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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国松

2021年4月，浙江省第二批“千
年古镇（古村落）”地名文化遗产名
单公布，全省共入选 15个古村落，
莼湖街道鲒埼村列入其中。

一

《汉书·地理志》上卷，在“会稽
郡”项下对古鄞县的全部记载只是：

“鄞，有镇亭，有鲒埼亭。东南有天
门水入海。有越天门山。莽（王莽，
即新朝）曰谨。”镇亭和鲒埼亭是奉
化流传至今最为古老的一批地名。
设亭那一年，为西汉之初的汉高帝
六年（公元前 201 年），已有足足
2200个春秋。

西汉镇亭，在今大堰镇。1947
年，奉化县内设区并乡，在当今董李
一带“复古”了一个“镇亭乡”。这一
古意悠长的乡名，风雅而忠实地传
承了这个地域 2000多年的光阴与
记忆。只可惜，“镇亭”乡名昙花一
现，1950年起便分为董李、畈里两
乡，这一带固有的历史意韵，最终还
是失落了。而“鲒埼”这一古地名保
留至今，依然“活在”象山港畔。

轻轻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惊
奇地发现：象山港北岸，以奉化八面
埼山为中心，方圆四五平方公里的
这片海疆古地，曾是奉化乃至整个
象山港沿岸文明肇始较早、历史底
蕴深厚的区域。远在 2000多年前
的西汉，当浙东大地的许多地方尚
处荒蛮无人之境时，县治设在今奉
化白杜的古鄞县，已在此山设置了

“鲒埼亭”。鲒埼亭在汉代属鄞县，
而从唐代起属奉化县。1996年，浙
江邮电的文史专家考定：“西汉鲒埼
亭，为浙江省最早的几个官府传邮
的邮亭之一。”古往今来，这么一个
处在海隅一角的弹丸之地，却倍受
关注，实为罕有。

八面埼山处在鲒埼村东南一公
里的那个坦荡的半岛上，海拔仅 73
米之高，充其量也只能说是一座滨
海孤丘。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一般

山峦多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而此
山从四面八方望之，均同一形状，故
雅称“八面埼山”。

在汉代，县之下的地方行政组
织是乡、亭、里，所谓“积里为亭，积
亭为乡”。那时的“亭”，既是乡之下
的行政单位，又兼官府的传邮效
能。古鄞县县域很广，约略当今宁
波市的东部及南部地区，鲒埼亭正
扼古鄞县南北陆上要冲，又摄象山
港出海之道，地理位置十分显要。

二

鲒埼之东的象山港狮子口，这
是一湾物华天宝、海产丰饶的内
港。在西汉和唐代，鲒埼八面埼山
两侧，短短几公里海岸线上，竟孕育
出“鲒酱”“奉蚶”两大稀世贡品，这
在全省乃至全国，也堪称一奇。

鲒埼亭之名，缘起当时盛产的
一种寄生瓦螺——鲒。在西汉，埼
山沿海出产的鲒酱，风味独异，一度
列入贡品。为《汉书》释义，颜师古
注曰：“鲒，音结，蚌也。长一寸，广
二分，有小蟹在其腹中。埼，曲岸
也，其中多鲒，故以名亭。”宋代诗人
梅尧臣对奉化这种尤物有传神的描
述：“一寸明月腹，中有小碧蟹。”
清初史学家全祖望写到汉代贡品鲒
酱：“汉家选百物，玉食来海错。
曲岸有孤亭，小鲒所依托。”清末
民初，奉化宿儒孙表卿在《鲒埼岭
道上》一诗中写景又状物，不过诗
中最后喟叹“无人知鲒酱，唾弃竟
朝朝。”很可能到清代中晚期，这
品独异的海味已经灭绝。也难怪
《现代汉语词典》对象山港这种古
代特产摸不着北，含糊解释：“古书
上说的一种蚌。”

回头说蚶子。它是我国著名的
食用海产之一，原生于海底泥沙岩
礁间，其两瓣贝壳大小相同，表面有
放射肋，数目各类不同，状如瓦楞，
所以俗称“瓦楞子”。奉化所产的

“奉蚶”，瓦楞数为十八，与他处所产
不同。

《尔雅》谓蚶子为“魁陆”，其释

文说：“出会稽，可食。”会稽产蚶之
海域，即当今奉化沿海。因此，奉化
沿海无疑是蚶子这种海产珍品的原
生地之一。清代著名文士、美食家
袁枚，他在《随园食单》中写道：“蚶
出奉化县，品在车螯、蛤蜊之上。”这
就是所谓的“奉蚶”。

2005年，奉化白杜某考古点，
文物工作者发掘出满满的一罐蚶
子。这次出土的蚶子保存相当完
好，颗粒饱满，色泽跟新鲜的没什么
区别。专家推测，这一罐蚶子很可
能是西汉中晚期的随葬物品。这佐
证了2000多年前，奉化先民已经在
食用鲜美的蚶子了。

在唐代，鲒埼一带沿海的蚶子，
尚处于野生状态。因海民采食，鲜
美至极，名声渐隆。人道是“物极必
贡”，就像唐代杨贵妃口含的岭南荔
枝一样，奉蚶也被列入“土贡”清单
之中。自唐代元和年间的 809年
起，每年送一石五斗到京城长安。
由于两地相距数千公里，沿途只能
程程传送，往往需动用数以万计的
差役，此事实在过于劳民伤财。

唐朝大诗人元稹，是一位仗义
执言的为官文人，他于820年上奏：
蚶役“人不胜其疲”。元稹早年曾在
京城为膳部员外郎，主管过宫廷上
下的日常饮食，想必亲见亲尝过奉
蚶，也深感蚶役之苦。可是，地方官
的这份“报告”，一压就是三年。直
到 823年 11月，新皇帝李恒才予恩
准。这件唐朝轶事代代相传，时至
清代，奉化乡贤孙事伦仍津津乐道，
写诗追忆:“在昔元和间，往往充天
厨。赖有贤长官，奏罢免贡输。”

如果说唐代作为“土贡”时仍是
野生奉蚶，那么到了元朝末年，鲒埼
一带的海民开始引野生蚶苗，在狮
子口沿岸，筑塘蓄水，精心养殖。奉
蚶，便成了浙东最早人工养殖的海
产之一。

元代的《四明续志》曰：“有芽
蚶，壳棱细布，肉肥，多出鲒埼，冬月
有之。”《至正四明志》也载：“瓦楞
蚶，盖壳上有棱似之，故名。有芽

蚶，壳棱细而肉肥，多出鲒埼，亦采
苗种之海涂，谓之蚶田。”它印证了
奉化沿海渔民“筑塘蓄水，人工养殖
已有六七百年”之说。

当地渔民说：“蚶子又叫泥蚶、
血蚶、芽蚶。它们对自己的生存环
境十分讲究。通常养在滩涂的高
处，最好是陆上淡水入海口，这样的
地方，海水的温度和盐度适宜蚶子
生长。放养后，二至三年可起捕上
市。”因为蚶子喜欢埋栖生活，人们
在蚶田中难睹它的踪影。细细辨
去，蚶壳瓦楞状的纵线间，还有一年
一轮的横条条，犹若树木之年轮。

奉蚶的特点是壳薄、肉丰、血
多、味鲜，具有补血健胃的功效，为
滋补佳品，尤宜佐酒，各地的蚶子难
能望其项背。奉蚶的口味也确乎与
众不同，实乃贝类海鲜之珍品。它
最大的特点便是“肉肥嫩、多蚶血，
无泥气”。光是蛋白质的含量就达
60%以上，还有多种氨基酸和维生
素成分，自古就是养血健胃的佳
品。究其根源，因为奉化狮子口海
域是蚶子生长的“天堂”。这里海水
盐度恰到好处，滩涂以泥沙质为主；
自古有附近清澈的溪水独流人海，
对咸淡水“兼收并蓄”的蚶子而言，
正中它的下怀。

说到奉蚶养殖的专家，该提及
一件往事。上世纪80年代，有位日
本专家来奉化，他夸下海口说：“把
你们奉蚶与邻近几县的蚶子一块让
我品尝，我能咂出哪一颗是奉蚶。
我还能在剥开的几只蚶子中，一眼
认出哪一只是生长于奉化狮子口的
奉蚶。”在场的鲒埼渔家乡人颇为惊
诧：想不到外国人对咱们家的特产，
竟研究得如此透彻。

三

时光流转到宋代，北宋景德三
年（1006）奉化设两镇，其一就是埼
山之北的鲒埼镇，其二则是西部山
麓的公塘镇，它们是奉化历史上最
早出现的两个自然镇。

十三世纪初叶，南宋八面埼山

周边的鲒埼等几个村集、市镇一并
进入了全盛时期。

据南宋《宝庆四明志》所记：“奉
化县管下地名战（鲒）埼、袁村，皆濒
大海，商舶往来，聚而成市，十余年
来，日益繁盛，邑人比之临安。”那光
景，埼山上修筑了高耸雄伟的望海
楼，山下费家村至塘头村之间的滨
海地带，形成了三里之长的“星月
街”。街上酒旗低垂，买卖兴旺；港
湾樯帆高挂，穿梭往返。埼山一带，
敢与都城比繁盛的“小临安”这个美
称，一直流传至今。

上世纪90年代，应鲒埼乡政府
之请，我与奉化的几位历史文化爱
好者一同，曾探古访幽深入这片故
地采风。那天，我们在荒坡、田垄的
地表下面发现了一段“星月街”。整
个街面，全由一块块狭长坚实的砖
块砌筑而成，足见当时财力之充
盈。同行的竺家惠先生是一位文物
专家，他掂量着 800年之后重见天
日的“南宋街砖”，欣喜地说：它们是
地地道道的宋代形制。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作为海防
要地，政府在宋开禧年间（1205-
1207）始设鲒埼巡检司。埼山北麓
元王邵村置有司城，埼山之顶筑着
望台，并在周边地区广建兵寨、门楼
和射亭，一时间重兵把守、埼台处
处。明代倭患日炽，奉化沿海防御
频频告急。政府经再三权衡，裁撤
了奉化内地的四个巡检司，一并充
实到鲒埼巡检司。因此，实力陡增
的鲒埼巡检司，一跃成为整个象山
港地区抗倭的一个重要营地。

明代，这一带依然市井繁荣、人
口蕃盛。光是聚居于司城内外的邵
姓，就有“里邵八百，外邵一千”之
称。八面埼山西南麓，费姓先祖为
管理史家塘也迁来发族。新的家园
里，他们挖凿了称作宫、商的两眼水
井。通常滨海之井其水苦涩居多，
然而宫、商井虽咫尺之外便是滚滚
大海，但一直“海水不犯井水”，水质
奇佳。再者，人们若俯井投石，那一
眼宫井竟与“宫”声相合，而那一口

商井则跟“商”音叶韵，令人抚掌叫
绝，实为造化天成。两眼古井至今犹
存，其水甘甜如泉、醇清可口。明代
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在《奉邑形胜》
中倾情赞叹埼山之繁盛：“井叶宫商，
地中乐府；街呈星月，世上天衢。”它
无疑佐证了明代的盛况。

一跨入清代，八面埼山的境况大
为不妙。清代初期，清政府惟恐外国
商人在与沿海民众交往中“滋扰生
事”；东南沿海民众在郑成功、张苍水
等领导下纷纷抗清，这一切促使政府
在顺治年间施行举措严厉的“海禁”，
从而使埼山一带的海上贸易和捕捞
业几受灭顶之灾。与此同时，这个地
区遭受了几场大海潮侵袭。人祸、天
灾接踵而至，八面埼山从繁盛步步走
向式微。

自清代至民国，有两位历史名人
曾前后拜谒了八面埼山。

清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和思
想家全祖望，仰慕声隆百代的鲒埼
亭之名，山上山下凭吊了一番，尔
后为承西汉风雅，索性将自己一本
最重要文集。题签为《鲒埼亭集》。
清末梁启超说：“若问我对古今人文
集最喜读某家，我必举 《鲒埼亭
集》为第一部。”

鲒埼八面埼山失落过程中，尚有
一个未解之谜：光绪《奉化县志》记
载：“埼山砚石，石质滑腻，采以为砚，
不亚端、歙，产鲒埼埼山。”真料想不
到，至迟在晚清，八面埼山仍出产砚
台这种文人雅士之珍品。只可惜，埼
山埼砚跟汉代贡品鲒酱一般：无人知
埼砚，唾弃竟朝朝。今年初，我的文
友、当代砚文化研究专家张翔先生在
他的著述《寻找扑朔迷离的浙砚》之
第八章，以“海疆产鲒古岸出砚——
奉化埼砚”为题，介绍了埼山砚石的

“前世”。倘若它有重新开采之“今
生”，那当是一桩“小石头做出大产
业”的美事。

悠悠地，整整22个世纪的年光过
尽，鲒埼八面埼山的诸多陈迹相继颓
圮、消失，几成只可怀望、不可触摸的
文明碎片。

鲒埼：西汉古地出贡品

邬宏尉

今年暑假计划重访奉化六古
塔，瑞峰塔是最后一座，至此，拍
写奉化六古塔全部完成。虽然不
是什么大工程，也是对六塔的再
一次探访和文字整理。

你问奉化人瑞峰塔在哪儿，
很多人会一愣，瑞峰塔是什么
塔？你要问南山塔，很多人会为
你指点：“喏，就在那儿。”瑞峰塔
位于奉化南山山顶上，故又名南
山塔。南山塔秀出云表、锋芒插
天，奉化人抬眼就能望见，几乎家
喻户晓。

明嘉靖《奉化县图志》记载：
“县东南五里，有山特起曰奉化，
唐开元二十六年析鄮县地置奉化
县于此，因以名焉。”奉化盖由此
山得名——奉化之名的来历有三
种说法，此为其中一种。南山是
奉化的地理标志，是当地百姓登
山锻炼的绝佳之选，登南山必到
南山塔，南山塔也就成了人气最
旺的古塔。

夏日清晨，趁太阳尚未发威，
约二三好友，同访南山塔。车停
山下，沿宽阔水泥路向上步行。
山路曲折，绕过数道山梁，一座新
建的亭子映入眼帘，为六角攒尖
石亭，亭名寒山。亭前一棵大松
树，造型苍遒，左侧立碑，上书：南
山不老松。亭旁分列功德碑、功
德林及一块“心”字石。

穿亭而过，迎面可见南山寺
明黄的院墙于朝阳下熠熠发光。
据载，该寺唐咸通年间由来自天
台的行脚僧建造。寺庙原名吴峰
院，明洪武初年改称南山禅寺。
可能因疫情等原因，寺门紧闭。
通往瑞峰塔可登石阶，同行的裘
老师建议，我们选择走寺前的老
路。

老路坑坑洼洼，留着多年来
被流水与时光冲刷后的印迹，不
怎么好走，但绿荫满目，凉爽清
幽，因而走的人不少。转过几个

弯，一座简易古朴的碑亭现身眼前，
硬山顶石结构，亭顶用石板拼搭，屋
脊上雕鸱尾。前檐枋上一横石为
匾，上刻“瑞峰塔碑亭”五字。檐柱
上有“文笔一支凌霄汉，穹碑千古耀
南山”对联。古老的碑亭掩映在茂
密的山林中，寂寞苍凉。

边走边聊，竟一点都不觉得
累。忽而抬头，瑞峰塔就在眼前。
置身这片平地，四周树木低矮，视野

开阔，可俯瞰奉化全景。人们在塔
旁健身活动伸展筋骨，其乐融融。

瑞峰塔建于唐咸通年间，现塔
身系清代嘉庆年间重建，是一座六
面七级仿楼阁式石塔。塔身不高，
13.45米，奉化六塔中只比天峰塔高
一点。塔基、塔身、腰檐、翘角、塔刹
全部用条石刻砌合榫而成，塔刹由
三个球形组成的宝瓶组成，据说修
复不久。瑞峰塔与奉北江口街道塔

山之巅的寿峰塔遥相呼应，人称“姐
妹塔”，二塔同列宁波十大古塔。瑞
峰塔于1987年2月被奉化县人民政
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宋时
《南山寺碑记》有云：堂开千叶之莲，
塔现七层之影。

站在瑞峰塔身畔，仿如自身也
矗立于南山之巅。远眺奉川蜿蜒，
不禁心旷神怡。

重游南山见古塔
韩伟定

大饼、油条、粢饭、豆浆是宁波传统早餐中的“四大金刚”，
由于其美味可口、经济实惠，时至今日仍然是宁波人喜欢的主
打早餐。

这“四大金刚”中的油条，长长的二段面粉条，相依相连压
贴在一起，经热油锅烹炸，成品为金黄色的长条，吃起来香、松、
脆、酥。卷在大饼中，即可成为早餐主食中的黄金搭配。金灿
灿的油条又可单独作为菜肴，是过泡饭的绝对佳品。

儿时，油条对于我家来说，还是奢侈品。那时，正处艰辛岁
月。我是长兄，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由于家中贫困，
大饼油条作为早餐主食，是很少能吃到的。只有像每年学校组
织春游，因为起得早，又要走长路，为了耐饥，母亲才会让我吃
顿大饼油条。当我拿着大饼油条，狠狠咬下一口，唇齿舌尖涌
上的松脆香酥和油而不腻的滋味，能让人足足兴奋一整天。

平常日子，家里早餐多以泡饭为主，前夜剩下的冷饭加热
开水一泡，就是我家常见的早餐主食。看看隔壁邻居，多数也是
如此。过泡饭的菜肴，基本上是一些老面孔，乳腐、黄豆、咸菜，
还有前夜吃不完的剩菜。咸鸭蛋、花生米那是菜肴中的珍品，只
有在逢年过节时才会上餐桌。就是三分钱一根的油条，母亲也
总嫌贵，很少购买，因此油条上桌机会不多，只是偶尔出现。

好不容易盼到一根油条，怎么分配呢？那时外婆在家中有
绝对的话语权，老人家有些重男轻女。一根油条，她先对半分
成二条，其中一条交与我和弟弟，另一条给三个妹妹均分。这
样的分配规矩，大家都习以为常。

一根油条五人吃，每人分到的也就短短一段，配上二三碗
泡饭，显然是饭多菜少，比例失调。满满一大口饭，油条只能咬
一点点。宁波话菜肴一律叫“下饭”。嘴巴里先吃进去一口饭，
在口中等待，紧接着吃一口菜肴，这样嘴里的饭才能下去，也就
是所谓的“下饭”。菜肴的功能就是下饭，把菜肴叫作“下饭”恰
如其分，宁波话的生动形象让人惊叹！油条下饭不够用，兄妹
们只能将油条多蘸蘸酱油。因此，与其说是在吃油条，还不如
说是在吃酱油。早餐过后，满嘴巴留下的都是酱油的咸味。

闲话油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