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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明

柔和婉约陆锦花
□ 越 明

历史上掘港有四个坊，这里的
坊指的是街坊，分别是锦绣坊、永
安坊、太平坊、长安坊，这些坊其实
就是一个地方的基层组织，相当于
现在的社区居委会，建国后的团
结、民主、友好、新建四个居委会就
是对应的以上四坊。

掘港有千年历史，日本高僧
圆仁随同第十三次遣唐使入唐求
法，在掘港国清寺休整十五天，回
国后写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书中记载“掘港庭”、“国清寺”，这
是历史文献对掘港最早的记载，
2017年如东县政府委托南京大学
对掘港国清寺遗址考古已经证
实，掘港市镇形成一定规模是在
明清。掘港因盐而兴，学术界所
谓的“无徽不成镇”，掘港的市镇
也是由安徽籍的扬州盐商主导建
设，大概在明代中后期形成具有
一定规模的市镇，有三条街道，南
街、北街和竖街，掘港街道的四坊
也就是这个时候留下来的。到清
代乾隆年间市镇建设达到高峰，
徽商领袖吴永瑞纠合徽西各商开
始铺设石板街，从乾隆五十九年
（1794）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
徽商历时二十五年完成掘港石板
街的铺设石路九百三十六丈八尺

三寸，后来清末又铺一些巷子，掘
港街约十华里，号称“十里长街”。

关于掘港的四坊，如东籍著名
文史学者管劲丞先生在《掘港旧
貌》考证出，明代中后期设立锦绣
坊、永安坊、太平坊、长安坊四坊，
锦绣坊在砖桥西，永安坊在砖桥
东，其余两坊的位置不详。每坊保
正一人，保正一词或许大家听着耳
熟，没错就是《水浒传》里晁盖的职
务保正，保正下有小甲作为助手，
他们是被派到一定地区的差役，半
官半民的性质，受到地方官和乡绅
的差遣。这个保甲和后来民国的
保甲制度是两回事，保甲制度是一
种就地抽丁的军事制度，坊下设立
的保正和小甲则是朝廷官府对基
层固定统治设置的爪牙，掘港的保
正和小甲一般都是为人凶恶狡猾
无耻之人，借处理公事常常搜刮勒
索老百姓。掘港四坊明代中后期
设立，到清初代沿袭一段时间，后
来废止，晚清民国四坊逐渐演化为
碧霞镇（锦绣坊）、盐垣镇（永安
坊），两镇（坊）各有镇长一人，到民
国三十六年（1947）如皋第八区（碧
霞镇、盐垣镇），共29保274甲2810
户11781人。

管先生提到“锦绣坊在砖桥

西，永安坊在砖桥东，其余两坊的
位置不详。”笔者也很好奇其他两
坊的位置，下面结合地方文史作个
探讨。锦绣坊在砖桥西，这就意味
着锦绣坊的东界在砖桥西，西界在
哪里呢？掘港西街中段有个竖街，
将西街一分为二，竖街的南端有座
弹琴桥，又叫叹气桥和太平桥，笔
者推测竖街就是锦绣坊和太平坊
的分界线，解放后团结和友好居委
会也是以此为界的。即锦绣坊东
起砖桥西（今人民路），西至竖街
（今三元南北中心路），南起市河，
北止三元池（今江海西路）。太平
坊东起竖街，西至关西（今关西
桥），南起市河一线（黄海西路），北
止西方寺（今实验初中北区江海西
路至如泰运河）。永安坊在砖桥
东，即永安坊西起砖桥东，东界在
哪里呢？掘港东街跨南街北街正
对贯通南北的三条巷子只有一处，
即绳索巷、严家巷和康家巷，且三
个巷子位于东街中断，笔者推测这
三条巷子是永安坊和长安坊的分
界线，建国后民主和新建两个居委
会即以此三巷分界。永安坊西起
砖桥东（今人民路），东至绳索巷、
严家巷和康家巷（今上河印巷严家
巷萍香堂东侧），南起市河，北止东

营护营河（今江海东路）。长安坊
西起至绳索巷、严家巷和康家巷，
东至龙王桥（中央广场C区东门）
南起市河，北止东营护营河（今江
海东路）。以上是对四坊位置的考
证，从实际划分也是合理的。

1952年 8月，掘港设立团结、
民主、友好、新建四个居委会，这
就是掘港最早的四个居委会，老
掘港称为“居民”，居委会设立主
任各一，下属五十四个行政小组，
后来称居民小组，这四个居委会
就是按照掘港的四坊的位置来划
分的。团结居委会先在南混堂巷
1962 年搬赵宗抃家宅公心堂办
公，民主居委会先在北街南盐商
义学萍香堂后搬武庙巷办公，友
好居委会在七秀巷办公，新建居
委会现在汪家巷信义堂水龙局办
公 60年代搬南街烟墩场樊家药店
办公。1956 年增设水上居委会，
管理船民事务，在桃园大队办
公。 如今团结居委会（锦绣坊）
的范围改为三元居委会，原友好
居委会（太平坊）东半部也划入三
元居委会，原友好居委会西半部
任称友好居委会。民主居委会
（永安坊）和新建居委会（长安坊）
合并为民主居委会。

碌碡是旧时夏秋收获季节碾
场脱粒工具，又称碌轴、石滚子、
石碾子等等。唐诗宋词中有不少
写碌碡的诗句，如晚唐薛能《嘉陵
驿》中的“蚕月缲丝路，农时碌碡
村”，北宋楼璹《碌碡》中有“田力
机巧事，利器由心匠”等，雍正皇
帝的《耕图二十三首·其五·碌碡》
中，也有“如轮转机石，历碌向东
皋”的诗句。

据明代《农政全书·农器》对碌
碡的记载：“其制长可三尺，大小不
等，或木或石，刊木括之，中受簨
轴，以利旋转”，文中所记即碌碡的
模样。碌碡长度可达一米，直径大
小不一，主体用石头制成，两头以
硬木作轴。

我家的碌碡不知何时从何而
来，只知道自我记事起，我家庭院
里就横躺着一个碌碡，记得当时的
一条歇后语很形象：“牛拉碌碡
——打圆场。”对它的印象也就更
深了。

我家的碌碡是青石的，直径三
十多厘米、长六十多厘米，外围有
深深的棱齿，石滚两端截面的中心
各凿一个圆形凹槽，里面装置一支
转动用轴头。

碌碡在农村用途比较广泛，用
于碾压场院，可把凹凸不平的场院
压平压实；用于碾脱大麦小麦元麦
或蚕豆、大豆，用于碾压房屋基地
和房子里的地面等等，还可作为临
时夯石打夯。

碌碡还曾是乡下人赌力的比
赛工具，在一些大力士们面前，几
百斤的碌碡，只需一声“嗨——”，
就能抱起来，就能扛上肩，这当然
都是闲时的事，一到大忙季节，碌
碡就忙得不可开交了，很有点“养
兵千日，用兵一时”的味道。麦收
前做场，碌碡出世，在牛的作用下
或人的手拉中，碾出一片片场地
来。

麦收时节，打麦场上天天是
“吱扭吱扭”的碌碡声。一头老牛拖

着碌碡在场上一圈一圈地转，配音
是打场人“哈、哈”的吆喝声。生产
队里的碾场人肯定是老荣爹。老荣
爹是养牛人，兼职打麦场的碾场
工。老荣爹常常在中午太阳最好的
时候，顶着火辣辣的太阳，跟在牲口
后面碾场。老人打着赤膊，肩上搭
一条毛巾，汗流得多了，就抽下毛巾
擦一把，有时忙得顾不上擦，任由汗
水顺着脊沟往下淌。再看炎热的天
气里疲倦的老牛，累得张口喷气，老
远就能听到“呼哧、呼哧”喘息声。
咀嚼的嘴上满是白沫，但吱吱扭扭
的碌碡声并不停下来。

荣爹是个好牛倌，也是一个
好的使牛手，什么牛到他手里都
变得服服帖帖。有一种怕做农活
的懒牛，平时很听话，一旦牵它上
驾就来了事，翘起尾巴来，又是撒
尿又是拉屎。乡下有一句俗语：

“懒牛上驾屎尿多。”碾场的时候
可不行，场上铺一场的麦子，晒得
干干的，正驾碡碌，还没开始碾
呢，一转眼，牛尾巴翘起来了，那
尿说下来就下来了，相继着又是
一大滩子牛屎，是干的还可以，可
它偏偏是稀的，容易着急上火的
人必是要对牛一顿鞭子，但那屎
尿糟蹋的粮食却无法挽回。老荣
爹上场的时候，肩上扛一个长柄
尿桶，等到套牛上驾，看到牛尾巴
欲翘还没有翘起来的时候，他的
尿桶已经及时准确地送到牛屁股
下。场上的谷物就不致遭殃，那
牛自然也减少了皮肉之苦。

碾场是一件很简单的农活，牛
牵着一个碌碡，在打麦场上转圈。
一圈又一圈，碌碡慢慢向前推进，
人和牛是那样的亲近，让人想起田
园牧歌的风光。急性子人不行，他
总是嫌牛慢，不停地赶牛打牛，可
牛跑一阵就又慢了下来，人牛都弄
出一身汗。老荣爹不急，他甚至还
哼着什么曲子，那牛似乎极爱听他
的不成调的曲儿，竖起耳朵不慌不
忙地走着。

碌碡给人的感觉是冷冰冰的，
但它也有浪漫的时候，一位乡土文
人曾为碌碡和牵引碌碡的工具写
过一段小诗：“石小姐配木郎成双，
结亲一月两下分张。夫在家中木
楞空想，妻在外面冷若冰霜。要想
两人重新会面，等待来年楝花香。”
一段诗文把一件简单的农具变得
浪漫多情，使整个乡村都跟着变得
活泛灵动了。

碌碡更多的时候在孤寂中度
过，它们默默地卧在人家场院的角
落里，当然有时也能派上点用场，
比如谁家做豆酱在上面晒个豆酱
钵之类。最有意思的是主人的女
儿出嫁，由于双方在某件事上存在
异议，互不相让，女方就不让男方
接亲的人进门，来人就只能坐在门
外碌碡上，这一举动被称之为坐

“光光凳”，至今，乡下还有人把两
头不讨好的媒婆叫做坐“光光凳”
的角色。

在乡人心中，碌碡是有神灵
的，因此，碌碡不能随处乱放。在
乡间，一旦两家之间有了矛盾，或
者某人觉得某件事自己受了委屈
又无处伸冤鸣屈，就想通过碌碡神
来解决，主人把碌碡竖立起来，在
上面绑上黄裱纸，对着碌碡赌咒发
誓，据说每每能够应验。这当然是
没有科学道理的无稽之谈，人们只
是想借此来给自己找一点心理慰
藉而已。

随着时代发展，现代化机械一
步步取代了沿袭几百年上千年的
传统作业，机声隆隆的收割机奔驰
在麦田和稻田里，碌碡再也没有用
武之地了。前些年还偶尔能看到
碌碡，有人用来挡猪圈门，有人把
它放到猪圈里，有人放在墙角处，
有人放在路边，近两年的乡下，几
乎看不到碌碡了。碌碡，这个时代
的产物，已经渐行渐远，但是，人
们不会忘记，在碌碡斑驳的沧桑
里，铭刻着一代又一代农人劳作的
艰辛。

相比尹桂芳、范瑞娟、徐玉兰，小生
陆锦花是后起之秀，陆派唱腔是在马樟
花“四工调”的基础上加以丰富提高，特
点是：清丽婉约、轻快流畅，音色明亮纯
净、行腔舒展松弛、吐字清晰入耳，深受
戏迷喜爱。陆锦花擅演穷生和巾生，代
表作有《珍珠塔》中的方卿、《彩楼记》中
的吕蒙正 、《情探》中的王魁、《盘夫》中
的曾荣等。

1927年，陆锦花出生在上海，13岁，
陆锦花进越剧四季班学艺，师傅张福奎
是道士出身的花脸演员，陆锦花学小生，
除了师傅为她说戏、拉琴外，主要靠看
戏、“偷戏”，模仿其他小生的表演和唱
腔，尤其喜欢马樟花的表演。马樟花是
当时最红的越剧女小生，唱腔轻松自然
圆润，又是第一个到电台播唱的越剧演
员，在上海拥有众多的粉丝。陆锦花竭
力模仿马樟花的唱腔和唱法，这为她后
来形成自己的流派打下了基础。四季班
解散后，陆锦花到金门大戏院唱三肩小
生。1942年进袁雪芬领衔的大来剧场唱
二肩小生，因身材瘦小，多演童生戏。

1947年1月，雪声剧团解散，范瑞娟
和傅全香组合，成立了东山越艺社。陆
锦花停演了一段时间后，于当年五月在

“龙门”大戏院与邢竹琴合作，演出了《新
月夜归人》《黑暗天堂》《金玉良言》等剧
目。其中以新编时装剧《黑暗天堂》轰动
越坛，成为陆锦花的成名作。她所饰演
的大学生有一段“悲切切，泪淋淋，坐起
半身”的十八句弦下腔十字调组成的唱
段，一时风靡上海越剧观众。

悲切切泪淋淋坐起半身，
静悄悄空飘飘不见人影。
见这里好像是病房光景，
莫非是已得了病重不轻。
想起来我已做码头工人，
背货物掮木箱数百千斤。
一霎时只觉得眼花头昏，
跌倒在尘埃地昏迷不醒。
我好像看见了妻子余萍，
被他们搂在怀好像飞行。
1954年，陆锦花进入上海越剧院后，

随着环境的变化，悉心专攻儒生、穷生
戏。她力求同类不同型，一戏一个样。
陆锦花最擅演穷生戏，演“鞋皮生”和“破
巾生”堪称一绝。她表演潇洒儒雅，含蓄
大方，动作简练传神；她的嗓音清亮，音
质纯净，音调朴实流畅，行腔松弛舒展，
尤其讲究吐字清爽，声声送听，听她的唱
犹如一股清泉潺潺流入人的心田，清新
柔美，耐人寻味。譬如《珍珠塔》这出戏，
田汉曾称赞她把方卿演活了，该剧“前见
姑”中的“君子受刑不受辱”唱段——

我只道骨肉总有骨肉情，谁料犹似
陌路人。

早知人情薄如纸，悔不该背井离乡
来投亲。

君子受刑不受辱，猛想起那日投亲
出门庭。

家中是只有一斗二升黄熟米，三捆
干柴别娘亲。

我母亲一天只吃二合半，四天之内
吃一升。

方卿屈指算一算，我母亲四十八天
可活命。

倘若我素手空空回家去，岂不要活
活饿死老娘亲。

欲待回身气难忍，更何况老母临别
话叮咛。

出门不比在家里，言行且莫太任性。
姑娘若有不到处，礼别尊卑要让几分。
姑娘啊，小侄是登山涉水来襄阳，

只有你姑娘骨肉亲，
姑娘啊，今日投亲借考本，明年大比

跃龙门，
若遂平生凌云志，不忘你姑娘栽培恩。
通过多种板式的转换和细腻多变的

唱法处理，细致而有层次地唱出方卿遭

姑母奚落后的复杂心理，是陆派代表作
之一。唱段开头六句先以平缓含蓄的
[尺调腔·散板]起唱，随着心情的激动转
入紧打散唱的[嚣板]，转入[中清板]。虽
然短短六句，但陆锦花运用三种不同板
式和精心的唱法处理，把方卿的感情变
化表达得十分细致。接着唱腔转入[中
清板]，陆锦花凭借熟练的吐字喷口技巧
及特有的善用后鼻音共鸣的润腔方法，
把对穷困家境的回忆，表现得淋漓尽致，
扣人心弦。最后一句“不忘姑娘栽培恩”
的甩腔音调起伏回落，气宇轩昂，感情真
切饱满，韵味浓郁，富有陆派特色。

陆锦花的演唱擅用中音区，飘逸自
如，舒展流畅，显得异常松弛自然；其吐
词清晰，咬字准、送音远，讲究“字正腔
圆”；运腔转调，清丽优美；运气润腔，刚
柔调和。唱腔着眼于塑造人物，“在平稳
中传情”，“在平淡中出奇”，做到字字送
听，声声入耳。其中大量精彩唱段至今
在海内外传唱不绝。《情探》中的王魁是
概念定型的反面角色，唯独她赋予王魁
特有的血肉灵魂，又别出一番风光，作者
田汉观后兴奋地说：“你是我笔下的王
魁”；1958年，《情探》拍成电影。

说不尽水晶帘下脂香粉媚，
常学那风流张敞巧画娥眉，
喜今宵居楼台月明如水，
对梧桐思往事忽动余悲。
想我王魁，自入赘程府以来，
蒙那灵珠小姐待我十分恩爱。
华年似水，不觉又是深秋，
回 想 在 莱 阳 时 节 ，与 我 那 桂 英

妻——
在那桐阴月下，浅斟低唱，
畅叙胸怀，如今都成往事了！
想当初与娘子心心相印，
夫妻们在月下谈论诗文，
星光灿月华浓梧桐弄影，
这前尘如春梦不可追寻。

“陆派”唱腔从马樟花的唱腔中衍
变、发展、创造出来的，她演唱[尺调腔]时
仍保留着不少[四工腔]的因素，因此听起
来别有风味。如《送花楼会》，是根据骨
子老戏《双珠凤》中的一折改编的，从男
班到女班经常演出。陆锦花演唱的改编
本，唱腔在继承的基础上有很大创新，赋
予[尺调腔]以活跃、清新的新意。像“兴
冲冲奉命把花送”等唱段，在观众中就广
泛传唱。

兴冲冲奉命把花送，
哪顾得酷暑炎热日当中。
避过了门房看守人，
进得府来乐无穷。
小姐啊，问心庵中初见面，
承蒙你多情遗留珍珠凤。
从此是千丝万缕将人系，
恨候门似海难相逢。
痴情一片难自主，
卖身投靠进府中。
我为你头儿叩了多多少，
我为你垂手下揖做侍童。
老母远盼儿不归，
童儿觅主无影踪。
数月光阴非容易，
今日定能见娇容。
谁知小姐冒风寒，
我满腔欢喜又落空。
我总道山尽水穷已无路，
谁想到韩太夫人命我把莲花送。
今日我要倾诉衷肠表心意，
愿小姐怜才惜意将我允。
珠凤啊
你伴我身边已数月，
望你今日有灵通。
小姐身边传我意，
这件好事全仗你立大功。
陆派唱腔的魅力，在于轻松、轻巧、

轻快，犹如蜿蜒的溪水，潺潺流过山野。
陆锦花单色清澈，善于把鼻音、脑后音与
喉音结合起来运用。她的唱腔不以江河
奔腾般的气势取胜，而以清晰明丽引人，
让人感到舒适甜畅。

2018年 1月 10日晚，陆锦花在美国
逝世，享年 91岁。陆派传人主要有曹银
娣、许杰、沈伟、陈东文、黄慧、徐标新、张
宇峰等。

掘港的四坊与建国后的四个居委会
□ 赵一锋

碌 碡
□ 孙同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