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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世渊 /文

北宋宣和二年（1120），方腊起义。次年三
月，仙居的摩尼教首领吕师囊响应方腊，率众
攻克仙居县城，又连连攻下天台、黄岩、乐清
等县，台温一带战火弥漫。

摩尼教，源于波斯（今伊朗），唐代传入中
国，它还有个更为人知的名称——明教。金庸
的《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是明教教主。

宋代时，摩尼教为地下的秘密结社，不被
官方所认可。信众一般在乡村建造斋堂，并

“吃菜事魔”，即吃素食、侍奉魔王一般的偶
像。作为摩尼教仙居分舵的舵主，吕师囊又被
人称作“菜头”，就是“吃菜事魔”的头领。

在台州方言里，菜头是白萝卜的别称，这
个绰号略带萌感。但在《水浒传》里，吕师囊可
是被描写成“马振铜铃响，身腾杀气高，乾坤
无敌手，当阵逞英豪”的狠人。

话说吕师囊起义后，短时间内集结了万
余人，浩浩荡荡攻向台州州治临海。时任台州
知州赵资道、通判李景渊闻风，竟置全城百姓
于不顾，落荒而逃。危急存亡之刻，户曹参军
滕膺站了出来，他“急下令发夫守险，增陴浚
隍，除器募兵，积粮致用，分屯列栅”（朱熹《义
灵庙碑》），率领城内军民殊死抵抗。

吕师囊围城一月，屡攻不下，只好转战他
地，台州城百姓幸免于难。万一城破，后果只
有天晓得。

这场“台州保卫战”中，究竟有多少兵力
参与了防御？从史书中，可窥见一斑。

据《嘉定赤城志·军防门》记载，台州城内
共有 5所军营：雄节第六指挥营在州城东北
天庆观前，有编制 500人，另有将校 10人；威
果第六十指挥营在州城东米仓前，编制 400
人，另有将校 10人；崇节第三十一指挥营在
州城东南靖越门内，编制500人，另有军官41
人；牢城第十三指挥营在州城东都米仓前，编
制200人，另有军官30人；壮城指挥营起初在
崇和门外的东湖，后搬入城内，编制 100人。
军队编制一共1791人。

各军营番号不同，军种亦不相同。雄节营
和威果营属于禁军，崇节营、牢城营和壮城营
则属于厢军。

宋朝的军队，采用“禁军—厢军”二元组
织结构。禁军，即“天子之卫兵”，是中央直属
军队。厢军，即“诸州之镇兵”，隶属于地方。两
个军种之间，人员会互相流动。厢军里的精兵
可入禁军，禁军里的弱兵则下放至厢军。厢军
也可通过教阅，升级为禁军。台州的雄节第六
指挥营，原属于厢军崇节指挥营，系熙宁六年
（1073）教阅后，改番号为雄节，“升同禁军”。

牢城营，是配军的集中场所。说白了，就
是罪犯充军，成为牢城兵。宋朝有配隶法，“以
有罪配隶给役”，使罪犯充军成为定制。牢城
兵不是职业军人，要从事不同的工役。比方
说，在朱熹弹劾唐仲友一案中，有个重要证人
蒋辉，因为制作假钞被捕，发配到台州牢城
营，在官办的酒厂里干苦力。

壮城军，是修筑和维护城垣的专业兵种，
“专治城隍，不给他役，别为一军”（《宋史·兵
三》）。北宋时，台州城墙因洪水侵袭，有 4次
大规模维修，壮城兵就是工程队的主力。他们
还负责城墙的日常修缮工作。

除了以上的正规军，台州城内还有一支
基层的武装力量——弓兵。弓兵，不是弓箭
手，而是负责社会治安、侦破案件、捉拿盗贼
的，由临海县尉司统辖，有80人编制。

由此计算，在满编的状态下，台州城内共
有兵力 1871人。考虑当时军队有“缺额”现
象，城内实际的兵力，可能在1700人左右（根
据《嘉定赤城志·军房门》各军营实管人数统
计推测）。

当吕师囊大军压境，“水陆并下，蔽塞川
野”。滕膺带领着1700位军人，并招募城内青
壮年，凭借城池之险，奋力守城。老幼妇孺也
加入进来，搬运的搬运，送饭的送饭。就这样，
坚持了一个月，直到城外的农民军散去。战争
过后，城墙多圮坏，一位叫黄袭明的邑绅带头
捐资，修补城墙。

宣和三年（1121）四月，方腊被擒。十月，
吕师囊也兵败。《水浒传》中说，他被金枪手徐
宁一枪挑于马下。《宋史》记载，吕师囊在黄岩
被宋军将领杨震生擒，另一种说法是被何灌
所擒。

顺道说一嘴。吕师囊之乱平定后，脚底抹
油的通判李景渊回来了，还霸占了滕膺的功
劳，得以加官进爵，当上了台州知州。而老实
的滕膺，只有“捕盗七人之赏”。

虽没得到应有的封赏，但滕膺收获了台
州百姓的爱戴。他调任他处后，台民为其立生
祠。淳熙八年（1181），时任台州知州唐仲友又
为他建了新庙。庆元元年（1195）正月，因台州
士民所请，朝廷赐额“义灵庙”。全城老幼奔走
迎拜，大家都说：“往岁盗起帮原，连陷六州，
戎马所加，民无噍类。而吾台人独得全其室
家，仰父俯子，传世不绝，以至于今者，滕侯力
也。”大儒朱熹还为此写了一篇碑记。至于那
些欺世盗名之辈，谁会感念呢？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

参考文献：《宋史》/脱脱、《嘉定赤城志》/
陈耆卿、《义灵庙碑》/朱熹、《义灵庙迎享送神
曲序》/游九言、《宋朝厢军研究》/淮建利

宋代台州城
驻军有多少

7月22日，农历大暑节气。
下午1点，椒江葭沚街道五圣庙，迎来

了一年里最热闹的时刻，十几名渔民，将
一艘重达1.5吨的大船，抬运并推出门。

这艘大船长 8米，宽 2米，船身画着各
种中国传统故事，以及富有吉祥寓意的图
案。船舱内不仅载有“床”“桌椅”“棉被”等
一应俱全的船上用品，更配有“枪炮刀矛”
等武器，还有“猪羊鸡”“五谷杂粮”。这艘
大船有个特别的名字——大暑船。

将船拖至入海口祈福，从而祈求一年
的风调雨顺，是渔民对大海的感恩与敬畏。

这个延续了 150多年的民俗活动，被
人们称之为“送大暑船”。

2021年，“送大暑船”被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古老的庆典，
如今成了当地人的集体狂欢。

一条船，万人追。造出一艘精准、精美
的大暑船，不仅费精力，还有各种讲究。

一

李佩青，81岁，椒江葭沚街道星光村人，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牵头负
责“送大暑船”活动。每年农历四月，他便会
召集当地十多名村民，商量造大暑船事宜。

这些村民平均年龄65岁，他们中有人
做过渔民，也有人做过木工。虽是义务帮
忙，但对造大暑船，大家都格外用心。

大暑船，按旧时三桅帆船等比例缩小后
建造而成，毛竹和木材，是它的主要原料。

毛竹用来包裹大暑船的外部，用量很
大。一般会挑选生长年份较久的老毛竹，这
样的竹子韧性很高，长度一般在8米以上。

木材选用的是樟树木，质地坚韧，不
容易开裂。要选用冬天砍下来的樟树木，
晾透。大暑船身上大大小小的部件，对木
材的要求不一样，挑选上会有细微差别。
船板上的木材要粗要直，船梁得挑选有弧
度的木材，能选上自然弯曲的木材，当然
最好。

材料准备好后，师傅们就可以开工了。
73岁的王冬富，和李佩青是同村人，

参与造大暑船近 30年，其余老人如吴仙
春、余吕兴、盛建华、周书祥等都不超过10
年时间。按照老一辈传下来的图纸、模板
还有口口相传的诀窍，造大暑船的手艺才
能延续至今。

各种工序，在多位师傅手中同时开
始。剖竹子、削竹条、做“斗筋”、切木料，紧
张却有序。

“斗筋”，是船上最为坚硬的地方。它
由整块樟木制作而成，这样才能保证船头
有抵抗撞击的硬度。用作“斗筋”的樟木，
会按“斗筋”的弧度挑选，整个樟树木直径
需在38厘米以上，长度在2.2米以上。

依照之前做好的模板，师傅在樟木上
画出“斗筋”的线条。由于樟木比较坚硬，
他们要在上面削出多道槽，再使用斧头，
将木头表面砍碎。

控制好力度与角度，师傅落斧的一瞬
间，要恰到好处。一斧又一斧，直至将多余
的部分全部去掉。

为了加快速度，师傅还会使用电刨使
表面平整，经过切削，木料呈现出“斗筋”
的基本形状。最后再使用木刨，在“斗筋”
表面，一道道推，直至表面光滑。

船体上的五道梁，最考验造船功底，
它就像人的肋骨。大暑船的坚固程度、美
观与否，全靠这五道梁的位置搭配。

从船头到船尾，五道梁依次为马口
梁、驶风梁、正撑梁、老爷梁、护盾梁。

梁的主体，先用樟木板搭出大致轮
廓，再用钉子固定好，将梁的模板放置在
木板上，沿着梁的轮廓画出形状，准确裁
出后，将木板边缘刨平，这样，一道船梁就
完成了。师傅们要不断测量每道梁的长
度和角度，确保每个细节符合图纸上的
要求。

接着，就是通过一根长约8米的竹子，
将五道梁串起。

首先，要在空地上弹好墨线，在五道
梁相应的位置，放上长凳作为支撑平台，
将这根8米长的竹子，固定在支撑平台上，
再将五道梁固定在相应位置，这一步的固
定，尤为重要，如果出现偏差就得反复校对。

将“斗筋”与五道梁组装在一起后，下
一步，就需要钉竹条了。

竹条钉在船体外围，能增加船体的韧
性，并能更好地承受风浪的冲击。钉竹条
的工作量很大，要将处理好的竹条，随着
船体的流线，横向铺在船体上。

大暑船的船体呈元宝形状，头尾较
窄，中间较宽，竹条和竹条之间的缝隙，有
着严格要求，竹条间太紧，会影响其他竹
条，竹条间太松，会影响后续钉饰面板，松
紧之间的秘诀，全靠师傅手中多年的经验。

除了“斗筋”、五道梁，大暑船还有船
舱和船头等结构。师傅们用切割好形状的
木板，搭建船头，前部上翘，才能更有气
势。船舱部位，将竹条沿着船体，横竖相
交，再搭建出船舱的面，从而构建出船舱
的空间。

另外，切割好的木板，要钉在船体甲
板上。

木头的坚固和竹条的韧性，两者相互
配合，才有了大暑船的基本雏形。为了使
船体更加美观，船体外围还将用饰面板包
裹，依照流线型的船体，慢慢覆盖。

除了船体之外，大暑船还有舵、桨、帆
等配件，这些配件都是按照正常渔船等比

例缩小。大暑船身后的小舢板，则由王冬
富一人制作完成。

二

在船体上做装饰，不仅为了美观，也
赋予了大暑船更深沉的内在，它是人们祈
求平安、寄托美好愿望的载体。

73岁的马益连，椒江章安街道华景村
人，有57年的绘画经历，他为大暑船绘画，
已有30多年时间。

大暑船每个构件，都绘有不同的图案。
船头画有虎头。
船体白色底漆之上，由上到下，分别

刷上黑蓝红三种颜色的油漆。其余白色的
油漆上，就像一张画布，可在上面装饰或
绘画，常见的有关云长、岳飞、武松等人
物，还有八仙过海等神话传说。

护盾梁的位置，以前画“顺”（发音），
形似泥鳅样的神鱼，村民以此来祈求风调
雨顺，现在改画龙了。

除了绘画，船上还贴有吉祥文字，如
“送暑平安”“风调雨顺”。

“风调雨顺”所写的位置，被涂上了绿
色漆。据造船的师傅们说，旧时在海上，船
身上的绿色漆，是葭沚渔船区分于其他地
方渔船的关键。因此，葭沚这一带的渔船，
还有另一个名字——绿眉毛。

船舱位置有三个梅花窗，透过梅花窗
里面别有洞天，旧时船员日常起居生活用
品一应俱全：桌椅、厨房、沙发、床等。这些
都是按照传统渔船出海要求配备，只是大
暑船上的都是微缩仿真品。

造大暑船时，师傅们常会说起一个
词——讲究。造大暑船动工、做“斗筋”、钉
船眼，都得选吉祥日子。

钉船眼，大暑船最后一道工序，在一
片锣鼓声中开始。船眼，由凿刀雕刻而成，
船眼要圆润，刷上黑色油漆后，有种透亮、
精神的感觉。传统钉船眼，必须用三枚钉
子，将渔船眼珠朝前固定。渔民们认为，只
有这样，渔船才能在海中看到鱼，并带着
渔民满载而归。

按照传统，造大暑船要在小暑节气前

完成。放置、等待，它将等到大暑节气这
天，迎来上万人的观摩。

三

在十多名师傅中，王冬富是造船年岁
最久的。

王冬富原是一个渔民，19岁便在海上
与风浪并肩。他见过大海平静的样子，无
聊时，他靠收音机打发时间。他也见过海
上的大风大浪，厉害时，能把木质渔船上
的桅杆吹断。无助时，这个老渔民会祈求
天地，给自己内心一点力量。

海上的风浪，让世世代代的讨海人，
对大海心生敬畏。这种敬畏，一直延续在
送大暑船活动中。

送大暑船活动，由来已久。
据《椒江续志》记载，在清代，椒江的

海门东门岭上就建有五圣庙，当地渔民每
年都要举行“送大暑船”活动。自上世纪20
年代葭沚建起五圣庙后，活动便逐渐转到
葭沚并延传至今。

据专家研究，台州送大暑船与古代中
原的傩仪（又称逐疫）有一定关系，是古代
这类信仰习俗的历史衍变形态。另一种说
法，是与传说中的“五圣”（相传五圣为张
元伯、刘元达、赵公明、史文业、钟仕贵，均
系凶神）有关。它寄托了渔民们“祛灾”“祈
求平安”的愿望。

“送大暑船”活动当天，大暑船被拖至
椒江入海口，等待退潮那一刻，焚烧，并借
助潮水的力量，漂洋至远方。

送走了大暑船，意味着一年的平安，负
责造大暑船的师傅们，至此，才能松一口
气。带着期许，他们等待着来年的造大暑船。

【手记】

旧时，造大暑船，放在五圣庙内进行。现
在，造船工程放在五圣庙旁边的厂房里完成。

小暑节气后，造好的大暑船，会迎来
不同的人前来观看。村里的老渔民，会认
真查看整艘船的构件和装饰，如有不当，
他们会毫不客气指出。大暑船要与真船一
模一样，这是师傅们口中的“讲究”。

为了表示尊敬，旧时前来观看大暑船
的女性，不能穿裙子，男性不能穿短裤、汗
衫。直到现在，造大暑船时，男性衣衫不整
仍不被允许。这是师傅们口中的“讲究”。

造大暑船动工、做“斗筋”、钉船眼，都得
挑吉祥日子。这也是师傅们口中的“讲究”。

诸多“讲究”，是靠海吃海的海边人，
对大自然的敬畏，他们将这份敬畏寄托在

“送大暑船”活动中，祈福、祛灾。
从凉爽的农历四月，到小暑节气，每

天，师傅们都会义务来厂房帮忙。除了十
多名师傅，路过看进度的村民，往往会留
下来搭把手，出一份力。

“为了保平安。”你若问他们，他们会
这样回答。这是所有义务参与“送大暑船”
活动的人的心愿。在一年最热的节气，大
家自发出钱、出力，为保一方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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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夏天，气温越来越高，剩菜剩
饭越发难以保存，容易腐败变质、发
馊。所以夏天家里做饭要适量，以每餐
吃完为宜。

食物腐败变质、发馊，台州方言怎
么说？台州人说得干脆，就一个音节
[ye]，但估计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写，实际
上它的本字是“饐餲”，读音为 [yì ài]。
在台州方言中，“饐餲”连读为[ye]，与

“噎住”的“噎”同音节，音调与“香烟”的
“烟”相同，读音也相近。两字均为“食”
字旁，与食物有关，指食物腐臭变质。

食物腐败变质，一年四季都会有，
只不过冬天“饐餲”得慢，夏天“饐餲”
得快。这是因为细菌等微生物的滋长
速度与温度相关，温度越高，微生物生
长越快，食物“饐餲”的速度也就越快。

台州方言中的“饐餲”，通常指熟
食，即指剩菜剩饭变质发馊了。至于未

加工的食材，蔬菜类变质通常说“烂”
了；鱼肉类变质说“ ”了；米面类粮食
变质说“出虫”或“生蛘”了。

有时也指水果熟透变味了，其中
台州本土最为著名的水果——杨梅，
因为成熟期在6月的梅雨天，加上杨梅
没有果皮果壳，最容易在树头“饐餲”。

曾经在某公众号上，看到推介台
州清明节美食青团的文章，文中将青
团用方言写作“春饐”，其实应为“春
餣”。餣，读作[yè]，词义为糕饼。春餣，也
叫青餣，就是指青团，是在糯米粉中拌
入一种野菜汁加工成的糕点，在浙江、
福建、江西等地，清明节都有食青餣
（青团）的习俗。而饐，音“yì”，单字也指
食物腐败发臭。

《论语·乡党》中有一句话：“食不
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
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说

明孔老夫子等古人都讲究食品卫生和
饮食健康，何况我们现代人呢！

如何保持食物不变质，不“饐餲”
呢？现代人发明了冰箱、冷库来储存食
物，古人则在冬天利用野外冰天雪地
来保鲜。无论是冰箱、冷库，还是冬天
的天然冰保鲜食物，都是反向利用“高
温滋生细菌导致食物变质”这一原理。
但冷藏、冷冻法储存保鲜食物的容量
毕竟有限，大量的食物长时间保存，不
变质、不“饐餲”，更加普遍有效的方法
是什么？古人早就告诉了我们答案，那
就是干制法，这也是从食物腐败变质
的原理中得出来的办法。

汉朝王充在《论衡·商虫》中总结
说：“谷干燥者，虫不生；温湿饐餲，虫
生不禁。”这说明，古人早就发现，导致
食物变质、“饐餲”的原因，除了外界温
度外，还有食物自身的湿度。原理找到

了，解决的办法自然就有了。
干制法使食物成为干品，干粮、干

鱼、干肉、干面、干菜由此而生。稻谷、麦
子、豆类等主粮晒干或烘干后，可以储藏
一年以上，或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保
证了人类的粮食安全。台州人以前餐桌
上常见的鱼鲞、鱼鲓、虾干等就是鱼虾的
干品。至于蔬菜类的干品，更是丰富多
样，萝卜丝干，就是萝卜刨成丝晒干，菜
脯则是芥菜类蔬菜炒干或晒干而成。去
年在丽水，还吃到了土豆干、茄子干制
作的食品。台州西部的山里人，还将春
季采摘的盲菜（白花败酱草）、马兰头
等野菜制成干菜，以备青黄不接时所需。
台州人特有的食物米粉干、绿豆面（红
薯粉丝）则是大米、红薯深加工后的干制
品，储存时间很长，夏天也不会“生蛘”。

拒腐防变，保证食物不“饐餲”，古
人想出了很多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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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暑日，齐心协力“送大暑船”。（2024年7月22日摄于椒江）

▲等到海水潮位涨到与码头持平后，人们将大暑船放下水，再由一艘牵引船将它拖向出海口。

造船师傅的手绘图纸▼ ▼大暑船

▼大暑船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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