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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看瑞安
■陈思义

记忆的收藏夹里，味蕾是最显性的标

签。在我的基因里，充斥着海鲜的成分。

有俚谣云：“东海之滨住我家，飞云江口往

北斜。祖辈海涂当田种，世代善能捕蟹

虾。”说的就是莘塍。我二十岁离开家乡，

四十年过去，垂涎三尺的，依然是莘塍海

鲜。

凡是富庶之地，必然满地吃货。莘塍

海岸线长4.5公里，东海渔场有着丰富的水

产资源。大部分村庄地处沿海，史上素有

随潮下海涂捕海鲜的传统，渔民所获常在

街头设摊零售，鲜活蹦跳，其中尤以蝤蛑、

鲜虾脍炙人口。按种类细分，还有黄鱼、带

鱼、鳗鱼、刀鱼、鲳鱼、丰鱼、马鲛、海葵、水

潺、弹涂鱼（跳跳鱼）等。壳类则有蛏子、虾

蛄、瓜子蛤、梭子蟹等。

至今我还记得当时背过的渔谣：“正月

鲻鱼涂上钩，二月锭网鲳鱼游。三月灯居

照花篮，四月鲥鱼最大条。五月烂黄鱼当

饭，六月鳎鳗强吃鸭。七月鲊鱼满江红，八

月条虾网里蹦。九月蝤蛑篓中张，十月江

蟹满盖膏。十一月鲜带最高潮，十二月鳗

鲞挂满船。”这就是我的四季食谱。

董田人走海归来，挑着满满当当的海

鲜，沿街摆摊便卖。记得小时候，我父亲捏

着两三毛钱过去，就买归一脸盆海鲜，全家

大快朵颐。莘塍渔业源于董田，“东海渔

家”由此得名。明未清初，董田人便以海涂

采捕鱼虾度日。莘塍渔业作业种类繁多，

主要有插䇴、拖网、拖虾、轮关、流刺、钩钓

以及淡水养殖等，其中以插䇴作业为最，且

历史悠久。插䇴捕捞作业，是指在海岸浅

涂上，连排插上毛竹梢，每隔数米开一扇像

门扉状小口，在小口处安放一竹篓。海中

浮游的鱼虾，随潮水涨落被冲进竹篓。

潮落时，渔民们便乘坐一种特制的“替

船儿”，把鱼篓里的鱼虾收拾起来。这种

“替船儿”体积很小，只够载负一人，有的甚

至只有一片木板，人半跪在“船”内，可在海

水中用桨驾驶，潮退后也可在海涂、稀泥上

用一只脚蹬泥滑驶，速度甚快，来回轻便。

插䇴捕来的鱼虾数量虽少，但喜在品种繁

多，其中尤以蝤蛑最著名，以及弹涂鱼、鳓

鱼、蚕虾等。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渔民已少

搞插䇴捕捞作业，但仍留下古老回忆。渔

民运气好时，捕到身上星星点点的“花篮”，

相比普通弹涂鱼珍贵许多，属于弹涂鱼中

的贵族。莘塍境内，阡陌交错河网纵横，淡

水鱼蟹有鲤鱼、鲢鱼、鲫鱼、河虾、河蟹等。

记忆中百吃不厌的，还有莘塍酱瓜。

查近代《瑞安县志》有载：“1938年莘塍酱瓜

销往外地。”莘塍酱瓜产自始创于清同治九

年（1870）的莘塍介春酱园。莘塍盛产西

瓜、黄瓜、白银瓜、番茄等瓜果，瓜农以木船

装运过来，停靠在直洛河浃、莘塍桥下售

卖。黄瓜销剩，大批转入酱园，腌制成酱瓜。

酱园的另一个名牌产品，是莘塍豆腐

干，又名莘塍五香干，亦名介春五香干，以

口感和回味鲜美名闻遐迩。当年坐长途车

经过飞云江码头，等待轮渡的旅客，都对窗

外提篮叫卖莘塍五香干，有刻骨铭心的记

忆。莘塍五香干选用当年新豆，经过浸水、

磨细、滤净、煮浆、结冻、压挤、切块，用双缸

酱油和香料制成，放在通风处凉干后上

市。莘塍五香干如此出众，和优质黄豆、独

到工艺有关，与当年塘河的温润水质，密不

可分。

当年交通不便，漫长岁月里，莘塍人出

行，唯一代步工具，就是塘河河轮。往返于

温州和瑞安，是一种木板轮，烧柴油，船背

上烟筒突突冒烟，从瑞安白岩桥埠头启程，

驶向温州小南门埠头，航程三小时四十五

分钟。轮船抵达的第二站就是莘塍码头，

即现叶适纪念馆这个位置。莘塍轮船埠

头，又叫直洛桥头，轮船埠头热闹非凡。“甘

蔗荸荠双炊糕”，叫卖声响成一片。这是个

有路廊的埠头，以鹅卵石铺路。街面有间

小型供销社，我们叫它“生产资料”，销售农

具化肥和生活用品。我曾和姐姐趴到玻璃

柜台前，看中一个刀豆罐头，五分钱。我们

倚在店门口“美人靠”上，打开来吃，其味鲜

美，至今回味。

我记忆犹新的，还有莘塍桥路亭边的

馒头店，肉包子香气扑鼻，最纯粹的土猪

肉。我好友的二姐当值，我们天天在那厮

混，顺便解决早餐。隔壁是集体旗儿店，门

口飘摇着酒幡，招呼南来北往客商。我老

家湖岭金山下来的扫帚客，常年在这里落

脚，吃碗没加浇头的光面，葱香扑鼻，肉汤

管饱。扫帚送到李小平扫帚店，人住进周

田湾的客栈。

旗儿店过去不远，就闻到浓烈韭菜洋葱

味儿，我极爱这家常味儿，巷弄进去是莘塍老

菜场，颇具规模，鸡鸭鱼肉禽蛋，应有尽有，常

年无休。父母常说，生落处长落处，意为生于

兹长于兹。人的出生地，决定舌尖密码，味蕾

成为注定的宿命。莘塍食谱奠定我的基因

排列，传递给我幸福感、仪式感与温度。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瑞安人叫“重

五天”，月、日都是五，两个五重合的日子。

有童谣《重五》：“吃爻重五粽，破碎远

远送。吃爻雄黄酒，毒蛇远远游。重五草

头汤，疤瘰洗精光。重五吃麦麦，字眼学起

快。吃爻重五卵，做个生员郎。重五吃大

蒜，读书做高官。”划龙舟、插菖蒲、挂艾草，

吃粽子、大蒜、蛋、雄黄酒，小孩涂雄黄、挂

香袋、系五色线，沐草头汤，旧俗很多。如

今端午节为国家法定节假日，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端午节快到了，人们谈起了划龙

舟——

有悠久历史

南宋叶适《后端午行》：“一村一船遍

一乡，处处旗脚争飞扬。祈年赛愿从其

俗，禁断无益返为酷。”南宋时温州就有划

龙舟了。

明弘治《温州府志》载端午节：“是月，各

乡皆造龙舟竞渡，叶水心所谓‘一村一船遍

一乡’，‘祈年赛愿从其俗’是也。”

明嘉靖《瑞安县志》：“自初一至初六

日竞龙舟，夺锦标。”

清嘉庆《瑞安县志》：“各乡俱操龙舟

竞渡，士女骈集，观者如堵。”

民国《瑞安县志（稿）》：“好事者于四

月朔日在社庙中开社击鼓，集众敛钱，为

造龙舟之资。”“龙舟所经各村必馈酒肴，

摆香案相待。”

民国乡贤张棡在《张棡日记》中几乎

年年提到划龙舟：“乡民少年斗狠，视龙舟

为唯一乐事，船鼓一开，人人踊跃，亦中国

人尚勇之一端也”。龙舟在历史上虽屡有

禁止，仍顽强延续。

瑞安历有划龙舟之俗，2003版《瑞安

市志》“划龙舟”条：“舟成，必在吉日五更

上水。上水时，先将龙舟头放在河中农船

上，将农船向河心缓缓划出。待龙舟全身

下水后，各划手及舵、鼓手口衔杨梅，上舟

就位。鼓手先击鼓边，发出轻声，各划手

用手正面、转身各划水三下，后随鼓手击

鼓心发出之巨声，各人口吐杨梅，大呼划

啊，即猛用楫划水向前，仿古战场军队先

衔枚埋伏，后呼喊冲锋状，煞是威风。”

龙舟竞渡，场面宏大

叶适诗“一村一船遍一乡，处处旗脚

争飞扬”，可见龙舟竞渡遍及各村，参与者

众，声势和规模很大。

明弘冶《温州府志》载：“凡端午日，竞

渡于会昌湖，里人游观弥岸，绮翠彩舰，鳞

集数里，华丽为他郡最。至于诸乡，莫不

皆然。”

《张棡日记》描述：“时大荡河中舟遍

布如幕，路上行人如蚁。”人们走出家门看

热闹，“两岸游人及沿河两岸游船如蚁聚

蜂屯，纷红骇绿，目不暇给。”“时连日大

雨，湖水平堤，两岸观者皆插足水中，亭亭

如白鹭。”

划龙舟的人，有多少力气使多少力

气，拼命地划，大有竞技之味。俗话说“鼓

是令，梢是命”。擂鼓的是指挥，划手依照

鼓声统一节奏，一起用力。掌梢的是舵

手，梢掌得直，掌得好，才有方向与速度。

有一个看点叫“跳梢”，“跳梢”跳得越高，

岸上围观者的喝彩声也越响，现场气氛就

上来了。“跳梢”不安全，跳不好就掉到河

里去。岸上的人也在用力，喝彩，呐喊。

一种争先恐后的气氛，一种意气风发

的精神，充盈其间。

划龙舟，走亲戚，赴宴会，品美食，一

系列的行为是一种连锁反应，如今钱花得

起，记得有人调侃：划龙舟，我啤酒喝了有

好几箱。酒店端午订座满了，塘河边的小

店小摊生意好了。用现代眼光看，这叫带

动消费。

前事不忘，安全第一

龙舟竞渡有安全隐患，历代有禁：

宋叶适诗“祈年赛愿从其俗，禁断无

益返为酷”，就说到禁划了。

明弘治《温州府志》载：“但互争胜负，

至殴伤溺水者。近来官府虽有禁，而人心

技痒不能禁，庸非俗使然乎？”

由竞渡引起的械斗死伤并不乏见，晚

清民国犹然。民国《瑞安县志稿》载：“其有

宿怨者，则籍竞渡不胜，互相殴斗，因而伤

命涉讼者，各任县令必力加禁止。”民国三

年（1914）永嘉知事立《禁划龙舟碑》，用词

严厉：“尔等须知斗划龙舟，久垂历禁，岂容

违犯，致肇事端。”

《张棡日记》：“惟此俗相传既久，然而

舟划必斗，舟斗必争，争则互殴，落水纷纷，

易至酿命，而以讼破家者累累矣，可为伤心

惨目，故历来官长皆禁之。”翻《张棡日记》，

禁划的年份比放开的多：“今岁端阳节届，

绝不闻一鼓声，亦可谓令行禁止矣。”

可见历代之禁，也是为了安全。《张棡

日记》：“龙舟竞渡积习已千余年，若非竞争

酿衅，亦一种升平乐事。”倘若好好划龙舟，

不出事，不惹事，也就不会禁止啰。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因此，瑞安

年年发通告，下猛药，做好划龙舟的宣传

引导与严格管理工作，还在一些年份禁止

民间划龙舟，避免和遏制安全事故发生，

比如，1963年5月31日颁发《关于制止群

众在端阳节划龙舟的通知》，1982年1月

15 日颁发《关于禁止划龙舟的布告》，

1991年之后也颁发了禁止划龙舟活动的

通知，某年出了安全大问题，第二年不得

不禁划了，其实也很无奈。也曾有过一次

调研，提出瑞安龙舟活动规模居温州之

冠，历史上，瑞安龙舟活动存在许多安全

隐患，瑞安龙舟活动禁划工作难度很大，

瑞安龙舟活动须做到疏堵齐下。

龙舟文旅，一个新词呼之欲出

时至今日，端午节仍是一个十分盛行

的节日，赛龙舟被列入中国国家体育比赛

项目，且已传播到世界各地。如今经济社

会大发展，新时代的划龙舟应该有新方式

新气象。

安全是保证，安全是责任，历史的教

训已经不少。

第一必须提高安全意识，在指定区域、

指定时间内划龙舟，有安全保障，有应急预

案，有现场疏导，有跟踪服务，打击摊派、寻

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文

明有序划龙舟，共享美好健康新生活。

划龙舟的场面确实壮观，显示了一种

龙舟精神。如何摒弃旧俗，提倡新风，创建

阳光开朗、奋发向上的氛围，让年轻人撸起

袖子，亮出胳膊，争先恐后不躺平，朝气勃

勃干事业呢？体育活动，从来用以改变人

的风貌。划龙舟，要划出一种同舟共济、奋

楫争先的精气神来。

划龙舟是古老的，人是新时代的，创

新龙舟活动方式很值得探索。龙舟与文

明互动，龙舟与旅游结合，龙舟与赛事挂

钩，让年轻人的好点子在线上线下去激活

龙舟经济潜力，值得期待。

杨奔（1923—2003年）先生散文写得

好，读过的人都赞赏有加，近几年，他的散

文集《描在青空》《霜红居夜话》，已是众多

文学爱好者苦苦寻觅、得之后快的“宝

贝”。但说他还是简笔画高人，多数人会

一脸茫然。这概因杨奔先生在世时，从未

在公众场合作过画，作品也未参过展，笔

者也没听说他在同事或学生面前谈论过

自己的画。他的简笔画集《桑下书》，在

2002年初印了200本，现存世寥寥，故知

晓其在作画方面成就的人，更是少之又

少。

今年清明期间，笔者参观母校瑞安市

第六中学（原马屿区中学）校史馆，在校友

著作柜中，惊喜地发现了杨奔先生的《桑

下书》，立刻静心拜读，薄薄46页44幅画

作，足足看了两个多小时，这才对先生的

画技有了初步了解。

一

简笔画是一种利用简单的点、线、画

等绘画要素来表现物象基本特征的绘画

形式。它起源于古代（具体时间已不可

考），广泛运用于教育、广告和书本插图等

领域。《桑下书》中的画，先生用彩笔、绘图

铅笔、圆珠笔、钢笔和马克笔等工具绘制，

画在32开标准纸上。笔者书画知识储备

不足，无法判断先生画作在业界所处位置

和成就高度，便逐一拍照，用微信发送给

懂画善画的朋友，请他们予以鉴别判定，

同时，在百度上搜索相关资料，以求对画

作有一个客观准确的评价。

温州市少年美术学校校长姚胜荣给

出的看法是：“我觉得这些插图式简笔画

水平相当高，其物象造型和情感表达准确

到位，没有相当的造型功力和艺术素养是

做不到的。”湖北省中国画画家、襄阳市文

化馆原馆长汪跃海认为：“这些简笔画从

技法上看，有中国画、水彩画的技法，画得

很不错，水平相当高。”马骅是浙江省当代

50位杰出文艺家之一，2002年夏天，他曾

当着温州一批艺术家的面，评价“杨奔实

在不简单，我知道，他是散文大家，而且还

是一个了不起的画家。”这些行家给出的

评价，可以证明杨奔先生作品技法精湛，

意境深邃，说他是简笔画高人并不过誉。

文化界有“书画双绝”和“文画双绝”

的说法。书与画是孪生姐妹，相近相通，

互促互进，双修双成者比比皆是；而文与

画，两者相去甚远，如同两个股道上跑的

火车。文用语言文字描述生活，画则用线

条和色彩再现生活，两者很难两全其美。

放眼国内，能享受“文画双绝”称谓的人寥

若晨星。

杨奔先生散文获过大奖（《深红的草

莓》获浙江省散文优秀作品集大奖），画作

受到业界追捧，两个方面的成就虽不能与

名家大腕等相提并论，但在温州域内，他

完全可称得上“文画双绝”。所以说，杨奔

先生很了不起，很是难得可贵。

二

杨奔先生的简笔画，开始于几时，师

承何人，现已无法查证。据其年谱记载，

先生在13岁（1935年）时，曾跟沪山镇蔡

家处姜岩生学习雕塑。雕塑技艺需要懂

美术知识，掌握绘画基本技法，也许，他就

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走上学画作画生涯的。

他一生以教书为业，耕耘桃李，拾获山

河。笔者早年在马屿区中学求学时，曾目

睹先生在黑板上手转笔动，片刻工夫，一幅

精美粉笔画就呈现于眼前。印象中，他每

日匆匆就餐，匆匆回房，一课本，一教案，几

支粉笔，上讲台，朗读评析、板书画图、点拨

答疑，他讲得忘情，学生听得入神。回到斗

室，还是一桌一椅，一床一书架，他或静静

打开书本阅读备课，或默默铺开纸张作画，

屏蔽了尘世的喧嚣，忘却了生活中的不快，

送走春天，迎来寒冬，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他的简笔画技艺应该就是在岁月浸润

中突飞猛进的，并最终修成正果。去年5

月，笔者有幸看到先生的手刻印本《浙南农

村日用杂字》，书中有335幅白描插图，蜡笔

刻就，线条优美，形象逼真，令人叫绝，按时

间推断，这些作品也是他在这期间画就的。

三

《桑下书》中所选的44幅作品，在书首

页自序中，先生作了如此交代：“昔曾被拘

斗室，欲出无门，欲语无人，缅怀旧历之绮

思妙景，日以彩笔作数幅小画以自遣。久

而生畏，弃置箧底近三十年。有新知见而

喜之，乞公之于世。自惟积习难忘，年华老

大，朝夕不能自保。吾今不述，后世何闻

哉？”

此书出版时间为2002年1月，前溯三

十年，当为那个特殊年代。据瑞安六中一

些老教师回忆，当年杨奔先生被不良同事

诬陷，由马屿中学遣调至大南公社小学改

造。陷于困境，心中苦楚，便以作画打发

时光，日积月累就有了这批画作。

人世间，凡事皆具一体两面，困顿、窘

境会阻碍人的原定生活轨迹，却也能给另

一种生活方式的开启提供通道，以变化的

心态去对待，也许会收获失之东隅、收之

桑榆的结果。大南公社小学这段生活经

历，一方面是杨奔先生事业生涯的至暗时

刻，另一方面，也给他简笔画技的飞跃提

升带来希望。

44幅画作内容极其丰富，涉及思想、

生活、情感等领域。有借用外国名著故事

影射当时社会现象的，有截取某一生活场

景揭示哲学道理的，也有借助某事坦露个

人心境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伊索在

构思》《黑天鹅群》《马里安娜》算一类；《生

活在敲门》《探索》《晚窗》《剪鹅图》算另一

类；《午憩》《在候车室》《鱼乐图》《腊梅》又

是一类。作品从物象造型入手，一段文字

说明导出，把复杂的社会现象、情感纠结

和生活问题一一点化，风趣幽默，让人茅

塞顿开，受益匪浅。

书名《桑下书》，当取自《后汉书》卷三

十下《襄楷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

生恩爱，精之至也”，北宋苏东坡借此意曾

赋《别黄州》诗：“桑下岂无三宿恋，樽前聊

与一身归。”先生取此书名，笔者妄猜其意

思是：桑树之下的心语。

先生驾鹤西去已有二十余载，才名、

清名、善名却越来越响亮，散文、诗词、画

作也越来越受人欢迎。名声人去后，借用

当下流行的一个句式：福报有时可能会迟

到，但决不会缺席。

简笔画高人杨奔先生
■虞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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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里的莘塍食谱
■乔休

老照片陈立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