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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传说“三港爷”送鲜，即

传说三港显圣，为益谢乡亲，行

法给乡亲送鲜，每年夏天农历四

月至八月间，马前、滩脚涨潮时，

都有一大群细虾随潮头从飞云

江两岸向上游，特别是夜间更为

明显。

马前、滩脚村民用自制的

“虾笼”，每天晚上去江畔“挂

虾”，潮涨终点约 100 米以内的

一段两岸挂虾人很多，一般隔

10 余米挂一条滩，而且都挂在

两岸岸边（中间深潭不好挂，而

且也没有虾爬上去），细虾都是

从岸边向上爬的，但必须是浅滩

（细石子垫底）和细流。

村民带被褥睡在江畔，次日

早晨回家分虾，除了给自家当菜

肴外，多余出售或加工晒干成虾

干，当佳品送给亲朋好友，由于

鲜细虾味道可口，即鲜又香，远

近闻名，供不应求。此“细虾”仅

马前、滩脚村特产，任何其他地

方都没有的。

另外，每年芒种前，滩脚村

民在涨潮时，都有大群丝鱼（本

地叫沙章鱼），随潮头游向上游，

近邻村民用自制网捕“丝鱼”。

潮涨时，江边多热闹，两岸

人来人往，捕者用“坳真”捕丝

鱼，妇女孩子拿篮子运丝鱼，因

捕到的丝鱼要马上加工，否则味

道变差，加工后叫丝鱼干，农民

当佳品送给亲朋好友。民间传

说，滩脚、马前是海潮咸浊水和

清水交界点，原因出自“三港爷”

仙逝后不准海潮浊水往上涨。

“三港爷”的神奇故事不胜

枚举，如“挟岩表”、“担松毛”、

“割稻子”、“挑番薯”、“撑竹排”、

“南京买谷种”、“求雨”等。

“三港爷”原是一个颇有传

奇故事的凡人，因他形成一个独

特的民间信仰。“三港爷传说”已

入温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村 里 一 位 老 人 捧 出 一

本清朝道光年间的叶氏宗

谱，小心翼翼地打开，上面

记 载 ：“ 南 阳 叶 氏 ，广 荫 四

方 ，训 公 始 祖 ，黄 南 开 创

……宋天圣间（1023 年）因

观地理，自松阳寓龙泉大黄

南，见其山水之秀，风景之

美，因而家焉，遂成巨族，是

为肇庆之始祖”，可见黄南

村的开创先祖是叶仁训公。

仁训的第八世孙就是叶

公济，而公济自黄南迁居温

州。至此，公济支脉下面全

是空白。老人解释，在古代

如果族中有支脉迁到外地去

的，由于无法掌握信息，一般

重修族谱时就会留空白。

公济正是叶适的曾祖

父，这就与史书上“公济游

太学不成迁温州”的记载对

上号了，而且黄南宗谱中尚

留有一首叶适为龙泉三位

叶 氏 英 贤 所 创 作 的《三 贤

诗》：“胜游今不复，故宅尚

依然。仍传石林笔，更赋雪

堂禅。旧宅无偏政，新祠共

一魇。高风骇流俗，千古说

三贤。”诗文流露出叶适的

浓厚故乡之情及对龙泉前

辈英贤的仰慕之情，难怪叶

适文章后面经常署名龙泉

叶适。

从当时温州海坦山叶

适墓出土的龙泉青瓷墓志

铭来看，也足见叶适对故里

龙泉有着深厚故土情。这

样看来，黄南村是叶适的祖

籍地就没有疑问了，看来这

一趟没白来，我们每个人都

很激动：终于找到叶适的故

里了！

■王孔仁

独特民间信仰成非遗

三港爷传说
叶适后裔黄南寻根

■叶伟东

在瑞安民间，庄济圣王称为“三

港爷”，他姓陈名逸，字子良，生于后

唐明宗年间（926年），原籍泰顺洪

口，后到三港滩脚地方以撑竹筏为

生，后在滩脚去世，安葬在高楼镇凤

翔马前村。

为纪念其英雄业绩、一心为民

的善举，在其墓地上建造了一座“三

港殿”，这块地因此改名“三港殿

背”，马前村是“三港爷”（三港殿）的

唯一发源地，打个比方：马前村“三

港殿”是“原件”，而浙闽沿海地区各

地的几十座“三港殿”都是“复印

品”。

马前村仍保存有古老的物件

“三港爷”来自贫苦家庭。

他勤劳俭朴，孝字为先，道德高

尚。一生劫富济贫、德高望重，

深受百姓爱戴。据清嘉庆《瑞安

县志·祠祀》记载，宋大宗瑞拱二

年封“惠民侯”；徽宗宣和二年加

“惠国”二字，南宋孝宗德祐元年

又诏封“护国惠民福善圣王”，元

至 正 二 十 二 年 追 封“ 庄 济 圣

王”。百姓们感恩戴德，年年祭

祀，因他家在三港，故祭他的庙

就称“三港殿”，又因为他被历代

帝王追封为“庄济圣王”，纪念他

的庙又叫“庄济殿”。

“三港爷”流传广泛，信奉人

多（相当于陈十四传说），特别是

温州（瑞安、高楼）、丽水、台州及

福建北部地区，这些地区的广大

城乡都有“三港殿”和“三港爷”

传说，一年到头都有人奉拜，特

别是“三港爷”坟墓的安葬之地

——马前村，逢其诞生日（六月

初一）和成神之日（正月十五），

都要举行盛大的庙会。

其时，祈福民俗活动、演出、

唱鼓词等具有相当规模的活动，

引来四面八方的人群一起祈求

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在瑞安，祭祀“庄济圣王”的

殿宇庙观有很多座，其中规模较

大的有西岘山“庄济殿”（大殿楹

联为“示筏三港救困济贫千秋功

德，成神凤翔护国惠民万世流

芳”），这里的“成神凤翔”四字即

明确说明“三港爷”的归阴之地

是凤翔马前村“三港殿”。

1949 年后，原三港殿被凤

翔小学征用，1980 年，一场大火

烧毁了“三港殿”。此后，马前村

民自筹资金，在原“三港殿”后面

重建了“三港殿”，至今，马前村

仍保存有古老的物件：三港爷灵

牌、篆刻印、签诗解、画像及埋在

原乡政府墙脚下的石刻坟志。

两指可捏破毛竹，有“破竹林”

一 贯 来 ，三 港 爷 孝 敬 父

母。古时女人用脚纱代替袜子

穿 ，不 管 哪 一 次 ，他 母 亲 洗 过

脚 后 ，不 用 母 亲 吩 咐 ，他 自 觉

地把脚纱拿到江里洗干净。而

有 一 双 脚 纱 用 多 年 了 ，不 牢

固，他想洗得干净，可力气大，

徒 步 到 江 中 央 ，把 脚 纱 搓 几

下、漂几下、淌几下，一双脚纱

弄得粉碎没有了，他忐忑不安

地回到家里。

母亲问：“我的脚纱哪儿去

了？”“搓几下，却没有了。”三港

说。

母亲拿来竹枝要打他，他向

后面山上逃跑，母亲在后边追得

很急，而他在前面逃得很快。

三港爷的婶子在旁边看得真

切，拼命跑过去拉住伯娘，婶子劝

道：“伯娘呀！你这个儿子不可

打，你也不要追他，凡是他走过的

地方，毛竹都被他捏裂了！”。

母亲一看，果然有十几株毛

竹被他捏裂了，婶子劝她息怒，

回家休息。二人回到家中，三港

爷的娘才气喘吁吁地坐下来。

婶子赞扬他说：“三港这么

孝 顺 ，帮 你 洗 脚 纱 ，地 方 上 哪

个青年小伙子能做得到？他力

大 无 比 ，双 手 腋 下 挟 来 岩 石 ，

八个青年也抬不动；一担松树

毛 七 、八 百 斤 重 挑 去 卖 ；平 时

挑番薯一担也有六百多斤重；

今 日 他 捏 毛 竹 如 捏 鸡 蛋 般 一

样 ，他 如 果 站 在 你 面 前 让 你

打 ，他 不 会 痛 ，而 你 心 里 疼

啊！伯娘呀伯娘！自古爱心和

孝心都是相辅相成的，他已经

这 样 孝 顺 你 ，逃 到 山 上 去 了 ，

可见他对你又孝又敬，你还气

什 么 ？ 其 实 他 想 把 脚 纱 洗 干

净 ，你 那 一 双 脚 纱 用 长 久 了 ，

而 不 中 用 了 ，换 一 双 新 的 ，我

把 顶 好 的 送 一 双 给 你 吧。”婶

子说了之后，走进卧室拿来一

双“崭仓新”的双纱老兰脚纱，

笑眯眯地递到伯娘手中。

此时伯娘的气也消了。婶

子又说：“忠孝结义，人之根本，

三港将来定会做大官。”伯娘欣

然笑道：“我的婶子呀！三港若

有官爵之日，应该请婶子坐首

位，我坐第二位。”后来三港爷

成神后，他婶子（所塑的神像）

坐首位，而亲嫡的生母坐第二

位，承受人间香火奉拜。

嘉庆瑞安县志有记载：幼

有力，宅边种竹，母令取竹以两

指握之皆破，今有“破竹林”。

“三港爷”送鲜细虾和丝鱼

高楼溪旁的庄济殿 林晓/图

史书记载，南宋大儒叶适的祖籍在处州龙泉，但具

体的位置，不得而知。于是，寻找叶适故里就成了叶适

纪念馆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

田园风光黄南村

2008 年 6 月 炎 夏 的 一

天，我们忽然接到龙泉市委

统战部打来的电话，说是叶

适的故里已经找到，让我们

过去考证核实。一接到这个

电话，大家不禁欣喜若狂，恨

不得立刻长翅膀飞到龙泉

去。

第二天，馆里经过商量

后，决定由我带着 8 位老人

到龙泉寻根。龙泉市政府及

有关方面对我们此行相当重

视。

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有

了眉目，有位老人说，离龙泉

市区 40 多公里的地方有个

黄南村，村民大部分姓叶，村

里还保留着一座有 800 多年

历史的叶氏宗祠，据村里的

老人回忆，黄南叶氏家族曾

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历史上

曾经出过好几位名人，后来

慢慢衰落了，族谱上记载说

有一支迁到温州去了。

听到这里，大家的眼睛

不由一亮，顾不上路途的劳

累，当即要过去。大约开了

一个多小时的山路，车子终

于拐进一条乡间小道。映入

眼帘的黄南村，给我们的第

一印象是环境优美，充满田

园风光，一条并不宽阔的机

耕路，沿着山边弯弯曲曲地

通向村庄，一边是茂密的竹

林，一边是海洋似的稻子，不

时有路过的村民肩扛锄头，

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我们这

群远方来客。

我们下了车，才发现整

个村庄四面环山，一条很宽

的溪流从村边穿过。可能因

为还不是雨季的缘故，溪水

很浅。周边房子都很古老，

走近细看，发现这些屋墙都

是用泥巴砌的，有些房顶还

是用草盖的。路边聚集着一

群村民，见我们下了车都围

了过来。

古宗祠和古廊桥

黄南村是小梅镇的一个

村，黄南叶氏宗祠傍山而建，

据村里的老人说，黄南村叶

氏宗祠始建于宋朝，重修于

清代，占地约 5 亩，从外表来

看，祠堂整体残壁断垣，只剩

下土夯围墙和一段段土黄色

的马头墙，台门镶着一块青

石，上面刻着“叶氏宗祠”四

个字。

跨进门槛，发现里面共

有三进天井、三进厅堂，厢房

分置左右，由于年代久远，大

多已倒塌，显得很破落，唯有

供奉着祖宗牌位的大屋稍微

完整些，从雕梁画栋可以隐

约窥见这座千年古祠往日的

辉煌和气派。

和古宗祠遥遥相对的是

一座初建于明代的廊桥，它

连接南北两岸，全长 30 多

米，木石结构，中间主屋呈楼

阁状，桥屋两端飞檐翘角，以

金钱状鹅卵石铺设桥面，金

元宝状青石镶嵌桥面中央，

整座桥静卧在村落田野间，

与青山绿水交相辉映，气度

非凡。

黄南村地处梅溪流域，

而梅溪自古就是主要通道，

也是古时的“高速公路”。龙

泉的三绝瓷器、宝剑、香菇也

正是从这条昔日溪道中转于

全国各地及国外的，十年前

梅溪的水还从下面流过，而

如今由于溪水改道，这座古

廊桥已经失去它的真正作

用，成为当地的一大景观。

曾经的繁华地段也由于

时代的变迁、地理条件的限

制而变得格外闭塞，古廊桥

正用无声的语言告诉人们黄

南曾经的辉煌。

找到叶适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