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概述

一、渔光曲

随着一声啼哭，一个新的生命降生在渔民家里，开始了《渔光曲》的故事。父

亲为了养育新生的孩子，去风浪更大的远海打渔，再也没有回来。孩子们为了谋生，

追随父亲的脚步踏上渔船，结果先是乞讨流浪，后来不幸死亡。鱼行里年轻的少爷

想要改良渔业，家产却被外国资本家吞并 ；想要给穷人施舍钱财，穷人却因此受到

诬陷，进了大牢……当所有希望都已破灭，生命一个接着一个走向死亡的时候，《渔

光曲》的歌声伴着海涛响起 ：

云儿飘在海空

鱼儿藏在水中

早晨太阳里晒渔网

迎面吹来大海风

潮水升 浪花涌

渔船儿飘飘各西东

轻撒网 紧拉绳

烟雾里辛苦等鱼踪

鱼儿难捕租税重

捕鱼人儿世世穷

爷爷留下的破渔网

小心再靠它过一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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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现出微明

星儿藏入天空

早晨渔船儿返回程

迎面吹过来送潮风

天已明 力已尽

眼望着渔村路万里

腰已酸 手也肿

捕得了鱼儿腹内空

鱼儿捕得不满筐

又是东方太阳红

爷爷留下的破渔网

小心再靠它过一冬！

《渔光曲》剧照

1932 年，导演蔡楚生完成了《渔光曲》的电影剧本，呈现了当时渔业生产生活

的方方面面，有着史诗一般的气魄。如此宏大的悲剧，布景在哪里呢？ 1933 年，蔡

楚生和他的团队来到了石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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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浦在哪里

展开地图，可以看到中国漫长的海岸线，海岸线上分布着众多港口，数得上名

字的，多是商业发达的大城市。东海沿岸，由北向南，依次有上海、宁波、台州（临海）、

温州（瓯海）这些大港，它们多不直接临海，而是通过内河与大海相连。内河风浪小，

利于船只停靠，有较大的平原可以耕种和筑城，海盗来袭的时候也可以沿着内河做

纵深防御，所以从商业角度看，这些地方比直接临海的港口更为安全——今天它们

也都已发展成了地区性的商业中心。不过大的商港不直接临海，海鲜便少了许多——

商港不是渔港，想吃鲜鱼，还是要去别的地方。

石浦在浙江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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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港在哪里呢？再看地图，从北到南，上海与宁波之间有舟山沈家门渔港，宁

波与台州之间有象山石浦渔港（那里就是拍摄《渔光曲》的地方），台州和温州之间

有玉环坎门渔港。这些渔港都是远远探入东海的半岛与岛屿——舟山群岛浮于海上，

石浦与坎门分别处在两个半岛的尽端。如果说天台山脉是伸向东海的一只巨手，舟山、

石浦、坎门这些渔港便是这只大手伸入东海的几个“手指尖”。“手指”周围，大陆

架高，阳光照射下，微生物更易繁殖，渔汛时期海鱼就来此觅食产卵，“指尖”的位

置也就成为优秀的渔港。相比之下，商港大都处在手指之间掌蹼的位置，距离海岸

稍远。渔港与商港交替分布，分工不同，这是自然地理条件所决定的。

石浦，就是这些渔港中的一个。宁波与台州之间有一个巨大的三角形半岛，西

窄东宽——像一个拳头伸入大海，只有一个地峡（好像手腕一样）与大陆相连。象

山半岛北有象山湾，南有三门湾，东面是东海——几乎是四面环海。半岛中部又被

两个南北走向的狭长海湾切成了东西两部分，西为宁海，东属象山县，两县也只是

石浦镇在象山县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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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地峡相连。石浦镇就位于整个半岛的东南端尽头。整个半岛山峦起伏，“七山二

水一分田”，在公路交通并不便捷的时代，想要通过陆路到达石浦镇，不仅要穿过两

个地峡，还要翻越层层大山，所以说石浦“距离大海更近”，水路要方便得多。

坐着轮船，《渔光曲》摄制组从上海来到石浦——这里不仅鱼多，也是非常优秀

的港口。象山半岛的东南侧密集分布着许多岛屿——东门岛、对面山岛、檀头山岛、

南田岛、花岙岛……它们彼此相距不远，形成一个岛链，将石浦港这一弯新月形的

水域包了起来。海岛屏蔽了外海的大风，港内没有港外的大浪。渔民聚集于此，避

风躲雨，修整船只，补充给养，将捕捞所得卖与商人，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了宁波

南部渔业贸易的中心。渔民、船主、鱼商、放高利贷者、政客、兵丁和外海岛屿上

的盗匪全都聚集在这里，即便电影摄制组不来，一幕幕真实的渔光曲也会在石浦上演。

从石浦眺望东门岛

三、以鱼为生

现实世界的渔光曲中，所有的人都围着鱼转，石浦的真正主角是黄鱼和带鱼。

象山半岛和舟山群岛周围大陆架高，水中微生物多，每年春天台湾暖流北上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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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带来了南方的养料，也将这里的微生物搅动起来。四五月间，黄鱼返回近海产卵，

便特别青睐石浦周边的海域，这里是最为优秀的渔场。暖流由南向北行进，渔场首

先在石浦港的南面——三门湾和台州洋面形成，之后一路向北，直至舟山一带结束。

暖流带着养料，鱼儿跟着暖流游，渔民跟着鱼儿走。家在南面的温岭、台州渔民可

以一路向北追着鱼跑，家在北面舟山群岛的渔民也不能守株待兔，渔汛未到之时就

要提前南下，之后一路向北捕鱼归来。一次渔汛就是两个月，渔民离家时带的粮食

多半会用光，需要随时补给，风暴来临时渔船要进港，就算在平时也需要时常保养，

石浦位于这片渔场的中心，自然成为最重要的避风港和物资补给基地。同样，渔民

将鲜鱼打上船来也不能长久保存，必须尽快卖给鱼商加工，石浦也就成了这片海域

上最重要的鱼货交易基地。 

石浦的海产，春夏以黄鱼为大宗，秋季之后则以带鱼为大宗。带鱼总是顺着海

岸线的大范围折返洄游。北至江苏，南至福建，不同时间鱼群的位置均不相同。象

山半岛、舟山群岛远远地探出海去，距离带鱼的洄游路线稍近一些，所以也是捕捞

带鱼的好地方。只是带鱼常在深海之中，洄游路线又不靠近海岸，浙江船小，远航

捕捞带鱼并不安全，所得也不多。相比之下，乘坐大船的福建渔民是捕捞带鱼的专家。

福建大钓船每年八九月便从家中开出，北行至长江口，与此时南下的带鱼鱼群相遇

后开始捕捞，然后一路向南追着鱼跑，直至第二年正月或二月才返回福建老家。半

年的航海，渔民们更免不了要在石浦修整补给，出手鱼货。再者这些福建大船北上

浙江时必须携带足够的货物压仓，所以总是顺路做些买卖，石浦也就成了闽货贸易

的重要集散地。

渔民在海中追着鱼跑，岸上的人也围着鱼转。鲜鱼若不及时处理很快就会腐烂，

各地渔民只要捕鱼至此，都会将鱼货就近卖到石浦，因此渔业加工始终是石浦经济

的重心。若是民国时候走在石浦港边的街道上，大大小小的鱼行和鱼栈一定会让你

应接不暇。商人们从渔民手中收来鲜鱼，或用冰镇、或用盐腌，降低鱼的腐烂速度，

然后装入大桶运往宁波、上海。为了加工鱼，大量的盐、冰运到石浦，大量的小工

进入鱼行，大量的资金从当铺和银行流出——渔业经济将石浦镇中各行各业的人联

系了起来。渔民打渔不必说了，盐民要晒盐，农民会制冰，还会到鱼行打打零工，

聚集在码头之上的挑夫和搬运工从不缺活儿干，城内的有钱人不仅不会放过这个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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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的好机会，还会将囤积的粮食高价卖给来此补给的渔民。一句话，鱼是石浦经济

的中心。

鱼儿在海中南北洄游，渔民们因渔汛周期迁徙，地不分南北——舟山、石浦、台州、

温岭、福建崇武都因鱼相连，人们也因鱼而聚集在石浦。有的外乡渔民羡慕石浦的

鱼多钱多，留在了这里 ；有的没有捕到鱼，没脸回家，留在了这里 ；有的在海上杀

人越货，不敢回家，也留在了这里……外乡人越来越多，逐渐在石浦形成了一块块“殖

民地”。走在石浦镇中，你会发现南关桥外的居民有台州口音，福建街、延昌一带的

人有闽南口音，城内的人则说宁波话。整个镇子中温、台、福建移民极多，石浦镇

虽属宁波市象山县，但在文化、经济和心理上似乎距离福建、台州的那些沿海渔村

更近。

四、海上堡垒

石浦镇不只是渔港，也是宁波南部一处重要的军事基地。

石浦镇的北面，是中国经济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那里有富饶的农田、奇巧的

工艺和最精致的文化——宁波、杭州、苏州、南京、上海，这些城市甚至连名字都

闪耀着光芒。但从宁波向南，便再难见到辽阔的平原和繁华的城市，只有山脉连绵，

直到福建和广东。山海之间，不论山民还是渔民大都生活贫困，个性强悍，命运稍

有波折，他们便有可能沦为盗匪——社会情势与北面那些温柔水乡极为不同，挣扎

着活命的人总是北面富贵乡里老爷太太们的潜在威胁，这是自然地理条件所决定的。

再者，历史上福建海上贸易发达，大商人们多有自己的武装，且与倭寇联系密切，

政府约束不了，就称之为“闽匪”。为防止这些“闽匪”和“倭寇”扰乱江南，政府

往往禁止福建渔民北上捕鱼。但洋流折返，鱼类洄游，人们的捕捞活动早已改变了

大海上的地理区划——象山半岛南部有很多福建人的后裔，象山半岛北部才是宁波

人的天下。若是一定要“海禁”，石浦港作为宁波南部最近且最为优秀的港口，恰是

防御这些“海匪”、“山匪”、“闽匪”和“倭寇”的前哨，是重要的军事要塞，故而

朱正元的《浙江沿海图说》将石浦定为“极冲”。

在宋代，石浦镇对面的东门岛上就已经有驻军的记载，元末已经筑起了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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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一边，石浦所城是明初修筑的，此后不久又修建了昌国卫城。东门岛孤悬海上，

周围海路四通八达，昌国卫位于象山半岛南部，扼守通向内陆的要道，石浦则位于

二者之间——不同时期军事形势不同，驻军地点、防御方法也各异。仅就石浦镇而言，

军队名号花样繁多。清末石浦城中驻有昌石营水师和地方民团，城外则驻有防练军，

也就是后来的巡防队。民国时期名目更是繁杂，常驻石浦的军事力量除一般警察外，

还有外海水警、盐务税警，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又有镇公所任务队、乡社训队等。这

些组织各有所属，以 1938 年为例，石浦镇中警察被县政府控制，外海水警隶属浙江

省水警厅，盐务税警隶属浙江省财政厅，任务队直接归镇公所管辖，乡社训队则是

刚刚征募上来的新兵，名义上隶属于浙江省军区司令部。驻军种类不可谓不多 1①。

不过也不要被这些军队的名号忽悠了，以为他们真的是在“防匪”。1939 年日

军入侵的时候，石浦镇的大部分军队鸣枪即退，有些部队甚至连枪也没有。那要他

们做什么呢？渔业经济是一个聚宝盆，人人都想来分一杯羹，可想在石浦拿钱，没

有武装又怎么可以！石浦既是军事要塞，又是渔业经济中心，军队表面上是在防匪，

暗地里也是官老爷们自肥的工具。渔民卖命，商人出钱，枪杆子和笔杆子制定游戏

规则。

所以在石浦镇中，商业的另一面是政治。石浦不只是繁华的码头、鳞次栉比的

店铺和商人们的大宅院，所有这些商业活动已被一道厚厚的城墙划定界限，城内有

营房、巡检司、千总府、同知府、都司府，城外有数不清的烽堠和炮台，政客们把

持着城内的政府贷款、银行和军队，城外的鱼商们仰人鼻息，亦步亦趋，现实世界

中的渔光曲已经渐渐超出了渔业的范畴。当笔者采访问及石浦的渔业经济时，城内

一位容颜老去的“太太”给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回答——“太臭了，没有人要去做！”

五、心灵世界

渔民出海，能否有所收获，或者说能否回得来，靠技术，也靠运气。

《渔光曲》中，渔民徐福和他的儿子都死在了船上，这样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屡

① 象山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象山文史资料 第 3 辑 象山近百年史事脞录》，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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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不鲜。渔船常以家庭为单位，全家男人在一条船上，要是出了事故，一个家庭也

就毁了。岸上的孤儿寡母怎么办呢？电影中，徐福的妻子先是带着孩子给人家做奶妈，

儿女长大后又带着他们沿街卖唱……您觉得已经够惨了么？现实生活偏偏还要更残

酷一些，年轻的妻子会再嫁或做妓女，小姑娘会被卖给人家做童养媳，那些卖不出

去的太小的幼女和太老的女人，则出家到佛庵中做尼姑和居士——文献记载中，民

国时期石浦镇内就有十六座庵之多！这便足够惨了么？只怕青灯古佛非但挡不住色

欲，更增加了鸡鸣狗盗之徒淫乐的趣味 1①。在悲惨的命运面前，信仰也是奢侈的。

① 在民国石浦档案中，我们发现一则年轻尼姑出逃后被老尼姑抓回毒打的案例。档案中并未

指出其与卖淫有关，但这样的情节显然发生在妓院更为合适。

石浦城西的西福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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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民出海即便能够平安归来，可所获多少还是有运气的成分。鱼儿洄游路线年

年不同，在茫茫大海之中想判断鱼群方位，只能靠听“鱼叫”，追上了鱼群后，还要

在合适的位置和时间下网、起网。如果偏偏这时下雨或者惊了鱼，鱼儿潜入水底，

出海一次空手而归也不是没有可能。再者，即便渔船满载而归，市场上鱼价波动极大，

如果鱼行生产饱和，或者港口的运输能力受限，鱼儿烂在鱼行门口，要卖出个好价

钱就更不必想。但是反过来看，要是鱼货丰收，鱼价高昂，一次渔汛足以使整个家

庭变得富足，“咸鱼翻身”并非神话。要翻身靠什么呢？有人说这是运气，有人说这

是福报，也有人说这是菩萨保佑！

石浦镇内各种庙宇达三十多座，每日上供焚香者络绎不绝。女人求平安，男人

求发财，发财不必非要出海，庙宇之中很可能就有“花会”——那是清末民国时期

的六合彩。先向神仙们求个签，然后押一注，务必心诚，如果菩萨保佑“中了”的话，

便会将三十倍的注金返还给你。1①渔民出海归来，若是收获颇多，钱袋满满，自觉运

气很好，怎能忍住不押一注呢？若是空手而归，更要祈求菩萨保佑，一注之后，咸

鱼翻身。

死亡的大悲，发财的大喜，出海打鱼可以让人滑向生命的两个极端，信仰又将

这悲和喜的极端连接起来。庙宇，含义如此丰富的场所，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成为

底层政治活动的中心，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庙宇常常与地方会馆、帮派联系紧密，在

那里常常能够听到底层民众的声音，在那里发生的事情也多有些江湖的味道。

花了这么多笔墨，只是想将石浦做个全景的展开，让里面的人与物一一登场。

在海中，大黄鱼、小黄鱼、带鱼、鳓鱼和鲳鱼纷纷游过，宁波和台州的渔民由南向

北的追黄鱼，福建渔民由北向南的追带鱼，五湖四海的人汇聚至此，有的打渔，有

的晒盐，有的经商，有的抢劫，有的当兵，有的当官。石浦、东门岛、延昌、昌国

这些地方的地理形势也多有不同，国家海洋政策又左右摇摆，一千年壮阔的历史就

在石浦上演。

不过简单归纳起来，石浦镇的功能无非渔业、商业和军事这三方面，相应地，

三类人——渔民、商人和军人政客成为这里的主导。渔民和商人主要集中在石浦的

① 竺桂良 ：《民国石浦花会》，《甬上风物——象山县石浦镇》，宁波 ：宁波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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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码头和海岸一带，这里街道繁华而混乱，五湖四海的人汇聚于此，江湖味儿重。城

里则是“文明”的产物，那里军队、地方士绅和富商聚集，走在巷子之中能够看到

最高档的店铺和最豪华的住宅。城内城外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景象。为什么会形成这

样的格局呢？还是让我们在历史中寻找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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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历史

在介绍石浦的历史之前，先要熟悉一下这里的地理。

用老百姓的话说，象山半岛是“七山二水一分田”，整个半岛绝大部分都是山，

山的周围是海，山海之间是淤积着泥沙卵石的大片海涂，只剩半岛北部有“一分”

适宜耕种的平原，后来就成为象山县治丹城的所在。南部山地更多，平地稀少，但

在半岛东南端，条条山溪汇聚成一条小河流向大海，在入海之前淤积出了一片坡度

缓和、适合耕种的台地，这里就是石浦——小河叫做“溪坑”，它从西北方的“大金

山”流下，溪北的大山叫做“后岗山”，南面叫做“前山”或“炮台山”。后岗山北

面还有一个海边小镇，叫做“盐仓前”（后改名为“延昌”），前山南面的村子叫番头，

番头往南又是海涂，叫做火炉头，从名字也可以知道，这里是从前晒盐的地方。

在溪坑将要入海的地方，前山和后岗山两山夹峙，仿佛关口一般，此处横跨溪

坑建有一座小桥，名字就叫“南关桥”。后来石浦城也因此“关口”修筑，南城门正

在南关桥北的高地之上，南水门正在南关桥内。溪坑流出南关桥就汇入了大海，水

道两侧也多是泥泞的海涂，人们一般将北侧海涂称做南关桥里，南侧海涂叫做桥外。

站在石浦南城门，海上情势尽收眼底。一系列岛屿、半岛众星拱月一般包围在

石浦镇的周围，从东北向西南，铜头岛、牛栏基岛、半招列岛、铜瓦山半岛、东门岛、

对面山岛、南田岛、高塘岛、花岙岛形成一道岛链，将石浦周边的水域完全包围起来，

大海变成了大江，古人称之为石江，就是今天的石浦港。在这道岛链之外，还有檀

头山岛和其他数不尽的小岛，它们宛若天然的堤坝和城墙，屏蔽了外海的风浪，构

筑了石浦这一难得的避风港。

古代航海技术不高，即便大船也不敢驶离海岸线太远，“石江”成了长达十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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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历史

里的稳定航道，这条航道东侧便是东门岛。东门岛与铜瓦山半岛之间的铜瓦门水道

和东门岛与对面山岛之间的东门水道是石浦港（“石江”）的两个最重要的出海口。

在江南与福建之间往来的船只多从这两条水道经过，有关石浦这一区域的记载就从

东门岛开始，下面我们就细细展开论述。

石浦镇地形图

一、东门悬海

东门岛与石浦镇隔海相望，摇船渡海也就一个小时。石浦人提起东门岛，往往

会泛泛地说那里住的都是“渔民”——这两个字含义颇为丰富。在石浦，城里放贷

的瞧不起城外卖鱼的，城外卖鱼的又瞧不起海上打渔的，“渔民”一词已经给东门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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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位，团结、朴实、暴力和没文化等潜台词隐含在“渔民”两个字之中。文化上

的压制在今天已经有了十分明确的结果——很多东门人都已迁居石浦，人们感叹，

就算东门人渔打得好，钱赚得多，就算东门水产公司、水产学校也办得好……事事

只要做出个模样，都会被搞到石浦。今天东海海鱼渐趋枯竭，渔民们大都自谋生路，

只有几首渔歌和一些建筑遗迹还能诉说些东门渔业曾经的繁华。

（一）渔村兴起

木桩打处水漩涡，小网船来如网梭。

捕得梅童更梅子，加恩簿外子孙多。

一带泥涂场圃筑，大家呼晒 头忙。

鱼虾还许儿童乞，抵得田间拾稻梁。

王植三 ：《东门竹枝词》1①

好热闹的劳动场面，这些人在做什么呢？似乎有人捕到了鱼，却又没人出海，

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就是张网捕鱼。

即使不出海，人们也可以在海边滩涂上采拾藻贝，捕捉鱼虾。如果人们把握了

海水的潮汐规律，还可利用潮水的涨退，在滩涂、沟浦和浅海的地方插竹、布网、

堆堰拦截来捕捉涨潮时候游上浅滩的小鱼——这就是张网捕鱼 2②。在技术比较原始的

时代，最适合捕鱼的地方就是大片的海涂。这里水流相对平缓，停靠渔船也比较安全，

所以海涂对渔业发展至关重要。鱼多固然好，想吃饭还是要种地。张网捕捞的时代，

“渔民”收获有限，必须兼顾农耕 ；之后技术发展，鱼获增多，渔民也要将鱼卖掉，

换取粮食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水是海岛生活的另一个大问题，岛上淡水匮乏，溪水、

井水非常宝贵。尤其是溪水，不仅可以解决饮水、灌溉问题，还可以将陆地上的有

机物带入海中，在入海口处吸引更多的鱼类。当风暴来临的时候，停靠在海边的小

① 王植三 ：《东门竹枝词》
② 象山东门岛志略编纂委员会 ：《象山东门岛志略》，第 2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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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也可以缘河而上，避开风浪的冲击。所以海涂、耕地和小溪是原始渔村发展所必

需的资源，东门岛南侧就是同时具备这些资源的“风水宝地”。

东门岛其实是孤悬海中的一座山，岛上几乎没有平地，只是在岛的南岸有三座

小山——门头山、象鼻山和呼应台山——向南探入大海，这些小山之间的区域海水

冲刷不到，久而久之泥沙淤积，形成了大片的海涂。稍高一些的谢家山南麓，有一

片平整的农田。一条小溪沿着象鼻山东侧流入大海。海涂、农田和溪流样样具备，

东门岛地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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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宝地。人们传说“唐代以前，岛上便有周、谢二姓从福建迁此建村。

周姓住岛南象鼻山嘴东，业渔。谢姓住岛南山腰，业农。后此山因人而得名‘谢家山’，

在山腰挖井深 1 丈，乱石砌，曰‘谢家井’。”1①传说未必完全可信，但也清楚地说明了

岛南这块土地既适合捕鱼又适合耕种，淡水资源又很丰富，是渔村选址的好地方。

相比之下石浦镇海涂小，并不适合渔民定居。从铜瓦门涌进的水流不断冲刷石

浦的海岸，侵蚀海涂，不必说张网捕鱼，即使后人修起堤坝也常被冲塌（与之相比，

东门岛南部清代修建的堤岸便从未垮塌过），所以直到民国时候，定居在石浦镇的渔

民也不是很多。不过石浦这边也有优势，大陆之上可耕种的土地更多，一条名叫溪

坑的小溪在这里横向穿过，水流充沛，河道也更宽。涨潮时，海水逆流而上，通过

南关桥处狭窄的“瓶颈”水道后，水面反而逐渐宽阔，形成一块口袋形“内湖”。不

难想象，当风暴来临时，无数小舢板船密密匝匝地排列在两山背后的这一潭海水之中，

将是怎样的平静和安全——石浦是更为优良的港口，注定会成为浙东渔船汇聚的 

地方。

（二）商业与武装

东门岛和石浦镇，不论哪个更适合做渔村，哪个更适合做渔港，当商业、渔业

逐渐繁荣，能够保卫这些繁荣的只有东门岛。其重要的军事意义很早就为人所识——

《宝庆四明志》有云 ：“东门山，汉书地理志所谓天门山也。高二百丈，周回二十五

里。两峰对峙，其状如门，阔一百五十余步。下有横石如阃，潮退湍泻，惟风平浪息，

乘舟可渡，蕃舶商船必经从之。潮未平或有风涛则蚁聚泊舟山下。此海道之冲要也。”2②

岛外是航道，岛内是港口，宋代时东门岛的作用就已经凸显出来了。

东门岛地处海上贸易的丁字路口，三条海道从此延展开来 ：北至宁波、上海 ；

南至台州、温州和福建 ；西行进入三门湾直至宁海。在此丁字路口，以浙江、福建

之间的南北贸易最为繁忙。浙闽地理条件不同，物产各异。浙江北部多平原，农业、

手工业发达，主要出产粮食、棉花、丝绸和一些手工奢侈品；福建多山，以土产（包

① 象山东门岛志略编纂委员会 ：《象山东门岛志略》，第 384 页。
② 《宝庆四明志 · 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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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着漩涡的东门水道

东门岛沿岸被海水切割的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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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龙眼、荔枝、柑橘和药材）、木材和纸张出口为多。双方产出互补，宋代以来贸易

就已十分发达。海外贸易也是一样，明代以来，浙江的丝绸和茶叶想要出口，就必

须从福建中转，出口所得白银也从福建源源不断地运往浙江。所以不论是国内还是

国际贸易，浙闽海道的地位都十分重要。

东门岛正处于这条海道的中段。东门岛北侧是铜瓦门水道，南侧是东门水道和

下湾门水道，西侧有三门湾水道 1①。这些水道四通八达，各个方向的渔船、商船都可

以在这里汇集。相比之下，石浦镇虽有更好的港口、有更大的耕地和更充足的粮食

补给，但它没有东门岛一般开阔的视野，无法对周边海面形成控制。因此对于海上

贸易而言，东门岛的军事地位更为重要。

如此重要的地方，怎样防卫呢？历史记载中，东门的驻军首先是从舟山的军队

中下拨的。宋代时，“东门寨巡检，在县南一百里东门山侧，当海道之冲，舟舶多舣

于此。嘉定二年置寨官一员，于定海拨水军六十人更戍之，十四年臣寮奏寨兵扰民

竟罢。” “民”就是“豪民”，“寨兵扰民”暗示外来驻军损害了当地大商人的利益。王

士性《广志绎》有言 ：“宁、台、温滨海，皆有大岛，其中都鄙，或与城市半，或十

之三，咸大姓聚居。”东门岛正在宁台之间，又是海道要冲，多半已被那些“豪民岛主”

所占，也很可能有了地方武装。官兵驻扎在此，意在制衡豪民，拓展税收，只是没

有成功反被裁撤掉了。由这两条记载可见当时豪民势力之大，也可间接反映石浦当

时的繁荣。今天石浦二湾路上还有南宋末年留下的摩崖石刻，正文阴刻“季候顾我”，

左右为“德与石存”和“恩同海永”，正是为了纪念宋嘉定十七年县令季齐愈而作。《诗

经》有言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所

谓“父母官”就是这样吧，不知题词者是否因为“裁撤寨兵”一事而感谢他们的父

母官季县令……无论如何，这已是石浦地区最早的石刻文字记录，与最早的文献记

录（嘉定二年驻军一条）相参合，可见石浦、东门地区至迟在南宋末年就已经开始

了繁荣。

① 民国《象山县志》，第 143 页：东之铜瓦门水道曲窄，流漩而劲大，船出入必待潮平。下湾、

东门两港，窄而多礁，无敢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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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又有很长时间，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石浦和东门岛的记录，直到一百年后，

另一位“豪民岛主”王刚甫以更为鲜活的形象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三）王刚甫的命运

今日东门岛上依然有纪念王刚甫的王将军庙（或称王清庵），规模不小。《明太

祖实录》中也记载了王刚甫的事迹 1①，宋濂为其撰《象山王君墓铭》2②，方孝孺为其撰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二 ：（洪武元年）昌国州兰秀山盗入象山县作乱，县民蒋公直等集乡

兵击破之。初，方国珍遁入海岛，亡其所受行枢密院印，兰秀山民得之，因聚众为盗。至是，入象

山县执县官，劫掠居民，公直与王刚甫率县民数百人欲击之，适知县孔立自府计事还，公直等走告立，

遂驻兵东禅山。盗来攻，公直乃先伏兵两山间，自领数十人迎战，佯败走，盗追之，伏发，尽擒杀之。

事闻，遣大理卿周祯至县赏其功，赐公直、刚甫白金，人百二十两。
② 宋濂 ：《象山王君墓铭》，《芝园续集》卷五、《逊志斋集》卷二十一，民国《象山县志文征 

外编》、《象山东门岛志略》，第 432、433 页。

国朝平四明，兰山民为乱，寇象山，掳县令丞，据县及县大姓。王君刚甫散家资，率敢勇士袭

其营，破之，执缚魁酋数十人，跪于庭骂曰 ：“汝寇郡县，囚命吏，劫平民，为害，罪当死！”遂

斩之。散其余党，迎令丞以归。郡以其状闻，诏赐白金二十两。县图其破贼状于凤跃山佛寺之壁。

是时，朝廷闻乱，发兵诛之。兵及境，欲屠从贼者，会君已诛盗，兵乃解。象山民数百环君拜曰：“微

君，吾邑几以不义死！”由是，君名闻浙水东。

君讳某，刚甫字也。其先祖某，自 迁闽，复自闽徙象山。曾祖讳子俊，祖讳文盛，父讳芝，

季父芑无子，君以父命后之。君祖、父皆善士，世以资闻。至君尤敦厚有气量，为学务达大意，能

操纵敛散，资愈多，然好周喜施，士人称其义。

元季，尝以通蒙古书荐为庆元路蒙古字学录。盗其黄岩，江浙行中书省檄君摄东门巡检司事。

摄六年，盗畏，不敢一人登陆。及君去官，东门被兵，民返思君歌慕之。年六十有八，以洪武十二

年正月某日客死于京师，识君者咸悲伤之。

君娶叶氏，宋丞相梦鼎曾孙女。继董氏、许氏。子男二人，用鼎好学通诗，用釜君卒后乃生。女四人，

其二适林文、孟启宗，二在室。孙男一，曰 。铭曰 ：

古重巨室，齐于世臣。望大势隆，可以镇民。民惑思乱，伺隙以动，呵而止之，俯伏震恐。岂

若君细人，劳尔少功。势卑言轻，其谁肯从。海岛之间，万室蛰蛰。煮海樵山，易化难蛰。世当治平，

不敢 腾。或逆其情，据扼阻兵。乘乱未弭，嘘呼以起。火矢风艘，入寇东鄙。君曰岛蠹，自投釜中，

沸汤方然，汝计已穷。怒斥壮士，盗不可长。缚斩军门，以取峻裳。大兵东来，欲 秽腥。闻难既夷，

飞书大庭。函金走驿，一日千里。旌尔义勇，以劝来者。父老相携，环拜于涂。非君有为，几受盗污。

凤跃之山，图画君像，此则其藏，过者稽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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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象山王府君行状》1①，姜炳璋、董沛为其祠庙题写碑记，更有众多墨客以其事迹作

诗纪念。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得悉他的生平。

承竺桂良先生告知，近年在石浦凤凰山上发现了王刚甫墓，如得以证实的话，

王刚甫就是石浦人。由《象山王君墓铭》、《象山王府君行状》可知，王氏先祖从福

建迁居石浦，世代从事海上贸易，至王刚甫祖父时已积累了大量资本。到了元末，

黄河多次决堤，运河淤积，漕运阻断，从江浙运往北方的军粮只能走海路，海运的

重要性骤增，王刚甫正赶上了“好时代”，又会说蒙古话，生意上自然是“能操纵敛散，

资愈多”，他的家族就是石浦和东门地区的实际控制者。

至正八年，方国珍起兵台州，对江浙一带构成了直接威胁。东门岛作为宁波港

的南大门，地位愈加重要。元代朝廷拉拢地方势力阻挡方国珍北上，令王刚甫“摄

东门巡检司事”。王刚甫任职八年，方国珍的军队没有踏上过东门岛，事实上他们也

没进攻过东门岛，地方势力之间攻守早有默契。到了至正十五年方国珍大军北上进

攻宁波之时，王刚甫也已离开。

① 方孝孺：《象山王府君行状》，民国《象山县志文征外编》，《象山东门岛志略》，第 433、434 页。

府君讳某，字刚甫，姓王氏，四明象山人。曾祖某，祖芝翁，父松，母徐氏。

府君少倜傥，负气节，读书略通大义。以荐为台州路学录。至正中，兵起海上，奉省檄摄东门

巡检司事。居六年，盗不敢犯，民安之。郡奇其才，事难决者，辄属以治。府君明而能断，民趋其令。

争斗相讼者，不之邑而之府君，闻一言释憾而去。

国朝洪武初，昌国民作乱，袭象山，掳令丞王茫入于海。府君与其友蒋公某谋曰：“狂竖掳上官，

据县境，其诛死固宜。然事闻于上，大兵必来，邑民将尽齑粉，吾曹可坐视而不救耶？今能先格杀

为乱者为献，则邑人可无害矣。”府君遂募民为兵掩击之，杀其魁二十余人，释其众喻之曰 ：“若曹

良民，第胁于贼尔。能投兵复为民，可保首领，否则，自取诛灭无悔。”众皆叩头散去，曰 ：“君生

我。”时大兵闻有乱者，将尽歼邑人。及府君以事闻，邑人争泣曰：“微君，此邑数万人皆为鬼矣！”

状上京师，赐白金若干两。

府君家素多资，至府君资益赢，然不以此自豪。卑身好士，人有遇难，不问利害，以身援之，

弗责其报，人以此义府君。恒病乡邻子弟不学，欲割田创学以教之。里有借贷者，不深取息。与人交，

和易质直，意气豁然，众称之为忠信人。

晚年诬逮京师。十二年春正月三日卒，年六十八，闻者为之叹泣。

先娶叶氏，早卒，生一子用鼎，好学有文。晚娶董氏、许氏，生一子，甫一岁。

府君柩南归，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俾某状其事。某之先祖与府君俱娶叶氏，实闻府君事，

遂泣而书之，以告立言君子。谨状。

zw1.indd   20 2013.6.7   8:38:56 AM



 
 
    
   HistoryItem_V1
   TrimAndShift
        
     Range: all pages
     Trim: fix size 7.283 x 9.055 inches / 185.0 x 230.0 mm
     Shift: 无
     Normalise (advanced option): 'original'
      

        
     32
            
       D:20130702164218
       651.9685
       185*230
       Blank
       524.4094
          

     Tall
     1
     0
     No
     481
     332
    
     None
     Up
     0.0000
     0.0000
            
                
         Both
         AllDoc
              

       CurrentAVDoc
          

     Uniform
     0.0000
     Top
      

        
     QITE_QuiteImposingPlus2
     Quite Imposing Plus 2 2.0
     Quite Imposing Plus 2
     1
      

        
     0
     20
     19
     20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