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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赡的史料 厚重的礼物
——从阅读《史料汇编》想到瑞安地方史保护研究

■郑明理

瑞安文史学者张小宇先生参与主

编的《浙江省杭州第十一中学史料汇

编》出版了，值得庆贺！收到这本100

万字的沉甸甸的史料，我充满了好奇。

我好奇一所中学为何要编写这么

厚的校庆史料？我好奇瑞安的张小宇

为什么去主编杭州学校的史料？我好

奇这本书会有什么价值？带着诸多好

奇和疑惑，我阅读了这本书。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原来杭州第十一中学是一所著名

中学，今年迎来百廿年校庆，这本书就

是给校庆的厚重礼物！

学校的起点是创办于光绪三十年

（1904）的贞文女学堂。她是浙江省内

乃至国内最早创办的女学，贞文女学堂

创始人惠兴女士贞烈的办学事迹曾是

晚清中国轰动一时的事件。几十年艰

辛办学，学校一直是一所扬名于国内的

私立女学。1956年，惠兴女学与毗邻

的私立东瓯中学合并为杭州第十一中

学，而东瓯中学是温州同乡会所办。杭

州第十一中学成立以来，培养了包括三

位院士在内的一大批人才，其教育成绩

为世人瞩目。可见学校办学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厚重、办学成效显著。难怪她

有如此丰厚的史料！

张小宇缘何主编该校史料？近代

著名思想家、东瓯三杰之一的宋恕曾参

与贞文女学堂的管理，其办学章程就是

出自其手。宋恕的女儿亦曾参与贞文

女学堂的教学。张小宇因研究宋恕而

涉及贞文女学和惠兴女学。再加上东

瓯中学是温州同乡会所办，所以说浙江

省杭州第十一中学与温州也颇有渊源，

著名温籍人士苏步青、夏承焘等皆为东

瓯中学校董，而张小宇对这些人也颇有

研究。所以请张小宇主编此书，可谓合

情合理。

《浙江省杭州第十一中学史料汇

编》，虽是一所学校的校史资料，却能从

中看到近代浙江女学发展史和近代浙

江基础教育史。她虽是杭州的一所学

校校史，也是近代温州区域史研究的延

伸，与瑞安也有着密切关联。

由史料中的贞文女学和惠兴女学，

我们自然就会想到瑞安的吴之翰先生

和德象女校。

1906年，热衷于桑梓教育的吴之

翰在瑞安县城卫房宫（原址在今瑞安剧

院）创办了毅武女子初等小学堂。后因

女校规模不断扩大，便在县城小沙堤的

玉尺书院创办“德象女子高等小学堂”，

从此开启了瑞安女子高小教育之先

河。据《瑞安市志》记载，德象女校于

1928年并入瑞安县立中心小学。从

1906年开办到1928年并校，德象女校

办学时间跨度23年，毕业学生超过千

人。

早在1903年，瑞安的教育先驱孙

诒让和萧侃在瑞安城区创办本土女学

蒙塾，这也是浙江近代最早的女学堂之

一。而瑞安孙锵鸣的女婿宋恕曾参与

贞文女学堂的管理，并起草办学章程。

那么，杭州贞文女学、惠兴女学与瑞安

女学之间有无关联？在那个年代，杭州

与瑞安的基础教育是否也有关系？

我在搜集瑞安洪炳文家族资料时，

发现洪炳文之胞侄洪铎也是东瓯中学

创建发起人和校董之一。洪铎，字季

川，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中学，与著名

诗人徐志摩同学。洪铎曾留学日本早

稻田大学政法科，担任过浙江平湖、丽

水、泰顺县长和浙江省地政局局长。

1947年2月，温州旅杭同乡会以温州

会馆为校址，创办“杭州市私立东瓯中

学”，洪铎积极参与。最近我又找到一

些与东瓯中学有关的瑞安人资料，如林

树艺（曾任遂昌县长、新昌县长）、孙孟

晋（曾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

文史馆馆员）、洪炽昌（曾任省立湖州中

学校长）、陈楚淮（剧作家，曾在浙江大

学外文系任教）。这些瑞安人到底参与

了东瓯中学的哪些具体工作？瑞安是

否还有其他人与东瓯中学有关系？都

有待深入研究。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由《浙江省

杭州第十一中学史料汇编》，我想到了

瑞安史料保护、整理、挖掘、运用和研究

的重要性。

又盼来鱼肥风干的日子，那是渔人晒鱼

鲞的时节。

初冬的阳光没有夏日的炽热，也没有春

天的明媚，却带着一份独特的温柔，晒在身上

暖洋洋的，连骨头都酥了。它像是薄如蝉翼

的轻纱，缓缓地把你裹住，给人一种静谧的温

馨。此时，远方一阵略带咸味的风从耳边掠

过，仿佛有一种熟悉的味道在我舌尖上跳跃，

我开始想念小岛上那独有的“下洋晒”了。

温州人把北麂岛叫做“下洋山”，也有把

飞云江口以外近海及岛屿叫做“下洋山”的。

北麂岛离瑞安市区37海里，是瑞安唯一的海

岛乡。也许是小岛上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

条件，才造就了此等人间珍馐，那柔和的阳光

伴随狂野的西北风，令渔娘们晒的鱼鲞自然

鲜美、恰到好处，当地人都称之为“下洋晒”。

丁香坦是北麂乡的商业街，也是最好的

晒场。街上仅有几间小店，却能满足岛上居

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然而这里地面平坦且空

旷，日照充沛，一到冬天，街巷里到处飘荡着

鱼鲞的鲜香。放眼望去，晒场上一大片色泽

鲜亮的鱼鲞，远近高低、错落有致，泛着银光，

散发着大海的气息，是风景也是风味。

剖鱼鲞是渔娘们的“女红”，手艺尤其讲

究。我们平时见到最多的是剖鲳鱼鲞，从鱼尾

落刀，干脆利索，沿着鱼的脊背“深入浅出”，直

达头部，然后稍使点劲，把鱼头从中间劈开，一

气呵成，略呈扇形的新鲜鲳鱼鲞就剖好了。

晒鱼鲞，要选择缝隙大易通风、透气好的

工具，不外乎竹簟、篾席、渔网之类的东西。

竹簟，是过去农户用于晾晒农产品的竹席，常

把它卷成筒状，用到的时候展开、铺平，非常

实用，渔家人常用它晒海货。篾席、渔网则通

透且耐用，晾晒效果甚佳。

渔家人好客，凡有亲朋好友上门，就热情

地拿出刚捕获的海鲜和独具海岛特色的“下

洋晒”招待客人，同时也会毫不吝啬地端出家

酿的糟烧（当地人叫“人家烧”）开怀畅饮。畅

饮的场面总是那么粗犷热烈、酣畅淋漓，有点

类似于梁山好汉“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当地

民谣是这样唱的：“江蟹满是膏，雄鸡炒大蒜，

炖鱼味最高，老酒味忒甜。”渔家人劝酒的方

式也很特别，叫做“拎落筛窄贡”（闽南话音

译，意思是“先喝下再说”）。渔民称喝酒为拎

酒（闽南话音译），听起来很有趣。

有酒，当然还得有故事。在这个神奇而

美丽的小岛上，一边品着海鲜，一边吹着海

风，听渔民讲一段有关海的故事，别有一番情

趣：“相传虾蛄和龙头鱼（俗名水潺）本是邻

居，它们在水族科考中高中文、武状元。到了

授冠那天，虾蛄一贪心，便将文状元的冠帽和

武状元的头盔都据为己有。你别看它头戴

盔、脚套帽，威风凛凛的，可一见龙头鱼便羞

愧难当、缩成一团，成了龙头鱼的腹中美食

……”故事看似荒诞，却给这座小岛增添了神

秘的色彩。

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大

批海产品摆上了寻常百姓家的餐桌，满足了

味蕾的享受。然而，这种正宗的“下洋晒”却

成为餐桌上的“稀客”，那是经过阳光沐浴和

风浪洗礼的自然馈赠，尝上一口就会入味入

心，念念不忘……

去年的一天，学生雪梅说杭州新开

了一家沉浸式酒馆，约饭局。我心头顿

爽，手掌一拍，好！

穿过武林街道，进入这家酒馆，馆

内木制的雕花小轩，轩内洁净的方桌，

轩外小桥流水，流水旁桃花斜出，汉服

姑娘上菜的、倒酒的，唐装小伙耍宝的，

叫卖的，熙来攘往，让你目不暇接，分分

秒秒穿越到古代。衣袂飘飘的姑娘接

待我们坐到小轩里，斜倚栏杆，四周景

色尽收眼底，时而音乐响起，环肥燕瘦、

轻歌曼舞；时而灯光四射，美女娉婷，袅

娜而过；我们一会儿喊汉服添菜，一会

儿和唐装互动，意兴盎然，我们不是在

喝酒，而是沉浸在唐宗宋祖的故事之中

了。

无独有偶。前些日子我和朋友去

平遥旅行，看了室内情景体验剧《又见

平遥》，也沉浸了一把。《又见平遥》讲的

是32个镖师舍生取义的故事，整场演

出不是在舞台上，而是演员、观众、舞

美、道具等都掺在一起，一边是演员在

演戏，剧情在发展；一边是观众跟着剧

情走，参与了演戏的过程。

比如有场戏“送镖师出镖”，大家来

到一条古街上，精壮的镖师将要启程，

平遥城里的男女老小出城相送，人们或

相拥嘱托或执手相看泪眼，这时我身旁

的一个大嫂（演员）指着一个古装妹子

问我和朋友：“陌陌的男人要出镖了，你

们要去安慰她吗？”我俩马上意识到这

是沉浸式演出，转头对陌陌姑娘说：“你

家男人今天出镖，很快就会回来的，你

不要担心噢！”话音刚落，忽听大鼓高亢

轰鸣，街上人头攒动，镖师队伍出镖了，

摆在车上的大鼓紧随，我们跟在后面。

我忽觉这个轰隆隆的鼓声强烈而悲怆，

声声敲击在我的心头。因为剧情的发

展，这32个镖师的结局是魂留他乡的，

我的眼睛顿时模糊了，泪水顺着脸颊流

了下来，再看看身旁人和我一样，眼睛

都红着，大家都沉浸在壮士出征一去不

复返的悲壮剧情之中了，那一刻谁也没

有感觉这是看戏。

一个酒馆、一场演出，再平常不过

了，却时时在我心中荡起涟漪，这都是

因为是我的心沉浸了的缘故，那时的

我，角色的代入，回忆的唤起，和氛围、

和情节共鸣，甚至共情了。

其实，这样的沉浸，在许多歌手的

演唱会上也出现过。比如2023年张云

雷天津的演唱会上，当张云雷在两个贝

斯手伴奏下迈出销魂的两步舞，摇曳生

姿，那久别归来的陌上少年红唇白齿，

唱出《月儿像柠檬》时，台下观众如痴如

醉，大喊着：“张云雷，我爱你！张云雷，

我爱你！”然后全场合唱，有观众甚至激

动地差点昏过去。

张云雷仅仅是个相声演员，论声

线，和国内许多歌手不能比，却能够得

到歌迷如此拥趸，为什么呢？应该是他

面对艰难困苦所表现出的勇敢和坚毅

吧！2016年，张云雷意外从高处坠落，

身上十几处粉碎性骨折，全身被植入

100余枚钢钉。换做一般人，单单就对

付这么多的钢钉已经够呛了，哪来的意

志和精神再去做什么相声和演唱事业

啊。可是张云雷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以

惊人的毅力医病、养伤、练歌、学舞，除

却身上的钢钉后，以美少年的姿态站在

大众面前，哪个人不惊讶，哪个人不钦

佩，哪个歌迷不怜爱呢？人们在他歌会

上沉浸进去的是同情、是感动、是支持！

最近在澳门开演唱会的刀郎，其演

唱会的门票在网上9秒钟被一抢而空，

演唱会当天，会场里面16000人，会场

外面几万人。当场内传来刀郎唱某首

歌时，场外的歌迷也合唱这首歌，仿佛

那晚整个澳门的天空都在下着“2002

年的第一场雪”。

其实，刀郎50多岁了，廉颇老矣，

演唱会上高音提不上来时，他会叫一

声“徐子尧”，然后他的女弟子徐子尧就

会飙高音上去，跟刀郎的歌来个完美的

接壤。

那么这么多人，从世界的天南地

北、四海八方赶来，半夜三更聚集在澳

门银河综艺馆门口究竟为了什么？

为的是参加演唱会啊！

刀郎的演唱会与其说是歌会，不如

说是一场青春的回忆。有多少人，当年

听刀郎歌时还是倜傥少年，再听时，已

是沧海桑田；有多少人，当年听刀郎歌

时还是风花雪月，再听时，已是劳燕分

飞。

刀郎的演唱会与其说是歌会，不如

说是励志大曲。刀郎唱的是人间冷暖、

世情淡泊的江湖，唱的是跌宕起伏、坎

坷不平的人生，唱的是坚如磐石、坚持

到底的意志。

当刀郎唱到《谢谢你》这首曲子时，

台上在哭，台下也在哭，整个场馆里只

有眼泪在飞。那一刻歌者与听者身心

交融，那一刻歌者与听者心意相通。

人们在刀郎演唱会上听的不是歌，

听的是人生、是情感；是不屈、是不平；

是心酸、是泪水；是坚毅、是勇敢……

坐在家里电脑前看演唱会小视频

的我也在哭。

我沉浸了，我更沦陷了。

接到要筹办原塘下中学同学会的通知

时，不免大有感慨。整整六十年了，当年的懵

懂清纯少年，如今满脸沧桑一头白发，回首往

事，怎不让人唏嘘。

最难令我忘怀的，是那游弋于塘河中缓

缓而行的河轮。一艘机动尖头船后面拖着几

艘客船，旅客从东门轮船埠头依次上船后，把

大件行李放置在船背，便进入船舱落座。轮

船按时启动，一路沿七铺塘河逶迤而去，终点

是温州小南门。我们必须在河口塘埠头上

岸，再步行几十分钟，才能到达位于仙岩寺的

住宿处。可以沿河边的石板路行走，路较平

坦，但路程略远些。从埠头到住宿处，还有一

条直插的田间小路，一下雨便泥泞不堪，晴天

行走还可以。

那河轮的舱厢仿佛一个小型会客室，旅

客自然是临时群众。正应了一句俗语：凉排

下朋友——弗长久。虽然沿途每个埠头有人

随时上下船，却基本秩序井然。舱厢内的人

物更是三教九流、老少皆有，俨然是个小集

市。在短暂的聚集间，除了可以通过观察窥

测人间百态，还有一些临时的活动，最引人注

目的是阿唐老师讲笑话。阿唐老师约50岁

罢，因眼瞎，方言称之为“瞙唐”，故简化引申

出“阿唐老师”的称谓罢，他时常在温瑞河轮

的舱厢内穿行，船一开动，便用那嘶哑的嗓音

讲各类笑话。内容包括乡土、人情、历史，曲

折离奇，配上抑扬顿挫的语调与幽默诙谐的

语言，令人捧腹不已。他有很强的讲述把控

能力，能在每个靠埠的间隙时限内讲完一段

故事，然后就有旅客掏出零钱放入他的专用

布袋。

还清晰记得当年的宿舍。我们最早入住

名闻温州地区的古刹圣寿禅寺，当地人称“仙

岩寺”。房间是原来僧人住的地方，窗外正可

见到流传中的“流米岩”。第二年，住宿迁到

方丈楼上层的原僧舍，下来吃饭要经过一段

狭长阴暗的小道，毕竟是未成年的孩子，夜晚

上下总感觉几分阴森。

我们刚入学时，每逢周末都要回家一趟，

顺便捎带点上学的“肴配”与衣物等。开始是

坐轮船，后来，有几位稍年长的同学发起步行

回城的倡议，响应的同学便相约同行，以男同

学为主。于是，周六吃过中饭，就轻装齐集，

从仙岩寺先到河口塘，再沿河路行走，到了岑

岐，再沿104国道直到东门轮船埠头。因为年

少，开始时一趟必须不停歇地行走三个多小

时。第二年，路途熟悉了，有同学发现：到了

山根地段可以抄近路，翻过小山即是愚溪，然

后从北门外入城，可节省一个小时的行程。

这条捷径就成为我们“打路走”回家的最佳线

路。

对于我们这批好动的少年，步行不仅是

挑战，更是一路的风光与嬉笑，还可以节省一

角七分的船钱，很值得。

住校习惯了以后，有时候我们周末也不

回家，相约去学校附近游山玩水。我们不仅

走遍梅雨潭、雷响潭、龙须潭等几个景点，还

登山去过白云寺、伏虎寺等小庙，观赏过金

河、银河水库，甚至到更远的罗隐洞、化成洞

游玩。对于那株硕果仅存的唐代茶花，因不

知其稀罕的身世，只看了几眼就匆匆而别。

我们更留恋的，是那深邃的洞穴，抚摩崖壁上

的石刻，内心充满好奇。

在仙岩住读二年，我们用年轻的脚步丈

量过周边的山水，纯净的眼眸观赏过群山飞

瀑与寺院内的题匾碑刻，更见惯了从门口进

来即可见到的四大金刚、弥勒佛、三宝菩萨、

十八罗汉等精雕细刻的众多佛像，那精妙绝

伦的工艺，令人叹为观止。渐渐地，我开始爱

上了被誉为“天下第二十六福地”的仙岩寺。

随着知识的扩充，正当我对寺内的题字、

崖壁的石刻碑文产生兴趣的时候，那场亘古

未见的运动彻底打碎了我的求学梦。紧接着

就是一场毁灭文物的荒诞剧。至今，我仍对

当年无知的蠢举深觉忏悔。

停课一年多。1967年11月，等到瑞安两

派围城武斗结束，恰逢连续干旱使七铺塘河

干涸见底。接到通知，我们重返校园。因为

河水干枯，河轮停航，我们只能沿着河岸步行

到学校。途中，我在裸露的河床底走了一大

段路，触目是瓦砾污泥，往日的碧波荡漾原来

遮掩着如此丑陋龌龊的河底，此情此景击碎

了我心目中美好的母亲河印象。

校园的景象更令我震惊。千年古刹经过

一番折腾，所有的庄严佛像全部消失了，寺内

的牌匾碑文皆被捣毁，连排的精致小石塔荡

然无存，连寺外连绵成片的几十棵百年马尾

松也被连根挖掉。更遗憾的是，巍峨耸立在

学校教学楼对面的千年古塔也被摧毁，空留

一片废墟。

记忆中美好的校园消失了。我的求学之

路也随之灰飞烟灭。

坎
坷
求
学
路

■

施
正
勋

舌尖上的“下洋晒”
■林南斌

沉

浸

■

葛
亦
虹

太阳西沉

我们在各自的路上朝圣

秋日的林荫道

冷峻

恰如我们的生活

也会有一些橘黄的光线

穿过密密的丛林

我们一前一后

一前一后

像两艘并向而行的船

群山环绕

炊烟四起

正化作过去的回音

一轮落日挂在秋林的上空
■孔令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