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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人文 C3平湖版

乍浦镇天妃路与总管弄交汇处向南有
一段并不长的巷子，要不是有门牌号写着

“北盐廒街”，一般人都以为这条并不长的巷
子只是一条里弄通道，其实乍浦历史曾经有
过南盐廒街和北盐廒街。盐廒从文字上看，
就是盐场贮盐的仓库，据《乍浦镇志》记载：

“清代乾隆元年（1736），乍浦南门外教场南
口建盐廒25间，分调、和、鼎、鼐4廒，储运宁
波运乍浦食盐，由分司调拨各地。”这证明南
北盐廒街曾经是乍浦应盐而兴的一条由盐
业储存和产销而形成的商业街。由此可见，
当时乍浦盐廒街的盐业储存和产销是有一
定规模的。

一

乍浦紧靠杭州湾，丰富的海水资源为制
盐提供了有利条件，沿海居民凭借天然的大
海，引潮制卤，以卤煮盐为业。据《乍浦备
志》载：“盐场有五，惟芦沥场属湖，其在乍地
者，自独山至西海口与雅山下，皆晒灰煮盐
之所，而高公山外，著称公冶场，其盐又松
白，胜西海口灰场之盐，但东之所出较西少
耳。”这一记载说明，乍浦曾是晒盐的基地，
盐业生产相当发达。有史料记载，秦时，乍
浦一带已遍布盐场，面积达一万余亩。到了
西汉时期，吴王刘濞（公元前 215-公元前
154）在其东南沿海封地开辟盐场，设场置
团。当时乍浦东置盐场，名南场，设六团，位
于雅山南的包家埭沿海一带。包家埭的包
氏一族，据传其祖先是春秋时楚国大夫上将
军包胥的后裔，在吴王刘濞得东南沿海封地
后到中原各地招募众多民夫“成聚吴国”辟
建盐场这一时期，包氏一族即从中原迁移至
乍浦的海边盐场以煮盐为生，从此在乍浦落
脚生根，一代一代传承，以产盐为业，从海水
中获利。盐民在这方土地上繁衍生息，代代
相传，史称“海滨广斥，盐田相望”。明代时，
盐衙门将包家埭盐场编为海沙场十团，据明
天启二年《海盐县图经》卷六《食货篇·盐课》
记载：“十团灶丁并催目计七十一丁，办盐一
百四十五引。”若按每引 150公斤计算，年产
盐折合21.75吨。清代时，十团分为东十、西
十两个团，分别各设盐灶 2 处和 6 处。至
今，包氏一族保持着生性豪放，注重义气的
风格，这也许是他们祖籍中原，移居东南沿
海后只能“靠海吃海”，只有依靠大家相互
照应，才能抵抗地方恶势力欺侮而育成的
生存风格。其实包姓人口在平湖市境内并
不多。查 2012 年出版的《平湖市志》第二
篇第二章《人口构成·姓氏》统计：至 2005
年，平湖全市包姓人口共 968 人。而包家
埭村落就有 700 余人，约占 70%以上。可
见以煮盐为生的包家埭包姓居民之集中
和兴旺。

到了唐代，乍浦盐场的盐业生产发展加
快，为此唐贞元五年（789）乍浦设下场榷盐
官，榷盐官是唐代实施“榷盐法”后负责盐场
官收官卖制度的官员。从乍浦设下场榷盐

官的史料看，当时乍浦的盐业生产确有一定
规模。

唐代乍浦设下场榷盐官的第一任榷盐
官就是唐代“诗仙”李白之子李伯禽。有关
李伯禽在唐贞元五年（789）出任乍浦下场榷
盐官一事，《平湖县志》和《乍浦镇志》均有记
载。而在宋代人撰写的古代文言的第一部
纪实小说《太平广记》中也有这样一段“花边
新闻”式的记载：“贞元五年，李白子伯禽，充
嘉兴监徐浦下场籴盐官。场界有蔡侍郎庙，
伯禽因谒庙，顾见庙中神女数人，中有美丽
者，因戏言曰：‘娶妇得如此，足矣。’遂沥酒
祝语之。后数日，正昼视事，忽闻门外有车
骑声。伯禽惊起，良久，具服迎于门，乃折旋
而入。人吏惊愕，莫知其由。乃命酒肴，久
之，祗叙而去。后乃语蔡侍郎来。明日又
来，傍人并不之见。伯禽迎于门庭，言叙云：

‘幸蒙见录，得事高门。’再拜而坐，竟夕饮食
而去。伯禽乃告其家曰：‘吾已许蔡侍郎论
亲。’治家事，别亲党，数日而卒。”

宋代人撰写的古代文言纪实小说《太平
广记》，有关李伯禽在出任乍浦下场榷盐官
一职时因戏弄神女而死的传奇故事，在平湖
古代的不少诗歌里也广为流传。清代平湖
人冯应泰所著的《东湖棹歌》八十六中写道：

“古冶场中春不禁，梁庄城外落花深。妾如
神女遭郎戏，地下终须遇伯禽。”清代胡昌基
的《东湖近咏》四十五：“东南百里尽盐场，乍
浦名称肇李唐。莫话慢神身死事，锦衣捉月
本猖狂。”这些诗中都提到了李白之子李伯
禽在乍浦任榷盐官时慢神身死之事的传
奇。

李伯禽是李白与结发妻子许氏生的儿
子。李白曾在不少诗里写到李伯禽极为聪
明，但远不能比肩父亲。纪实小说《太平广
记》中记载的关于李伯禽出任乍浦下场榷盐
官时戏神女而死的一段传奇虽是纪实小说，
但戏神女而死的虚构成分较多。然而从这
段传奇故事中却可以看到的一个信息是，李
白之子李伯禽确实出任过乍浦下场榷盐官
一职。也足以证明当时乍浦的盐业生产在
唐代有一定份量。

二

具有悠久历史的乍浦海水晒盐史，也是
一代一代盐民不断提高制盐工艺的历史。
特别是到了近现代，乍浦盐民创造和总结了
海水晒盐的三种方法：一是制卤方法：盐民
先将傍海返潮之地平整，筑埨，浇灌海水，使
土含盐质，再以铁制木柄拖刀（碎灰泥用）刮
聚浮泥，木耙（松灰泥用）翻晒数次，使咸泥
干松，以拨锹（长形，两端有索）集灰泥，这叫

“捂灰”，然后用竹畚箕将灰泥挑到卤潭边堆
积，称“挑灰”，再用海水浇灰堆，俟其自行淋
入卤潭即成，这叫“淋灰”，潭内鲜卤可煮可
晒。卤优者每担可产盐35斤，劣者每担仅产
15斤。二是煎熬法：据清宣统元年（1909）7
月计，乍浦芦沥场设煎灶105座，因兵燹逐渐

坍毁，后仅剩52座，海沙场有42座。煎灶是
在一矮屋内掘一长 1丈、阔 5尺、深 3至 4尺
的土坑，上置盐盘，盘前置铁锅 2-3只，为煮
盐用，有烟道通室外，矮屋四壁及屋顶开设
气孔，每年从农历二月初二日起灶，到十二
月二十四日封灶，中间可停煮。开煮起灶需
由灶主（称盘主）负责到场官处领签，然后才
点火开煮，每签煮 24小时，可煮 24盘，每盘
产盐 60至 80斤，当时乍浦镇包家埭的大十
团建有 4灶，小十团建有 1灶，年产盐 2万
斤。日寇侵占乍浦时灶被毁，盐民迫于生
计，自制白铁盘在野外烧煮，俗称“洋盘盐”，
煎盐色微黑，味涩苦。三是板晒法：清光绪
年间出现板晒盐，盐板长约6.2尺、阔2.5尺，
高0.1尺，每板全年可晒盐200余斤。此法较
为简单，用木勺将卤浇在晒板上，经日晒，板
底现白色颗粒，用铜耙或木板等刮起即是。
晒盐色白，粒大而味鲜。板晒食盐一直沿用
到解放以后。至今在雅山社区还有居民保
存着板晒食盐的晒板。

说到乍浦海水晒盐，乍浦上了年纪的老
人还能回忆起盐民劳作辛苦的场景，并能哼
上几句在乍浦流传的一首“盐民苦”的民谣：

“盐民苦，晒盐勿是人来做，三根肋骨饿瘪
肚，无田无地晒盐苦。常遭无米等下锅。盐
民苦，晒脱人皮勿罪过，风潮落雨日难过，冲
掉盐灰白辛苦，无米只好焐番薯。盐民苦，
三更鸡啼扛灰锄，走路不睁眼窝珠，放掉灰
锄去提卤，提罢盐卤泼盐浒。盐民苦，挑干
潮港白糊糊，天还没亮刨盐土，一锄三寸两
垄多，哪有吃饭茶功夫。盐民苦，卤井嘀嗒
滴盐卤，拢起盐灰山一座，赤脚拢到卤窟顶，
背驼挑灰汗簌簌。盐民苦，东方云彩露红
曙，盐盘掇好太阳出，卤浸盐盘门板大，鸣吱
鸣吱力无助。盐民苦，日头摆中到正午，盐
场无荫像火炉，烫厚脚皮像车辐，踮起脚来
当手做。盐民苦，精细白盐装满箩，一早挑
卖私盐路警察强扣像凶狗，罚脱洋钿还受
侮。盐民苦，官府乡保来征赋，捐税勿交苦
头多，上吊投河也屈死，比死难过无活路。”

民谣“盐民苦”道出了乍浦盐民的艰辛，
尽管盐民身受斥卤潮湿之浸，过着吃糠咽
菜，啼饥号寒的苦日子。但为生计所迫，还
得拼死拼活，午夜即起，夜以继日，劳作不
息。

乍浦的盐业生产从秦时开始，历经两千
多年，到解放初期的1952年，有10个村停办
盐场，693户盐民共 3308人先后由政府安置
务农。1958年，在全国“大办工业”的形势
下，沿海恢复晒盐。当时平湖县投资3万元，
开办了地方国营盐场，场部初设包家埭，后
迁至乍浦木场，全场有生产工人 56人，有盐
田 300亩，滩地 85亩，当年生产食盐 242.14
吨。同时平湖还有全塘、黄姑的 5个队办盐
场，有盐田 2000亩。1959年，平湖三中（校
址乍浦半爿街会馆桥西堍）响应号召，在小
十团开办盐场、化肥厂，有盐田27亩，建有淋
池17个，年亩产食盐3000斤。苦卤1500斤，
全年产盐达81000斤，苦卤24300斤，生产氯

化钾 2万斤、钾镁化肥 12万斤。1960年，乍
浦盐场并入乍浦盐肥厂。1961年，包家埭盐
田转为队办盐场，大片盐田改为农田，1962
年10月26日乍浦盐肥厂正式停业。1986年
盐场全部停办，仅剩的 300亩盐田改为县水
产养殖基地，乍浦的盐务管理所也随之撤
销。

三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发
展中，盐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一方
面，盐是人体机能不可或缺的部分，另一方
面盐所串联成的庞大盐业，与中国千百年来
的文化、经济、政治格局密切相关，左右着国
家命脉。因此，盐历来为国家专营，国家对
私贩私盐的处罚尤为严厉。中国历代对私
盐打击的力度是相当大的。汉武帝时，对私
盐贩子“钛左趾没入其器物”。“钛左趾”是在
左脚趾挂上 6斤重的铁钳，“没入其器物”是
没收生产工具，煮盐的工具当年也相当值
钱。唐代“自淮北置监院十三”，捕私盐者。
私盐贩子要杀头，连相关官员都要连坐。五
代时，盐法最严酷，贩私盐一斤一两就可以
正法。宋代略“宽松”了一点，无非是杀头的
标准调整为三斤或十斤。中国历史上私盐
真正成为政府的心腹大患是唐末以后。从
大的方面来说，“均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化，
这样导致国家税赋分流进入大、中、小地主
手中，国家田赋收入降低，那么就更依赖盐
利及对其他民生经济资源的垄断。另外由
于土地关系的变化，无地游民、杂役、雇工越
来越多，这些人在生活没有着落的时候，极
容易成为从事贩卖私盐的亡命之徒。例如
天宝年间盐价极高，普通百姓几乎购买不
起，但盐又是刚性需求，每个人都要吃的。
利之所在，人共趋之，所以私盐开始泛滥，官
府酷刑亦不能止，甚至愈禁愈猖。尽管历史
上统治者实行了对私贩私盐严格的处罚政
策，但贩盐产生的利益还是让许多人铤而走
险。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贩盐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让许
多人孤注一掷，不惜私产、私贩食盐。

乍浦历史上的海水晒盐不但产盐多，而
且质量也好，尽管历朝历代对盐实行国家专
营，但仍有不少私盐贩卖者从乍浦盐廒街或
者直接从盐农手中偷偷购进食盐去贩卖。
打击私盐贩卖也成为历代在乍浦负责盐业
管理机构的职责。据史料记载，明代乍浦巡
检司，配有弓兵应役，负责巡缉私盐、捕捉盗
贼之事。明嘉靖九年（1530），乍浦巡检司配
有弓兵百人，与正规军队一同操练，倭乱平
后，万历中存 38人，天启间减至 34人，仍司
巡盐、捕盗之责，但已不再随军操练。乍浦
千户所各设查缉私盐的巡军 12名。明代巡
检司所属弓兵有巡船 24只，每季限获私盐
18000斤，遇闰再增加6000斤，巡船8只。守
御千户所和后所巡军有巡船 4只，每年限获
私盐1200斤。万历三十六年（1608）规定，限

获私盐数折银价，如兵丁没有缉获或不足，
就在饷银中扣除。

清初沿袭之，乾隆年间（1736-1795），乍
浦巡检司下辖弓兵 31 名。道光十九年
（1839），有弓兵 30名。同治三年（1864），乍
浦设检卡，以防岱山私盐进入。清代盐捕每
年限获功盐（私盐）72000斤，弓兵限获功盐
78000斤，如捕役无获，每斤折价 2厘 5毫扣
饷。康熙年间，改定盐捕限获功绩银 78两，
珠车银 1.326两，船价银12两，盐犯折抵银 5
两，共 320.0186 两，解交盐道。雍正七年
（1729）申严禁例，私贩绝少，遇有缉获则逐
案详报，以盐斤折价汇解盐道，抵绩交公。
乾隆年间，巡检司所属弓兵每年限获功盐
（即私盐）各 3900斤，如无获，则以每斤盐折
价银2厘5毫扣饷，上缴盐法道。同治、光绪
以后，有缉捕营派队游弋，时来时往，谓之大
巡。由盐公堂（即纲商）编船数号，到处巡
查，谓之小巡。遇有缉获，仍按旧例，逐案解
银，悉数充公。然大巡不能保持经常，小巡
不能遏止巨枭，故私盐贩卖不能绝迹。民国
7年（1918），有盐警驻乍浦，负责乍浦至全公
亭等交通要道巡查、缉私。民国 18 年
（1929），有缉私第二营巡船21只，在嘉兴、海
盐、平湖、乍浦一带河道巡弋。民国 35年
（1946）5月1日，分区设防缉私，设第一区区
部于乍浦，下设 3个警队，第一队驻海宁，第
二队驻全公亭，第三队驻澉浦，负责缉查私
盐。

尽管历朝历代对盐实行国家专营并实
现严格的缉私手段，但贩卖私盐的事件仍旧
屡禁不止。过去私盐贩卖者一般都是靠肩
挑走路，而且从乍浦偷偷购进食盐后，根本
不敢走大路，只能走偏小道。而离乍浦镇有
3.5公里的马家荡过去曾经是一处荒荡，那
些私盐贩卖者为了躲避官府盘查，一般都在
晚间和凌晨从乍浦挑着一担担盐选择走马
家荡的路去贩卖。从乍浦镇到马家荡这条
小道，一般要走小半个时辰，那些私盐贩卖
者肩上的担子也有点重了需要歇歇脚，这个
歇脚的地方后来就有了“卖盐桥”的名称。
而据有关史料记载，以前在乍浦对私盐贩卖
的管制有一个范围，据说乍浦城外马家荡

“卖盐桥”南查到私盐贩卖要处罚，过了桥北
就不管了。正是这样一个私盐贩卖的管制
范围，使私盐贩卖者到了马家荡“卖盐桥”北
就可以喘口气歇歇脚，天长日久，成了一种
习惯，私盐贩卖往往在“卖盐桥”北休息的同
时还交流私盐贩卖的情况。“卖盐桥”也由此
出了名，至于“卖盐桥”的历史有多长，原来
的“卖盐桥”是一座什么样的桥梁，周围的环
境如何？已无人知晓，因为历史上的“卖盐
桥”早已不知几易其桥。

现在的“卖盐桥”已是一座乡村公路桥
梁，“卖盐桥”周边已建起了一座座居民楼
房，“卖盐桥”东侧是一个乡村小公园，建有
一个凉亭，昔日的“卖盐桥”周围已成为马家
荡村一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场所
之一。

■■ 陈正其陈正其

漫谈乍浦的盐业历史漫谈乍浦的盐业历史

214年之后，沈步青可能怎么也没有想
到，自己撰写的《钟溪棹歌》，竟被一批平湖
爱好民间音乐的青年音乐人，采用五声音阶
为主的中国民族调式中的 do（宫）、re（商）、
mi（角）、sol（徵）、la（羽）五个音作为主音去
进行歌词谱曲，并分别取了好听的歌名《画
水新荷》《九曲玉笛》《庄塘柳韵》……这种田
野版的中国民俗风，既体现了中国特色，又
具有地域风味，老百姓听得懂、看得到、时不
时还能哼几声。这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守正创新，赋予新能量的创新举措。

棹歌是竹枝词的一种表现形式，本义为
渔民在撑船、划船、船上作业时唱的渔歌，演
化为江南水乡乡土诗词，内容多为地方掌
故、民俗民风、风土人情、物产野味等。竹枝
词，作为一种诗体，历来被江南文人所青
睐。竹枝词的形式也在不断丰富，棹歌、渔
歌、乡歌、杂咏，相继出现。如《鸳鸯湖棹歌》
《当湖百咏》《鹦鹉湖棹歌》《当湖竹枝词》《泖
水乡歌》《盐溪渔唱》《九山踏青歌》《清溪杂
咏》《村居竹枝词》等等。

竹枝词，据《中国词学大典》所引郭茂倩
《乐府诗集》的考证，《竹枝》本出于巴渝（今
重庆市）。唐贞元年间，刘禹锡被贬朗州（今
湖南常德）司马，朗州有沅湘，是沅水和湘水
的并称，这一带本是屈原的放逐之地。刘禹
锡每到一地，都有考察民情民俗的习惯，所
谓“入乡随俗”，并从中收集当地风俗资料，
丰富自己的诗歌创作内容。唐长庆二年
（822）年初，大诗人刘禹锡被任命为夔州（今
重庆奉节）刺史之后，对夔州一带独特的地
域文化，尤其是当地民歌又发生了浓厚的兴
趣，也深深地拨动诗人的心弦，产生了共鸣，
并很快就喜欢上这种生动鲜活的民间艺术
形式。此时，大诗人不仅心动，而且凭其对
诗歌创作的经验，依照传统的“风、雅、颂”方
法对风俗歌谣进行规范和改造，使之进入文
学艺术的神圣殿堂。

刘禹锡一生爱好音乐，喜欢民歌，特别
是对《竹枝》歌曲的对唱、群唱等形式尤为关

注，其音调十分优美，语言又丰富多彩。但
歌词杂乱、粗野，艺术水准有待提升。为此，
刘禹锡仿照屈原的《九歌》作《竹枝》新词九
章，教当地群众学唱，受到普遍欢迎。《竹枝
词》的成功，使刘禹锡更加喜欢上了这种诗
体，经过韵律、语言的润泽，增添竹枝词的民
间气息，使得歌词生动活泼，演唱声调悠扬，
显得雅俗共赏，朗朗上口。一时之间在唐代
流光溢彩，老少皆宜，迅速得到传播。刘禹
锡成功开创诗体“竹枝词”，是他一生中对中
国文学的重大贡献。刘禹锡的《竹枝词》名
句佳作颇多，最著名的是：“杨柳青青江水
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
是无晴却有晴。”至今仍脍炙人口，口口相
传。

唐宋以后，以竹枝词形式创作的诗歌，
有了重大发展，写作的人更多了，内容愈加
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其中佼佼者有宋代杨
万里的《竹枝歌七首》，元代的著名诗人杨维
桢的《西湖竹枝词》一百首，清代嘉兴的一代
文宗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一百首，都曾风
行海内。特别是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一
时间唱和者无数，其影响之大，空前绝后。
平湖的钟埭文人盛宗楷、陆鸿文、沈步青皆
作有《钟溪棹歌》，亦历来为人所津津乐道，
并流传至今，赓续着钟埭的风俗。清乾嘉年
间，平湖诗人戈温如在陆鸿文的《钟溪棹歌》
跋三云：“昔竹垞太史客大同时，寄小谭大夫
（谭吉璁，嘉兴人、清文学家，自署小谭大夫）
《鸳鸯湖棹歌》百首，盖在数千里外，乡思顿
兴。故其言多凄婉。今陆君酉山，家近钟
溪，闲闲十亩，澄怀观物，作棹歌数十首，其
趣不同，其曲则同也。”

钟埭是一个千年古镇，人杰地灵，物产
富饶，幽静雅致。明崇祯《嘉兴县志》载：“相
传五代吴越（907-960）时有钟姓氏族居此，
故曰钟溪。”光绪《嘉兴府志》载：“钟带镇，在
县东五十里。”《嘉兴县志》（柳志）载：“嘉邑
之称市镇者五，曰钟带、朱村（不载）、新丰、
新行（新篁）、王店。”

明姚绶《东岳行宫碑》称，嘉兴东下四十
里，曰钟带镇，村落市阛（同环）所聚，居人稠
密，现为钟埭镇。钟埭镇，在五代吴越时为
钟溪。明代宣德五年（1430）称钟带市，也是
平湖从海盐析出的这一年。清代，钟埭与王
店、新丰、新篁（新行）为嘉兴县四大镇。
1958 年 11 月划归平湖县管辖。沈步青在
《钟溪棹歌》中写道：“鸳湖东下脉流长，马塔
桥通别汉塘。卅里苹果花开欲偏，钟溪水接
绿溪香。”此时，钟溪还属嘉兴县管辖。

因为钟埭曾为嘉兴县管辖，在平湖留下
的资料极少。近年来，在众多文化人士的努
力下，不断发现新的乡邦文献。《钟溪棹歌》
就是一个例证。最早的《钟溪竹枝词》，清乾
隆三十三年（1768）由盛宗楷著。盛宗楷，字
绍堂，布衣，乾隆三十三年（1768）曾作馆糜
氏家，生于书香之家。原有 50首，现存 12
首，距今254年，但仍保留了一乡一村之风土
风情，古迹琐事，有功桑梓，不可替代。清嘉
庆十年（1805）陆鸿文作的《钟溪棹歌》81首，
距今217年，有江、浙、沪等地47位志同道合
的诗人为《钟溪棹歌》题词，是一份不可多得
的研究地方文化名人的资料。沈步青于清
嘉庆十四年（1809）立秋，完成了七十首《钟
溪棹歌》的创作，距今 214年。清咸丰三年
（1853）沈步青的学生黄裕昌将《钟溪棹歌》
70首刊印。沈步青与友人冯梅坡、陆鸿文
（字酉山）赏析时，自称：“聊寄竹枝水调之
腔，亦戏为消夏遣愁之具云尔。”又时常研读
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逐邯郸学步，自鸣
瓦缶。所以，沈步青的学生黄裕昌（字益人）
评价他的先生为：“天性淳至，学问赅博，蜚
声鸳水（嘉兴），酒盏诗瓢，兴犹豪迈，迹其生
平，篇什甚富。”

棹歌是独具特色的诗歌体裁，在艺术上
运用谐声双关的语言，轻快的音节，措辞流
转，秉用比兴手法，化抽象为形象，含蓄灵
动，油然使读者产生共鸣。七言四句为一
首，语言流畅，通俗易懂；韵律上一、二、四句
押平声韵居多；在内容上泛咏风物，歌咏恋

情，掌故遗迹，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生活
色彩；在语言上自然、清新、活泼，富有乡土
气息。棹歌作为从民歌发展而来，还继承了
《诗经》《乐府》的传统，广泛采用比兴、谐音、
双关等手法，民歌韵味浓烈。竹枝词还与许
多民间舞蹈相配合，如“打莲湘”“渔工号子”
等，都以手中的竹棍为道具，竹棍，亦称竹
枝。

在《钟溪棹歌》中，有许多描写钟溪百姓
勤劳务实，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田园画
卷。如“红豆篱边促织鸣，溪南溪北稻花
清。多缘里巷丰衣食，止水庵今改太平”。
这首优美的棹歌，反映了江南水乡仲秋时节
农舍的篱边景色，繁忙的织布声，溪南、溪北
稻花香的情景。还有物产肥美的记述，“秫
酒莼羹苜蓿盘，七星桥上月阑干。郎今休羡
汾湖蟹，妾处时尝段墅鳗。”“渔舟荡漾类萍
浮，历尽风波不识愁。秋露渐浓鳗价长，易
钱沽酒白场头。”段墅塘产鳗鱼，无肋骨，味
最腴美，人比之汾湖蟹。

还有农事时节的描述，如陆鸿文的“如
云禾稼涌平堤，闲步冯家溇畔西。白露弥弥
秋近半，香风秀出稻花齐”。白露白迷迷，秋
分稻秀齐，亦吴中农谚。“忆发黄梅第一朝，
秧歌声里雨潇潇。八风占得丰年兆，夏至西
南没小桥。”“农人种田，名发黄梅，夏至西南
没小桥”，也是俗语，谓夏至日吹西南风，夏
必多雨。

其他，还有地名遗迹、历史掌故、地方风
俗、寺庙演变、男女爱情等，都是研究地方文
化的生动教材，为赓续风俗提供了宝贵的资
料。如陆鸿文的《钟溪棹歌》：江村草舍倾欹
久，不料江村侍御来。莫道梅花悲易主，即
今箨薮也尘埃。江村草堂，系冯氏废园。清
朝御史陆光旭题曰“桂山堂”。高士其（字江
村）得之，改名为“北墅”。中有三十二胜，草
堂其一。

《钟溪棹歌》体现的是一种田野版的风、
雅、颂，它是当地文人先达，收集整理俚语民
俗、名胜古迹、人文轶事、物产田赋、美味佳

肴、灾祲异闻等的合编。《钟溪棹歌》是中华
民族优秀的地方文化，其民族性、地域性、价
值性不可替代。赓续传统文化必须守正创
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近年
来，钟埭街道充分挖掘地方文化，传承文
脉。相继出版了《钟溪竹枝词》《钟溪棹歌》
点校本，开展传统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进农
村等活动。在乡村振兴中，融入地方文化，
提升景区品质。建设了 3公里长的“钟溪棹
歌·隐世田园”美丽风景线，融农家乐、文化
礼堂、民俗展示馆、民宿、垂钓、教育实践基
地等为一体，为乡村振兴赋予精神力量，为
农民富裕开辟了通道，成为赓续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鲜活样板。

其中，“钟溪棹歌·隐世田园”是钟埭街
道利用优秀传统文化《钟溪棹歌》重点打造
的美丽乡村精品线，这条风景线连着钟埭
村、沈家弄村两个3A级景区村庄，长10.5公
里，沿线有别具风味的钟溪八景，2022年成
为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北庄浜自然村
落，以“国风农市·诗酒田园”为主题，打造工
农互促、城乡互补的新型智慧型共享村庄风
貌；沈家弄村以“居”为主题进行打造，突出

“水驿、水园、水社、水居、水路”等主题产
品。钟埭村依托三家村丰富的稻田资源，以
稻作文化为主题，通过引入鱼稻共生系统、
五彩水稻项目，营造缤纷多彩的大地景观，
举办稻田餐桌、稻作摄影、稻作丰收祭等节
庆活动，实现农业稻作与工业时尚的完美融
合。这里也是农事研学体验区，将成为孩子
们的自然课堂，挖花生土豆、摘青菜、掰玉
米，一年四季都可以让孩子们来农事体验。
以稻作飨食为主题，融入江南稻米糕点，如
青团、糍粑、年糕、粽子等以及钟埭三油（油
卷、油墩子、油豆腐嵌肉）、蛮八样（猪脚、红烧
鲫鱼、肉圆线粉汤、蹄髈、肉嵌油豆腐、红烧块
头肉、小炒、海蜇），打造主题化特色餐饮。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
和创新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守住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钟溪棹歌钟溪棹歌》》唱响田野版的风唱响田野版的风、、雅雅、、颂颂
■■ 陆爱斌陆爱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