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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南宋建炎三年（1129）七月，宋高宗赵构
升杭州为临安府，打算在这个“安乐窝”里暂
时歇脚。

两年前，靖康之变，金军攻陷开封，掳走
了宋徽宗、钦宗父子和王宫贵族、在京大臣、
艺伎工匠等各色百姓，共计十万余人，北宋
因此灭亡。

当时还是康王的赵构，因外出议和，成
了“漏网之鱼”。在众多大臣的拥护下，20岁
的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南
宋建立。

得知赵构称帝，金国立即挥兵南下，誓
要将这个小朝廷扼杀于襁褓之中。正在扬州
享乐的高宗，一听金兵来袭，慌忙逃跑，连龙
袍和玺印都没拿，就仓皇渡长江，又旋即跑
到了杭州。

改杭州为临安，有“临时安顿”之意，潜
台词是，将来还要收复失地、重返汴京。然
而，金兵攻势实在太快，所过州县，或一击即
溃，或不战而降。金国大将完颜宗弼（金兀术）
杀气腾腾，扬言“搜山检海”，也要捉拿赵构。

屁股还没坐热的高宗，只好继续南逃，
十月逃到越州（今绍兴），十一月至明州（今
宁波）。到了十二月，避无可避，有大臣建议，
金人骑兵厉害，却不善水战，不如往海上逃。
高宗采纳了这条建议，十二月十五日，他登
上御船，开启了一段亡命漂流之旅。

二

建炎三年至四年之交，宋高宗的船队从
昌国县（今舟山）一路南行。海上刮起南风，
愈刮愈烈，船随浪颠簸。

除夕夜，原本是辞旧迎新、阖家欢乐的
日子。高宗的海上船队，却被恐惧的阴影所
笼罩。金军已追抵明州，上岸必死无疑；在海
上，翻船则葬身鱼腹，不翻船，无物资补给，
也迟早饿死。船上的每个人都在祈祷，希望
能安然度过新年。

正月初一，天公总算不作对，南风转北
风，船队得以顺利南行。次日，船队驶入台州
湾。正月初三，御船停靠在椒江北岸的章安镇。

章安，原为临海郡的郡治所在。自隋开
皇十一年（591），治所迁到临海县，章安变成
临海的港口镇市。

漂泊许久，总算能靠岸了。高宗下船，见
眼前一片滩涂，问：“此何滩？”船家答：“牡蛎
滩。”又指着前方的山问：“此何山？”当地人
说：“金鳌山。”

高宗一行人穿过滩涂，登上金鳌山，来
到山中的祥符寺。皇帝此时已饥肠辘辘，便
向寺僧讨食吃。

小寺很穷，拿不出像样的食物，仅有岁
忏用的五块炊饼，另有园中蔬菜，放了些姜
和盐，都进献给了皇帝。高宗饥不择食，拿起
炊饼，大嚼起来，一口气吃了三个半。当晚，
他就睡在了寺庙里面。

得知高宗驻跸金鳌山，台州知州晁公为
等官员赶来接驾。他们带来了大量稻米、钱

和帛，解决了船队的断粮之虞。
赵构似乎对金鳌山风光颇有好感，赋了

一首《金鳌阻潮》：“碧天低处浪滔滔，万里无云
见玉毫。不是长亭多一宿，海神留我看金鳌。”

正月十五，高宗在章安过了元宵节。传
说，元宵前，有两艘船靠近了御船，吓了高宗
一跳，一问才知道，原来是贩卖柑橘的商船，
被大风吹进了港。

高宗命人将船上的柑橘全买下来，分给
卫军，“令食穰，取其皮为碗”，元宵夜“乃命
贮油於柑皮中，点灯，随潮退放入海中。时风
息浪静，水波不动，有数万灯浮在海上”。实
在是一幅瑰丽而凄美的画面。

另一边，完颜宗弼于十六日攻陷明州。
章安已非久留之地，十八日，高宗发舟南行，
去往温州沿海。

驻跸金鳌山，成了这个“逃难天子”的重
要一幕。这段故事，也被诸多文人记录下来，
见于《云麓漫钞》《三朝北盟会编》《南村辍耕
录》等书中。

三

宋高宗不知道的是，紧跟在他身后的，
除了金兵，还有一个女人，披着头盖，全身缟
素。她便是大名鼎鼎的易安居士李清照。

靖康之变发生这年，李清照 43岁，北方
陷于一片战火中。她打包了毕生收藏的书
籍、金石，从山东青州出发，辗转南下，与丈
夫赵明诚会合。

谁知，两年后（1129），赵明诚在赴湖州
知州任上，突然染疾去世。永失所爱的李清
照，不得不带着一批“稀世珍宝”，在兵荒马
乱中孤独地游荡。

她无儿无女，唯一可投靠的人，是弟弟
李迒。李迒时任敕令局删定官，是负责编辑
朝廷敕令的小官，正跟着皇帝一路南逃。

朝廷逃跑的速度异常快，李清照在后面
追，屡屡扑空。她追赶的路线，详细记录在
《金石录后序》中：“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
陆，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
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

她总是慢半拍，赶到章安时，高宗已先
一步去温州了。据说，她的《清平乐·年年雪
里》就写于这段羁旅中：“年年雪里，常插梅
花醉。挼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今年
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看取晚来风势，故
应难看梅花。”——诗意悲凉，字字锥心，这
才是真正逃难者的样子。

高宗于二月二，停泊温州江心屿，本想
继续南逃福建，因完颜宗弼在明州抢劫商
船、组建水军，欲下海擒他。不承想，北国骑
兵一上船，晕的晕、吐的吐，战斗力锐减，在
海上，又遇到和州防御使张公裕率领的宋军
水师，被痛打一顿，只好退回明州。

已知捉赵构无望，金军一路烧杀抢掠、
放火焚城以泄愤，然后携战利品北返，再不
提“搜山检海”一事，可怜沿途的无辜百姓。

得知金军撤离，高宗才从温州泛海回到
越州。再次途经台州时，还发生御船搁浅，几
乎翻船的事故。这次长达四个月的海上流亡，

始于建炎三年岁末，干支纪年为己酉，为了让
皇帝不那么难堪，官方称之为“己酉航海”。

146年后的又一个正月，文天祥也来到
了台州。他受命入元营谈判被扣押，自镇江
京口脱险，经苏州洋，往浙东沿海的明州、台
州一路南下，再往温州。大致与当年高宗逃
跑的路线无异。途中，他“穷饿无聊，追购又
急，天高地迥，号呼靡及”。到了金鳌山下，夜
幕降临，风狞雨恶，四十年山河破碎、身世浮
沉，化作椒江的一股巨浪，仿佛要将他击垮。

这般心境中，他写下了《夜潮》：“雨恶风
狞夜色浓，潮头如屋打孤蓬。漂零行路丹心
苦，梦里一声何处鸿。”

一个月后，临安陷落，南宋灭亡。可以
说，金鳌山见证了这个王朝的“出生入死”。

四

又过了 300多年，清军入关。游牧民族
的铁骑，再一次踏碎了中原的山河。

改朝换代之际，有人悲愤欲绝，以身殉
国；有人举起义旗，反清复明；还有人抱遗民
之痛，绝意仕进，栖身于田园，一头扎进诗文
中，比如《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

《水浒后传》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话说
一众梁山好汉在混江龙李俊的带领下，仿效
隋末虬髯客，远走海外，来到暹罗国的金鳌
岛。他们在岛上开垦、练兵、贸易，日渐强盛。

后来，宋高宗在海上被金兵追赶，漂流
到金鳌岛牡蛎滩。李俊等人及时出现，大败
金兵。高宗大喜，册封李俊为暹罗国王，公孙
胜、柴进、燕青等均有官职。

金鳌岛、牡蛎滩，竟然与台州的金鳌山、
牡蛎滩如出一辙，这或许不是巧合。陈忱是
浙江乌程（今湖州）南浔镇人，自号雁宕山
樵，顾名思义，就是雁荡山的樵夫，想必来过
温台一带，对当地传说典故熟稔。他的创作，
也多基于文人笔记。比方说，《水浒后传》中，
有徐神翁题诗：“牡蛎滩边一艇横，夕阳西下
待潮生。与君不负登临约，直向金鳌背上
行。”向李俊等人预言高宗的到来。这个故事，
来源于元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再比如，
小说里，高宗于腊月二十八登金鳌岛，这个
日期与《云麓漫钞》的记载相吻合，但历史上，
高宗登金鳌山的真实日期，应是正月初三。

陈忱应当是以台州金鳌山与高宗驻跸
金鳌山事件为原型，创作了小说中的金鳌
岛。在他笔下，金鳌岛有五百里广阔，田地膏
腴，五谷丰稔，四围高山峻岭，只有南面岛口
可通船，易守难攻，梁山好汉在这里建造了

“海外中华”——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岛屿，
寄托了作者美好的幻想，毕竟现实中，反清
复明已成奢求。

文学很难对现实造成影响，作者借此来
寻找一个精神的出口。对我们读者来说，也
是一样。如果读历史感到哀伤，不妨间或读
一些文学。既然无法改变外部世界，就没必
要钻进情绪的死胡同里面，不是吗？

参考文献：《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
生》/郑嘉励、《默墨斋续集》/徐三见

历史上，只有这么一位皇帝到过台州

宋高宗驻跸金鳌山宋高宗驻跸金鳌山

5月17日，南京市中山陵园管理
局网站公布了中国籍抗日航空英烈
名录第一批勘误信息，碑号为A23的
抗日航空英烈陈乃安（系飞行报务
员)籍贯增补了“浙江温岭”这一信
息。（本报曾在 4月 23日第 5版刊发
报道《众人拾柴添薪费心考证 陈乃
安烈士事迹渐清晰》关注名录中陈
乃安英烈籍贯空白一事）《泪目！被证
实，他是温岭人》《已证实，这位英烈是
台州人！》……5月19日后，温岭发布、
台州发布等公众号也先后发布陈乃安
被证实为温岭人消息，引起网友广泛
关注和共鸣。

而在 5月 18日，笔者将中山陵园
管理局网站公布的勘误信息转告温岭
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温岭市文史
研究馆馆员杨正波后，他专程前往温
岭市太平街道康乐山庄访问陈乃安唯
一在世的百岁胞妹陈珠英时，获见她
珍藏至今的一张全家福。

这张全家福上共有 16 人，据陈

珠英介绍，陈乃安即照片后排右三
这一位，手里还抱着其女儿。陈乃安
左边是他们的父母亲，陈珠英本人
也在其中。

照片上，还有陈乃安所书小序：
“余服务定海无线电台，奉调青岛，乞
假归省。幸椿萱并茂，棣萼交荣，乐叙
天伦，欣快无既。爰撮此全家福，以志
纪念。惟姊倩章民执鞭椒上，三妹珍英
求学虎林，未及赶归为怅耳！民国二
十一年五月十五日。乃安识。”椒上当
指椒江，虎林即杭州。

杨正波访问陈珠英时还得知，陈
乃安兄弟姐妹共8人，分别是陈乃安、
陈乃宁（航空专家）、陈乃容、陈乃宏，
陈碧英、陈玉英、陈珍英、陈珠英。目前
只有最小的陈珠英还在世，也有 101
岁了。

5月 20日下午，笔者也去康乐山
庄访问了陈珠英。她在温岭简师读了
4年书，毕业后在高龙乡望云小学当
过校长，后又到箬横小学等校任教，
最后，在松门镇松南小学任教 17年
后退休。

据老人家介绍，她父亲（陈瑶）早
就住到当街井的“花台门”，如今这座
台门还在，在当街井这口井的南边。她
本人也是生在当街井的，老家九份（箬
横镇前九份村）在抗战时期避乱时回
去过。因为她是家里同胞中最小的一
个，陈乃安又早早到杭州、南京等地读
书，她与大哥相处的时间其实不多，
许多事情都已记不清楚。所存的这张
全家福，到底是在照相馆里拍的还是
在当街井陈宅拍的，她也记不清了。
她说，大哥牺牲后，在县后山建的坟
实际上是衣冠冢，青石是父亲从长屿
买来的，刻上了哭儿的诗。坟前好像
还有写着“时常来来，到此坐坐”等字
样的石条。

为什么勘误（增补）信息中，有关
陈乃安的生年，没有采纳崔向群院士
和温岭热心人士考证推断的“1908
年”这一信息呢？笔者了解到，馆方
曾向崔向群院士反馈说：“通过您之
前提供的材料，陈乃安的籍贯和职
务是明确的，计划这次先增补到碑
上。但是关于他的出生年份，目前只
是通过他的入学年龄推断为 1908
年，领导带领大家讨论后认为年龄有
可能是虚岁，暂时无法确定，所以这
次先不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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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珠英珍
藏的全家福中,陈
乃安（后排右三）
抱着女儿。

杨正波翻拍

▲陈珠英 黄晓慧摄

裥枣，是台州方言叫法，它的通俗
名称是“黑枣”。黑枣有两种，一种是柿
科柿属植物，学名君迁子，别名野柿
子，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具有健脾养
胃的功效。另一种是由鲜枣在棉籽油
和松岩水中煮熟，再经烟火熏烤而成
的干制品，也称“乌枣”。

我们叫做裥枣的黑枣，是指后一
种。裥，在台州与碱、减等字方言读音
相同，本意为衣裙上的褶子、褶皱，引
申为皱纹。鲜枣经过煮熟、烟熏、烤干后
收缩，外表看上去满是皱纹，故而得名。

裥枣泡酒，就成为裥枣酒。过去民
间将裥枣酒当作滋补品，富贵人家常
备，贫贱之家也偶尔为之，给家中老人
或主劳力在劳作之余食用，以滋补身
体，增强体力。

小时候，每年母亲也会浸泡一两
次裥枣酒，通常在农忙前后，是给父亲
当补品的。当然，我们也因此沾光，得
到一两颗浸过酒的裥枣解馋。

浸泡裥枣酒得用黄酒，黄酒性温，
入口绵柔。裥枣是加工过的枣，本可直
接食用，但在流通和储存过程中，难免
会滋生一些细菌，所以在浸泡前，先将
裥枣蒸煮一遍再泡，泡上一两个晚上
即可。母亲每次浸酒的裥枣，也就小半
斤的样子，足见生活的无奈，这裥枣酒
弥足珍贵了。

现今物质丰富了，裥枣酒随时都
能吃到。在台州的各类饭店、酒馆，都
有浸过酒的裥枣当作凉菜，供食客们
选用。

鲜枣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以及蛋
白质、脂肪、糖类等物质，能够有效增
强人体的免疫力，由鲜枣加工成的裥
枣也具有同样的营养成分和功能。黄

酒是由谷物酿制而成，除酒精外，还含
有糖类、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对人体
也有一定的营养功效。裥枣酒，由裥枣
和黄酒糅合而成，将两种物质的营养
成分叠加，其增强人们体质的功效也
增强，被民间当作滋补品，确有一定的
科学依据。

从前我没对裥枣的“裥”字的方言
正字探究过，直到有一回在《解放日
报》读到一篇文章，题目是《快慢之间
新老之间》，写临海百姓日常生活的，
文中多处提到一种叫“橄枣酒”的东
西，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想，该文中的

“橄枣酒”是否就是“裥枣酒”？
我对“橄枣酒”的写法是有疑问

的。按照裥枣的方言读音与“甘”相近，
写作“甘枣”，字面意思为甜的枣，说得
通，音近的还有“干枣”，干制的枣，也
说得过去。但“橄枣”与橄榄有关吗？网
上一查，真有“橄枣酒”，还是临海的一
家酒厂生产的，是在黄酒酿造中加入
裥枣一起发酵，酿制的酒，商品名叫作

“橄枣酒”。看来文章作者是沿用了酒
厂的写法。

酒厂的写法不见得是标准答案，
于是我把疑问发到了朋友圈，随后收
获十几个赞和四条留言，其中两条留
言说对了裥枣命名的真正含义。宁溪
小学的“江南雪意”老师说是褶子的方
言读音，而曾经做过我们当地报刊编
辑的“在海里洗手”前辈作家，直接写
出了“裥”字的正确写法。

在台州府城临海，曾经流传着这
样一句话：“千年台州府，满街文化
人。”我想，这话不光指临海人，应指整
个台州人。朋友圈四条留言，两条说对

“裥枣”的方言含义，便可印证了。

裥枣酒

吴世渊 /文 杨 辉 /摄

𝄃后续报道

𝄃味在其中

余喜华 /文

800800多年后的今天多年后的今天，，从金鳌山上远眺从金鳌山上远眺，，对岸是滨海之城椒江对岸是滨海之城椒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