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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曾高阳
■记录：忻 怡

金贵这人以钓鱼为业。这日，他钓上
两根海鲫鱼，一根红，一根绿，尾巴会甩，
眼睛会眨，还会喳喳流眼泪。金贵看看这
鱼介稀奇，勿卖了，放进水缸养起来。

第二日金贵又钓鱼去了。等他从海
边回来，屋里烧饭熟，菜喷香。金贵勿相
信，问问隔壁都摇头勿晓得。金贵心忖,
这里头一定有蹊跷。不过，肚皮饿，先吃
饭再讲。

过了几日，金贵背着钓鱼杆，别着鱼
篓从前门出，又从后门偷偷溜进来，躲在
灶间柴堆里。

昼过快，只听见水缸里“噼啪”响，跳
出两个仙女一样的大姑娘，一个淘米，一
个烧火。金贵心里明白了，赶紧从柴堆
里爬出来，“啪咚”把水缸盖盖上啦！两
个大姑娘眼睛清盯，水缸翻勿进，地里钻
勿落，呆在一边惶恐煞。

原来这两根海鲫鱼是海龙王的两个
公主，出龙宫在海边 玩，勿小心上了金
贵的鱼钩。金贵一听是龙王公主，就要
放她们回去。阿姐看金贵饭呒人烧，衣
裳呒人洗，孤零零，介伤心，要留下来给
金贵当老婆，阿妹也勿肯走。阿姐耐着
性子劝阿妹：“阿妹，还是侬回去吧，阿爹
一定急煞了。”阿妹没办法，只好流着眼
泪走了。

阿妹回到龙宫，把先后经过一讲，龙
王听了交关赞成：“侬阿姐做得对！报恩
报好再回来。”

再说金贵屋里有个介漂亮的老婆，县
官老爷晓得了，他动了个歪脑筋，立即差人

把金贵叫来，对他说：“本官叫侬钓六十六
根鱼，勿大勿小，一斤一根，根根要活鱼，‘别
别’会跳，‘咕咕’会叫，钓勿到，拿老婆来抵
数！”金贵鱼钓了廿多年，还呒没钓过这样
的鱼，这回难倒了。

金贵老婆晓得了，便给他一根带
子，说：“侬到海滩边，把带子一甩，海水
会让路，侬可到龙宫里去找阿爹商量。”
金贵一试，海水果然哗哗分开，眼睛一
眨，来到龙宫。龙王听说，马上将鱼办
齐了。

金贵拎着鱼来到县衙，见了县官说：
“县官老爷哟，鱼办来了，这鱼有趣吗？”县
官一见六十六根鱼果然根根“别别”会跳，

“咕咕”会叫，心里吃了一惊。可这样放过
钓鱼郎又勿甘心，头一摇，坏主意又出来
了：“钓鱼郎，侬既然钓得来介稀奇的鱼，
也能办得来有趣，我命侬明朝有趣给我办
来，办勿到，性命难保，快去！”

金贵回到屋里又是唉声叹气，老婆
晓得了，在金贵耳边如此这般说了几句，
金贵一听，连忙拿起带子又下龙宫去了，
一顿饭功夫，捧来一根花花绿绿的鱼，肚
皮滚圆，像只大西瓜，这是啥鱼？这是毒
勿过的河豚鱼。

金贵捧着这根花花绿绿的鱼，来到
县衙，见了县官说：“县官老爷，侬看呀，
有趣捧来了。”县官抬头一看，这东西果
然好看，蛮有趣。金贵又说：“这东西外
面看着有趣勿算有趣，里面有趣才算有
趣呢!”县官想看里面有趣，把鱼摆在桌
上，叫人拿来斧头，一斧头劈落去，河豚
鱼肚皮里的毒汁“嗤”一声像水枪一样喷
出来，溅进县官眼睛里，县官眼睛瞎了。

从此，没人再敢欺侮金贵了。

金贵钓鱼

■讲述：袁阿来
■记录：叶焕然

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个儿子，—个
囡。囡大了要出嫁，儿子大了要读书。
主人家请来一个教书先生教儿子读书，
请来一个木匠师傅、一个裁缝师傅为阿
囡做嫁妆。到了年底，教书先生、裁缝、
木匠三人要回屋里去过年，主人家交关
客气，办了一桌酒给三人送行。

教书先生走拢一看，认为自己是
有文才的读书人，今朝主人办酒，请
的是我教书先生，侬这种做粗活的木
匠、裁缝是趁机揩油，他讲了：“今朝
主人请客，阿拉同桌坐拢蛮难得，还
是先做诗对课后吃酒，做出有吃，做
勿出呒没吃！”接着，他就摇头晃脑
的念了起来：

宝盖下头官家客，
鸟字旁边鸡鹅鸭，

没有堂上官家客，
难吃满桌鸡鹅鸭。
裁缝一听交关勿高兴，小姐出嫁，要

做嫁衣，少勿了我裁缝，咋话是揩侬先生
的油？所以他要讲讲明白：

女字旁边姑娘嫂，
衣字旁边裤裙袄，
呒我缝成裤裙袄，
难嫁小姐姑娘嫂。
木匠师傅肚里气臌臌，听裁缝讲完，

他也勿客气念了四句：
木字旁边栏栅楼，
一撇带头先生牛，
呒我造起栏栅楼，
难关堂上先生牛。
教书先生让裁缝、木匠讲得闷声勿

响。主人家一看，苗头勿像，赶紧给三人
斟满一杯酒，打了个圆场：“青菜淡饭统
是青，请侬先生、师傅自家人，呒没好菜
莫见怪，一杯水酒来送行。”

木匠对课

■讲述：江渭清
■记录：忻 怡

过去，镇海大关的差人交关坏，勿管
啥货物装过去，总要随其良心拿爽快，
就是老鹰飞过也要拔根毛。抲鱼人的
一船鱼，过了大关有半船鱼剩落算运
道。有个叫岳贤先生的人，晓得这件事
体后，一直在忖，用啥办法去弄弄这班

“灰孙子”①。
这日，大关口外慢吞吞摇来一只小

船，船舷离开水面只有几寸，舱里盖着草
包，看样子货色装得交关多。关口的差
人看见了，心想，勿是好吃的就是好用
的，先査査再讲。一个差人问：喂！船里
装的是啥东西？ ”

船上摇橹的人是个“浓鼻头”②，他一
边摇，一边回答“是啥？是一船屎(ao)啦！”

差人一听是一船货，以为发财机会

到了，马上喊:“摇 拢来！摇拢来！”摇橹
人呒办法，只好摇拢去。

小船还呒没靠岸，两个差人老早等勿
及了，拔脚就向小船舱里跳落去，想勿到

“扑通！扑通！”两个差人都落进屎舱里丢
了，在屎舱里两只手乱抓乱挖，弄得浑身
臭气冲天，像两只屎缸老鼠。翻腾了半天
才从屎舱里爬上来。两个差人又气又恨，
就要打摇橹人，摇橹人连忙讲：“我是讲一
船屎，一船屎，侬自家勿相信，定归要我摇
拢来，我就摇拢来了，是你自家跳落来，咋
好怪我？”差人仔细一听，摇橹人讲的勿
错，是一船屎，只因其是个浓鼻头，别人听
来以为是一船“货”了。唉！差人呒没办
法，只自认晦气，让小船摇走了。

这个浓鼻头就是岳贤先生安排的！
①灰孙子：是舟山人骂坏人的口头

语。
②浓鼻头：指讲话不清的人。

岳贤巧惩官差

■讲述：沈万香
■记录：忻 怡

王员外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已成了
家，可惜儿媳勿争气，只晓得吃穿戴，别样
百事勿管。王员外想再寻个乖点的儿媳
当当家。听人家讲，东村肉店老板张老头
的小囡，名叫巧儿，生得交关伶俐聪明。

这一日，王员外特意去肉店，假装斩
肉，对张老头说：“我买两斤皮里皮，两斤
肉里肉。”张老头呆煞了，斩了一世的肉
还没听见过皮里皮，肉里肉呀！借口溜
进后房间问巧儿囡囡去了。巧儿说：“爹
呀，这有啥难哟，皮里皮是猪的耳朵皮，
肉里肉是猪肚里的油呀！”张老头出来就
给王员外斩了两斤猪耳朵，两斤猪板
油。王员外晓得这是张老头小囡出的主
意，这小娘果然名不虚传。回到屋里，就
托人去保媒了。一说，张老头和巧儿也
答应，好！定落来下半年过门。

巧儿要出嫁了，邻里乡亲听说肉店
张老头的乖囡给王员外当了媳妇，走拢
来看热闹。新娘子抬来了，吹吹打打，大
红花轿，交关气派。王员外屋里的厨工
师傅也赶出来看新娘子。好了！等厨工
走进厨房，只见一只猫在叼肉，厨工火冒
头顶心，拿起菜刀斩落来！劈死一只猫，
本来也呒没啥大事体，可这只猫偏偏是
隔壁举人老爷的。王员外弄了个乖媳
妇，举人老爷心里就勿爽快，一听猫斩
死，话柄有了。先派人传过话来：“这只
猫是金丝茶眼猫，银子值一万，咋弄？赔
猫还是赔银子？”王员外托人传过话去，
今日是大喜日子，三日后再作道理。

新娘子晓得，问王员外：“公公，这份

人家同阿拉有来往伐？ ”
王员外说：“有啊，去年六月借去一

只水瓢没还，一支十五两三钱小秤借去
赖脱，正月里一碗荠菜羹送过去，连碗也
吞没。”

新娘子说：“有来往就好，公公放
心。”

三日后，举人老爷带几个打手果然
来了，王员外吓煞了，连忙把巧儿叫出
来。巧儿端过凳子，说：“举人老爷，侬和
阿拉屋里有来有往，客客气气，快坐，快
坐！”

举人哼了一声：“我堂堂举人，咋会
同侬屋里有来往，快！赔猫还是赔银
子？”

“举人老爷，侬莫讲得介硬！侬向我
屋里借去一只瓢，一支秤，吃好一碗莽菜
羹，连碗也勿还，有伐？”

举人老爷被问得面孔黄央央，说：
“这三样东西有啥稀奇，勿值三两银子。”

“哎呀，举人老爷哟，侬晓得阿拉这
只瓢是啥东西做？是月亮树上的果子
剖，有九千九百九十代啦！这只瓢放到
锅里笃一笃，一锅萝卜变锅肉，银子会值
一万六！侬这只猫值一万，还要找我六
千呀！”

举人老爷吃瘪了，眼睛盯着新娘子，
闲话一句也讲勿出。

新娘子接上说：“举人老爷侬眼勿相
盯，还要赔支十五两三钱的小大秤！”

举人忖忖占勿着便宜，还是走掉好，
走到大门边，扭头看一眼，新娘子接上又
说：“举人老爷侬转身勿要看，吃落荠菜
羹，碗也还勿起！”

从此，举人老爷勿敢找麻烦了。

巧 儿

■讲述：刘明格
■记录：忻 怡

有户富豪人家，只生一囡；另一户乡
绅财主，只生一囝。囡和囝自小一道读
书，蛮要好，可这囝有点憨惺惺，是个呆
大郎。

有一日，小娘问呆大：“侬18岁了，
老婆为啥勿抬？”

呆大讲：“别人我勿要，像侬介人给
我当老婆我要的。”

小娘忖，像侬介呆大想娶我当老婆，
咋想得出？便开口说：“好，要我给侬当
老婆，侬要办到三样东西。”

呆大问：“哪三样？”
“第一，要二尺二长的假发两支；第

二，要三斤重的金砖四块；第三，要八百斤
重的老虾两只。”

呆大问：“这东西到哪里去拿？ ”
小娘说：“到西天去拿。”呆大又问：

“西天在哪里？”
“日头菩萨落山地方就是西天，侬跟

日头去好了。”
想勿到，呆大真的跟日头去了。这

事玉皇大帝晓得了，就叫土地菩萨背起
假日头在前面领路，呆大呒日呒夜地跟
着走，一走走到青龙江，江边有一座青
龙亭，土地菩萨把日头藏好，天夜了，呆
大忖，走了一日，好宿夜了，其实有一年
了。

青龙江里有根青蛇，修道800年了，
还上勿了蟠桃会，今朝见有人路过，假扮
一个女人来问呆大：“侬到哪里去？”

呆大说：“我到西天去。”
青蛇讲：“请侬带个信，问一声如来

佛，青龙江有根小青蛇，修道800年了，几
时可上蟠桃会？”

呆大讲：“好!”
第二日，呆大跟着假日头走了，又走

了一年，走到白云庵。庵里有一个120岁
的老和尚，得知呆大要上西天，就对呆大
讲：“请侬给我带个信，活佛地方问一声，
白云庵为啥香火勿旺？”

呆大说：“好。”
第三日天亮，呆大又动身了，走着走

着，走到西天。如来佛老早晓得了，就叫
小菩萨把他迎接进门，问：“侬来做
啥？”

呆大先问青蛇啥时能上蟠桃会，白
云庵为啥香火勿旺？

如来说：“青蛇过去兴风作浪，害了
勿少百姓，如果想上蟠桃会，要把两块金
砖献出，再修300年；白云庵是僧灵佛勿
灵。要把如来佛垫座下的两块金砖拿
掉，把观音菩萨头上的两支假发拿掉，香
火就会旺了。”

呆大正想再问，如来佛却说：“侬回
去吧！”讲好，勿见了。

呆大只好朝原路回来，路过白云庵，
把如来佛讲的话告诉老和尚，老和尚听
了交关感激，便把两块金砖、两支假发谢
了呆大。

到了青龙江，又把如来佛讲的话告
诉青蛇，靑蛇一听笑煞了，就把金砖送给
了呆大。这辰光，呆大问了：“青龙江里
有没有800斤重的老虾？”

青蛇说：“800斤老虾呒没，只有虾
精。”

呆大说：“送我两只好伐？”青蛇讲：
“好，我写张纸条给侬，侬回家去摆两排
大缸，每排7只，水挑满，几日几时要派用
场，侬把纸条烧落去，老虾马上会到，只
许看，勿许动，看好后，再烧白纸，送它回
来。”呆大笑煞了。

眼睛一霎过了7年，小娘已经廿多岁
了，等等呆大没回来，她后悔了，想勿到

讲了一句笑话，呆大介认真，弄得下落勿
明，是我对勿起呆大。就在这辰光，呆大
回来了，小娘蛮高兴，问了：“介多年，侬
到啥地方去了。”

呆大说：“勿是侬叫我到西天去
吗？ ”随即从怀里拿出两支假发、四块金
砖。小娘又问：“800斤重的老虾有伐？ ”

“有呀！侬啥时光要就啥时光到。”
小娘忖，莫看他憨惺惺，做事倒蛮认真！
心里交关欢喜，便答应嫁给呆大了。

到了成亲这日，呆大借来 14只大
缸，7只一排放在屋前，把水挑满，拿出
纸条烧落，只见水缸里游出两只老虾，
像水桶介粗，虾头在第一只缸里，尾巴
在第七只缸里，眼睛会动，尾巴会甩，一
游动，水缸里的水溅起来有半天高。等
花轿一进门，呆大就带新娘到缸边去看
老虾。小娘看呆了，介大两只老虾咋会
让他办来的，心里蛮高兴，更加欢喜呆
大了。

再讲呆大成亲后，每日每夜陪着老
婆，一样事情也勿做。有一日，老婆对呆
大讲：“侬事体勿做，靠大人过日子，总勿
是办法！侬好出去做生意。”

呆大一听，勿愿意：“出去做生意？
侬勿在我身边呒没看见，叫我咋办
办？”

老婆交关聪明，马上描了张画像，交
给呆大带在身边，忖老婆了，就拿出来看
看。呆大呒没办法，只好出门做生意去
了。

有一回，呆大又想老婆了，就拿出画
像看起来。忽然，从天上刮来一阵大风，
把老婆的画像吹走了。呆大寻来寻去寻
勿着，只好瘪塌塌回屋里来。

这张画像落到一个官府差人手里。
可也凑巧，这日夜到，皇帝做了个梦，梦
见一个交关好看的美女。他就派人四出
找寻。官府差人把这张美女画像献给了
皇帝，皇帝一看，哎呀！这正是梦里见到
过的那个美女。他要那个献画像的差人
查到美女，献上金殿。差人拿着画像到
处查问，一查查到呆大屋里，到这时呆大
才晓得自己闯了大祸，哭了。

老婆劝他：“事体出了，哭也没用
场。等我走了以后，侬去搭一座三丈三
尺高的台，穿好蓑衣，爬上高台，看见鸟
从天上飞过，你就说，鸟呀，给我拔把羽
毛吧！等侬拔了100只鸟的毛，缝件百鸟
羽衣，侬穿上到京里来找我，我有办
法。”呆大听了，勿哭了，就照老婆说的
去做。

呆大老婆进宫后，当了爱妃，皇帝
交关欢喜，可她每日哭丧着脸，总是勿
高兴，皇帝想尽了办法，就是引她勿
笑。

这一日，皇帝带着一群宫女爱妃在
城楼上饮酒作乐，突然，爱妃“卟哧”地笑
了一声，皇帝稀奇煞了，从来勿笑，今朝
咋会笑？他随着爱妃的眼光，朝城楼下
面一看，只见有个人头戴百鸟羽帽，身穿
百鸟羽衣。皇帝连忙差人把这人带上城
楼。来人正是呆大，他做好百鸟羽衣后，
就上京找老婆来了。

老婆一见呆大，便哈哈大笑起来，皇
帝忖，爱妃介喜欢百鸟羽衣，便脱下龙
袍，要与呆大的百鸟羽衣调换。呆大穿
上龙袍，再等皇帝披上百鸟羽衣后，便大
声叫道：“哪里来的小讨饭？一定是刺
客，快给我拿下！”下面一些卫士只认衣
衫勿认人，勿管三七二十一把皇帝绑了
起来。呆大又喊：“快把刺客推出去斩
了！”手下人前呼后拥，一会儿就把皇帝
的头斩落了，就这样呆大做了皇帝。后
来，呆大和老婆一同治理国家，国泰民
安，老百姓都交关高兴。

百鸟羽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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