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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刘云岳
记录：李良荣

明朝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
带动了许多商人出海去国外经商。

当时有一支船队，有几十个商
人组成，为首的商人姓刘。船上载
着丝绸、布匹、陶瓷器、茶叶、药材
等货物，向南洋开发。途径六横的
双屿港,突然遇到大风，船不能前
进，只得靠岸停泊在涨起港码头。
可是风越刮越大，一连六七天，还
不停，大家都有些焦急不安。

姓刘的商人，这晚他吃了几杯
闷酒，便倒在床上。朦胧间，一个
白发老人走来，慈祥地对他说：“你
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商人答
道：“这是六横双屿港呀。”老人便
道：“对对！此港叫双屿，就是有商
缘。过了双余年，更加有商缘。”商
人听了每句都有双屿，一时不得理
解，忙问道：“请问老人家姓名，不
知此言何意？”老人道：“吾乃横山
老人，所说之言，只能意会，反正这
里是个发祥致富之地，记住就好
了。”商人还想再问，老人渐渐向空

中隐去。不觉一惊，突然醒来，原
来是南柯一梦，想想梦中之言，还
能记得。

第二天，天气晴朗，风也小
了。姓刘商人召集各船商人，把
昨晚梦中之事告诉了大家，并进
行商讨。众人议论纷纷。其中一
个人说道：“这四句话，后两句不
好懂，但前两句说明这里双屿港
有商缘呀！告诉我们可在这里进
行贸易。”对此，大家都摇头反对，
有人说：“看看港上来往都是渔
船，哪有什么商缘呀！还是开船
南下吧！”

众人正在议论之间，突然发
现东方开来一群船队，细看，这些
船的式样、篷帆、旗号都很特别。
有一个人说：“这不是外国商船来
了吗？”原来这个人去过南洋，见
识过外国船的式样。大家都觉得
与他们做生意的机会来了，于是
回到各自的船上，起锚、拔篷迎了
上去。

原来他们是欧洲来的葡萄牙
商船，自从西方人马可波罗在中国
元朝做过官，回去后，写了一本《东

方见闻录》，引起了西方航海家来
中国做生意的兴趣。他们去南洋
各国交易，又来到中国沿海，准备
北上，正好在此遇到中国商船，于
是就在双屿港进行交易。

因为这里是我国海岸线中段，
南北集中地，港上前有佛渡、梅山
作屏障，与大陆很近，是一个天然
避风良港。于是就相约在这里进
行货物交易。后来外国商船都来
这里贸易，港上一片繁荣景象。很
多商人还带家眷定居六横岛上。

双屿港走私贸易与明朝海禁
相悖。随着贸易发展、规模扩大，
鱼龙混杂、抢掠越货事件不断发
生，震动朝廷，明朝为保海疆安宁，
收回主权，派兵征剿，把外国商人
赶走，严惩了首恶分子，还强令六
横岛上居民迁往大陆。

这样双屿港的贸易结束了。
葡萄牙商人只得在广东一带往来
了。但是，六横人仍旧记住这里
是发祥致富的好地方。后来，六
横人辛勤开发山地，筑起海塘，渔
耕同兴，旧时一直流传着“富六
横”之说。

双屿港

讲述：李维亚
记录：胡吉翔

蚂蚁岛是个四面环海的小岛。这
个岛至今已有290多年的历史，在290
多年前，蚂蚁岛是个呒没人烟的荒
岛。那么这个宝岛是咋开发的呢？听
老渔民说，顶早发现蚂蚁岛的是一位
姓周的渔民，这个周姓渔民是镇海人，
他一年到头在海洋里捕鱼。有一天，
天气忽然变了，狂风怒吼，雷声大作，
瀑布似的大雨哗哗地下着，在洋面上
的渔船被汹涌的浪头，忽地一下推出
了水面，又忽地一下被拉回了黑洞洞
的浪涡里。周姓渔民的那条小船就逃
到了靠近蚂蚁岛附近，即现在的大兴
岙附近，抛锚避风。

过了几小时以后，风平浪静，云消
雨止，太阳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暖和和
地照着海洋和大地。当时那个姓周的
渔民见到有这样一个绿树成荫、绿草
丛生的美丽小岛，却呒没人居住，就想
上去看个究竟。他备着一把雪亮的利
斧，在靠西北角的地方登上了岸，踏着
过脚的树叶走上山去，突然脚下踩着
一个软绵绵的东西，还呒没来得及看
清楚是什么东西，就觉得身子被一根
锚绳捆住了一样,再也走不开了。原
来他踏在一条碗口大的蛇背上，这条
大蛇，乌黑发亮的蛇身将姓周的渔民
从脚跟起一直缠到腰部，睁大二只吓
人的眼睛，张开血盆大口，吐出火红的
舌头。—时，他吓得脸色苍白，两脚嗦
嗦发抖,黄豆般的汗珠，像断了线的珠
子一样从额头滚了下来。正在这紧要
关头，他立刻用蒲扇大的左手，拿住蛇
头用力向外推，不让蛇头伸拢来，然后
用右手抽出别在腰间的利斧朝着大蟒
的七寸，使劲地砍了一刀，缠在他身上
的蛇身扑哧哧地松散在地，像锚绳子
一样堆得膝盖高,把他困在中间。

他跳了出来，连连捏了几把冷汗，
心里像小老鼠一样跳个不停。但这个
惊险的遭遇，并呒没动摇他的决心，他
定了定心，继续往山上爬。走到半山
腰，有根杯口大的葛藤爬在大树上，他
好奇地伸出手去拉了它一下，一动也
不动，他就索性站下来，两手用力一
拉，只见满山遍野的树林、草丛都在抖
动，发出唏唏的响声，受惊的小鸟、小
白兔、山獐等乱飞乱窜。像这样大的
葛藤是很多很多的，他走着、看着，一
直爬到了山顶。大概快到太阳落山的
时候，那个姓周的渔民才恋恋不舍地
离开了这个美丽的宝岛，回到了停在
岙口的小渔船上。

第二天风向潮水不好，他还是回
不去，可是渔船上连吃的小菜也呒没
了。他用旧渔网劈成一顶张网，然后
把它张在岙口附近的海里，还呒没一
袋烟功夫，就把网拖上来，嘿！一看真
喜人。满满的一网，大黄鱼呀、小黄鱼
呀、墨鱼呀、箬鳎呀、虾潺呀……什么
都有。据说这个岛附近鱼多得篙子插
在水里也不会斜倒，有时潮水退了，海
滩上搁着很多鱼。姓周的渔民只花了
半天功夫就满满装了一船。那个姓周
的渔民见到有这样一个好渔场和山
头，后来经常到这里来捕鱼，次次满载
而归。再后来，他感到来来往往很不
方便，就索性把家小也带出来，他在靠
进南面的岙口选择了一块空地，用树
枝和茅草搭起一间小草屋住了下来。
因为他们是采用张网捕鱼，所以把这
个地方命名为捕岙，但也有人这样传
说，那个岙口一步跨下去就可以张网，
所以又称它为步岙，但按照当时生产
方式叫捕岙是对的。

那么后来这里人是咋多起来的
呢？这就要归功于那个姓周的渔民。
据说他逢年过节回故乡时，碰到亲戚
朋友，总要竖起大拇指把这里好渔场、
好山头夸耀一番。这样镇海的渔民就
接二连三地搬来了。他们同样用树枝
和茅草搭成草屋，在附近海面张网捕
鱼，以后人慢慢多起来了，捕岙住不下
了，他们有的就到捕岙左边的一个岙
口居住。因这个地方比捕岙大，所以
叫大岙，就是现在的大兴岙。其中有
个姓颜的渔民家族搬到大岙左边居
住，因那里有一条沙滩，故名为颜沙
岙。

后来四面八方的渔民都知道这里
是个渔业资源丰富的宝岛，也都陆续
地搬来。据说顶早是周家，其次是颜
家、刘家、李家……

地少了需要向外发展，大岙住满
了，就翻山头找地方，一看大岙后面一
块空地比大岙还要好，他们又陆续搬
过来居住，因这个岙口在大岙的后面，
故取名为后岙。后岙往南呒没多少
路，就是现在的乡中心学校校址附近，
原来那里都是泥涂，呒没人住时，泥涂
上面搁着一只破烂不堪的红船，后来
人们在泥涂前面拦了一条小塘，住了
人，大家就把这个地方叫红船岙。在
红船岙右侧有一块很大的空地，在靠
近海口处有一条天然沙塘，居住的人
后来把它命名为长沙塘。再后来岛上
渔民越来越多，住人的地方越来越少，
人们为了寻找落脚的地方，就从长沙
塘海边山嘴穿过一个山洞（也就是现
在长沙塘码头上边，原来是山脚），然
后又发现一个岙口，因为是从长沙塘
穿过来发现的，所以称为穿山岙。穿
山岙绕过一个山嘴，有个小岙，岙口前
面有块常年积水的烂田，故称为烂田
岙。从烂田岙翻过一条岭，又有一个
小岙口，在岭角，即岙口左边有个一间
屋大的山洞。据说有一天，不知什么
地方一只大船，碰到台风撞碎了，船里
的一尊娘娘菩萨，随着海浪飘来飘去，
身上的泥土被水冲光了，只剩下一根
木头心子，其在洞边撞来撞去就是不
肯走开，人们看到后就把其拾起来，建
造了一座娘娘庙。以后仙人洞出了
名，那个岙就叫仙人洞岙了。据说这
个山洞还与后岙左边的一个山洞相
通，听老人们说，不知哪一年，后岙一
户人家的一只鸭子钻进小洞后一直往
里走，第二天从仙人洞岙的山洞里走
出来，刚好被那里过路人们发现。在
后岙北面有一个小岙口，岙前面有个
很小的沙滩，人们称它为小沙岙。靠
小沙岙左边又有一个岙门，前面也有
一个沙滩，这个沙滩比小沙岙的沙滩
要大得多，所以叫它为大沙岙。这个
岛的北面朝沈家门，从远处看，该岛的
北面，很像一只停着的老鹰，一年到
头，太阳照到的时间很少，所以有的人
称它为鹰背，也有人叫它为阴背。

蚂蚁岛还包括五个小岛，东有老
鼠山、里小山和外小山；南有小蚂蚁
山；西有点灯山。曾有一首民谣很好
地归纳了整个蚂蚁岛：“蚂蚁山，蚂蚁
山，蚂蚁大小六块山，前有岙，后有
岙，弯弯曲曲十一岙，姓周渔民来此
岛，他给后人献了宝。”

大家可能会问：“这个岛为什么
叫蚂蚁岛？”据调査，这个岛名是以岛
小而得名，那些搬到蚂蚁岛来居住的
渔民，大多是镇海关里的人，大家一
看这小岛与镇海关里的大地比起来
是太小了，与滚滚的汪洋大海比起来
像只蚂蚁一般大，因此蚂蚁岛就成了
这个岛名。

蚂蚁岛
采录：赵学敏

相传，女娲炼石补天，发现东
海上有个裂缝，她就把那块有缝的
天石换下来，丢在东海莲花洋。

不知过了多久，有一年，东海
龙宫要赛美，这一来，可忙坏了东
海鱼族，那些年轻的鱼姑娘纷纷艳
妆打扮起来。

那时的龙宫，也和现在的人间
一样，时兴苗条的身材，何况龙王
的三个女儿，个个腰细如柳，身材
苗条。

这一来，可愁坏了那些鱼族胖
姑娘，原来东海气候温暖，食物丰
富，好多鱼姑娘，平时又贪吃好睡，
因此个个身肥体胖。

怎么办？只得纷纷去找蟹大
夫，要求配给减肥药。蟹大夫说
药是有的，可要吃三个月以上，才
能见效。现在离赛美只有三天，
那可来不及了。有的到水族体操
馆去找虾教练，要求学练减肥健
美操。虾教练说减肥操，要持续
锻炼六个月才能起变化。啊呀，
那是越发来不及了。

正当大家干着急时，忽见游来
一条银光闪闪、细长瘦腰、妩媚动
人的鱼姑娘。啊！美极了。大家
一时看呆了，但不知她是谁呀？

眼睛明亮的鳓鱼姑娘认出来
了，她跳跃着身子喊：“啊！这不是
带鱼姑娘吗？”

大家仔细一看，真是带鱼姑
娘，但又不敢相信。前几天还是一
个体胖腰粗的胖丫头，为啥一下子
变成了如此俏模样？

于是，金色的黄鱼大姐姐挺身
一跃，拉过带鱼姑娘问道：“好妹
妹，你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苗条
啦？是不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

带鱼姑娘愣着眼说：“我……
我没有吃啥呀！”

黄鱼姑娘道：“那你总有什么
办法，譬如说，做健美操呀，练气功
啦……”

带鱼姑娘道：“真的，我什么也
没做。”

黄鱼姑娘听得生气了：“哼！
刁钻鬼，不肯说，就不要说，咱们
走！”

黄鱼姑娘一挥手，众鱼姑娘摇
头摆尾地要走。带鱼连忙拦住大
家道：“好姐妹，不是我使刁，我确
实没吃什么药、练什么功，只是那
天……噢！是前天早晨，我偶然游
到莲花洋，忽被一阵海浪冲进一个
石缝里，浪过后，我出来了，突然变
成这个身样，我自己也不认识自己
了。”

黄鱼大姐道：“有这等奇事？”
带鱼姑娘道：“真的，不信，我

明天陪着大家去。”
众鱼儿一起拍手称好，决定明

天一早，跟随带鱼姑娘一起去。
这一夜，浑身是肉，体如圆筒

的目鱼姑娘更是高兴得不得了，想
到明天可以变成苗条的美姑娘，一
夜没睡好，梦里也笑醒了好几回。

第二天，东方微露晨曦，带鱼
姑娘就领着大家游入莲花洋，打那
块宝石缝。可是左找找右找找，上
找找下找找，东找西找，就是没有
这块石缝的影子。鱼儿们干瞪着
眼，急得带鱼姑娘满头大汗。

“不用找了！”随着声音，游来
一条细腰肢的鱼儿。大家一看，原
来是鳗鱼姑娘。昨天在一起时，身
材又胖又短，现在却完全变了样。
忙问她道：“你已找着了？钻过身
了？”

鳗鱼姑娘得意地道：“是呀，这
是一块天缝石，乌龟丞相在海洋文
献字典里考查过，它可以瘦身。我
昨晚去钻了一下，果然如此。”说
罢，还把长腰扭了一下，显示曲线

美。
众鱼姑娘急着问道：“天缝石

在哪里呀？”
鳗鱼姑娘神秘地道：“龙王命

令虾兵虫将，连夜把它搬上对面朱
家尖岛上白山头了。”

众鱼儿大惊：“啊！这是为什
么？”

鳗鱼笑道：“哈！龙王还不是
怕你们个个苗条起来，美貌超过了
他的三个公主，岂不是贵贱不分了
吗？”

大家一听都垂头丧气，目鱼姑
娘难过得掉下泪来。

带鱼姑娘更是难过，好容易发
现了天缝瘦身石，却让搬走了，从
此谁也不能使身体苗条了。

突然，黄鱼姑娘一跃而起，问
鳗鱼道：“这事儿，怎么会让龙王知
道呢？”

鳗鱼道：“这个嘛……”
众姑娘：“说呀！”
鳗鱼姑娘道：“好！我说也无

妨。因为这事关重大，不能瞒着龙
王，是我向龙王禀告的。”

黄鱼怒道：“你……自己得了
好处，露出马脚不顾大家，还说得
冠冕堂皇，你好卑鄙自私呀！”

众鱼儿个个义愤填膺，纷纷指
责鳗鱼。鳗鱼还厚颜无耻，悠然自
得，以为这次赛美，名次稳得。

突然，目鱼姑娘怒目而瞪：
“好，让你去比美！”一阵运气，满口
乌墨，喷向鳗鱼。霎时艳丽的鳗鱼
变成了灰不溜秋的丑鱼了。从此，
众鱼儿再也不理她了。

当然，这次赛美，前三名是龙
王的三位公主，以下也评了金姑娘
黄鱼，银姑娘带鱼……至于丑鳗
鱼，就没评上。

那块天缝瘦身石，现在还留在
朱家尖白山上。据说体胖的人多
去钻钻，是会瘦得匀称苗条的。

天缝瘦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