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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桑榆·常青

编者按

瓯江是丽水的母亲河。丽水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富有人文魅
力、反映自然和谐、体现丽水精神、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文化——瓯江文化。为深入
挖掘、传承、宣传丽水瓯江文化，本报今起开设《话说瓯江》栏目，以飨读者。

八月瓯江，水天茫茫，烟波
浩浩，一叶叶舴艋船儿从碧绿
的瓯江上飞驰而过……

三十年前的瓯江两岸，帆
影片片，鹭影翩翩，处处是景，
人在岸边走，船在江上游。秀
山、丽水、帆影、船老大共同描
摹着秀丽的瓯江山水画卷。尤
其令我们回味无穷的是那瓯江
的舴艋船儿！

舴艋船儿，浙南地区独有的
一种小船。千百年来，它担负着
处州与温州段瓯江水域的运输
任务。我们可以形象地将瓯江
比成母亲，那么舴艋船儿就是她
那个勤劳的孩子。瓯江造就了
舴艋船儿，而精灵般的舴艋船儿
和勤劳的船老大在瓯江上开辟
出了古代“陶瓷之路”。

舴艋船儿长约 11 米，大约
用料 2立方米多。整船中间宽，
两头尖，呈梭形，这种轻盈的造
型，最大限度减少水对船的阻
力。从远处看很像一只蚱蜢，
所以瓯江两岸人都管它叫：舴
艋船儿。整条舴艋船儿分五
舱，前三舱为装货舱，后二舱主
要为船老大生活用舱。整条船
儿最大运输能力为 4000 斤左
右，它空船时吃水浅，转向灵，
非常适宜在多礁多湾时深时浅
的瓯江及支流中航行。

悠悠瓯江水，延绵八百里。
民国到改革开放时期，瓯江上的
舴艋船儿一度达到鼎盛。当时
瓯江上大约有 5000多只舴艋船
儿，从事与舴艋船儿相关行业人
员达到 3万余人，当时在龙泉航

运社注册船只有 1000 多只，青
田大约也有 1000多只。当时有
名的船帮有：龙泉帮、青田温溪
帮、云和石浦帮。

在没有汽车与火车运输的
年代里，瓯江与其支流上的舴
艋船儿承担了处州及温州两地
货物运输及人员运输的重任。
处州山区土特产丰富，通过瓯
江航运运往温州城或在温州集
中转海运的货物，以树木、青
瓷、竹子、柴炭、粮食、茶叶、药
材、香菇、水果等为大宗。与此
同时，从外地转运到温州及温
州地区本土特产，如糖盐、洋
油、布匹、猪油、纸张、香烟、海
鲜等运往处州、龙泉、松阳等
地。舴艋船儿从龙泉到温州，
称之为“下港”，反之则称为“上
港”。舴艋船儿一上一下，不但
繁荣了处州与温州两地经济，
且促成了处州的山文化与温州
的海文化的交流。

早在宋朝，瓯江上游的龙
泉小梅镇大窑村龙泉溪两岸十
里，都是窑厂，烧制出数不胜数
的瓷器。青瓷就是通过舴艋船
儿，走水路东下，运往温州，再
从温州运往国外。因此瓯江又
有了“陶瓷之路”的美誉。舴艋
船儿可谓“陶瓷之路”的缔造者
和开拓者。

瓯江下游的青田山口镇，
作为青田石雕的发源地和“四
大国石”之一的原产地，至今已
有 1700多年的历史。古代的青
田石雕就是通过瓯江上的舴艋
船儿从山口运往温州中转，再
由温州漂洋过海，让石雕走向
世界。

舴艋船儿在瓯江运输史上
无疑是浓重一笔，改革开放后，

随着国家大力发展公路运输，
传统的瓯江舴艋船儿运输货物
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舴艋船儿
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

进入新时代，在莲都大港
头、云和云和湖等风景区，原本
已消失多年的舴艋船儿成了摄
影家镜头里、画家笔下的好题
材，昔日的船老大撑着舴艋船
儿，穿上旧装，摆好架势，引得
世界各地摄影爱好者与绘画爱
好者及旅游群体纷纷慕名而
来。在瓯江流域一些风景区
内，有些舴艋船儿成了游客观
光、游玩的出行方式，让游客重
温这种古老的水上交通工具。
再加上政府部门开始整理舴艋
船文化及船帮史料，选取较有
代表性的码头、埠头进行修整，
并开辟船帮文化展览馆，扩大
船帮文化影响力，让没落的舴
艋船儿脱胎换骨重新焕发生
机。更让人兴奋的是：2015 年
舴艋船儿的造船工艺已成为浙
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青田 江南 65岁）

征稿
《话说瓯江》栏目特向各地

文史爱好者征稿。
稿件要求：准确生动叙述

丽水历史名人事迹、历史事件
经过、物产风物传承、人文风俗
习惯等，深入挖掘、提炼瓯江文
化内涵、特色、亮点，观点正确
新颖，史料准确无误，行文流
畅，可读性强。

来稿请寄：丽水市莲都区中
山街北 126 号丽水日报报业传
媒集团 607 室处州晚报收，邮
箱：627045246@qq.com。

瓯江精灵——舴艋船

瓯江山水风物吟

莲都南明山石梁

天生胜景一石梁，
赤肚弓腰护南明。
皆此丽水貌增色，
处州山水更远名。

龙泉宝剑

一剑砺兵锋，
四时皆显光。
敢征风雨路，
无畏险途创。

青田石雕

他山之石点成金，
智慧勤劳秀巧师。
切割挑磨瑰典宝，
世间奇物誉志碑。

遂昌九龙山

九龙威武意天伸，
万木繁茂世物珍。
不以稀奇傲其位，
唯持特色排座筠。

松阳千年老县始古市

千年老县如东昌，
百姓望企天道开。
理政农事忠孝业，
八方财运少忧灾。
（市区 包聪法 7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