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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火会的工作人员主要由
会董和救火队员及内勤人员这
三部分人组成。

会董是领导层。笔者没有
查到会董名单，也不清楚会董
由哪几部分人组成，只在民国
二十二年（1933）11月19日《上
海宁波日报》上的一条题为《镇
县府限期成立组织消防联合
会》的报道中，看到区消防联合
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以区长
公安局长及当地各会局主办人
员为当然委员，并请热心士绅
若干人为聘任委员”。很明显，
这是个官办消防组织领导层的
组成人员，其成员有官方的“当
然委员”和民间的“聘任委员”
两个部分。如果剔除官方成
份，保留民间要素，那么民办救
火会会董便由“热心士绅若干
人”组成了。窃以为，这“热心
士绅若干人”，应该包括热心公
益事业的绅士、创办救火会的
发起人、捐资捐物和出力者的
代表等。当然，这只是个人意
想，真实情况还待史料的发现。

救火队员是救火会的主
力。一个救火会的救火队员一
般是四五十人，也有百把人
的。具体人数要从水龙的配置
情况来看。一方面是水龙的数
量，水龙台数与救火队员人数
是成正比例的，每增加一台水
龙，光挑水人就得增加十几
个。另一方面是水龙的种类，
一台“咯咯龙”虽然两人就能抬
着走，但开龙操作至少要有八
人轮番调换；一台“马达龙”要
四人才能抬动，还要配上背油
箱的人，但开龙操作只要一人
就行，这一人也称“机器手”。
所以，不同的水龙配置情况，决
定了不同的救火队员人数。

救火队员都是身强力壮的
正劳力，他们一般是务工、务农
或经商、打工等有业人员。救
火队员是有分工的，这分工有
敲锣、抬龙、掌灯、开龙、挑水、
扛水枪等。队员们的分工一般
是身兼多职，抬龙的可能要兼
任开龙、挑水、扛水枪等。他们
的兼职也是随机应变的，白天
救火不需掌灯，掌灯者就会去
敲锣、抬龙、挑水等。救火现场
靠近水源，挑水者不用挑水，就
会去帮助扛水枪、开水龙等。
这种一人多能、一身多职，既可
节省人员劳力，又可提高工作
效率。

内勤人员是内部事务管理
者。一般有管账的账房和管设
备的保管员等。账房相当于现
在的财会人员，他要把每一笔
捐款的捐助人、捐款数额、开支
用途等记录下来，要把每一次
设备的维修、增购的账单、收据

保存齐全，要定期把这些财务
情况公布于众，以取信于乡
亲。保管员主要是保护和管理
救火会的库房和库房内的救火
设备。他要检查救火设备的数
量和质量，如发现有缺损，要及
时增补和修理，确保各个设备
的完好。我小辰光曾从西安水
龙局库房的玻璃窗里看进去，
里面分门别类，整整齐齐地摆
放着水龙等救火设施，仿佛处
于随时出发救火的应急状态，
这就是保管员工作之一。

民办救火会的所有工作人
员都是义务工作、义务救火，所
以人们又称这种救火会为“义
龙”。

创办救火会是当地的一件
大事，往往有隆重的成立仪
式。团桥消防联合会成立时，
于下午一时借陈氏宗祠召开有
两百五十余人参加的成立大
会。大会后，拍摄工作人员集
体照，试验和展示新购水龙的
运行性能，然后是整队游行。
游行队伍中，前有军乐队，中有
警察保卫团炮手队，后是身着
统一的救火会服装，肩负崭新
的水龙，手持各类救火器具的
救火队。游行线路是从团桥出
发，经骆驼桥、桕墅方、寺后胡、
刘杜、洪家等村，再回到团桥。
此时已及傍晚，吹吹打打热闹
了整整一个下午。

试龙既是试验水龙的性能
和完好性，又是救火队员日常
训练的一个项目，还是当地民
众争相观赏的热点。民国十五
年（1926），镇海城区举行了颇
为隆重的试龙表演。那天上午
八时，城区八个救火会齐集大
教场，各显其能、尽情发挥的试
龙表演，引来观者人山人海，拥
挤不堪。在这次试龙中，就发
现了一个问题。“镇海消防局水
带虽较他局为长，然带上已多
小孔，宜亟筹经费，另行填
购”。试龙结束后，又集队在城
区游行一周。游行路程由大教
场出鼓楼，直落朝宗坊，弯米行
街、邵衙弄，到横街头，出西门
弯财神殿下，至树行街，到大道
头散会，沿途又引来居民和行
人的拥挤观望。

据传说，龙神于农历五月
二十日，分至四海，各司其雨，
为大地带去甘霖，预示该年农
事顺畅，传统上把这一天称为

“分龙节”。后来，“分龙节”也
成了救火会的试龙日。庄市及
附近村庄的救火会，在“分龙
节”那天都会抬来各自的水龙
参加试龙表演。至安救火会于
民国三年（1914）新购的一台进
口“马达龙”，因出水大、喷射高
而大受民众称赞。老周村的平

安水龙局，每逢“分龙节”必试
龙一次，在民国十五年（1926）
试验新购“洋龙”，喷水甚高，观
者俱称满意。

救火是救火会的首要任
务。救火会的救火一般有报
警、出龙、出水、回龙四个步骤。

报警就是报告火警。那时
报告火警，就是敲钟敲锣喊救
火。有些救火会对这种敲钟敲
锣也有自己的一套规定。庄市
至安救火会在瞭望塔上观察到
火灾后，就以火灾的不同方位
来敲响警钟，街南着火敲钟一
下，街北着火连续敲钟两下，街
东着火连续敲钟三下，街西着
火连续敲钟四下，这样便于救
火队员及时判断着火方向，迅
速奔赴火灾现场。洪家永安水
龙会配有好几面铜锣，把一面
大铜锣定放在本村一家店铺
里，其余各面分散放于附近各
自然村，并有专人保管和使用，
这人便被称为“铜锣手”。当一
面铜锣敲响报警，其它各锣就
会闻声响应，接力传递。这样
火警传播地域广，便于通知和
召集救火队员和附近的救火
会。团桥久安救火会特地配置
了破铜锣，并专称它为“火烧铜
锣”，人们一听到这独特的破声
破气的“火烧铜锣”声，就晓得
是火灾警报。

出龙就是抬上水龙奔赴火
灾现场。当分散的救火队员听
到火警后，便会放下手上活计，
迅速集合到救火会库房，按分
工抬上水龙，背上器具，集队赶
往着火地。我小辰光在一个小
山村目睹了这种出龙情景。跑
在出龙队伍最前面的是“铜锣
手”，他边奔边敲边喊，既是沿
途续报火警，又是请路上行人
让道。紧跟“铜锣手”是抬龙。
记得当时是两人抬一台红色三
匹“马达龙”。抬龙人在奔跑中
或自换肩膀，或由别人来添
换。令我惊奇的是，他们换肩
换人动作非常熟练、协调，没有
丝毫停顿或放慢脚步的感觉，
确是训练有素呀。奔在抬龙后

面的是带上其它救
火器具的救火队员，有背
水带水枪、梯子铁钩、斧子锯
子、油箱绳索等。再后面就是
自发投入救火队伍的群众。整
个出龙队伍，确是浩浩荡荡的
一大群。可以设想，如果时间
再往前推，出龙队伍中还会有
抬着和挑着大小木桶的；如果
是晚上，出龙队伍两旁还有依
排紧跟的“朝天灯”照明，这出
龙场面就更为壮观了。

出水就是抬龙到火灾现
场，立即开动水龙出水灭火。
对每个救火队员来说，救火现
场既是灭火救灾的战场，也是
展示技能的舞台。水龙一到，
如果迟迟开不了机、出不了水
就会受人讥笑，如果能立即出
水灭火就会受到大家赞扬。坊
间曾称赞“十七房机器水龙一
到，火神菩萨自动逃掉”；“只要
咸安的水龙一到，火场就即刻

‘水漫金山’”。也有资料称“团
桥水龙会的水龙总是最快、最
灵、最猛，远近口碑极好”；“久
安救火会，规模宏大，设备完
全，远近火患，均利赖之”。清
水湖村也有记载：“吾村水龙会
颇称有功，四方离本村五里内
失慎，柱首率领壮夫赴救，无不
扑灭。”

当大火扑灭后，“铜锣手”
会敲锣三下，这三声锣叫做

“回龙锣”。“回龙锣”是通知救
火队员可以收集器具、清点人
数、抬龙回库。这抬龙回库就
叫“回龙”。叶氏救火会还有
一条特殊的规定，当别的救火
会“回龙”后，他们必须再坚守
一段时间，再细查一遍火烧
滩，以防死灰复燃。因此，这
个救火会非常有名，被称赞为

“太平龙”。救火队员“回龙”
到库房，要整理和晾晒使用过
的器具，检查并修整损坏之
处，按数按质地交还给保管
员，以备下次再用。

镇海老底子的 （下）
□胡白水

救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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