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名 故掌

因位于涛头山南麓，统称涛头，比邻村小
涛较大，故名大涛。

清属宁海县南乡窦岙庄，民国属永丰乡，
1949年解放后属永丰乡。1950年 8月由永丰
乡分设，属西洞乡。1952年2月由西洞乡分设，
属涛头乡，1955年成立联丰初级社，1956年与
小涛初级社，正屿互助联办涛头高级社，属蒲
西乡。1958年冬属蒲西管理区。1961年与正屿
分设，与小涛村共建涛头大队，属蒲西公社。
1983年10月属蒲西乡涛头村民委员会。1992
年 5月，撤区扩镇并乡时，撤销蒲西乡，改属六
敖镇。

古时候，涛头有一个王老大，长年累月在
海里打鱼，风里来，浪里去，虽已60多岁，但黑
黝黝的脸膛上闪烁着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显得
老当益壮，精力充沛。

有一年春天，王老大的姐姐让他，把自家
大儿子丁老实带下船，教他捕鱼本领，王老大
满口答应。

开洋那天，按常规，村里为初次出海的丁
老实举行出海仪式。开洋节前，杀一头猪，褪尽
毛，留一簇于后脖，并用猪血染红猪头，称为

“神猪”，供在船头。开洋节吉时一到，丁老实腰
系红褡布，脖挂香荷包，立于船头，以示出海平
安吉祥。伙计们敲锣鸣炮，王老大到船头焚香
烧纸，磕头祈祷：“脚踏船头，眼关九洲，朝朝满
载，网网纳篷（鱼群）”。祭祀完毕，熬一锅猪肉，
让弟兄们饱餐一顿，并按船员数额，把猪心分
成若干份做菜食之，谓“团结一心”。最后，在张
篷的号子声中与家人道别，开始去海上捕捞作
业，先去葬鞭山“拔头撑”（即打第一网鱼）。

在船上，王老大不仅教外甥如何捕鱼，还
教他许多船上禁忌，尤其是语言方面的禁忌。
他指着镬说，这叫“仰仰”；又指着打水桶说，这
叫“吊亮桶”；还指着斧头说，这叫“快口”……
不一会儿，就教了一大堆。丁老实一一努力记
着。王老大说：“这些东西原来的名称在船上一
律都按我刚才教你的说，你如果忘记了怎么
说，干脆就不要说，知道吗？”丁老实点了点头，
回答说：“知道了，保证不说。”

中午，大家一起吃饭，王老大对外甥说：
“船上吃饭，有固定座位，我坐上首，依次是档
橹、捕捞手，你坐最下首。如有客人，请客人尝
第一块，如无客人，则由我先开筷，吃第一条
鱼，我吃鱼头，档橹吃鱼尾，捕捞手吃鱼块。第
二条开始，由大家自己喜欢，想吃什么就吃什
么。每人只能吃自己面前一方的菜，不能吃左
右或者对面人面前的菜。记住了吗？”丁老实看
见大家吃鱼，先吃上边的一面，再用筷拨拉下
面的一边，就是不把鱼翻过来，便知道这也是
船上禁忌。

丁老实看大家吃完了鱼，王老大对一个伙
计说了声：“鱼‘满’了，你把桌上的东西拿去

‘卖’了。”那伙计就把桌上的东西拿去倒了。
（“鱼吃完了”说“鱼吃满了”，“倒了”说“卖了”）
伙计把船靠了岸，把所有炊具拿上岸，在葬鞭
山的一个溪潭里洗了，又把炊具拿回船上，接
着开船又去蛇蟠洋捕鱼。丁老实清清楚楚看见
那伙计把小镬掉在了葬鞭山，本来想说，可是
想了半天，就是记不起来小镬应该说什么，又
不敢乱说，就这样不知不觉，船已经离得远了。

晚上，伙计准备做饭，才发现小镬不见了。
他问大家：“谁知道‘仰仰’哪去了啊？”丁老实
这才记起小镬叫“仰仰”，高兴地答道：“‘仰仰’
掉在葬鞭山了。”王老大气昏了，大声说：“你明
明知道，为什么当时不说？”丁老实委屈地嘟嘟
囔囔：“我当时忘记了该怎么说，您不是说过

‘忘记了就别说’吗？所以没有说啦。”

日前，浙江省首届村歌创作演唱大
赛在宁波市镇海区举行。我县选送的
《永不褪色的旗帜》获演唱金奖、创作银
奖，《潮涌三门湾》演唱、创作均获银奖。

据了解，此次村歌创作演唱大赛由
浙江省文化厅、宁波市镇海区主办，活
动的主题是“赞颂美丽农村、歌唱幸福
生活”，旨在展示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
文化建设成果，讴歌党的领导和农民的
幸福生活。

本次比赛分初赛、复赛、决赛三个
阶段进行，全省共有59个作品参赛。经
过层层角逐，我县由叶成林演唱，卢伟
杰、杨庆华作词，卢伟杰作曲的《永不褪
色的旗帜》获演唱金奖、创作银奖；由倪
洁演唱，卢伟杰作词作曲的《潮涌三门
湾》演唱、创作均获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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镬落在葬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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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涛

小涛
位于涛头山南麓，比邻村大涛相比，村庄

较小，故名小涛。清代名涛头。
清属宁海县南乡窦岙庄，民国属永丰乡，

1949年解放后属永丰乡。1950年 8月由永丰
乡分设，属西洞乡。1952年2月由西洞乡分设，
属涛头乡，1955年成立小涛初级社，1956年与
大涛村联丰初级社，正屿村互助联合办涛头高
级社，属蒲西乡。1958年冬属蒲西管理区。1961
年与正屿分设，与大涛村共建涛头大队，属蒲
西公社。1983年10月属蒲西乡涛头村民委员
会。1992年 5月，撤区扩镇并乡时，撤销蒲西
乡，改属六敖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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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蟠岛·西游记
蛇蟠岛，原名蛇盘岛，因蟠、盘两字相

通且谐音，加上蛇、蟠两字皆是虫字旁，再
者取蟠桃的蟠字易记而喜庆，为此，上世纪
九十年代，在蛇蟠乡等行政机关主导下，逐
渐将“蛇盘”改为“蛇蟠”。

其实，从航拍视频中可以看出，蛇盘山
就像一条蛇（小龙）盘距在蛇盘岛，蛇头就
在蛇盘车人渡码头边的大蛇山狮子洞（狮
子，别名狻猊，龙生九子之第五子；而狮子
洞洞身长近 150米，宽近 100米，远看犹如
张开大口的狮子，故而得名），蛇尾却在小
蛇山的小蛇尾巴（小地名），蜿蜒十公里，其
中有部分蛇身还藏而不露，极具“云中之
龙”时隐时现之神奇。

蛇盘两字由来已久且负盛名，不仅是
因为蛇盘山像一条小龙盘距于三门湾，更
因为她是西游记小白龙被贬之地。翻开《西
游记》第十五回，标题便是“蛇盘山诸神暗
佑 鹰愁涧意马收缰 ”。文中所记蛇盘
山———涓涓寒脉穿云过，湛湛清波映日红。
声摇夜雨闻幽谷，彩发朝霞眩太空。千仞浪
飞喷碎玉，一泓水响吼清风。流归万顷烟波
去，鸥鹭相忘没钓逢。

不正是今日蛇盘山之景象吗？或许当
年担任过湖州长兴县官的吴承恩老人也曾
慕名蛇盘洋的自然风光，所以着重替蛇盘
山记上了这浓重的一笔。

话说那唐僧的坐骑白龙马，本名敖烈，
是西海龙王敖闰三太子，因纵火烧毁玉帝
赏赐的明珠，被父亲告了忤逆，触犯天条，
定了死罪，幸亏南海观世音菩萨出面，才幸
免于难，被贬到蛇盘山等待唐僧西天取经。
无奈他不识唐僧和孙悟空，误食唐僧坐骑
白马，后被观世音菩萨点化，锯角退鳞，变
成白龙马，取经路上供唐僧坐骑，任劳任
怨，历尽艰辛，终于修成正果，升为八部天
龙广力菩萨。

蛇盘山不止是小白龙思过之地，更与
南海观音有着千丝万缕关系。据佛典考证：
南海观音平素在南海落伽山普陀崖紫竹林
潮音洞内的宝莲座上修行。而中国佛教有
四大名山圣地，是四位菩萨摩诃萨（即菩萨
之中的大菩萨）的广化群生的大本营。在这
四大名山与四位大菩萨之中，能够家喻户
晓、妇孺皆知的，那就是南海普陀山大慈大
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也正
是俗语所说的：‘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
音’。普陀山是印度话的简称，其足称是普
陀洛迦山。考普陀山之成为观世音菩萨道
场的原因，在佛教经典上也有明文。然在国
内，作为南海观世音菩萨道场的舟山，与蛇
盘山有着太多剪不断、割不舍的联系。翻看
《西游记》第十四回：先是唐僧收悟空为徒，

共同西行。
后在路上，一只老虎被悟空打死了，扒

了虎皮做了虎皮裙。再后则遇上了强盗，悟
空一连打死了六个，唐僧抱怨不已，悟空闹
脾气离开唐僧去东海。观音授唐僧紧箍咒。
悟空也接受东海龙王劝告，重来保护唐僧，
别了龙王正走，遇着南海菩萨，聆听教诲。
从文中可见，悟空刚别东海龙王就遇见南
海菩萨，可见南海观音的道场就在东海之
边。佛理也云普陀是菩萨随缘开释的一个
方便指代罢了，按方位来看，蛇盘山与舟山
皆有可能是佛经所云之普陀山。

又传上世纪八十年代，蛇盘山前村岛
民老张开着拖拉机往家走。途径山脚下，突
遇一牛，老张本能将车朝路边拐去，没想拖
拉机就此开进水塘，没了踪影。老张则从水
塘爬出来后，借来两台水泵，希望把水抽
干，捞出拖拉机。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两台水泵连续工作八天八夜，可水塘里的
水却未见减少。最后，村中一老人道破天
机，原来那水塘叫作观音洞，这观音洞是通
东海的，无论多少天数，都永远抽不干。

也不知是为了纪念小白龙，还是为朝
拜南海观音，蛇盘山先人们早在岛上建庙
奉香。有白屿殿一首赞诗为证：屿山玉龙下
九天，降落东海接蛇盘，庙建北宋樟千秋，
红烛紫烟秋月圆。廿四金尊坐堂前，十八石
级神奇传。三伏酷暑炎炎日，凉风习习飘飘
然。

如此看来，小白龙下降前早有蛇盘山
之名。据佛经所说东胜神洲，乃蛇盘山所属
之洲，但佛教又常用南瞻部洲，蛇盘山又像

是南瞻部洲，而时间至今至少已有数千年。
谈到佛教，想到寺庙，也不得不提神奇的

“大鱼拜娘娘”这一真实故事。狮子洞旁本
有块礁石，俗称垫头山（小龙休息的枕头），
山上建有一座娘娘庙，供奉南海观音。每年
农历4月份，总有那么几天，每天都有成千
头长约 1至 2米，重 100至 200公斤（大者
就像一般小船）的海豚（百姓俗称“海猪”）
来蛇盘叩拜娘娘庙。海豚从山前村的观音
洞旁开始，一直叩拜3里到娘娘庙。叩拜期
间，海豚时而跃出水面，用侧腹、背部重重
地拍击水面，投入时还在空中旋转，并伴随

着尾鳍溅起的水花迎天长吟，声音直冲云
霄，引起正在劳作的蛇盘人争相驻足观看。
这景象该有何等壮观。可惜上个世纪八十
年代开始，蛇盘、六敖两地不断围垦，蛇盘
洋十里洋面压缩至四里，特别是八十年代
末，蛇盘垫头山被围垦，并用于码头建设和
黄泥洞村新村建设，娘娘庙旧址遭到破坏。
从此，再无海豚前来拜娘娘。

不过略感欣慰的是，蛇盘仍有寺庙称
为普陀寺（蛇蟠普陀寺），并留有摩岩石刻
等为证。不知道天台宗东渡日本时，又有多
少僧侣也曾驻足蛇盘山眺望东海、膜拜南
海？

虽经沧海桑田，蛇盘依旧岛同人朗、水
与情长；纵然沧海观止，蛇盘依旧海阔天
高、鱼跃鸟飞（摘自西游记第八十三回）。今
日的蛇盘岛也已成为旅游胜地（世界上最
大的岛屿采石地和石洞窟遗址），但仍有多
少惊天秘密等您揭晓、多少神奇故事等您
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