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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方腊起义
在新昌（下）

当时新昌境内对抗义兵乡兵团练多头并

起，各自为战，共同剿灭义军。其中《新昌县

志》有记载的有雪溪董公健（1056-1211），领

六个儿子及乡邻族众拥兵自保，因其刚正廉

直，号令严明，人心畏服，屡战屡胜，后朝廷派

官兵围剿义军，“起公健为先锋，以数百兵当

数千众，贼咸奔北，后因势孤援遂自杀”。又有

石悦可，宣和中方腊寇县，石悦可率乡兵平

贼，以功逊其兄久可，授剡县阶承信郎，摄新

昌阶通直郎。王徽是王超之第十九世孙，家澄

潭，好谈兵，方腊陷城，他在城西组织团练，结

寨于前王，自任练长，以护乡里。宣和辛丑

（1121）春，前梁党人入境，御之甚力，王徽领

乡兵结寨于穿岩山下，一日众饥方饭，一隅不

谨间，义军发起突击，王徽遇害于上金坂双

塘，葬前王。

黄兑之兄弟曾间行于义军中，以方略诱

之，使义军溃败。据《梅渚黄氏宗谱》：“方腊

起，劫掠新嵊间，县失其守，愚民皆啸聚应腊，

日掠人民，立威杀戮。公（黄惠之）与仲弟遇

盗，为所获。居旬日，公谓盗曰：我有母待养，

奈何？盗令其归养。又曰：母亦爱仲，奈何？盗

并两释之。盗求菜菇，公归致菜以往。往则倾

诱以义，归即会合民兵，乘夜进讨。贼徒果内

应，大败之。后朝廷遣郭待制访公姓名，欲论

公拜爵，公固辞不受。”几乎是利用义军的仁

爱之心而打败义军。

嵊新境内剿灭义军最力者为姚氏家族。

据《晋溪姚氏家谱》载：“宣和庚子（1120）睦寇

方腊起桐庐，焚州县，掠男妇，姚舜民通判婺

州，权知州事，率兵击贼。遣檄以请叔祖姚仲

兼起乡兵，竭力捍御。单骑入贼洞，斩贼首（梁

洞主）出营。贼党兵至前王溪，俄有白鹤飞于

上，贼仰视之，沙下陷目间，伏兵接起，因尽诛

之，血流，沙石皆赭，名其地曰刺鸡砩。董公健

亦能以乡兵御之。闻公（姚仲兼）破贼，人心响

应。潘老、仇道等皆望风请降。剡东新昌由是

悉平。”

方腊起义影响十分深巨。《嵊县志》载：宋

宣和三年（1121），方腊平，七月丁卯，诏越州

剡县改嵊县。因“剡”含刀火，有兵灾之象。《石

氏宗谱》记载：石墪之祖石公孺迁居临海，石

牧之曾孙女石大奴殉节，石景珪战殁于贼阵。

“先是宣和间盗发，时（石公孺）夫人之兄李景

渊在临海，公孺依焉。为夫人归葬新昌石溪，

俄，新昌盗发冢，暴尸。公孺浮沧溟，抵福建，

入莆田。盗平，还家新昌，庐舍荡然，宗族离

散，存亡不相知，茫茫道路，白骨山委。公伤

悼，遂徙于临海大圆乡邱祥里。”“方腊寇县，

烈女石大奴不从而自刎，遗诗曰：家遭横逆死

无名，女子怆皇亟舍生。一点熏蒿霜雪白，至

今烈烈照人明。”《董氏宗谱》又载：彩烟派董

公健第六子宋宣和间团练于彩烟，即卜居大

塘，世居于彼岭，即称练使，至今命名不改。

又据《民国新昌县志》大事记云：（宣和）

三年二月，童贯以水陆并进，腊乃宵遁。诸将

刘延庆等相继至，尽复所失城。二月，史瑶押

张思进统制河东兵二千六百人至分讨台越。

四月，王渊部将韩世忠擒腊。四年三月余党悉

平。方腊起义由是失败。

（唐樟荣 撰文）

酱釉瓷鐎斗，东汉时期，温食炊具，

由盘、鐎斗组成。盘直口略敞，口沿有弦

纹，圆形三足；鐎斗，斜敞口，鼓腹圆底，

蹄足外撇，有斗柄。腹部有三弦纹，足有

复弦纹，足根部有简化饕餮纹，蹄足尖

上复弦纹较细较密，鐎斗柄上亦有复弦

纹，柄端斜网纹。深灰色胎，胎质细腻，

淘洗较精。釉色深褐微黄，釉层较厚，釉

质透明，除圆底外，内外通体施釉。盘口

径 21厘米，高 6厘米；鐎斗口径 16.8厘

米，腹径 14厘米，腹胎厚 1.5厘米，高

10.5厘米，足高 5.8厘米，柄长 8.5厘

米。1974年于新昌县七星街道凤凰村出

土，为珍贵文物。

鐎斗，又名“刁斗”，一般为圆口深

腹，形如小盆，一侧设有长柄，柄首扬

起，常铸成龙、虎、麒麟的兽头状。另一

侧有斜向上翘的流，一头一尾遥相呼

应。底部有三足，也常被塑造成兽足的

形状。有的鐎斗两旁还附有方便提携的

耳，或设有穿孔，方便系绳悬挂或随身

携带。不同时期的鐎斗在外形及纹饰方

面，也有不小的差异。汉魏时期的鐎斗

很多都有明显的缘口，而唐代的鐎斗是

没有边沿的，可见不同时期的人们有不

同审美及创造力。

鐎斗最早载于司马迁的《史记》，盛

行于两汉及魏晋时期，至唐宋逐渐消

失。每只可容一斗，除了可作为量器向

兵卒分发粮食，亦可作为饭锅用以炊

煮。子夜军营里巡逻，兵卒还可敲击

（金属鐎斗）发出声响，相互警示。马

衡 《中国金石学概要》第三章五：“鐎

斗，温器也。三足有柄，所以煮物……

枪又鐎斗之别名，枪即铛也。用之于

军中者，则谓之刁斗。”《三国演义》中

记叙了鐎斗在古时军旅中被用于煮

饭、传警的用途：“马上有带着锣锅

的，也有村中掠得粮米的，便就山边

拣干处埋锅造饭，割马肉烧吃。”由于鐎

斗的造型特殊，使用方便，其后被演化

出了更为多元的使用功能。如加热羹

汤、粥之类的流食，可直接把带足的鐎

斗放到火盆里。若需温酒、温茶而饮，也

可在鐎斗下面烧火加热，或搁置到热水

中，是军民广为使用的温食炊具。宋代

随着瓷器工艺的成熟，鐎斗也彻底地退

出了社会生活领域。及至北宋末期，鐎

斗已成为收藏品，是金石学家研究古代

历史的重要参照物。

该东汉瓷鐎斗出土于新昌本地，且

保存完好，对于研究汉代新昌的风俗民

情、日常生活有重要的价值。

（钟 靓 撰文）

慨然而誓墓 东游而不还
明末著名书法家黄道周《临王羲之誓墓文》浅识

黄道周（1585～1646）明末学

者、书画家、文学家、儒学大师、民族

英雄。字幼玄，一作幼平或幼元，又

字螭若，螭平，号石斋，汉族，福建漳

浦铜山（现东山县铜陵镇）人。天启

二年进士，深得考官袁可立赏识，历

官翰林院修撰、詹事府少詹事。南明

隆武时，任吏部兼兵部尚书、武英殿

大学士（首辅）。抗清失败，被俘殉

国，谥忠烈。

黄道周行书 《临王羲之誓墓

文》，绢本，墨迹。作于明崇祯九年

（1636）秋，著名的《誓墓文》就是王

羲之慨然誓墓归隐剡中的重要文

献，而黄道周临写的目的则是“用以

自愧”，表达了同样的志向和心境，

可谓心灵相通。此作虽言临，其实是

一种高品位的意临。通篇笔力凝重，

笔势飞扬，充满刚毅凌厉的气势，可

谓字如其人。

（徐跃龙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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