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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岳 /文
说起台州话中“煞甲”这个常用口头语，很多人会觉

得特有台州风味，而且还似乎有股子令人自豪的硬气在
里面。但到临下笔时，又有很多人会无从着笔——这两
字究竟该怎么写呢？

不光是普通百姓，就是专家也争论不清，媒体上的
写法也很不统一。我们常能看到“煞甲”“煞夹”“煞格”

“煞搁”“杀甲”“杀嘎”“杀格”等五花八门的写法，让人眼
花缭乱、莫衷一是。

于是便有人在网上讨论，甚至调查各地方言中类似
的词语。结果，说“煞甲”的不只是台州，其他地方也有，
比如省内新昌也说“煞甲”、宁波也说“撒噶”“煞格”，省
外苏州也有相似说法叫“煞克（萨课）”。

从上述词组的组合来看，都不像正常的汉语组合方
式，如“撒噶”“煞克（萨课）”“杀嘎”“煞格”等，都带有很
强的音译色彩。而我们常用的“煞甲”，算是其中最能“望
文生义”的两个字了，从字面上看，“煞”是“极、很”的意
思，而“甲”是“第一”的意思，连起来就有极好、非常棒的
意思，但与我们平时表达的厉害之意似乎差距还不小。
在生活中，“煞甲”多指超乎寻常、难以用语言描述的程
度，比如“煞甲些煞甲”“讲话煞甲猛”“价钿煞甲”等等。
所以，人们在用字上，常用看上去有些“凶神恶煞”的

“煞”字和杀气腾腾的“杀”字，给人以视觉和听觉上的强
烈刺激，以此增加厉害程度。

很显然，这样的组词方式体现了现代人力图还原
“煞甲”本来面目的努力，但始终感觉又有些心虚和无
力，也颇令笔者感到困惑不解。

直到有一次，笔者在聆听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
忠讲授佛教文化时，听到“释迦牟尼”的梵语发音，以及

“释迦”的解释时才恍然大悟，“煞甲”极有可能与“释迦”
之间存在某些联系。

细究个中奥秘，果然有所发现。首先，“释迦”
（Śākya）的梵语发音跟“煞甲”非常相似，因为佛经口授
相传的特性，所以各地在音译时发音和用字会稍有不
同。其次，“释迦”一词的含义就有我们方言中想要表达

的“超乎寻常程度”的意思。原来，释迦牟尼是后人对成
道后的乔达摩·悉达多的尊称，意思是“释迦族圣者”。

“释迦”是古印度的部落名，属武士阶级，语义中有“能”
“勇”的意思，再加上佛陀后来被神化，它的含义跟我们
超乎寻常的厉害之意便更为相近了。

再者，联系佛教故事中“华严厉害”的典故，就更能
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了。大乘佛教最重要的修学经典之
一《华严经》，是释迦牟尼佛得道后宣讲的第一部佛经。
相传，隋朝和尚释普安在传播佛教过程中，就多次以《华
严经》的厉害来传播佛法、教育百姓。比如，他用意念将
两山谷之间的大岩石给移开，并宣称这是《华严经》赋予
他的力量。“释迦”的厉害，应该就是在塑造佛陀超乎寻
常神力的传播过程中震慑了芸芸众生，从而成为一个表
达厉害的词语流行开来。

汉语具有非常强大的包容性，往往对外来文化和外
来词采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态度。千百年来，佛教用
语早已被吸收进我们的语言体系，正如赵朴初先生所
说，“现在许多人虽然否定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
是他一张嘴说话，其实就包含着佛教的成分……如果真
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
了”。我们生活中流传着许多已经日用而不知的佛教用
语，如世界、宇宙、境界、智慧、思维、信心、须臾、梦幻、莲
花、反省、烦恼、经典、方便、觉悟、功课、忏悔、法律、表
示、印证、感应、精进、平等、变相、执著、造孽、因果、迟
疑、迷团、妄想、警钟、不可思议、尘埃落定、天花乱坠等，
没有这些词语，很多内容都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了。

台州是佛宗道源，佛教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无处不
在，尤其是在我们的方言俗语中，留下的语词极为丰富。
如借以说明个性为人的，有“老爷菩萨”“多事王菩萨”
等；讽喻大众对佛教若即若离态度的，有“一进寺门拜菩
萨，一出山门偷鸡鸭”“手抲板佛珠，相骂弗肯输”“三日
信和尚，三日信道士”等；借以劝人向善的，有“念佛念一
世，弗如大路石板铺一记”“一不打和尚，二不打黄胖”

“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等；借佛事表达人生哲理的，
有“破庙不招好和尚”“交结和尚多些拜，交结财主多些
债”“屋里有观音，到处求菩萨”“千个师傅千个法，一个
和尚一套经”……

因此，笔者猜想，很有可能是我们的先人借用了“释
迦”的神力来表达超乎寻常的厉害，只不过“释迦”是佛
陀的姓氏，又不好直接用到文字上，只能停留在百姓口
头上，以至于天长日久，人们都已经不知道它有这么个
来历，就像世界、宇宙、境界、智慧等人们日用的词语一
样，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来自佛教了。

说说“煞甲”

徐似道（生卒年未详）是南宋中期比较活跃的诗人，
字渊子，号竹隐，黄岩县上珙（今属温岭市）人。他少负才
名，宋乾道二年（1166）中了进士，史载称他“韵度清雅，
才华敏捷，名重于时”，与范成大、陆游、杨万里、周必大、
刘过、戴复古等人都有交游。“闻子才华自石湖”，他与著
名诗人范成大同事，受范成大影响较大。陆游称：“徐卿
赤城古仙子，十年四海推才华”。刘克庄称赞他：“此公曾
见石湖、放翁、诚斋一辈人,又材气飘逸,记问精博,警句
巧对,天造地设,略不戟人喉舌,费人心思，品在姜尧章诸
人之上。”

徐似道与“江湖诗人”戴复古家族结下不解之缘。他
与戴复古父亲戴敏是好友，戴敏工诗善书，徐似道常吟
其《小园》一篇，及“日落秭归啼处山”一联。戴复古初入
诗道，即拜徐似道为师。徐似道将赴任郢州（约 1200
年），戴复古赠词《水调歌头·送竹隐知郢州》：“雕鹗上云
汉，虎豹守天关，一官游戏，笑向古郢试朱轓。天下封疆
几郡，尽得公为太守，奉诏仰天宽。万物一吐气，千里贺
平安。 雪楼高，三百尺，玉栏干。政成无事，时复把酒对
江山。问讯莫愁安在，见说风流宋玉，犹有屋三间。请和
阳春曲，留与世人看。”他把老师徐似道比作雄鹰、虎豹，
为朝廷镇守一方；希望老师政成而得以赋闲吟咏。

徐似道个性独特，“只有一翁扪虱坐，依约三更”和
“独对梅花倾一盏，还又诗成”，表现出传统士大夫不拘
形迹、钟情诗酒的形象。《游庐山得蟹》：“持螯把酒与山
对,世无此乐三百年”，形象地表现出他笑傲人生的生活
观，其中“不到庐山辜负目,不食螃蟹辜负腹”成为流传
广远的名句。他性格“恣行桀傲”，为此，多次遭弹劾而贬

官，但不为所累。《贵耳集》卷上记载:“渊子为小蓬，朝闻
弹疏，坐以小舟，载菖蒲数盆，翩然而去。道间争望，若神
仙然。”面对去官，何等洒脱，一副仙人气派。

徐似道为官清正，品行高洁，《买砚》诗曰：“俸余宜
办买山钱，却买端州一砚砖。依旧被渠驱使出，买山之事
定何年。”对百姓，他有强烈的爱民思想。“我本田家子，
驱来作长官。政虽无小异，民却自相安。”“一鞭加尔肤，
万刃划吾腹。就令猛于虎，何忍食子肉。世无冷镬汤，邑
尽活地狱。”作为“田家子”出身的县令，他深切同情农民
的不幸，不忍压榨百姓。在他看来，整个太和县，就是一
座活地狱，这充分体现了一个士人的社会良心和民本思
想。

徐似道更是一名“大宋提刑官”，曾经担任吴江尉、
江西提刑等。多年的司法经历，使他对刑事案件较为了
解。尽管南宋时已经有官方正式的验尸文件《验尸格
目》，分初、复验尸格目两种，但当时普遍存在检验官指
轻作重、以有为无、差讹交经的现象，造成许多冤狱。徐
似道在出任江西提刑时，为了便于刑部公正办案，提高
办案效率，写了中国第一部司法验尸技术专著《检验尸
格》，并为朝廷采纳推广。《宋史刑法志》：“江西提刑徐似
道言：检验官指轻作重，以有为无，差讹交互，以故吏奸
出入人罪。乞以湖南《正背人形》随《格目》给下，令于伤
损去处，依样朱红书画，唱喝伤痕，众无异词，然后署
押。诏从之，颁之天下。”这套验尸规则经朝廷颁行，在全
国实施开来，为后来宋慈的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的问
世奠定了基础。

从而，正史上留下了黄岩徐似道的名字。

徐似道为何青史留名

项 伟 /文
小时候对姜极没有好感，这种姜科草本植物的根

茎，外表凹凸不平，甚至有几分丑陋。味道也不好，辛辣
之外，还有一股苦味。它一般只作为食物的佐料而存在，
切成片状、丝状或碎末状，放的量也少，但每每看到，我
都要仔细将其从食物中一一剔除而后快。但有一种情况
除外，就是在得了感冒之后——这时母亲就会熬“姜汤
茶”，逼着我喝下。

“姜汤茶”的做法简单：大铁锅里加几碗水，放十几
片生姜片，葱白几段，红糖若干，盖上锅盖，大火将水烧
开即可。在这个过程中，我唯一能做的，是恳求母亲大人
在汤里多加点红糖，以稍稍地盖过葱、姜的怪味。“姜汤
茶”熬好后，必得在母亲的密切“监视”下全部喝了，上床
盖上棉被“出汗”。神奇的是，不管多重的感冒、鼻塞，只
要喝了“母爱牌”姜汤，再睡上这一觉，准保是神清气爽，
生龙活虎了。就这点来说，我是不得不信服这种专治风
寒感冒的乡村土方，以至于成人后，自己和家人每感风
寒，我都会学着母亲的样子做“姜汤茶”应对，往往是汤
到病除，少有失望。

长大后，求学、打工、旅游，去过不少地方。受各地饮
食文化的影响，口味逐渐变重变杂，甚至养成了无辣不
欢的“坏”习惯，所以对同样有着辣味的姜类食物，不再
像从前那般排斥了，但也谈不上喜欢，直到在准丈母娘
家吃到核桃姜汁蛋。

那时，我和妻子还在处对象，所以女友的妈，可算作
是未来的丈母娘了。准丈母娘做得一手好菜，尤擅长做
各类小食。有段时间暂住在女友家，丈母娘变着花样做
好吃的，把我的口味养得愈发刁钻。但论起来，还是最喜

欢她做的核桃姜汁蛋。这种以老姜汁、鸡蛋液为主，核桃
仁、芝麻、红糖等为辅，加温水反复搅打，以砂锅、瓦罐、
文火，辅以耐心蒸制成的本地小吃，“香甜、热辣、爽滑”

“唇齿留香、回味无穷”等陈词都不足以形容它的口感与
美味。有一次，饭前“不慎”先食了半碗姜汁蛋，以至于对
满桌的山珍海味都提不起食欲来。多年以后，我就是用
这道从丈母娘处学来的小吃，伺候爱妻“坐月子”，愣是
将她养胖了整整一圈，顺便将自己的“啤酒肚”也给惯了
出来。

再后来，不管情不情愿，我把自己熬成了“中年”。话
说我的体质本来就弱，网店工作又需要熬夜，加之抽烟
喝酒、饮食不节，长期下来，身体被折腾出毛病一大堆：
经常伤风感冒、肠胃失调，还有脂肪肝、头晕等。身体不
好，精神就显得萎靡，做啥都提不起劲来。在妻子的建议
下，我去看了医生：西医说是因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体
质虚弱、免疫力低；中医说是内湿、阳虚之症，可用汤药
来调理。我倾向于中医，但又嫌中药苦，心里颇是踌躇。
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一则养生节目——《我的健康

“姜”中来》，说的是中医大师路志正的养生故事，他脸色
红润，脾胃也好，几十年来坚持食用“醋泡姜片”。那一
刻，我突然觉得像是捡到了“宝贝”，潜意识里认定这个
食疗方案很适合我，查阅资料也印证了这个结果：阳虚
是万病之源，醋泡姜在温补阳气方面功效甚伟。姜加醋，
姜生阳，醋收敛，既升阳气，又疏肝气，还去湿气。

既然有了主见，我量身定制了一套“养生”方案，多
管齐下：一边是戒烟戒酒，坚持锻炼；一边是晨起食用

“醋泡姜片”。为了省钱，妻子淘来食材，自制“醋泡姜
片”：洗净姜块去皮切片，放入玻璃瓶，加红糖若干，倒入
陈醋，没过姜片，封紧瓶口约 10 天，即可食用（晨起 3
片）。长话短说，食用“醋泡姜片”一段时间之后，获益匪
浅，最明显的是胃口、气色变好了，自我感觉也更好了。

人生一晃几十年，和“姜”也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最
初的厌恶，到后来的食之如甘。小小的姜块，承载了我与
家人彼此间深深的关爱、依恋，还有对幸福生活的执念
与期待。

半生姜缘

陈秉月 /文

台州话在中华文化谱系里，唐诗、宋词、元曲……曾
以时代的文学典范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
精神世界。

文学史中，南宋江湖诗派代表性人物戴复古
无疑是文学史上一颗闪烁着璀璨光芒的星座。

台州文化从唐朝郑虔启蒙后，有一大批著名
文人学者如吕本中、曾几、朱熹、唐仲友、赵汝愚、
尤袤等，来台州担任要职，为台州文化中兴注入了
强力。这个时期，中原诸多望族纷纷南移来到远离
战争的黄岩，中原文明与本土文明交融，人才喷
涌，戴复古就是这个时代的黄岩人（今温岭人）进
入中国文学史中的重要人物。宋景定五年（1264）
掌教黄岩县学的进士姚镛称其“以诗鸣江湖间垂
五十年”（《石屏集·跋》）。

到底闭门非我事，白鸥心性五湖傍

“寒儒家舍只寻常，破纸窗边折竹床。接物罕逢
人可语，寻春多被雨相妨。庭垂竹叶因思酒，室有兰
花不炷香。到底闭门非我事，白鸥心性五湖傍。”

——戴复古《家居复有江湖之兴》

戴复古（1167年－约 1248年），字式之，常居
南塘石屏山，故自号石屏、石屏樵隐，生于黄岩南
塘屏山（现属温岭新河塘下）一个文化世家。

宋朝时，诗歌流派纷呈。张涤云先生在《中国
诗歌通论》一书中，把宋朝诗歌流派归纳为 11个
诗派。其中，北宋时期的诗派有 6个，主要为宋初
白体诗派、宋初晚唐诗派、西昆体诗派、北宋革新
诗派、苏诗派、江西诗派；南宋时期的诗派有4个，
即南宋爱国诗派、永嘉四灵诗派、江湖派、宋末遗
民诗派。理学诗派在时间上介入北宋与南宋。这些
诗派，上接晚唐五代，下与金、元关联。

南宋时期最大的诗歌流派是江湖诗派。有关
学者统计，可以入江湖诗派的诗人有100多位，其
中较著名的有刘克庄、戴复古、方岳、刘过、叶绍
翁、姜夔、敖陶孙、葛天民等。

刻意精研拜名师。戴复古父亲戴敏，是一个文
艺愤青，自号东皋子，是一位“以诗自适，不肯作举
子业，终穷而不悔”的人。戴复古继承其父衣钵，遍
访名家。《黄岩县新志》载：“其诗远宗少陵，近学剑
南。”他继承杜甫的爱国主义、陆游的现实主义等
传统，在一代大师的教诲下，“诗益进”，达到了“自
有清远之致”的境界。一生不仕，浪游江湖，后归家
隐居。

浪迹江湖四十年。他曾三次漫游，时间长达四
十年，一生的一半时间就是在全国各地度过的。第
一次出游是在娶妻生子，学诗有成后，时间十年。

“京华作梦十余年”，衣锦还乡梦破碎。第二次出游
时间二十年。“到底闭门非我事，白鸥心性五湖
傍。”他广交诗友，切磋诗艺，诗名远播，权贵、时
贤、游士争相与其结交。他访民间疾苦，出现于战
事前线，其诗的内容充溢着爱国情怀，成了经世致
用的工具。第三次出游时间十年。他访友、请人作
序，安排付梓，为其诗歌的传播奠定基础，也完成
了诗论代表性的见解——《论诗十绝》。

元人贡师泰追寻他一生的行踪，概括为：“南
游瓯闽，北窥吴越，上会稽，绝重江，浮彭蠡，泛洞

庭，望匡庐、五老、九嶷诸峰，然后放于淮、泗，以归
老于委羽（黄岩委羽山）之下。”（《石屏集·序》）

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

“意匠如神变化生，笔端有力任纵横。须教自
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

——戴复古《论诗十绝》之一

他行旅江湖，终身未仕，一生致力于诗歌创
作，将诗歌创作上升到理论高度。800 多年过去
了，其诗歌理论仍受学界关注。其创作的 2000多
首诗文中，现存世近千首。其中，有百余首涉及历
代诗人，其中 30余篇属论诗诗，尤其是《论诗十
绝》中写道：“曾向吟边问古人，诗家气象贵雄浑。
雕锼太过伤于巧，朴拙惟宜怕近村。”他推尊杜甫，
以屈原、陶潜、孟浩然、贾岛、孟郊、陆游等人为楷
模。对诗歌创作手法、诗歌风格等诗学理论的识
见，反映了其严谨的创作态度、注重诗歌本体特质
及价值，他的诗风平淡，追求不朽。如《淮村兵后》：

“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晚鸦。几处败垣围
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诗中描绘的宋、金交战的
前线，小桃、晚鸦、败垣、人家，廖廖数笔，山河破碎
的南宋，纤毫毕现。

分无功业书青史，或有诗名身后存

“老矣归欤东海村，长裾不复上王门。肉糜岂
胜鱼羹饭，纨袴何如犊鼻褌。是处江山如送客，故
园桐竹已生孙。分无功业书青史，或有诗名身后存。”

——戴复古《思归二首》

两宋诗坛，有作品存世的有名姓的诗人有万
余名，存诗千首以上的有30多位，戴复古著有《石
屏诗集》《石屏词》《石屏新语》。吴茂云先生的《戴
复古全集校注》中收集了戴复古诗词1022首，文2
篇。从数量上看，戴复古足以跻身宋代诗人的第一
梯队。从其质量看，他的不少作品足以成为经典。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他:“复古诗笔俊爽，极为
作者所推……要其精思研刻，实自能独辟町畦。”

作为南宋中叶江湖诗坛上的一个重要代表，
戴复古在当时就名声大震，南宋台州文坛领袖吴
子良称其“以诗名海内余四十年”。南宋时期，诸多
名人，如楼钥、真德秀、巩丰、杨汝明、赵汝谈、赵汝
腾、赵藩、姚镛、赵以夫、王埜、李友山、包恢、吴子
良等，纷纷为石屏诗集品题、作序。宋元明清四个
朝代都有不少戴复古诗集的不同版本流传。仅宋
朝 23种选本收录戴复古诗作 990首，其中，《千家
诗》《宋诗正体》《宋诗钞》《宋诗略》选录戴复古诗
数量最多。

他传承着“四民皆本，知行合一”的台州实学
思想，在当代也有现实意义和文学价值。1984年，
温岭成立戴复古研究会。台州本土学者吴茂云、何
方形等着力最深，出版了各种类型的戴复古全集
及研究论著。国内外不少学者也把关注的目光投
向戴复古。

800年过去了。一个以诗歌传家的诗人，肉身
归于尘土，诗歌得以不朽。为弘扬、传承文化根脉，
委羽山下的黄岩第二高级中学校园内专门建造了

“式之亭”，亭联为“秋老山容瘦，江空雪月明”，由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波先生题写，以纪念
这位诗歌名闻江湖的大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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