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能平

宁海被称为“五匠之乡”，石匠是
其中之一。我的老家王爱偏居宁海西
南一隅，那时全村区区百来号人，有名
有姓可以打上石匠标签的却不止十
个。

村里石匠多，与石匠有关的旧事
也多。那些旧事，有些是听来的，有些
是看来的，还有些甚至亲身参与其中。

“阿爸，阿爸，家里来客人了，姆妈
叫你早点回去吃中饭。”十来岁的阿
美，一边在石宕口从上朝下喊着，一边
伸出一只赤脚板，在石片上来来回回
蹭着玩。石片锋利如刀刃，“嚓嚓”两
下，小脚丫就被割破了，血流如注⋯⋯
那时，村小的蔡老师，总在课堂上反反
复复讲这个故事：石宕危险，石头随时
会滚下来，地上的石片也很锋利，无事
少去玩。那时，我就知道石匠是个危险
的职业。

父亲还是小伙子时，曾去一石宕
扛石头做小工。有一天，石宕一个起爆
点失控，炸飞的小石子就像一群乌鸦
黑压压扑下来，吓得石匠与小工四处
乱钻。父亲很灵活，一脚钻进荆棘丛
中，才躲过了这阵乱飞的石子雨。同去
的另一位伙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一

下就被石子击中倒在了地上。要是没
经历这个吓人的场面，一个小伙子，在
石宕里干久了，最终拿起锤子和铁錾，
做个石匠也是有可能的。毕竟，石匠的
工钱比小工高出了一大截。听说，那时
的父亲很勤快，每天主动替一位老师
傅背工具箱，感动得那位老师傅总是
劝我父亲：“我的铁锤你拿去敲，多敲
几下，就学会了。”但没过多久，父亲还
是回来了，再也没去石宕做小工。

小时候，我也曾亲眼见到一些血
淋淋的事故。村里的常叔是一位石
匠，家中要盖房子，就去石宕里打石
头备料。那天大概下午三点钟，大路
上突然响起一阵嘈杂声：不好了，常
叔打石头，被滚下来的大泥块压住了
双腿。快，快，快送到医院去⋯⋯后
来，他的腿是保住了，但石匠当不成
了。

其实，除了出工时不可预见的伤
痛，石匠的职业还与累和苦画上了等
号。

那时，村里的石匠往往也是农
民，他们家里有田地、山林、竹园，
重体力农活同样需要他们一一去完
成。只有农活干完了，石匠才可外出

挣钱。
老家的石宕不是一座石山，石头

是零星长在土中的。有时，三四米高
的大石头是竖着立在土中的。石匠用
一根绳，一头系在石宕顶上的松树桩
上，一头绑在自己腰里，晃晃悠悠地
垂下来。然后左边一锄，右边一锄，
直把大石头两侧的泥土掏空了，再用
铁撬棍，一点一点把大石头撬倒为
止。悬挂作业应该是蛮累蛮苦的，而
有些大石头是横着卧在土中的，那就
要花很大力气去掏周边的泥土。

打石头看着有点像切豆腐，只不
过石头质地坚硬，非得下力气不可。
石匠拿着铁锤与铁錾，在一块大石头
上，先对半，再对半，根据用料计
划，把大石头取成一定规格的石条或
石块。对半开的作业过程，我也很爱
看。只见石匠站在石头中间，先用铁
錾打出一行有一定间隔的细石孔。之
后，在这些细孔上，一一插上楔子。
接着石匠甩开膀子，拿一把大铁锤使
劲往楔子上锤敲。铁锤的手柄由三五
根竹片做成，借着竹片的弹性，十来
斤重的铁锤被激发出了更大的击打
力。一下、两下、三下，石匠就像按

琴键一样，依次锤敲过去。有时，一次
不够，还可以再来一次、接着来一次。
最多三五个回合吧，神奇的时刻就会出
现，轰然一声，厚实的大石头被十来个
呆头呆脑的楔子给胀开了，露出了紧致
又干净的石面。此时，石匠往往已汗流
浃背，他们用沾满泥土与石粉的手，随
意擦擦了事，至多喝口水或抽支烟就权
当休息了。

春夏秋冬，石匠总是凭借一双手，
依靠铁錾、榔头、撬棍等简单的工具，
在石宕里打石头或站在竹架子上砌墙。
此时，与其说是打石头或砌墙，还不如
说是与一块块大小不一的石头进行着近
身肉搏。石匠眼尖、力大、技佳，那些
笨重的石头，才会服服帖帖地听从使
唤。记忆中，村中的石匠个个消瘦，绝
找不出一位大腹便便的石匠师傅。

一半是人生，一半是求生；一半是
自需，一半是他需。纵使石匠活儿很苦
很累也很危险，但村里还是有不少男孩
子或子承父业或拜师学石匠，毕竟，有
技艺在身，比单单种田种地，更宽裕一
点。再说，那时石匠是社会中的必需行
业，盖房子要石匠，造桥铺路要石匠，
打凿石水槽、石捣臼也要石匠。

时移世易，如今在我老家已找不到
一位还在靠石匠技艺谋生的师傅了，大
多数的孩子也没见过石宕。“叮叮当当”
的打石头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但有关
石匠的这些旧事，总在我的记忆中出现。

石匠旧事

虞燕 文/摄

“荻芽抽笋河鲀上，楝子
开 花 石 首 来 。” 石 首 即 黄 鱼 ，
因其头颅中有两枚洁白坚硬、
豆 瓣 大 小 的 耳 石 ， 故 名 。 曾
经，野生黄鱼是东海常客，旺
发期，鱼群蜂拥而来，海面如
铺满了金子，闪闪发光。

大黄鱼为暖温性近海集群
洄游鱼类，以栖息于近海水域
的 中 下 层 为 主 ， 产 卵 时 怕 强
光，喜逆流。老底子每年农历
四五月间的夜里，我们岛上的
人是听着此起彼伏的黄鱼叫声
入眠的。鱼叫声撞击着海水，
搅动着海水，大海躁动起来，
渔民的心也躁动起来。

20 世 纪 60 年 代 的 春 夏 鱼
汛，大黄鱼主渔场岱衢洋桅樯
林立、帆影点点，渔民俯身将
耳朵贴近木帆船的船板，根据
鱼叫声，判断鱼群的大小、深
浅 及 密 集 程 度 ， 从 而 进 行 捕
捞。一网又一网的黄鱼随着吊
杆的升起涌出海面，沉甸甸，
金灿灿，渔民淌满汗水的脸上
掩不住笑意。黄鱼真跟黄金似
的，是富贵之鱼、吉祥之鱼，
它们挤挤挨挨，争先恐后。夜
里若海上起风，次日早晨，岛
上 的 村 民 就 可 以 在 海 边 捡
鱼 。 年 年 丰 产 ， 当 时 没 有 有
效 的 保 鲜 设 施 ， 黄 鱼 捕 获
后，一部分只能就地处理成鲞，渔民辛苦忙累却干
劲十足。

黄鱼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古人赞其“琐碎金
鳞软玉膏”，经济价值自然高，是闻名海内外的优
质 鱼 种 。 岛 上 有 一 道 经 典 的 食 补 佳 品 “ 酒 淘 黄
鱼”，做法并不难，一半黄酒一半黄鱼，加黑枣、
核桃肉、冰糖等慢慢炖，鱼的鲜，酒的香，浓汁甘
甜，既美味又滋补。人们坚信，一碗酒淘黄鱼，能
为辛劳的身体拂去疲累，注入元气。

黄鱼的好，世人皆知，人们欢天喜地收下这大
海的馈赠，捕捞，收购，加工。每逢鱼汛期，水产
公司忙得昏天暗地，日夜不休。剖黄鱼的工人跟铁
人似连轴转，其间不乏优秀的“刀手”，手起刀落
鱼鲞成，利落、帅气。剖好的鱼通通放进旁边的巨
无霸大木桶里，出桶后经漂洗、晒干等工序，就成
了黄鱼鲞。此鲞保持了黄鱼的鲜美，肉质更加紧
实，且久贮不坏。

晒黄鱼鲞，那是岛上的盛景，所有开阔之地被
利用起来。金黄的黄鱼成鲞后，颜色泛白，像是繁
华褪尽后回归到了素朴的样子。它们静止在竹编的
地垫上，一爿挨着一爿，一层叠着一层，无数张地
垫拼成了一个白茫茫的世界。

黄鱼鲞有个颇负盛名的称呼——“白鲞”。传说
吴越争霸时，吴国驻海岛的军士常食用大黄鱼，鱼
多时劈开晒干留着淡季吃。有一次，军士回都城，
便带了些许献给夫差。夫差尝罢，连连称美。后
来 ， 人 们 将 “ 鱼 美 ” 两 字 合 起 来 ， 成 了 个 “ 鲞 ”
字。

白鲞怎么吃都美味，清蒸白鲞、红烧白鲞、白
鲞㸆肉 、 白 鲞 煎 蛋 ⋯⋯ 我 少 时 ， 家 里 常 备 有 醉 白
鲞，从坛子里捞出一段蒸于饭锅，醇香入骨，是下
饭的圣品。后来有一段时间，饭桌上总出现黄鱼头
面糊。就是把白鲞的头剁下，加大量清水、适量调
料，面粉调成糊状入锅一起煮。趁热吃，倒也鲜
香，直吃得人酣畅淋漓。长大后问起这道菜，母亲
说因为黄鱼头便宜，以三分钱一斤的价格从水产公
司购得。其实，那个时候野生黄鱼已渐渐走向枯
竭。

确乎，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渔船即使去外海捕
捞，黄鱼的捕捞量也越来越少，直至没有。冰冻三
尺非一日之寒，长期的滥捕导致黄鱼销声匿迹，不
懂节制造成的恶果终于显现。不得不提那个万恶的

“敲罟作业”，由闽地传入浙江，那是一种极残忍的
捕鱼法。几十条船围着一起敲竹板，让石首鱼头骨
中的两枚耳石产生共振，从而造成其强烈脑震荡。
敲罟作业导致大黄鱼的沿岸产卵群体遭到了严重破
坏，此种捕鱼法后来被明令禁止了，但造成的巨大
伤害已无法弥补。

除了黄鱼，还有很多的海洋生物正日趋减少，从
前的春汛、夏汛、带鱼汛、乌贼汛等均成了陈年旧
梦。

千鱼万鱼都比不上黄鱼啊！这句话是渔民时常挂
在嘴边的。在我国，大黄鱼主要有岱衢族、闽粤东族
和硇洲族三种，以东海的岱衢族肉质最为鲜美。10
余年前，宁波启动了岱衢族大黄鱼原种开发和种质资
源保护工作。而后，成功地在岱衢族大黄鱼原产地岱
衢洋采捕到 8 尾可繁殖的野生原种活体，并培育出
1000 余尾苗种。

延续大黄鱼资源，岛上的渔民义不容辞，他们带
上传统网具，下洋搜寻岱衢族野生大黄鱼的踪迹，以
期在岱衢族大黄鱼的原产海域发展海水养殖。

每年从 5 月 1 日起，东海全面进入禁渔期，而在
从前，这个时节正是大黄鱼的汛期。

“ 咕 咕 咕 咕 ⋯⋯” 东 海 边 ，
什 么 时 候 能 再 听 到 野
生 大 黄 鱼 的 叫 声
呢？

楝
子
开
花
石
首
可
还
来
？

④④

7 四明周刊·记忆 NINGBO DAILY

2024年6月24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顾 玮
电子信箱/gw@cnnb.com.cn

道老古

“老门头”
宁波那些

乡 愁

老照片

②②

桑金伟 文/摄

我心目中的“老门头”必须是有
一定年头的，即建造年代在民国、清
代及以前；必须是大门的门头，而且
是完整的；必须是民居类型的，保国
寺、天一阁、庆安会馆等庙堂类建筑
的大门只好忍痛割爱了；必定属于中
国古建筑，“洋门头”不在讨论范围
内；允许后期作适当修缮，但不能有
较大改动。在这些“严标准”之下，保
存至今（至少我探访时还存在）的“老
门头”就少之又少了。

大门是室内与外界的出入口，是
一个家族、一户家庭的脸面，故古人
对大门建造和装饰是很舍得花钱的，
宁波人更是如此。

宁波“老门头”中占比最高的是
八字门头、石箍门头。八字门头侧重
于门的样式，石箍门头侧重于门的材
质。八字门头、石箍门头又与砖雕相
结合，派生出八字砖雕门头、石箍砖
雕门头等。考究的人家又为大门建一
间屋，这就成了“门楼”，有门楼的大
门，过去在宁波也不少。这些门楼与
八字、石箍、砖雕等结合，又增加了不
少大门种类。因此要给宁波那些“老
门头”合理分类，有点难度。

一些建筑类书籍上的大门分类，
总是以北方为基础，宁波的“老门头”
是排不上号的。南、北方对“老门头”
称呼也完全不同，宁波的那些“老门
头”缺乏现成的资料。还是对着我拍
摄积累的照片，以具体实例展开分
析，更为贴切。

第 1 幅是童家砖雕台门，位于江
北区庄桥街道童家村庙后童 2 号，其
最显著的亮点是砖雕精美。砖雕下部
即“门洞”是具有宁波特色的石箍门，
红石门框、绿色雀替，它与周边灰色
砖雕、白色墙体，搭配十分得体。童家
砖雕台门的另一个亮点是保存完好，
整个大门没有遭到人为破坏，且仍处
于初始状态。

童家砖雕台门主体为三开间，分
上下两层，左右严格对称。两层都起

脊，正脊高耸；两边也有脊，略低。左
右八个尖角上翘，颇有气势。童家砖雕
台门规格之大，为浙东少见。

台门屋顶为筒瓦、凤凰纹滴水瓦，
檐椽及飞椽皆为方形仿木。檐椽下部置
斗拱，正中斗拱共8朵，两边斗拱各3朵，
均为仿木。斗拱下部是砖雕。

正中的砖雕尤为精美，雕刻的是
人物，包括传说故事、戏剧故事中的
人物。最中间的一块砖雕刻的是“八
仙过海”，似是整个砖雕的“画眼”。

“童姚马径张，银子好打墙”，这
句当地老话说的是早年慈东童家村
的童氏家族、姚家村的姚氏家族与马
径村的张氏家族都是巨富，而童氏又
被列为三家之首。童家砖雕台门显然
是家境富裕的象征。

据说，台门内是一座四合院，正
屋堂名“九叙堂”。我之所以没有把童
家砖雕台门列入庙堂类建筑，是因为
台门内的四合院是住人的，村上又另
有童家祠堂，我曾去拍摄过。

第 2 幅是王钫故居门楼，位于奉
化区大堰镇大堰村下街，它属于门楼
式的大门。门楼式的大门是将大门置
于少则半间、多则三五间、常被称作

“门楼”的屋中，早年门楼中有“阍者”
（司阍、门子）等居住。它的亮点是门
楼硕大，我在宁波至今未见比它更大
的民居门楼。

王钫故居门楼面临县溪，背靠虎
头山，面阔三间，坐西朝东。门楼通宽
7.17 米，进深 6.80 米，高 6.60 米，地面
用卵石铺墁。中门前檐柱左右有石
狮 子 一 对 ，昂 首 相 向 而 蹲 ，煞 是 威
风。中门月台置垂带踏跺三级，梁架
采用穿斗和抬梁混合结构，梁架髹
有彩绘。

该门楼于 1982 年被公布为奉化
市级文保单位，系明代建筑，估计后
来房顶被翻修过。中门梁上有新匾
两块，分别是“尚书第”和“旌表尚义
之门”，猜测原来应有老匾。两块新
匾落款均为“甲申年”，即 1994 年。20
年前我去拍摄，当时门楼内是大宅
院。

第 3 幅是慈城福字门头，位于江
北区慈城金家井巷 7 号，它的亮点是
门头内有石板砌成的“福”字照壁（影

壁），这种款式的照壁在宁波难得一见。
而一进门就见照壁的情况，过去在北方
倒是常见。

据悉，福字门头原为明万历年间湖
广布政使冯叔吉住宅的一部分。此类以
石箍为门框、其上施以普通的砖雕的门
头，在宁波较为常见。

第 4 幅是沈家阊门八字门头，位于
奉化区萧王庙 街 道 ，门 头 上 门 牌 标 为
张家路 18 号沈家阊门 7 号。奉化一带
的 人 们 习 惯 将 大 户 人 家 的 门 头 叫 作

“阊门”。
它的亮点在于八字门头两边的石

底座。门头正面既作柱子又作立面的
墙体分掰两边，呈八字。八字门头在视
觉上增加了大门的开阔度，又便于两边
进行装饰，故深受宁波人喜欢。宁波的
八字门头，往往墙身采用砖雕、底座以
石鼓或须弥石为基。

该八字门头的门顶用砖雕和石雕，
雕刻图案大方美观。门两边用砖雕，其下
呈黑褐色的是石鼓形底座，石质高档，与
砖雕搭配协调。门台前置垂带石阶二级，
呈红色。

第 5 幅是鸣鹤“廿四间头”八字门
头，位于慈溪市鸣鹤古镇。“廿四间头”
是通行俗称，全称大概是二十四间走马
楼，乃嘉庆年间国药巨商叶心培之子叶
锡凤所建，已有 200 多年历史。该宅七间
两弄两层，加厢房共有二十四间，且楼
屋四周有走廊可通行，甚至可骑马在里
面畅行无阻，故被称为“走马楼”。走马
楼是我国南方四合院民居中很有特色
的一种结构，盛行于宁波一带的大户人
家中。

“廿四间头”八字门头的亮点在于
门头中间的 6 扇木门。我把这种老门扇
称为“古代的防盗门”，在宁波乡下偶尔
能遇上。

第 6 幅是泗门成之庄八字门头，位
于余姚市泗门镇望安路 14 号。它属于砖
雕八字门头，其亮点是八字门头形制
大。门头内部有门房，两侧的石鼓形底
座采用的是红石。成之庄建于清同治二
年（1863 年），为浙东地区保存最完整的
地主庄园之一。

第 7 幅是咸祥一小门楼，位于鄞州
区咸祥镇环镇西路 88 号。门楼很小，充
其量仅一间屋面，但独立建造，屋顶起
脊，中有“福”字。同样是门楼形式，与王
钫故居的门楼比较，有很大的不同，其
亮点在于门楼中的木结构。

此小门楼的木结构相当完整，上有
浙东常见的 牛 腿 和 雀 替 ，两 侧 有 四 柱
木门枋落地，门枋夹板上部刻有门联
一副，韵味十足。此门与北京四合院中
的蛮子门有些相似，级别不高但经济
实惠，过去在宁波城乡常能见到。

让 我 颇 费 心 力 的 是 对 门 联“ 宗 传
陶 正 家 声 远 ，学 绍 藉 溪 道 脉 长 ”的 考
证 。此 门 联 是 名 联 “ 宗 传 后 稷 家 声
远 ， 学 绍 濂 溪 道 脉 长 ” 的 “ 翻 版 ”，
联中的“陶正”和“藉溪”，可能是
周 代 掌 管 制 造 陶 器 之 事 的 官 和 世 称

“藉溪先生”的学者胡宪。推测屋主
是他们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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