱼米之村、

富裕之村，邻村的姑娘都想

嫁到上马村来。当时也流传

的一段顺口溜——“海鲜想

吃 爽 ， 女 儿 养 大 嫁 上 马

……”

“ 那 时 候 ，‘ 张 虾 虮 ’

的从上马村这边的滩涂一直

排到莘塍、上望那边的滩

涂，可惜那样热闹的场景已

难重现。”周魏兴说，改革

开放后，塘下流行办厂做生

意，很多人都认为“张虾

虮”太辛苦，改了行，现如

今，村里从事这行的仅寥寥

数人。

上马村大榕树

上马村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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