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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屯里堡三军肃 斗舰云旗五色轻
——从沈家门教场地名里寻找明朝水寨校场的传说

口述：朱阳平
整理：翁盈昌
采访时间：2019年12月22日
采访地点：沈家门街道教场村委办公室

人物简介：朱阳平，男，1956年出生，198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1999年任沈
家门街道教场村民委员会主任，1997年
至今任教场村党支部书记。从小喝鹤龄
泉水长大，一步也没有离开过教场老家，
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家乡，对教场的地名比
较熟悉。

引子

教场，旧名校场下，顾名思义是旧时军队操练和习武演兵的场地。因
“校”与“教”音近，后遂异写为“教场”。

据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孙峰老师考证，明洪武十九年(1386)海禁
以后，沈家门港是海上勘合贸易的中继站，常受倭寇和海盗袭扰。洪武二十
一年(1388)，朝廷在教（校）场下设置沈家门水寨，水寨官兵遂在海边建立校
场，日夜演兵操练,这片区域因此被称为校场或教场。

教场社区（含教场村）位于沈家门街道中部，东起游泳池路和菜市路，与
中大居民区为界；南至长兴弄、伏虎路北端，与西大居民区为邻；西至原交通
局，与小蒲湾居民区为界；北至岭陀山脚下，区域面积为0.31平方公里。辖区
内有“海巢”石屋、天后宫、朱天庙、长生庵、福泉庵、朱家祠堂，鹤龄泉；有郑
家弄、天房弄、地房弄、人房弄等独具姓氏特色的地名。

解放初期为沈家门区十九、二十村，1953年建立教场居民区，1982年分
出教西居民区和教场居民区。当时的教西居委会因位于教场西侧得名。教
场社区居委会自2002年由教场居委会和教西居委会合并而成，至今未变。

家住沈家门街道新街社区的陈
鸣雁老先生在《沈家门地名故事》中
述：“教场，旧名教场下，在大平冈西
麓。明驻水师，设有兵营。”陈老先
生还指出兵营具体位置：“长生庵，
在今教场下老塘上，即原明朝的兵
营。”（以上材料摘自《今日普陀》
2017年12月7日第四版）

据传，明初，倭寇骚扰沿海。
洪武十九年(1386)，太祖命信国公
汤和巡视东南海防，用兵舟山。汤
和申报朝廷，徙舟山居民于内地，
沈家门在迁徙之列。洪武二十年，
舟山置中中、中左两千户所，配旗
军2240人，官37人。经汤和提议，
太祖朱元璋钦定，设沈家门寨，驻
扎水师。并设沈家门烽堠，驻旗军
瞭望探息。洪武二十五年，沈家门
驻旗军百余。永乐七年(1409)，沈
家门设水寨，为沿海水师重要基
地。弘治年间，浙江副使曹时中在
《临沈家门水寨》诗中谓：“分屯里
堡三军肃，斗舰云旗五色轻”，反
映当年水寨战备场面。明嘉靖年
间，总督浙闽南直三省兵务的胡宗
宪的幕僚郑若曾在《筹海图编?浙
江事宜》分析沈家门寨形势说：
“沈家门寨。原系水操之地，有军
防守，近皆取回。番船去来皆于此
内。有赵岙、南岙、芦花岙、大岙
去寨三五里。向者居民筑墙大岭，
阻截总路，近贼径由水路间道而
入，累被劫掠，更须慎御，庶克有

济。”
清代末年，教场居民将兵营做

了庵堂，主祀三圣菩萨。小时候，由
于家里穷，住房紧张，我家就住在长
生庵。我记得长生庵有三大间两层
楼结构，座北朝南，屋后有三间饭
间，我家住在中间一幢，右首由庵里
师父住，左首有一郑姓居民住。长
生庵前面是烟草公司仓库。庵旁有
条用鹅卵石铺成的小路，上通山下
达海，原名叫长生庵路，现改为游泳
池路。

除长生庵外，还有一庙一庵一
祠堂——即朱天庙、福泉庵和朱家
祠堂。

建于清朝末年的朱天庙，原在
宫墩西麓，由教场朱家人出资建
造。传说是为了纪念明朝末代皇帝
崇祯朱由检。

据查，明思宗朱由检，天启七年
（1627年），登基即位，年号崇祯。
为明朝第十六位皇帝（1627—1644
年在位），也是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
权的最后一位皇帝。

朱家祠堂位于朱天庙后面，主
要用于祭祀朱家祖先。

改革开放后，朱天庙由教场人
重建于大平岗南侧。

福泉庵，在今鹤龄泉公墓地方，
建于清朝末年，主祀观音菩萨。侵
华日军占领沈家门之后，借口庵内
有游击队出入，一把大火，就把福泉
庵烧掉，从此不再存在。

宫墩位于教场社区青龙首，址
在原区人民医院处。所谓“宫”，是
指沈家门明代起就有的圣母宫，圣
母，即天后妈祖。明代圣母宫供奉
天后妈祖。清代，“圣母宫”改称
“天妃宫”“天后宫”，并在关王庙旧
址新建“东岳宫”。“墩”，在舟山地
名里常指隆起的高地，因此称该地
为“宫墩”。

据我了解，清末天后宫场面很
大，一上宫墩，便可看到一对高耸
竖立，上有方斗、下有石夹石基的
旗杆和随风飘荡的旗幡。

据老人们回忆，天后宫正殿端
坐的妈祖娘娘身着朱红锦袍，戴珠
串凤冠，端庄祥和。两边墙面有大
型船模朝向前方，殿梁、檐下以及
柱上、幡上，悬挂着“辅国护圣”“护

国扶民”“国泰民安”“海不扬波”等
金字匾额和刺绣。

这里又是明代著名的抗倭英
雄戚继光和抗倭将领李应诏、刘草
堂、张可大等战斗和生活过的地
方。

嘉靖年间，倭盗盘踞东海沿
岸，侵扰洋面，掳掠渔船，危害百
姓。为了抗击倭盗，嘉靖三十四年
（1555年）秋，戚继光由山东征调
至浙江，任浙江都司参将，负责镇
守宁波绍兴、台州及所辖各县。

为了扩大队伍，戚继光于嘉靖
三十七年（1558年）从金华、义乌
招募农民和矿工，按年龄和身材配
发兵器，编组训练，建立起一支纪
律严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抗
倭劲旅，这就是威名显赫的戚家

军。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戚

继光亲自调整沈家门汛防，将宁绍
参将从临山移至舟山，所属定海水
营、临观水营、绍兴陆营、昌国水
营、昌国陆营统归调度。戚家军战
船，兵分三哨，三哨总共民捕舵兵
千余名，军捕舵兵200多名，还配
备战马数匹。岁支饷银万两，军粮
米三千多石，均由朝廷保障供给。

戚家军的建立，抗倭局势发生
了根本性的转变。针对沿海地形
复杂、倭寇小股分散、明军兵器装
备种类繁多的特点，戚继光创立攻
防兼宜的“鸳鸯阵”，以12人为1
队，长短兵器迭用、刺卫兼顾、因敌
因地变换阵形，屡败倭寇。

戚继光率舟师自沈家门拦击，

与抗倭名将俞大猷互相配合，乘胜
追击，直捣其巢，倭盗遂扬帆南
去。没过几年，浙江沿海的倭寇已
基本肃清，实现了他的“但愿海波
平”的宿愿。

据传说，戚继光于舟山平倭时
达10个月之久，他在定海、普陀等
地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并为沈家门
留下了戚家湾和教场下等带有抗
倭意义的地名。后人为纪念他们，
特意在天后宫旁边建造后厅，塑像
供奉，并完好地保留到民国时期。
该厅可以说是一座名符其实的抗
倭纪念馆。

到了公元1939年，被侵华日
军借故焚毁。至此，唯一见证沈家
门军港历史的抗倭遗迹，永远消
失。

宫墩：流传着戚继光抗倭战绩

在现在的真神堂位置，也就是
石宕的地方，原有一间破旧得不起
眼的低矮古石屋，阿拉小时候常在
这间石屋里捉迷藏。拨开野草，矮
门虚掩，门和门框没见到，估计烂
掉了。石屋很低，落地面积约10
多平方米，墙体用青砖砌筑，屋顶
用青石条铺的。墙壁有修补痕迹，
好像用水泥抹过。推开矮门，一楼
分两小间，外面一间有石桌、石凳，
里面一间有一块长方形的石床。
爬上两楼，靠山体一面，墙壁有个
通风口，可以爬进爬出，估计应急
时逃生用。

现在阿拉才知道这间石屋叫
“海巢”，是明代“鹤年堂”创始人丁
鹤年隐居的地方，距今已有五六百
年历史，应该说是一座了不起的文
物遗迹。

几百年封尘，“海巢”一直被废
弃。民国二十三年（1934），在大岭
南下建造鹤龄泉时，爱好建筑的新

大祥布店老板缪明渠勘查鹤龄泉
水源时，在岭舵山东侧的乱草丛中
突然发现了一座倒塌的古石屋，内
有石凳、石桌、石床，石壁上还刻有
隐约可辨的诗句，其中有“海巢”两
字。此屋引起了筹建鹤龄泉的发
起人之一、清末至民国任沪《新闻
报》编辑、总编辑、浙江省议会议员
张康甫和沈家门首任镇长张晓耕
的高度重视。

“这石屋是元人丁鹤年的隐居
处。”镇长张晓耕要刘寄亭好好保
护，不得破坏。而刘寄亭也正是一
名文史爱好者，即令缪明渠在建泉
的同时把石屋修好，并在通往石屋
的山道上新造了一条石级路，从此
鹤龄泉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点。

不幸的是，到了上世纪70年
代末，丁鹤年的“海巢”石屋，被教
场大队石料厂劈山开石时，彻底毁
掉，实为遗憾。

那么，丁鹤年是何许人也？

查有关资料得知，丁鹤年
(1335—1424)，回族，京城老字号
“鹤年堂”创始人。丁鹤年博学广
闻，精通诗律，是元末明初很有影
响的诗人，有《丁鹤年集》传世。曾
自编《海棠集》，在明清两代均有流
传。后人集为《丁孝子集》，收诗
346首，铭5篇。

丁鹤年从小习儒书，就读于南
湖书院，十七岁即精通《诗》《书》
《周礼》《仪礼》《礼记》等儒家经
典。曾师事豫章名儒周怀孝。在
诸弟子中周独器重鹤年，欲以爱女
妻之。鹤年以母老，兄皆在外而
辞。丁鹤年不求仕进而厉志为学。

至正十二年(1352)，徐寿辉领
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克武昌，年仅十
八岁的丁鹤年将生母冯氏安顿于
城郊，护侍嫡母顺长江东逃至镇江
避难。后嫡母病逝于镇江，他徒步
往浙东投奔任定海县令的从兄吉
雅谟丁。由于浙西日乱，当时江南

行御史台移治奉化，不少名公大臣
赏识丁鹤年的才干，推荐他做官，
都被他一一回绝。

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政局
逐渐安定，丁鹤年在定海海边筑室
定居下来，名其室为“海巢”。明洪
武十二年(1379)，各地交通多恢
复，丁鹤年告牒武昌长官回乡迁葬
生母遗骨。回武昌后，几经周折，
终于寻找到生母冯氏埋葬之所，将
其尸骨迁至武昌城西寒溪寺后山
父墓旁。

丁鹤年是有名的孝子，母亲去
世后，以73岁高龄为母守灵达17
载，直到90岁去世。《四库全书》中
收录的《丁孝子传》和《丁孝子诗》
即是他的事迹。诗开篇赞曰：“丁
鹤年精诚之心上达九天，丁鹤年精
诚之心下达九泉。”

丁鹤年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
歌，由于战乱和颠沛流离的生活，
流传至今的诗作有三百多首。

石屋：明代“鹤年堂”创始人丁鹤年隐居的地方

现在的鹤龄公园以鹤龄泉命
名，建在大岭墩南面。从上俯瞰，
鹤龄泉坐北朝南，分云、德、亦三
渠，呈不规则形状，每渠南面正中
分别镌“云渠”“德渠”“亦渠”。是
人工开凿的蓄水池，蓄水量1.6万
立方米，是舟山首座小型蓄水工
程。鹤龄泉建成后，基本解决了沈
家门港渔民和居民用水困难。

那么，为什么要建鹤龄泉呢？
因为阿拉沈家门地区以丘陵

为主，山地水源短，淡水资源匮乏，
饮水主要依靠几处水井和天降水，
每逢干旱，饮水十分紧张。1924
年，家住新街的刘鹤龄儿子刘云茂
先生仰承先志，募捐兴建泗湾神功
池，当时沈家门3000多户居民的
饮水全部来自于此。后来，随着沈
家门渔业的兴隆，人口数量激增，

神功池已不能满足需要。
1933年 12月 28日是刘鹤龄

先生百岁冥寿。当年8月，与刘鹤
龄祖孙三代有深交的张申之、王
路涵、王志良、张晓根、张康甫、陈
人宝、金润泉等59人，商量着要凑
钱庆贺刘老冥寿。当时担任定海
中国银行、农工银行行长的刘鹤
龄之孙刘寄亭、刘汉亭，一直推辞
这份诸多挚友和社会名流的心
意。

盛情难却下，刘寄亭兄弟提出
了一个建议让大家商量：“我们兄
弟一直盘算着要开引岭陀山的溪
水，汇集起来解决居民的饮水问
题。遗憾的是，引水工程巨大，需
要大量资金，我们兄弟几个难以全
部承担下来，如果各位挚友，看得
起刘家上下，成全这个义举，我们

愿意把各位筹集的筵庆资金，用来
建造一个蓄水池，名字就叫‘鹤龄
泉’，算是对祖先遗志的继承，也让
这个百岁诞辰更有意义。”

大家听后，无不为刘寄亭兄弟
感动，于是合议以“刘鹤龄先生百
岁冥寿移资续建积水缘起”公而告
之。

公告一出，立即引起了社会的
极大反响，沈家门有点能力的人掀
起了捐资热潮，定海、岱山、嵊泗也
有热心人捐资，连上海的杜月笙也
邮资相助。

据统计，有千余人与诸多渔工
贸行社参与捐资，累计13400元。
建池的实际耗资2万元，剩余部分
都由刘寄亭兄弟自己出资。

鹤龄泉造好后，又建一条引渠
将水接到朱天庙前一口长方形的

三清池内，专供沈家门居民和渔民
生活使用。

艰苦创业是一脉相承的。教
场下两个大姓——朱姓和郑姓分
别于明末清初从宁波奉化、镇海
等地搬迁而来，郑家落脚在教场
下中心地段，也就是现在的吉祥
家园右侧；朱家落脚在教西，也就
是现在的岭陀隧道西侧，距今已
有三百多年历史。值得郑、朱家
后代骄傲的教场下有郑家弄，“天
房弄”“地房弄”“人房弄”几个独
具姓氏特色的地名。“三房弄”位
置，从上到下，大房住天房弄，二
房住地房弄，现改为创建弄，三房
住人房弄，现改为建筑弄。多年
来，同村人几乎都带有某种程度
的血缘关系……这是郑、朱家先
民艰苦创业的见证。

鹤龄泉：主要是为了解决渔民饮水问题

教场下：
明驻水师 设有兵营

人物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