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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HU·RENWEN

东湖·人文 C3平湖版

陆维钊（1899年 3月 3日——1980年 1
月30日），原名子平，字微昭，晚年自署劭翁，
浙江平湖新仓人，书法家。南京高等师范文
史地部毕业。曾在圣约翰大学、浙江大学、
浙江师院、杭州大学任教。曾任政协浙江省
三、四届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浙江分会理
事。精书法，擅山水、花卉、治印。

晚年以书法卓绝，驰名于世，溶篆、隶、
草于一炉，圆熟而精湛，凝练而流动，晚年独
创非篆非隶亦篆亦隶之新体——现代“蜾
扁”，人称陆维钊体，独步古今书坛。是我国
现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先驱者之一。

然后，总有人会问陆维钊的外婆家在
哪里？答案是平湖市新仓镇双红村徐家宅
基。

陆维钊对外婆家情有独钟，外婆一家的
真挚亲情，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他曾
写下了一首词：

十亩斜阳，一畦寒玉，田家生意当门
足。邻娃嘘鸭犬迎人，儿童红晒泥墙角。
远水平桥，疏篱矮屋，望中不隔炊烟薄。饭
香时节下牛羊，隆隆声续砻新谷。

陆维钊这首《踏莎行·放港外家即景》，
所写的景物有斜阳、田畦、寒玉、田家、生意、
邻娃、嘘鸭、家犬、迎人、儿童、红晒、泥玩、墙
角、远水、平桥、疏篱、矮屋、炊烟、耕牛、山
羊。全词只有短短 68个字，却写了 20个景
物，而且这 20个景物处处有名可指，可见他
对外婆家及周边的事物十分熟知，外婆家的
一草一木都勾起了他的思念之情和相思之
苦。

邢秀华、鲍士杰著的《走近大师陆维钊》
一书中对陆维钊外婆家是这样描写的：

除了自己老家，放港的外婆家是陆维钊
直到晚年还经常回忆和憧憬的地方。放港
在新仓镇以东二十里处，更靠近东海。这儿
一片平原，水网纵横，田连着田，一望无际。
晴日，阳光灿烂，疏散的村落掩映在大树底
下。几乎家家门前都有一个晒谷场，每当收
割季节，白天晒谷，到了晚上，就是孩子们奔
跑戏耍、大人们纳凉聊天的好地方。陆维钊
的外婆家，屋后有条小河，外婆淘米、洗菜、
洗衣服都在这小河边。据说河通县城，直流

大海，因此河水会随潮汛涨落。在这里，小
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农民靠它把农产品运
进城镇，人们探亲访友也多由水路往来。河
面鹅鸭嬉水，两岸芦苇翠绿，微风吹过，轻轻
摇曳，景色比起新仓镇来，更多了一番自然
风光。外婆家的经济在当地属中上水平，比
自己家要富裕得多，平常年景，不愁衣食。
全家除外祖父、外祖母外，还有两个舅舅，两
位姨妈。大舅舅早就结婚成家，独立生活。
大姨妈嫁庄家，小姨妈嫁张家，都离放港不
远。维钊的母亲在三姐妹中排行老二，自从
丈夫去世后，每年差不多有一半时间带着维
钊回娘家居住。维钊上学后，也总随母亲来
外婆家度寒暑假。外祖父、外祖母很疼爱
他，觉得他们孤儿寡母太可怜了。陆维钊也
喜欢到外婆家来，倒不是因为这里生活条件
好，而是因为这里别有一番天地。小舅舅徐
季安只比维钊大七八岁，年龄相近，性格相
投，虽然论辈分是舅甥关系，但从年龄看，
仿佛是大哥哥和小弟弟。季安对维钊十分
照顾，维钊对季安也很尊重。舅甥俩在一
起玩，一块捉鱼弹鸟，一块捕蝉放鹞。季安
舅舅给了他不少知识，也给了他安慰和欢
乐。

实际上新仓镇距陆维钊放港外婆家的
徐家宅基只有 6里路，而不是 20里，步行只
需45分钟。为了全面、客观、准确地理解《踏
莎行·放港外家即景》里的“即景”，必须先介
绍一下放港河、油车头以及徐家宅基。

放港河向为放生官河。乾隆年间，平湖
知县刘国烜下令拔簖永禁捕鱼，进士陆绍曾
撰碑，立于放港河东岸的中红庙前。有诗为
证：

刘侯拔簖惠尤多，陆氏题碑文可摩。
放港通流十二里，於今永作放生河。
放港河南北长约十二里，东西阔间有四

十多米，南起衙前集镇西的盐船河，北至上
海金山的廊下镇与新庙交界的山塘河，南北
贯穿民国时期的衙前乡、放港乡、新庙乡和
马沈乡，即现在的独山港镇衙前村，新仓镇
的双红村、杉青港村、中华村。放港河由南
向北的集镇有油车头、新庙、马家汇。横跨
在放港河上的石桥有油车头的庆元桥（俗称

“油车桥”）、姚家桥、庙桥和俞家湾桥。现在
我们所看到的放港河是 1969年初由平湖县
政府调动全县人力进行人工开挖的，但基本
上沿原河走向。

油车头是在放港河西岸的一个小集
镇。一百五六十年前，这里曾经开过一爿榨
油厂，小集镇因此而得名。油厂是由徐家叫
徐恒九的人创办，徐恒九人称“恒九公”，徐
恒九与陆维钊外公的父亲是亲兄弟。油厂
开在放港河东岸，榨油厂的油槽和大磨石等
榨油工具据说丢弃在放港河东面的滩泥土
里。清宣统二年（1910），周光瑞所著的《盐
溪渔唱》说“油车头小市，在北放港坊，旧有
油坊”。油车头，又叫南油车，是区别于同在
放港河的俞家弯桥旁的北油车。1969年前
的油车头集镇位于放港河西岸，南北有 70
多米长。油车头最多时开过 4爿茶馆、2爿
理发店、2爿豆腐店、1爿酒店、1爿饼糕店和
1爿糠货店。1爿轧米厂开在放港河西岸，一

天到晚传出隆隆的轧米声。从早到晚人来
人往，非常热闹，是一个方圆三四里都较有
名的小集镇，特别是 4爿茶馆爿爿客满。油
车头这条老街，因 1969年开挖放港河、拓展
河道而毁。它的位置应在现在油车桥南面
放港河的水中央。清宣统年间，周光瑞在
《盐溪渔唱》是这样写放港油车头的：

芸薹花发偏东乡，一棹盐溪十里黄。
四月农家收菜籽，油车头上粜油坊。

并有附记：“芸薹菜籽能榨油，为盐溪春熟
大宗，其种较他处为胜。”芸薹，俗称“油
菜”。

阳春三月，不要说油车头，就是整个平
湖乃至长三角，放眼望去都是金灿灿一片，
实为江南一大胜景。怪不得乾隆帝下江南，
见此美景不由自主说：“美哉，金平湖。”但对
本地本乡的人来说，更喜的就是“四月农家
收菜籽”，五月就能“粜油坊”了。所以，油菜
对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实在是太重要了。而
能将菜籽榨成油的油车，在老百姓眼里，更
是神奇，也是不可缺少的。“油菜”这种菜，它
本身没有油，而是长成青青的油菜，开放出
金色的油菜花，油菜花结出一粒粒黑色的油
菜籽，油菜籽里能榨出香喷喷的菜油，菜油
就能炒出各式各样的美味菜肴。

民国十九年（1930），按平湖《县组织
法》，将村里改为乡镇，乡镇之下为闾邻。故
建放港乡，油车头即为放港乡乡公所驻地，
并租借当地民房办公。抗日战争爆发前期，
徐造时当选为放港乡乡长，虽然抗战期间，
放港乡属日伪统治，但徐造时竭力治政，并
逐渐让油车头恢复繁荣。徐造时是一名医
生，是平湖县本土第一位西医。1926年考入
由外国人开设的上海南洋医学院，毕业后就
留在上海南洋医学院附属医院行医，由于家
庭原因，他于1936年回家乡油车头集镇开设
西医诊所。但在那时油车头的榨油厂就已
经关门，只留下了一个地名和一些打油用过
的碎石块。

既然说到油车头，就必须要说徐家宅
基。徐家宅基，因这里居住的人家姓徐而得
名，这里就是陆维钊的外婆家，在放港油车
头集镇南约100米处。

徐家宅基，地处放港河西岸，油车头集
镇南面，一条无名小河将徐家宅基一分为
二。为了方便通行，在小河上架起了一座便
桥。当时，徐家宅基共有徐姓人家五六户，
居河之阳的有2户，比较富裕，解放后被划定
地主，居河之阴者次于前者，但有自田，吃饭
穿衣不用愁，解放后被划为地主或富农。小
河南北两岸的徐姓，是同宗同源的本家。陆
维钊外婆家在小河的南岸，东距放港河约
100米，南、西、北三面全是广阔的良田，视
野开阔。西北约400米处，有一座平板石桥，
横跨在他外婆家后面的小河上，这座就是通
向新仓镇的必经之桥。陆维钊词中提到的

“平桥”应该就是这座平板石桥。因为油车
头的庆元桥被集镇上的房子遮挡了，从陆维
钊外婆家应该是看不到的。陆维钊写到的
隆隆的轧米声，应该就是油车头轧米厂里传
出来的。

徐姓人家相对富足，所以非常重视子女

的读书和受教育，培养孩子成长成材已具有
传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出过好几个大
学生，有做西医医生的徐造时，有在松江中
学做体育老师的徐造公（是解放前上海滩上
有名的足球运动员，人称“黑老虎”），还有陆
维钊大舅舅徐仲帆的儿子徐少春和夫人王
先生，都是老师。徐家是当地远近闻名的书
香门第。民国三年（1914），徐洁甫用自己家
的房子创办了“放港小学”，校址就在他家前
面的房子里，是一幢东西的房子，共 4间，东
临放港河，南靠无名小河，“放港小学”广泛
招收当地的农家孩子读书。徐洁甫（1882—
1931），甫字辈，毕业于江苏省立松江师范学
校。民国五年（1916）改名为衙前区放港国
民学校。民国二十六年（1937）日寇入侵，学
校被迫停办。民国二十八年（1939）复办。
抗日战争胜利后，改名为平湖县放港乡中心
国民学校。民国三十六年（1947）乡镇缩编，
改为马新乡第八保国民学校。1949年 8月，
名为平湖县新仓区放港初级小学，1953年 2
月更名为平湖县木行小学，1961年，又更名
为新庙公社木行小学，“文革”期间又易名为
新庙公社联盟小学，1969年创办初中班，到
1977年 8月初中部全部并入红心中学。联
盟小学作为一所完全小学一直到 2006年 8
月撤并到新仓中心小学和新庙小学。

言归正传，从这首词所写的内容来看，
应该是冬季过年前的某个傍晚，并以此为全
词起笔。“十亩斜阳，一畦寒玉，田家生意当
门足”。从“斜阳”来看，应该是傍晚的时光；
从“寒玉”来看，“田畦”上还结着亮晶晶的冰
块，在阳光的斜射下远远望去，就像晶莹剔
透的“和田玉”。此时此刻田家还在屋前的
田里辛勤地劳作。到了傍晚，隔壁邻居家的
幼小的孩子嘘鸭进屋，干农活的田家也回来
了，家里的小狗摇着尾巴迎接主人回家。一
道红红的霞光直射在墙角里儿童用泥做
的玩具上。向西北望去，一条无名小河向西
延伸，一座平板石桥横跨在上面，远处是稀
疏的篱笆和矮小的房子，家家户户炊烟袅
袅。外婆已经把晚饭做好，香味扑鼻，近处
大人小孩牵着牛和赶着羊往家走，忽然从油

车头轧米厂传出隆隆的轧米声。
《踏莎行·放港外家即景》这首词，采用

白描的手法，勾勒了一幅小农经济下农村自
给自足劳作的美好画面，其美在于自然、真
实，其情在于朴实、真切，是一首难得的描写
纯农村景物的佳作。通过对红日、白冰、青
烟的勾画，呈现出强烈的色彩感；通过对鸭、
犬、牛和羊家禽家畜的写实，表现出人与豢
养动物的亲密关系；通过对嘘鸭声、犬迎声、
赶牛羊声，还有轧米声的直写，体现了农村
生活的宁静平安；通过对田家、邻娃、儿童的
写真，展现了三种年龄段人的职责及快乐。
全词真可谓是人物形象鲜明，分工明确；亦
静亦动，动静相宜；色彩斑斓，和谐协调；鸭
犬相闻，和睦相处，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农村
村落的真实写照。

单从这首词所写的内容来看，很难推算
出具体的写作时间。学生时期的陆维钊，寒
暑假常常在他外婆家度过。参加工作以后，
也没有忘记到他的外婆家探望。1928年 5
月，陆维钊的母亲病故，之后的岁月又兵荒
马乱，他回新仓和去外婆家的次数渐减。特
别是在他外婆、舅舅相继过世后，他与他的
同辈亲戚只是一些书信的联系。他最后一
次回新仓的时间是1946年清明前，回故乡扫
墓，为新仓镇国药店题“韩康遗法”匾。接平
湖县政府通知，已被圈定为临时县参议员，
坚辞不就。以后30多年始终没有成行，不是
他不想回来，而是迫于当时紧张的政治形
势，他的亲朋好友中有1949年去中国台湾和
中国香港的，有 1951年被人民政府镇压的，
还有的在“文革”中被停职划为“四类分子”
的，不回新仓实在是无奈之举。虽然这首词
具体的写作时间不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这首词是他在很久没有去他外婆家，而又
十分思念的情况下一气呵成的。因此，纵
观全词用笔流畅细腻，描写准确简明，表达
平实自然，抒情含蓄婉转。通过对放港河
外婆家自然景物淋漓尽致地描绘，由景生
情，由情入景，情景交融，浑然一体，真切地
反映了他对外婆家的留恋、热爱以及感恩
之情。

平湖钹子书是流行于平湖及周边地区
的一种曲艺形式，因其使用的主要乐器为钹
子而得名。2008年，平湖钹子书被列为第二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平湖钹子书旧称“说因果”，亦叫“刮子
书”“单片子”，流传于浙江平湖、嘉兴、嘉善
以及上海市金山区、奉贤区、松江区、南汇区
等地。听众以农民为主，新中国成立后被称
作“农民书”。

平湖钹子书起源按师承说，清乾隆、嘉
庆年间已在民间流传，约传承十二代至十三
代，至今约三百年历史。按民间传说，明万
历年间秀才范昶，借得一面铜锣和一支竹
签，边敲边唱《黑白传》，仗义执言，揭露黑

暗，弘扬正义，传播民声，被奉为平湖钹子书
的开山鼻祖算起，平湖钹子书已走过了约
400多年的历史。

从钹子书第一曲本《黑白传》流传于民
间以来，已有无数的钹子书唱本，旧本有《天
宝图》《三侠五义》《海瑞罢官》《乾坤印》《吕
太爷上匾》等，新本有《51号兵站》《野火春风
斗古城》《杜鹃山》《又人双华犁》《一粒米》
《我的名字叫拖拉机》《婆媳亲》《唱不尽嘉兴
好风光》等，影响深远，名震四方。

20世纪初，平湖钹子书出了两位名艺
人。一位是潘来生，被称作“一等那摩”（就
是第一名）。他的唱腔艺术风格别致，雅俗
共赏，噱头十足。无论平头百姓，还是阔太

太、阔小姐，都为之倾倒。另一位是杨金生，
被称作“洋来洋气”，先生喜欢穿洋装，衣冠
楚楚，一表人才。一副金嗓子，会说各地方
言，声情并茂，惟妙惟肖的表演，开创了“唱
中夹说”的表演形式。平湖钹子书，有过辉
煌的历史，建国之初，平湖钹子书艺人徐阿
培先生，从平湖东湖滩一直唱到北京中南
海，受到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接见，为平湖钹子书争了光、添了彩。五
六十年代，平湖钹子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茶馆成为了农民听书的主要场所。从农民
自编的顺口溜中，就可见一斑，“爿爿茶馆钹
子响，个个青年喉咙痒，日夜听书勿算数，田
里做做喊两声。”

钹子，是说书开头或中间用来强调或
提神的乐器，其作用为先敲一下，类似吆
喝，把人聚来，然后，打着节奏，唱上几句开
场词，边说边唱，这是一种久远的说唱艺术
形式。

平湖钹子书的艺术魅力，在于平湖钹子
书说表相结合，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唱腔婉
转流畅，乡音绕耳，语言通俗易懂，声情并
茂，独具江南水乡韵味。演出者或坐唱，或
站唱，或表演。万变不离其宗，边敲打钹子，
边说唱是平湖钹子书的最大特色，是一道香
甜可口、可耳的地道“农家菜”。钹子，虽是
一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打击乐器，但在平
湖民间艺人的手中，运用自如，有着神奇的
功能。在说到忠良被诬告、被屈死时，钹子
就声哑，似乎有了灵性。当说到奸臣阴谋败
露，杀头伏法时，钹子声清脆悦耳，响彻寰
宇，唱者神清气爽，听者大快人心，真可谓

“听伊《平妖传》，气力大一半；听伊《天宝
图》，忘记肚皮饿”。

平湖钹子书，源远流长，地域性强，群
众基础好，是地方曲艺中的一朵奇葩。从

“土味”十足的地方曲艺走进了中南海，登
上了中央电视台，跨进了大雅之堂，这说
明了平湖钹子书，有其独有的艺术成就和
底蕴。

2008年，平湖钹子书被列为第二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对钹子书的
传承发展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平湖钹
子书作为一种地方曲艺，它受到时代的发
展，人事的更替，环境的改变等因素的影响，
如何传承发展？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
严肃问题。平湖钹子书需要传承，需要振
兴，这是时代的呼唤，百姓的愿望。也是弘
扬平湖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赓续平湖文脉的
历史责任。

传承、振兴平湖钹子书，创新是关键，发
展是硬道理。要做好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
中传承的总基调。一种地方曲艺形式的成
功与否，一看观众的满意度，二看群众的参
与度，三看作品的精品度。只有解决了普及
与提高的关系，才是平湖钹子书发展的可
持续之路。近年来，一大批平湖钹子书传
承基地的建立，吸收了众多的年轻人加入
到了平湖钹子书的传承队伍中来，村、社
区、学校等不时传来钹子的声音，这是传承
中不可或缺的人的因素。四级传承人体系
建立、完善，起到了引领和带动平湖钹子书
的发展、壮大。一项艺术发展壮大，传承人
起到了领头羊、火车头的作用。传承人的
敬业心、责任心、事业心，是平湖钹子书得
以发展的核心。

钹子书的创新，要紧扣时代脉搏。反映
内容符合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地方特色。

捕捉生活中以小见大的事例，加以精心创
作，多出精品力作，用钹子简洁明快的特点
反映社会生活。追求传统艺术与当代审美
相结合的道路。近年来，钹子书精品力作不
断涌现，《毛估估》《乘电梯》《退豆腐》《唱不
尽嘉兴好风光》等走上了国家、省级舞台，扩
大了平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钹子书的创新，要体现雅俗共赏。传统
的钹子书，有固定的程式，这是原汁原味的
平湖土特产。但是，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一
味讲求程式，钹子书将会在新形势下走进死
胡同。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也是难救钹子
书。钹子书的发展，首先，应当遵循艺术发
展的规律。在平湖腔的底子上，博采众长，
吸收其他艺术门类的精华。改变单人独唱、
坐唱等形式，转化为多人合唱、轮唱、钹子表
演唱、钹子舞等形式。改变服饰等，以增强
舞台效果，吸引观众眼球。

钹子书的创新，要突破语言关。钹子书
少唱多表是一大特色，特色方言和特色曲
调，支撑了平湖钹子书，要使平湖钹子书走
出平湖、走向全国，语言创新是关键。要向
相声、单口秀等优秀曲艺样式学习，在语言
的普适度上下功夫。东北二人转，转向全
国，就是一个例证。同时，还要运用好曲艺
特有的“眼神、运手、台步、身段”，以弥补语
言不足的缺陷。

钹子书是平湖文化的一张名片，是艺术
中的一朵奇葩。如何使这张名片，发扬光
大，光彩照人，需要我们共同来呵护，共同来
打扮。涂脂抹粉，只是求得一时好看，做表
面文章，非长久之计。要使青春焕发，必须
增强内在实力，增加新鲜血液，从内而外，精
心打造。

陆维钊的陆维钊的《《踏莎行踏莎行》》和他的外婆家和他的外婆家
■■ 黄伟慧

谈国遗项目谈国遗项目———平湖钹子书的传承发展—平湖钹子书的传承发展
■■ 陆爱斌

陆维钊陆维钊
油车头油车头

钹子书钹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