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马鹏鸥 □版式 项丹君 □校对 马鹏鸥

E-mail：jrhyzk@163.com

2021年11月9日 星期二

C 人文永宁

每 期 一 句 黄 岩 话

参考书目：《黄岩方言汇编》

在王林洋的永宁江古河道北岸，有座
小山叫下埠山，山旁有村庄叫下埠村。村口
有桥叫下埠桥，桥下有河水南北流动，南方
几十米处即是六方闸遗址。

六方闸曾是下埠、竹岭、东岙、奇石岙、
王林黄、王林施六个村庄的水利命脉掌控
枢纽。建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原水闸
宽约 1.2丈，单孔闸门，上方架两块长方石
条作桥板，中留孔，以启放闸门用。今古闸
早已无存，唯河道最窄处的闸基尚存，基石
呈红赭色。河畔桔树旁立一块石碑，碑加基
石高度超过 180厘米。碑额题篆体“六方闸
碑”，正文为楷书直写，字迹仔细辨别尚能
阅读。首行“补用总捕府，署理台州府黄岩
县正堂关钟衡督造”。碑文内容为水闸管理
章程，序分九议，详尽地叙述河道疏浚、养
护如何分片包干，各村出工和经费派捐，违
章、破坏设施的处罚，以及渔业畜养家禽等
方面的管理细则。文中对闸门设计的描述
很是详尽：“一议：闸门自上直下刻‘风调雨
顺’四字。初春，闸至‘雨’字为止。”

交夏之节，闸至“调”字为止，未曾满
闸，烟麦尚未收清，以便出水。小满至秋分，
不妨至“风”字为止。寒露开放“顺”字为止。

“风调雨顺”四字只是大约的规定。如果遇
见大雨则开启闸门，逢大潮则关闸。但遇稻
苗被雨水浸泡，立即开放。天旱时候，放潮
救苗。这般设计颇具科学性与创造性，犹如
当代的水文刻度。落款“大清光绪贰拾三年
(1897)三月穀旦”。谷旦，意为良辰吉日。

关钟衡，字次琛，四川平乐古镇人，清
代同治十二年（1873）拔贡生，因为在官府
当幕僚立新功，保举知县官衔，分发浙江任
职。光绪二十一年（1895）秋，担任黄岩知
县。在黄岩三年，勇于治、尧兴革，任事不避
劳怨，力持正义，为盗贼所忌。浚河道、修废
闸、兴水利，政绩斐然。

光绪二十一年（1895）筑璜山头金字
坝；二十三年（1897），鼓屿梅山、泾清几个
乡因常年苦于大雨积水，关钟衡委派许企
谦、章育等重浚东浦，并修理古闸，是为外
东浦闸，用以抵御永宁江咸潮，储蓄九峰溪
淡水，并于南乡发洪水时分泻南官河水势，
减轻水患。蓄水筑新塘，围沙涂，增田20余
万亩。廿三年秋调任杭州于潜，黄岩沿海民
众感其德，于金清镇下塘角关公庙旁建生
祠纪念他，庙称“双关庙”。另外于黄岩城西

“西江别墅”内建关公生祠以祀之（1949年
废）。乡贤王舟瑶曾为之作序赠行。

民国前下埠村有浦直通永宁江，浦口
开阔，江水能随潮涌入，浦内设有专用货运
埠头。下埠与其他五个村庄属善化乡，建国
后王林属于王林公社。地处偏僻。北倚翠
屏、龙潭、杜岐诸山，南边被永宁江所隔，交
通闭塞，经济相对落后。农作物都以水稻、
柑橘为主，全赖北山区溪水汇成几条小河，
俗称横河、大河的河道交叉通达以灌农田，
但常常因山洪暴发或者台风海潮冲击，灾
害不断，庄稼欠收。六方闸的建成对于阻挡
咸潮，合理调节六个村庄的灌溉用水，改善
农业生产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大跃进
时期，社员围垦造田，筑坝填土，将洄浦填
实，六方闸遂被废弃。直到江北渠道全线开
通，旧闸拆除，六方闸遂湮没于历史长河
中。

江北渠道是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自
西向东贯穿整个江北平原。人民政府为引
长潭水库水源灌溉永宁江北岸五万亩农
田，于 1965年 10月动工开凿渠道，小部分
利用老河道扩大沟通，大部分新开。从岩头
进水闸起经潮济、头陀、屿下、新前、拱东、
王林直至临海长甸，全长 39.29公里，黄岩
境内 28.32公里。做土方 31.6万立方，投工
22.4万工，投资54.7万元，其中国家补贴31
万元。1966 年 4 月江北渠道全线通水。同
时，在永宁江沿岸各浦口新建或修建了许
多水闸，江北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被彻底
改善，真正做到了旱涝保收。

江北渠道流经下埠王林这段的河道正
是利用老河道扩大改造而成。今河道宽度
在 5-9米之间。支流北上洄流东岙、竹岭，
这段河道称东竹下河。主流向东北，经奇石
岙通临海杜岐，然后一支北上长甸，注入灵
江，一支经亭山东流入灵江。

下埠闸位于永宁江古河道畔，为单孔
水闸，江口船闸建成后，几乎废弃不用。据
下埠村管敏富村长介绍，下埠闸建于六十
年代初期。因六方闸废弃，原老河道水源不
足，处于下游的临海西岑的几个乡村灌溉
用水困难，于是组织劳动力来到下埠村，挖
凿一段新河道，直通永宁江，并在江畔建
闸，是为下埠闸。

下埠村西边山脚下有一口古井，建于
何时无考，泉水甘冽，久旱不涸，以前是下

埠、王林两村的主要饮用水。上世纪七十年
代因大旱，供水不足，在古井附近又凿一
井。

古碑中的王林黄，即今天的王林村。建
国后因人口繁增，杨施二姓各自析出为王
林洋与王林施，王林黄就改称王林。永宁江
古道上有千年古渡口王林渡。这里也是古
战场遗址，元末农民起义军方国珍曾在此
大战官兵；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在此兵
败殉国，被葬于唐门山将军崖下。王林与王
林施的老河道今已不通，先因长期未浚而
淤塞，后来台州火车站基建时，几段不连贯
的小水沟终被填平。

奇石岙村的由来是，村口有一棵三人
合抱的大樟树，因遭雷劈，树干中裂，一块
巨石从树内长出且随着树干长高，形似古
代将士。此景离奇，故名。旁有将军庙。

来到村东头，站在村口的石桥上，但见
河水清清，缓缓流淌，古老的石级埠头布满
苍苔，唤起这片土地的百年记忆；抬头见北
边田间有黄土高堆，那是水利部门新开凿
的一条河道正在加紧施工中；远望台州站
的建筑宏伟壮观，客运中心大楼嵬然耸立，
直摩蓝天。白驹过隙，新陈交替，虽为自然
规律，却还是让人感慨不已。

黄岩座落于温黄平原，气候温润，土地肥沃；历史
悠久，人文厚重。境内风景秀丽，名胜棋布；商贸繁盛，
物阜民丰。考古发掘表明，“断发文身”“以象龙子”的先
民很早就在黄岩境域内渔猎耕牧，生息繁衍。他们活跃
在永宁江两岸，逐渐学会了石制工具的制造与使用，从
原始的捕猎逐步迈入稻作农耕，创造了远古的文明。汉
末，社会动荡，入山修道者陡增。相传道教仙人王方平，
曾在黄岩西部黄岩山上修行悟道，羽化后“主地上五岳
生死之事”。唐天授元年（690年），武周政府以这个传说
为依据改县名为黄岩，这便是黄岩县名的由来。不过，
时至今日人们还常以“永宁”称之，有何缘由呢？这还得
从黄岩复杂的建制沿革谈起。

夏商周（约前2070—前771年），黄岩属瓯地，即为
瓯人生活区，虽然名义隶属于扬州，但尚属蛮荒，与中
原王朝联系并不紧密。楚怀王三十二年（前306年），越
国被楚国所灭，越人后裔向南流散于瓯闽之间，瓯与越
融合而为瓯越，后来建立了越东海国，今黄岩也囊括在
内。及至秦并兼天下（前221年），废除分封制，在全国实
行郡县制，其地属于闽中郡，但由于路途遥远，秦政府
尚未实行有效的行政管辖。西汉初期，先属东海（东瓯）
国，后属东越国。

汉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政权在灭东越国后，在

其地设置回浦乡，属于会稽郡鄞县。回浦乡所辖区域广
阔，包括今天的台州、温州、丽水三地区，还有闽北的部
分山区。今黄岩亦统属在内。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该区域
的行政管理，汉始元二年（前85年），政府把回浦乡升格
为回浦县，这是台州最早的县级行政建制。

东汉光武帝年间（25—57年）或章帝章和元年（87
年），政府将回浦县改名为章安县。至顺帝永建四年
（129年）或永和三年（138），又将章安县东瓯乡析出置
永宁县，即历史上所称的“汉永宁”。对于“汉永宁”学界
至今尚有争论，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认为主要在今之
温州，在地域上与黄岩没有关联。另一说以为即今之黄
岩，唐置永宁乃“汉永宁”之恢复与延续。以上两种观
点，若细究起来，皆有偏颇之处，古今政区的变更是一
个动态的过程，影响因素包括自然地理条件、历史渊
源、族群分布等，其中也不乏一些随意性。顾名思义，东
瓯乡原是东瓯国故地，为瓯越遗民活动的核心区域。上
文述及温岭、路桥及黄岩院桥一带所遗存之东瓯遗迹
和出土之实物较多，为东瓯国故地无疑。所以，永宁县
北境囊栝了黄岩（明以前温岭亦属黄岩）南部一部分地
区，于理是说得通的。由于当时永宁县境内人口稀少，
尚属蛮荒，所以辖地广阔，往南可至福建霞浦等地。

三国初年，吴大帝孙权析出章安、永宁，置临海县。
这个临海县，当下学界普遍认为即是今临海市。不过，
志书明确记载此临海县是从章安与永宁两县析出部分
地区设置的，那么两县各自析出的是哪部分呢？于是就
有了析出章安县西部及永宁县北部的说法。但若这个
说法成立，那永宁县的北境可达现临海境内，今黄岩、
温岭、路桥等皆被囊括在内，而这似乎与史实有所出
入。从“临海”字义分析，应是面临大海或临近大海，而
按上述逻辑，临海县之东尚有章安县，临海并不“临
海”，这与取县名为“临海”的初衷显然不符。合理的解
释是临海县是由章安县与永宁县分别析出南部和北部
而设置的。而南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载：“临海郡，治
临海，取郡东北临海山而名。”其州境图中标出临海山
在松门东北的海上，根据位置判断即今大陈岛。所以，
六朝时期的临海县地域并非在今临海市，而是古黄岩
之地，包括今黄岩、温岭及路桥。

吴孙亮太平二年（257年），
分会稽东部境域，设立临海郡，
郡治在章安（另一说为初治临
海，寻徙章安）。这是台州立郡
之始。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
平陈后，相继废除江南诸郡，临
海郡被撤并为县，延用郡名为
县名，县治章安，隶属于处州。
开皇十一年（591年），因镇压反
隋势力的需要，于大固山下设
立临海镇（今临海市区），临海
县治由章安迁至大固山下。唐
武德五年（622年），临海县升格
为台州。其时台州境内各县多
有变更，黄岩地归属亦有变化。
唐高宗上元二年（657年），析临
海县南部置永宁县，是为“唐永
宁”。这个“唐永宁”与“汉永宁”
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首
先，“汉永宁”的主体在今温州境内，而“唐永宁”既后来
的黄岩县，将“汉永宁”与“唐永宁”混为一谈，无疑是不
恰当的。其次，汉永宁县的北境处在唐永宁县境内，即
一部分地区是重合的，如大塘岭以南及周边地区。所
以，两者在历史文化上有着一定的传承关系，唐代以

“永宁”为县名，是有其历史依据的。永宁县以方山（永
宁山）西北、永宁江南岸的开阔地带为县治，之后一直
延续到了今天。

唐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年），改名为黄岩县，县名
延用至今，历1300余年。之后，黄岩经唐五代、北宋数百
年的经营与开发，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到南宋
晚期，黄岩人口密集，达7万户；农业发达，黄岩熟而台
州足；商业繁荣，产品远销海内外，成为台州最为富庶
的大县。

到元元贞元年（1295年），黄岩县升格为下等州。
《元史·地理志》：“台州路总管府户一十九万六千四百
一十五。领县四：临海、仙居、宁海、天台；州一：黄岩。”

黄岩占台州户口四分之一，成为台州属下唯一的州。黄
岩州延续了 74 年，直至明朝建立，于洪武二年（1369
年）恢复为县。100年后，台州知府阮勤认为境域太大，

“征徭赋役，往往后时”，上奏朝廷分为两县。明宪宗采
纳阮勤的意见，于成化五年（1469年）十二月下旨批准

“起黄岩三十都，止五十都为一县，名曰太平”。即析出
黄岩南部的繁昌、太平、方岩三乡置太平县（今温岭
市）。

1989年 11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黄岩市。1994年
12月，台州地区撤地易地设市，黄岩撤市设区，为台州
市的主体城区之一。截至2020年黄岩全区辖8个街道、
5个镇、6个乡，区政府驻东城街道县前街22号。

自古以来，在黄岩这片土地上，从中央王朝与瓯越
土著的纷争，到行政辖区的设置与变迁，分分合合，几
度兴废，但社会的发展持续递进，文明的火种传承不
息，千年永宁的荣光依然闪亮，映射着过去，照耀着现
在，启迪着未来。

千年永宁的前世今生——黄岩的历史沿革
■周建灿 陈建华

六 方 闸
■戎 怡

《万历黄岩县志》有关沿革记载

明以前黄岩县境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