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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台州方言叫“衣裳”。“裳”跟“常”，在台州方言里

同音。由于多字连读或情感需要，声调会有变化，但读音只
有一个。比如椒江话“裳”，单念时通常读较低较轻的降调。
说“衣裳”时，“裳”读较高较重的降调。说“小人衣裳”时，

“裳”则读升调。

一
普通话里，“裳”字的读音有点复杂。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裳”有两个读音，一个是 cháng，

释义为：“古代指下身穿的衣服，类似现代的裙子（男女都能
穿）”。另一个是 shang轻声，用于“衣裳”中。词典对“衣裳”的
释义是衣服，并标注是口语词。

《说文解字》中，“衣”字条的注释是“上曰衣，下曰裳”，
“裳”字没有单独出条，附在“常”字条下。“常”的释义是“下
裙也。从巾，尚声。裳，常或从衣”。这是说“常”字作下身穿的
裙子解释，也写作“裳”。有学者认为“常”是“长”的意思，用

“常”指下衣，大概是说下衣长。后来，“常”多用作引申义，
“裳”则成了专用字。

在古代韵书《广韵》中，“裳”跟“常”“尝”“偿”等字同音，
都是市羊切。“裳”读作cháng是符合语音演变规律的。

轻声 shang的来历，查阅以下文献资料大致可以了解。
（为了便于说明，原书中使用的罗马字拼音、注音字母等注
音方式都折合成汉语拼音字母。）《汉语词典（简本）》（1993
年重印，1947年版《国语辞典》的删节本）有 cháng和 shāng
两个读音，shāng标记为“又读”。《国音常用字汇》（1932年民
国政府教育部公布）中有cháng和 shang（轻声）两个读音。再
往前，在《国音字典》（1919年教育部读音统一会审定）里“裳”
只有一个读音，为 shang，虽没有明确标注声调，但标注了传
承古韵的母等声韵（古代注音方式）。有研究者（郑茵《从误读
中产生的新音——谈“裳”字轻声的来历》）认为，在《国音字
典》里“裳 shang”和“常 chang”后面都标有“禅齐平阳”（传统
音韵学里的“纽呼调韵”注音方式，用来标注某字在中古时期
的读音。“禅齐平阳”可理解为“禅阳切”），说明这两个字是同
音的，“裳 shang”可能是“裳 chang”的误排，于是认为现在
shang这个读音很可能是《国音字典》误排造成的。

其实不然。根据《校改国音字典·例言》曾对字典的注音
作过的两点说明可知，“禅齐平阳”是旧韵书的读音，不表示

《国音字典》中“裳”“常”应读的读音，列出旧韵书的读音只
是指出读音的来源，表示新旧读音的传承关系，正确的读音
当以注音字母为准。

二
《国音字典》的 shang音来源于北京话。
王璞编著的北京话读音字典《京音字汇》（1913 年）：

“裳，衣部，下裙也。本作常，俗音商。”“裳”字分别列于cháng
和 shāng两个读音下。前者跟“常”“尝”“场”等字同列，表示
同音；后者跟“伤”“商”等同列，表示同音。即“裳”有cháng和
shāng两读。“俗音商”指的是口语里“裳”读作 shāng。威妥玛
编著的北京话教材《语言自迩集》（第一版 1867年）说：裳，
读音 shāng，跟“衣”一起用，指衣服。在该书《第七部分：声调
练习》中“衣裳”旁直接标注了读音 yī shāng。在该书中没有
找到 cháng的注音，大概是 cháng音不用于口语的缘故。因
此，shāng的读音是有来历、有依据的。

《语言自迩集》（第二版1886年）的《音节表》里，“裳”既标
注了 shāng音，又标注了 sháng音。标注 sháng音的字还有“尚
（另读shàng）”、“晌（另读shǎng）”、“常（另读cháng）”、“嫦（另读
cháng）”和“苌”。但在练习中，“裳”还是只标注shāng音。如：单
衣裳（dān yī shāng）、夹衣裳（jiá yī shāng）、棉衣裳（mián yī
shāng）、裁衣裳（cái yī shāng）。又如：脱一身的衣裳（yī
shāng）。你的衣裳（yī shāng）腌脏得了不得。虽然作者记录了

“裳”字有shāng、sháng两个读音，可所有的用例都只标注阴平
shāng。可能的原因是，两个读音都通行，但以阴平为常用。

根据古今音的对应关系，“裳”字折合成北京话，有两种
可能，即 cháng和 sháng。作个大致的推测：“裳”字的读音为
cháng，口语中读 sháng。这个推测有两条理由：一是古禅母在
今天北京话里的声母有 ch和 sh两个可能，二是古浊音声母
平声字按照规律对应的北京话是阳平。如果这个推测成立，
可以更进一步推测，后来从 sháng中慢慢发展出 shāng的读
音，sháng和 shāng并存了一段时间后，shāng占了优势，sháng
被逐渐淘汰，原本可以读作sháng的其他字也逐个淡出，发展
到现在，sháng这个音节在字典词典里完全消失（1913年的

《京音字汇》sháng一栏里就已经无字了）。为了发音的便利，
“衣裳”在口语中的读音慢慢弱化，由yī shāng变成了轻声yī
shang。反映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就是“裳”的口语音shang。

“裳”何时读cháng，何时读 shang，原则比较简单。在现代
口语中，“衣裳（泛指衣服）”连读时，“裳”读轻声的 shang；其
它词语，“裳”一概读cháng，如霓裳羽衣、绿衣黄裳等；“裳”字
独用时也读cháng，如“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木兰辞》）、
人名许寿裳。

三
具体说说古诗文中“衣裳”的“裳”现在怎么读。
第一，“衣裳”分别指上衣下裳时自然读 cháng；如：子有

衣裳，弗曳弗娄。（《诗经·唐风·山有枢》）
第二，“衣裳”在古诗文韵脚处时要读 cháng（轻声不押

韵）。如：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杜甫《闻官军
收河南河北》）

第三，“衣裳”泛指衣服、又不在韵脚处时，读音可灵活处
理。重在表达口语效果时选择轻声 shang，希望显示书面语效
果的就按cháng来读。如：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白居易《卖炭翁》）读轻声时口语味浓，读cháng时书卷气足。

第四，白话小说中作衣服解释的“衣裳”，在口语中读轻
声。如：“妹妹如今也该添补些衣裳了。要什么颜色花样，告
诉我。”（《红楼梦》第三十五回）这里读轻声接地气。

第五，不能确定“衣裳”是分指还是泛指时，读 cháng都
不算错。比如：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白居易

《琵琶行》）这里的“裳”有些诵读者读作轻声，其实读作
cháng感觉也挺好。含义不能确定时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因
此朗诵家们的发音也分成了平声和轻声两派，濮存昕、乔臻
读cháng，孙道临、方明、瞿弦和、雅坤则读轻声，而“初为《霓
裳》后《六幺》”一句中“霓裳”的读音各位艺术家的处理都是
非常一致的。

当然，如果用方言来读古诗文就不会有这样的分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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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桥区桐屿街道春泽社区乡村记
忆馆里，两台“席床”静静地躺在一间陈
列室里，上面还有半张没有织完的草
席，像是未完待续的故事。编织机的四
周，依次放着种植席草的成套农具、络
麻纺织机械和一种名为“樾”的木制纺
锤。这些物件摆放在一起，构筑了一幅
叫人熟悉的画面，就好像遍布桐屿的席
床又开始“嘭嘭”响了起来，家家户户又
开始因这门副业忙碌起来。

夏小金是桐屿街道草席编织技艺
的传承人，今年 67岁，其实 10多年前，
他就已经不再编织草席了。“以前我们
桐屿这一片，每一家都有席床，织出来
的草席先是自己睡，剩余的拿到市场上
去卖。”夏小金说。如今，只有重要的客
人来村里参观时，他才会被邀请到乡村
记忆馆，现场表演草席编织技艺。

“可能螺洋和院桥那边，还有一两
户在手工编织草席吧。”夏小金说。这门
技艺，已经伴随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
转变，渐渐淡出了视线。

种草伊始

织一张草席，得从种田说起。
编织草席的原料主要有两样。一是

络麻，用来制作席筋。路桥的络麻俗名
水络麻，早些年还有人在种植。络麻生
长在水里，收割后浸洗加工成麻线。“在
冰冷的水里，手撕络麻纤维，真的很
疼。”夏小金说道。

一是席草，用来编织席面。席草又
名灯芯草，古时叫“蔺草”。在路桥，席草
都是农历十月种下去，到来年五月收
割。席草呈绿色，茎秆直立，比人还高。
割下来的时候，可以看到茎内充满海绵
状的白色髓心，坚韧而有弹性。“每次收
割后，要留下一些作为来年的草苗。”在
夏小金的记忆里，这些消失于田野的事
物依然熟悉。

席草收割后，先是放到一个深约一
米的圆形土坑里，按长短分拣席草。然
后在屋檐下、在树荫里、在空地上，三五
成群的妇女用剖刀将每根席草剖为两
片。这可是一门技术活，近两米的席草，
直径也就两三毫米，一剖为二，既要剖
得均匀，又要剖得快。一群人在一起，摆
好剖草的木板和凳子，动作娴熟，就如
同在竞技竞速，场面蔚为壮观。

剖好的席草要在夏天的烈日下暴
晒。晒席草是一项力气活，先将草丝的
尾部捆住，扎成一束一束，然后用两手
抓住草的根部用力撒开，将整捆草散成
扇形，摊在地上。一排排、一列列，整齐

有序，若百扇云集，摇动清风。
到了太阳落山时，男人们又要踩着

滚烫的地面收席草。一边收一边拿着一
束束席草在地面上用力摔打，抖去草
衣，这道工序就叫“拍草衣”。然后要将
草头上残留的东西去掉，一根根清理干
净，这道工序也有个名字，叫“掰席稞”。

这样的过程，得持续好几天。有些
时候空气比较潮湿，就要撒些草木灰在
上面，直至干透，以便更好地防霉、防
虫。晒好的席草要在阴凉处放置起来，
用油布盖住，以保持席草的新鲜色泽。

“最怕雷雨了，”夏小金说，“一碰
上，就要抢收，被雨打湿的席草会发黄
发黑，编织出来的草席就只能贱卖了。”
那时候，夏小金家有两亩地用来种席
草，每年大概能收成1500公斤席草，晒干
后编成席子，差不多能做出500张成品，
和全家人种田后富余的劳力大致相当。

席草收割时节完全可称为一个
“季”，那时家家户户都是轮流晒席草，只
因放眼望去皆是收割下来的席草，而晒席
草的场地却只有那么多，互相得轮着来。

机杼声响

秋后的农闲，是编织草席最繁忙的
季节，村里家家户户天还没亮就开始操
劳，“嘭嘭”的机杼声此起彼伏，直至深
夜。全家动员，无论男女老少，都要为编
织草席而忙碌起来。

编织草席的第一步是准备原料。要
先把席草浸湿，放置过夜。然后把制好
的麻筋浸软，将其传到席床和席筘上。
席床宽 2米有余，高约 1.5米，由 4根大
木头制作而成，方正结实。席床的席架
多用椎木或桃木制作，但筘必须用材质
细密、坚硬的青冈木制成。从左往右，整
条筘上整齐地排列着92个洞眼。络麻制
成的席筋从这里穿过，织席的时候，席
筘上下翻转反复磨勒，质地不坚韧就经
不起摩擦。而且，席筘必须有一定的重
量，下压时才能形成下坠的惯性，如此，
编织出的席子才会更加紧实、耐用。

“一根席筘大概有10多斤重。”夏小
金说道。

接着，正式开始编织席子了。编席
一般为两人一组，夫妻配合。丈夫在席
床正面，负责提筘和压筘，妻子坐在席
床另一边，负责用席添添草。两人一添
一压，配合默契。所谓的“席添”，是一根
长长的竹条，一米长一点。每次添席草，
要取一长一短两根席草，把其中一根的
头部和另一根的尾部捏在一起，然后再
捏住席添，用巧劲一甩，短的一根尾部

就穿到了草席的另一头，再把长的一根
的尾部和席添一起拉回来，如此重复操
作，两根两根往上添，每添10根，再用席
筘往下压一压。

“也可以一个人做的，就是在席筘
上绑一根绳子，另一头套一个圈踩在脚
上，添几根席草，松一脚绳筘，也能做，
但是效率会低一点。”夏小金说。

“没什么技巧，不会甩过头，也不会
甩不到。”夏小金说。在他的讲述里，凡
是要靠反复练习掌握的技能，好像都没
什么大不了的，“多做几下就会了”。只
是这句“多做几下”，则不知要花多少时
间才能练到娴熟。

数一数，如果一张席子以席筋为
经，以席草为纬，经纬交错进行编织，则
宽度为 1.5米的草席，需要 92条“经”和
4000多条“纬”。每次插两根草，则需要
近万根席草，10根席草压筘一次，则要
压近千次。因此，织好一张草席，差不多
需要熟练工人一天的时间，这还不算全
家人前期备料以及后续的工作时间。

草席织好后还要进行压平、修边和
排席等工序。所谓“修边”，就是把编好
的草席毛边修剪干净。而所谓的“排
席”，就是用手掌把编好的草席往一个
方向推，使席草和席草之间的缝隙更加
紧密，让席子更加结实。最后，将露在外
头的习筋打结扣牢，卷成筒状，一张草
席才算编织完成。

编织的过程有很多讲究的地方。首
先是席筋的强度很重要，若是中间断了
一根席筋，一切就得从头再来。空气的
湿度对草席的编织也有较大的影响。空
气太干燥，席草就会变脆，编织时容易
断裂，从而影响席子的质量，也浪费材
料。因此，编织席子最好赶在上午相对
潮湿的时段。这也意味着，要编出一张
质量上乘的草席，就得起早贪黑，劳动
的强度可想而知。

片片席情

如今的大多数人，对于草席还有着
鲜活的记忆。

盛夏时节，在露天的坪场上、草地
上，或者是大树下，伴随着此起彼伏的
虫鸣声入睡，是许多人儿时的记忆。这
时，一张草席就是一份安逸。

用手抚摸按压席草，其质地是海绵
状的，具有良好的吸湿性和放湿性。当空
气湿度较高时，无数气孔吸附湿气，草席
就会让人觉得凉爽；当空气干燥时，海绵
状的草芯又会释放出储存的水分，起到
调节湿度的作用。草席的这种特性，特别

适合对温差反映较大的老人和小孩。尤
其是小孩在草席上尿湿后，席面会很快
渗透干燥，小孩也不容易着凉感冒。

因此，炎炎夏日，草席曾经是家家
户户的必备之物。

据《黄岩县志》和《路桥志略》的记
载，清光绪年间，桐屿曾出现一位心灵
手巧的“草席女”，她所编织的草席一度
成为国之贡品，献给慈禧太后，被册封
为“草席娘娘”。到 1933年，整个黄岩有
织席户 1.1 万户，从业人员达到 1.8 万
人，年产席48万余张。

夏小金说，那时候，光他们坐应村
就能年产草席五六万张，再加上周边村
子的产量，编织草席一度是桐屿最重要
的产业之一。

“草席一开始是国家统购统销的商
品，年初由日杂公司发下席草，年末又
由他们收回，一张 1.2米宽草席分甲级、
乙级，价格在一元二三角左右，那时种
田一天的‘工资’是 8分，因此要比种田
好一点。”夏小金说。

后来，国家取消了对席草的统购统
销，日杂公司变成了农工商下乡收购，
席草的价格逐渐升高。村民们开始摸索
改变花样，譬如，如果是结婚用的席子，
则加进一些红草、绿草，用料更足一些，
席子更密一些，以卖得个好价钱。

后来，席子的价格慢慢提升，草席产
业愈发兴旺。改革开放后，桐屿办起了草
席交易市场，每年都能输出二三十万条。
兴旺的草席编织业也引起了国外客商的
注意。邻国日本有大量高质量“榻榻米”
的需求，因此需要采购大量草席。他们
带来新的草席品种，请当地人种植，编
好草席后再运往海外销售，这也使得草
席一度成为路桥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

现在，手工的草席已经成为稀缺
品。一条1.8米宽、2米长的草席，市场价
格在三四百元左右。“但很费功夫，也很
劳累，并不划算。”夏小金说。由于机器编
织的兴起，手工草席编织受到了冲击，很
快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

“后来，人们开始睡篾席，睡牛皮
席，有了空调之后，睡席梦思，现在又有
了纸编的席子，草席已经越来越没人用
了。”夏小金说。前些年，他还会骑着电
动三轮车，到周边的农村去兜售草席，
一年也有三五万元的收入。而如今，这
样的行商买卖对象，也被其他的席类产
品替代了。夏小金还说，他估计也不会
再卖，毕竟年纪大了。

“等我们这批人都不做了，也就没
有人会做手工草席了。”言语当中，自然
有几分不舍和遗憾。

手 记

古诗云：“迢迢霜夜里，蟋蟀鸣唧唧；
独盖衣衫睡，茕然卧草席。”据《四明郡
志》记载，早在唐代，江南蔺草席已远销
各地，距今已有千余年历史。宋元明各个
朝代，江南蔺草席都作为特产销往海外。
到了清代，蔺草席生产达到鼎盛时期。

1954年，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会
议时，特地带了40条蔺草席馈赠各国首
脑，备受欢迎。当外国首脑们得知草席
是用地上种出来的草手工编织成的，无
不感到惊讶，更对中国草席编织的传统
手工艺赞不绝口。

然而，天然的草席也有弱点，那就
是容易生虫。每年夏天拿出来使用时，都
要用滚烫的热毛巾将其擦拭一遍，再放
到太阳底下晒得干透。一旦在使用过程
中生了虫，也得按上述流程清理一遍。

每一次时代的前进，总伴随着一些手
工技艺的归隐。在机器的隆隆声中，我们
或许不该有过多的留恋，但即便如此，时
代发展至今，仍有人喜欢睡草席。那温润
干爽的触感，给人带来无法言说的愉悦。

一草一席，编织的是手艺，记录的
是民俗，传承的是文化。一经一纬，一年
一岁，这席草编织的技艺，是传承还是
消散，流淌在心底，却难以成言语。

感谢路桥区桐屿街道提供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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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话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
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
刀。”这是唐朝诗人贺知章的一首著名
的诗《咏柳》。柳树是春天的使者，它最
早带来春的信息，柳芽、柳枝、柳絮，在
春风里翩跹起舞，风情万种。

记得小时候，老家老屋门前的河岸
边，长着两棵大柳树。那时没有尺寸的
概念，只看到它高出两层楼许多，主干
起码有成年人的大腿两倍粗，枝枝杈杈
向四周伸展，好多枝干都比我们小孩的
胳膊粗。而柳枝全是倒挂着的，疏疏朗
朗的枝叶，像一把大伞，这就是书中将
它称作垂柳的缘故。

夏天，那些伸向岸上的枝叶，遮住
了火热的阳光，清凉的树荫下便是纳凉
的好去处。每到午间休息，大人小孩便
聚集到柳树下，或掇条板凳，或铺张草
席，或坐或躺，卖白搭、打瞌睡、甩纸牌。
小孩子们往往闲不住，有时便坐在伸到
水面上的枝干上，把双脚伸到水里扑
腾，有时干脆“扑通”跳进河里划水。有
时爬上更高的树枝，去抓在头顶不停聒
噪的知了。也有不幸“中奖”的时候，或
许是小孩爬上爬下，或许是风的原因，
树上突然掉下一条青蜱虮（青色毛毛
虫），掉进人的脖子，即使马上甩掉，蜇
过的地方立马红肿，瘙痒是免不了的，

严重者会刺痛。那时的农村，清凉油也
是稀罕物，不是家家都备得起，一时手
忙脚乱找不到，只好拿清水冲洗后，再
倒点米醋止痒。

柳树下的快乐时光没维持几年。
“文革”结束后的第二年，这两棵大柳树
和其他十几棵苦楝树一起，被当作资本
主义尾巴给砍掉了。

柳树的生命力十分顽强，随便扦插
就能成活，剪根柳枝插土里，落地就生
根。难怪有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发，无
心插柳柳成荫。家门口的柳树没了，后
来，我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遇到柳树的
身影。有时候，心情闲暇时，便站到柳树
前，看它婀娜身影，看它摇曳的风姿，怀
想儿时那段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

家乡的柳树总是与水相伴，在河
边、在溪边、在湖边，在水一方，所以家
乡的柳树是水柳。杭州西湖的苏堤两
旁，历来都间植柳树和桃树，每当柳枝
飘绿，桃花盛开之际，便将春色江南的
妩媚彰显得淋漓尽致，留下“西湖景致
六吊桥，一株杨柳一株桃”的千年美景。

“柳”与“留”谐音，据说柳树是留树
之意，寓意“挽留”，柳枝是亲朋好友送
别时留念之物。此习俗最早出自《诗经·
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离别赠柳，表达的是亲友间难分难离、

恋恋不舍的心意。杨柳之名，据说还与
隋炀帝有关，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并命
人在沿河一路种柳，还给柳树赐姓杨，
故名“杨柳”。

认识柳树，欣赏柳树几十年，知道
柳树是个宝，却不知那细细的柳叶的价
值。柳叶，狭披针形，长 9至 16厘米，宽
0.5至 1.5厘米，先端长渐尖，基部楔形，
边缘有锯齿。叶柄长 5至 10毫米，有短
柔毛。柳叶的形状是非常优美的，要不
然怎么会用“柳叶眉”来形容美丽的女
子呢？

柳叶性寒、味苦，具有清热、解毒、
利尿、平肝、止痛、透疹的功效。柳叶嫩
芽可以当菜吃，晒干可以泡茶喝。

黄岩北门广场后面的永宁公园江
边沿线有一排柳树，每日午间我与同事
老柯都要去江边散步。今年三月，柳树
发芽时，我顺手捋回来一些。柳叶本身
带有一股淡淡的清香，这种香气，非兰
非菊，非常怡人，有种说不出的淡雅。我
捋过柳叶的手，虽经几次清洗，放到鼻
下，仍然闻得出馨香。

清洗干净的柳叶，入沸水汆过，在
冷水中又泡了两天，去除其苦味。切成
末，打入两个鸡蛋，调匀，入油锅翻炒，
至鸡蛋略黄，一盘混合着蛋香柳叶香的
柳叶炒蛋便做成了。

柳
叶叶

野菜记

余喜华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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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席时编席时，，夏小金负责提筘和压筘夏小金负责提筘和压筘，，妻子负责用席添添草妻子负责用席添添草，，两人配合默契两人配合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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