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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人将喝茶称作吃茶。旧时农村中老年男子多
爱吃茶，尤喜吃早茶，茶馆遍布城乡各大小集镇。

茶馆营业有一套行规。首先凌晨三四点就要开炉
烧茶，因为老年人都有“吃早茶，迎卯寅风”的习惯；茶
客进店要热情接待，先送“面水”（面盆、热水加毛巾）、
茶壶、茶杯，后收茶资；饮茶中间，茶客暂时离店的，把
茶壶盖翻转，以示再喝，茶店予以保留；春节期间要为
老茶客泡元宝茶，有爆米糖茶、绿茶加代代花、红茶加
玫瑰花等，外加3个橄榄，茶资由茶客随意赏付。旧时
吃茶以红茶居多。20世纪70年代开始，传有红茶容易
上火之说，人们便慢慢改饮绿茶。

茶馆是城乡居民听新闻、聆市面、评是非、散心消
遣的场所，被称作“百口衙门”。茶客如遇家庭纷争、邻
里纠纷，解劝无效，则双方一齐相约到茶馆评理，俗称

“吃讲茶”。当事双方各诉是非，一众茶客公议，最后判
定谁错谁对。一旦决断，当事双方都认为公正，理亏者

不仅要当众认错，还要支付此日茶客的茶资。如果理
亏者拒付茶钿，此后无脸再进茶馆。

茶馆也是一些农副产品的交易场所，一些茶客将
鸡鸭蛋、水产品、作物种子等拿到茶馆出售。如数量较
大，在吃茶时先进行口头协商，过后再行交易。也有求
购某种急需品的，只需在茶馆吆喝一声，一般在较短时
间内会有回应。

茶馆又是文化传播的场所，旧时农民没有多少文
化，但都喜欢听书。茶馆内经常有钹子书、小热昏、花
鼓戏、苏州评弹等多种戏曲表演。钹子书又称“农民
书”“锣鼓书”，现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传统钹子书的说
唱文本以历史故事、武侠小说、才子佳人类为主，书目
有《水浒传》《说岳全传》《七剑十三侠》《隋唐演义》《杨
家将》《白玉燕》《玉环传》等。新中国成立后，钹子书演
唱文本逐渐脱离传统说唱书目，出现大量改编、创编的
文本，如《白毛女》《智取威虎山》《51号兵站》等。

吃早茶
■ 郭杰光

过去在平湖城乡有吃卯时酒的饮食风俗。吃卯
时酒的不外乎四种人：第一种是习惯喝早茶的人，每
天四五点钟就要起床上街，感到身上寒冷，先吃一壶
烧酒以驱寒；第二种是渔民，一早就要出去捉鱼，等
到卖完鱼已是饥肠辘辘，加上水上寒冷，吃壶烧酒吃
点热菜，填肚取暖；另外还有两种人，就是俗称的酒
鬼和赌鬼，常常吃卯时酒以提神，美其名曰“早晨一
杯酒，浑身全是劲”。

小镇上有专门供人吃卯时酒的小酒店，这种
简陋小酒店往往是单间门面，只有三四张小桌子，
店门口的靠壁台子上有一个小菜橱，橱里摆上一
些猪头肉、猪耳朵、白斩鸡、五香豆腐干、小油豆
腐、油盐发芽豆等冷菜。小店里过去都是散装烧
酒和散装黄酒，吃卯时酒的人不会多喝，一般会用
竹制的小提子取酒，基本上取烧酒二两、黄酒四
两。吃的小菜有荤有素，都很节省，一般几角钱就

够了。
吃卯时酒的人一般会认定一爿小酒店，连坐

的位置都很少变动，店主称他们是“店掌柱”，对每
一个顾客的酒量及饮食习惯都了如指掌。吃卯时
酒的人彼此也有不成文的规矩，相互之间不会敬
酒，不会递烟，吃好酒自行支付，但聊起天来格外
热情。有的人吃完卯时酒还要去茶馆喝茶，有的
买点小菜直接回家下地劳动，回家后也不会再吃
早饭。

如今吃卯时酒的习俗在一些集镇还有延续，但
现在吃的除了瓶装酒和荤素冷菜外，有的也会吃一
碗面或一碗馄饨，既当菜也当饭。一瓶瓶装酒一顿
吃不完可分次吃，吃后自己安放好就行，尽管吃剩的
人多酒瓶也多，但他们都不会弄错。现在相互敬酒
也有了，相互递烟也有了，吃好酒后店主还会泡上一
杯茶。

吃卯时酒
■ 张玉观

·生活俗

在乍浦镇这个依山傍海的千年古镇，与
石头有关的建筑特别多，九龙山古道的石
阶，南湾炮台的基座，乍浦海塘的石驳岸、街
上的石板路、河上的石桥、居民房屋宅基的
石头地基，石壁、石墙等，乍浦的这些石建筑
处处镌刻着乍浦石匠师傅的烙印，有些石建
筑虽然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但在今天仍然
十分坚固。这些石建筑都是乍浦一代又一
代的石匠师傅靠纯手工技艺，用铁锤、铁凿
子一锤一锤把石块凿成各种形状而完成
的。然而，在普遍使用水泥制品的今天，历
史上曾经的乍浦石匠师傅几近消失，但许多
老年居民至今仍对曾经在平湖一带小有名
气的乍浦石匠师傅念念不忘。因为历史上
的乍浦石匠师傅，曾经在平湖、海盐、海宁的
海塘以及上海石化万米海塘、乍浦港码头万
吨级泊位群等一大批较大的工程上，都留下
过他们的足迹，乍浦石匠师傅用纯手工技艺
所建的一处处块石工程，已成为一个时代树
立的百年丰碑，令老一代乍浦石工感到自
豪。

历史上的乍浦石匠师傅主要在乍浦镇
先锋村，而其血脉可追溯至清代的外来石匠
移民，其中以温州的居多。据乍浦镇居民张
松权回忆：“小时候常听父辈们讲，早在清朝
时期，八承相（大财主）温州人来到乍浦，他
带来的青年人中有从事石工的师傅陈德波、
郑凯正、郑岩生、徐开正、陈岩登、陈银善、尤
志勤等。这些石匠师傅在清末民初时期，怀
揣温州石匠技艺离乡，落脚在乍浦老城瓦砾
之地，他们在乍浦古城中垦荒种地之余，靠
带来的石匠工具在乍浦一带做开石、修石驳
岸等生意，以石匠手艺在杭嘉湖平原扎下
根。他们在初到乍浦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很
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包揽了整个乍浦地区的
各种石工活。”

老石匠陈明溪、陈志良至今还保存着父
亲传下来的石匠工具，一根长约 1.6米的扁
担，几把粗细不同的麻绳索，大小不一有螺纹
的铁棒，还有开石用的8磅、16磅和24磅铁锤
（铁榔头），大小不一的各种型号铁凿子，做
基础工程用的水准仪表，这些就是“温州匠
帮”石匠师傅不可缺少的工具。他们世代传
承开山石、筑驳岸、铺石路之技，用铁锤、铁
凿子讲述“温州匠帮”石匠师傅的史诗——
从九龙山古道石阶到南湾炮台基座，从汤山
驳岸到古桥修缮，处处镌刻着“温州匠帮”石
匠师傅的烙印。如今这些相当原始的石匠
工具虽然已经收藏入库甚至锈迹斑斑，但老
一辈的石匠师傅仍然像宝贝一样保存着，正
如老一辈石匠师傅陈志良说的：“这是伴随
我们一生的吃饭工具，我们和这些工具有感
情，舍不得丢弃的。”

是的，历史上乍浦的“温州匠帮”石工们
就是靠这些貌似很原始的工具东奔西走谋
生的。据乍浦石匠师傅陈德波的长孙陈志
良（今年 80岁）讲述，他爷爷辈刚到乍浦时，
乍浦的老街都是条石铺成的，由于战乱等原
因，年久失修，高低不平，镇区内的石桥都是
一级一级的踏步桥，不要说通拖车、三轮车、
黄包车之类的交通工具了，就连居民走路都
要小心翼翼的。后来，以郑开山、陈德波为
首的石匠师傅，发动大家参与去修桥铺路，
把一级一级的踏步桥拆除，修成平面桥，把
街上高低不平的路面修好。同时，还对外去
承揽工程，如陈山天主堂，在山顶上，又高又
陡，郑开山带领了一班石匠师傅保质保量地
做好了陈山天主堂建造的护岸、台阶等几项
浩大的工程，受到陈山天主堂教主的称赞。
陈山天主堂的护岸、台阶等已有百余年历
史，仍旧坚固如初。

解放前，乍浦的“温州匠帮”石匠师傅都
是个人散工、邀工兼包工的。人多人少视工
程量大小由承揽工程的石匠师傅而定。据
尚健在的老石匠师傅回忆，近代的老一辈石
匠师傅参与了民国时期九龙山黄山风景区
的道路、护岸等石工砌筑，民国时期海盐县、
海宁县海塘建筑工程，石匠陈德波在民国时
期还负责承揽了乍浦镇内外石街维修。一
位老石匠回忆：“半山造福杭城老百姓的防
空洞，就是乍浦的石匠师傅去修筑的，那时
是抗战时期，我们在杭州的半山工地用块石
筑防空洞，经常遇险，石匠工听到拉响警报
后，大家就进防空洞躲避。抗战胜利后，乍
浦总管弄街道改造，黄八妹住房北河道的石
驳岸、台阶、道路，园中石路等都是‘温州匠
帮’乍浦石匠师傅维修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乍浦的“温州
匠帮”石匠师傅仍延续散工模式继续经营。
新中国成立后的百废待兴年代，乍浦的“温
州匠帮”石匠师傅更忙了，海塘的维修，内河
石码头要兴建，比如乍浦粮管所的石驳岸，
停靠的码头、上下的台阶，都要修造，南水城
门的拆建，要过粮运大船，水道太窄了，根本
过不去，只有拆除，然后再做好石驳岸，便于
运粮大船进出。一时间，乍浦的“温州匠帮”
石匠师傅不但在乍浦作业，还到平湖城里、
林埭、新埭等地去修建内河码头和石驳岸，
还去嘉善等地承接石工项目，可以说，凡是
有石料建筑的工地，就有“温州匠帮”石匠师
傅的足迹。石匠师傅最多时达30余人，带领
的小工有70至80人。

“温州匠帮”的石匠师傅有一种独创的
菱形石施工手艺，用这种手艺施工的石墙
体、石驳岸不用灰沙、泥浆，也很厚实牢固、
美观整洁，即使中间抽掉任何一块石片，墙
体也不会倒塌，能防御一般的自然灾害。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温州匠帮”石匠师
傅陈志良的祖父陈德波，还有徐开正、徐开
三等人就把从温州带来的菱形石施工技艺
首先使用在乍浦居民造房子的地基和主体
外墙、围墙上。石匠师傅们在施工前，先寻
找具有菱形特征的石块，再用凿子打造出一
个光洁的平面，如果不具备菱形特征的石
块，也可以用凿子打造成菱形。如果是大的
石块，先用锤子、凿子和楔子把大石头切开，
再用凿子把它切成大小相等的菱形石块，把
平面和四边修整好，待用。如果是打墙基：
石匠师傅先挖一条沟，用石头铺垫好，再用
夯夯实，在墙底，用较大石块斜放，构筑成能
放菱形石的基底。然后把采集好的菱形石
一块一块地从中间到两边，从下至上构筑起
来。菱形石按照平面在外，菱角在上放。菱
形石与菱形石相连，交叉铺放，菱形石也有
大有小，全凭石匠师傅的智慧巧妙搭配，墙
的两边用条石铺上去，筑成墙边。菱形石不
够时，可边垒边采集，直到完成。墙体内侧，
用一般石块跟着垒，侧放并将外侧菱形石紧
紧咬住，每隔一段还用钉子石（长石）把墙体
固定住，这样菱形石堆砌的石墙、石驳岸就
完成了。

乍浦镇历来有近山靠城的地理优势，自
从有了“温州匠帮”带来的这种菱形石施工
手艺，当地居民造房子及打围墙，都就地取
材，用菱形石垒地基、堆砌石墙，直到现在，
在乍浦镇上还到处可以看到居民房子用菱
形石施工手艺垒起的地基、堆砌的石墙。上
世纪八十年代先锋大队的农户，为改善住房
条件，大批量申请建楼房，他们做的房屋地
基基本上都是以石头为主的。

后来，老前辈通过传徒学艺，有了第二
代石工师傅。这种菱形石施工手艺，在平湖

城乡农业兴修水利、建造灌溉机埠等石结构
工程上普遍得以推广使用。

石匠师傅工作是一项比较原始又比较
艰苦的露天和纯手工手艺，有时为了取石、
开石、堆石，往往需要多人合作，由此，石匠
师傅在长年累月的劳动中创造了一种有趣
的石工号子，这种石工号子的歌词比较随
意，边劳动边创作，一人领头喊起号子，众人
相和，鼓励石匠师傅一起劳作。如有一首打
石头号子：

“号子嘛喊起来哟，兄弟们把石抬哟，嘿
哟，哟，抬起来呀，嘿哟。脚莫滑呀，哟，有道
坡呀，哟，慢慢爬呀，哟，哟，有个坎哪，嘿哟，
莫打闪呀，哟。腰杆挺起，哟，莫趴下呀，哟，
哟，哟呵，哟呵哟呵，嘿，哟，哟呵，哟呵哟呵，
嘿，哟。”

这种石工号子展现了石匠师傅们在集
体劳动中的协作与快乐。但这种石工号子
留下来的很少，几近消失。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温州匠
帮”的石匠师傅承接工程项目的不断增多、
名气也越来越大，石工需求量也随之增大，
为便于统一调配，于是乍浦镇先锋村（当时
称先锋大队）决定以“温州匠帮”乍浦的石
匠师傅为骨干，筹建“先锋石工队”。村里
为此专门发出招聘消息，采取个人报名、生
产队推荐、大队审议的办法。吸收乍浦的
石匠进入石工队。1970年 4月 26日，先锋
村（当时称先锋大队）向上级组织打了申请
报告，得到当时的乍浦人民公社，平湖城建
公司的批准，随后乍浦镇“先锋石工队”正
式成立。由张松权担任“先锋石工队”首任
队长，陈志良担任施工员。首批参加“先锋
石工队”的有民国初期从温州到乍浦镇的，
居住在北大街的老一辈石匠郑开山、郑岩
登、郑岩生；有居住在乍浦镇东大街的陈德
波、陈明溪等；居住在乍浦镇上新街的陈银
船、徐开正；居住在乍浦镇望河桥东的徐二
观、刘宝龙；居住在乍浦镇北大街的吴伯
仁、潘阿掌等。

乍浦镇“先锋石工队”成立后，正赶上七
十年代我国基建项目陆续启动，海塘护岸需
要石工作业，城乡水利工程离不开石工。还
有石桥维修，城镇石板路修理都需要石工
匠。一时间“先锋石工队”成了基建项目的
香饽饽。尤其是 1973年上海石化总厂在乍
浦镇东南的陈山岸线段开建原油码头这一
工程时，上海石化一期围堤需要块石护堤，
他们得知乍浦有个“先锋石工队”，就把这一
工程交给了乍浦镇。当时的乍浦镇就在先
锋大队以“先锋石工队”为主组建了以部队
连级编制形式的石工民工连。石工民工连
由先锋大队书记徐相乐和另一名干部徐美
珍带队，连长是石工师傅尤志勤，连队设有
财务会计一人，由王慎言担任，医务人员一
人，由石工陈加清兼任，另有石工师傅26人，
后勤小工等总数有 80多人组成。民工连下
设五个排，一排排长尤金龙，石工有丁全根、
尤永康、程竹林、潘柏林。二排排长刘龙庆，
石工有汪照生、王善治、徐二观、陈加荣。三
排排长吴照豪，石工有张松权、祁庆堪、肖连
星、赵阿彩。四排排长吴小观、石工有瞿汉
荣、陈寿根、陈金荣、蔡余仁。五排排长吴志
根、石工胡根荣、任银观、潘龙兴、陈志良。
各排都配有一定数量的小工配合石匠工作
业。

当时“先锋石工队”在上海石化总厂一
期围堤进行的块石护堤作业实行军事化管
理，一切行动听指挥。石工民工连的计酬采
用评工记分的办法进行经济核算和分配。
评分按出工得分结算，石匠师傅最高分一天

记 16分，小工最高一天记 12.5分，然后按工
程款折算工分。评到 16分的石工老师傅每
天能分到 4元多，评到 12.5分的小工每天也
能拿到3元多，这在70年代初期属于高收入
了。而当时先锋村同样的一个劳动力，务农
的一天收入还不到1元。所以当时先锋村对
参加上海石化总厂一期围堤的石工民工连
的小工，每三个月就要调换一批，这样既解
决了当时村里富余劳动力的出路，又使每个
村民（社员）都有机会进入石工民工连，在上
海石化一期围堤工地上增加经济收入。由
于当时乍浦镇“先锋石工队”民工连的计酬
政策处理得好，参加上海石化总厂一期围堤
修筑的石路工程的石工师傅和小工积极性
都很高，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了上海石化一期
块石护堤、道路铺设的任务，尤其是“先锋石
工队”采用的菱形石施工手艺筑成的围堤护
岸，因坚固、美观，受到上海石化总厂的赞
扬。

改革开放后，乍浦镇“先锋石工队”以
“敢啃硬骨头”的精神再次转战重大工程：先
后完成了上海石化万米海塘、乍浦港码头万
吨级泊位群等一大批较大的块石工程。但
是随着时代发展，用于海塘的块石护岸、块
石铺路等传统建材逐渐被水泥制品所替代，
纯手工开石等相对传统的石工手艺，逐渐被
半机械化的切割机等代替，乍浦镇“先锋石

工队”这支曾经风光无限的“流动石匠队”逐
渐失去了市场竞争力，而后各地逐渐推出的
工程招投标方案，原本靠传统手艺但由于缺
乏资质等原因的乍浦镇“先锋石工队”，只能
挂靠在一家劳务公司，很难承接到工程项
目，再加上石工这种手艺纯粹靠力气干活，
老一代石工普遍年事已高，新一代年轻人都
不愿去学这一纯粹卖力气的手艺，乍浦镇

“先锋石工队”已是后继乏人。后来，坚守到
2000年的几位老石工也心有余而力不足，正
式放弃了石工手艺。乍浦镇“先锋石工队”
也就此正式解散，“先锋石工队”的营业执
照、财务账册以及账上最后一笔 3万余元的
流动资金也一并转交给了当时的劳务公
司。而随着乍浦镇“先锋石工队”正式结束
其历史使命，最后的几位石匠师傅也进入了
九龙山陵园工作，直至退休。

虽然“温州匠帮”传承的乍浦“先锋石工
队”已退出历史舞台，但乍浦历史上代代相
传的石匠技艺依然令人难忘。那曾经响彻
乍浦每个角落的叮当凿石声，至今仍在人们
耳畔回响，恍如昨日。更让乍浦人铭记于心
的是，当年“温州匠帮”传承下来的石匠师傅
们不畏寒暑、勇斗潮涌，以精湛技艺筑就的
海塘石驳岸、铺设的石板路、修建的石桥等
百年工程，这些惠及后世的丰碑至今仍在见
证着他们的匠心传承。

■ 陈正其 崔晓萍

乍浦的石匠师傅

一、乍浦石匠血脉源自“温州
匠帮”

二、菱形石施工手艺和石工
号子

三、七十年代组建的“先锋石
工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