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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走在城市，牵挂
着乡村。老家，等你回
来。浙江日报美丽乡
村周刊官方微信平台

“老家”，扫一扫，更多
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老家学堂老家学堂

老家人物
本报见习记者 金春华
县委报道组 孙志华 孙丽雅

一本书，一场戏，一块碑，一
口井，宋代四大女词人之一张玉
娘留给世人的还有一个胜似“梁
祝”的故事。

公元1271年正月月末，28岁
的张玉娘在病榻上追随她的未婚
夫沈佺而去。此时，沈佺去世已
五年。

张、沈两家，原都是丽水松阳
大户。玉娘曾祖是淳熙八年的进
士，祖父做过登士郎，父亲任过提
举官。沈佺更是宋徽宗时状元沈
晦的七世孙。两家有中表之亲。
两人同年同月同日出生，沈佺只
比玉娘大了几个时辰。两表兄妹
算得上是青梅竹马，十五岁时在
两家大人张罗下定下婚约。

玉娘自幼聪慧，从小父母就

教她读《孝经》、《女训》等。她富
有文才，擅长诗词。时人“以班大
家（班昭）比之”。

不料，沈佺父母双亡，沈佺本
人因忧消沉、无意功名，沈家家道
中落。张父遂有悔婚之意，欲以

“三代不嫁白衣婿”为由拆散二
人。玉娘竭力反对，张父无奈致
信沈家：“欲为佳婿，必待乘龙。”
玉娘则私底下通过丫鬟霜娥、紫
娥以私房钱资助沈佺。沈佺借居
松阳延庆寺苦读后入京应举。

两人分别后，玉娘相思满腹，
作《山之高》三章：

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
皎皎！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
见兮，我心悄悄。

采苦采苦，于山之南。忡忡
忧心，其何以堪。

汝心金石坚，我操冰雪洁。
拟结百岁盟，忽成一朝别。朝云
暮雨心来去，千里相思共明月。

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22
岁的沈佺高中榜眼，但由于劳累
过度，路染风寒，病倒在回松阳的
途中。玉娘得知此事，寄书沈佺：

“妾不偶于君，愿死以同穴也!”沈
佺勉强回赠一首：隔水度仙妃，清
绝雪争飞。娇花羞素质，秋月见
寒辉。高情春不染，心镜尘难
依。何当饮云液，共跨双鸾归。

怎奈天不由人，就在该年年底，沈
佺病故。

沈佺去世后，玉娘拒绝再婚，
为沈佺守节。景炎元年（1277年）
元宵，沉浸于相思和哀伤的张玉娘
对镜枯坐，恍惚看到沈佺。半月
后，终于随未婚夫而去，终年28岁。

玉娘的死，感动了两家长
辈。双方将两人合葬于县城西郊
的枫林地。过了一个多月，侍女
霜娥也悲痛离世，紫娥不愿独活，

“自颈而殒”。张家蓄养的鹦鹉也
“悲鸣而降”。张家便将二娥葬于
玉娘墓左，鹦鹉葬于墓右。此冢
因而得名“鹦鹉冢”。冢边掘有一
井，名“兰雪”。得名自张玉娘的
遗著《兰雪集》收诗 117首、词 16
阙，由玉娘族孙张献集录，存放在
沈氏宗祠内。

其后的故事一直要到元中
叶，《兰雪集》部分篇章传入京
师。“元四家”之一的诗人虞集对
其大为赞叹，甚至认为《山之高》
三章“有三百篇之风，虽《卷耳》

《草虫》不能过也！”但沈、张二人
的故事一直未被世人所知晓。直
到三百年后的明嘉靖十二年（公
元 1533 年），松阳学者王诏写下

《张玉娘传》，附在《兰雪集》后，

“松阳梁祝”的事迹才略被世人知
晓。待到清初，会稽人孟称舜教
谕松阳，为沈、张二人的故事所感
动，作传奇剧本《张玉娘闺房三清
鹦鹉墓贞文记》35 出，为“鹦鹉
冢”募捐修墓建祠，刊行《兰雪
集》，两人的故事终于广为流传。

“川上女，行踽踽。”2009年，
一班曲艺爱好者在松阳西屏街道
妈祖庙排演松阳高腔《张玉娘》，
为号称“戏曲活化石”的松阳高腔
百年来首出的新编大戏。50 多
个唱段，9个场次，再现了这段凄
美的爱情故事。

对于张玉娘，一代词学大家唐
圭璋先生有如许评价：“她短促的
身世，比李易安、朱淑贞更为悲
惨。李易安是悼念伉俪，朱淑贞是
哀伤所遇，而她则是有情人不能成
眷属，含恨千古。她这种贞孝的大
节，不独超过寻常百姓，便是李易
安、朱淑真也还逊一筹呢！”

在松阳县繁华地段，有一块
新立的“鹦鹉冢遗址”的大理石
碑。夕阳透过楼宇打到碑上，落
到后面的草地上，一口枯井、一块
断墓碑，就是一阕未完成的词：

雪兰梦，鹦鹉冢，满城红叶谁
人懂。

一个深埋了800年的凄美故事——

“松阳梁祝”鹦鹉冢

本报记者 吴晓鹏
县委报道组 陈光曙 俞莉

“以前我们总以为大海是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但近些年渔业资源的
衰退已经警告我们，大海同样需要保
护。善待海洋，就是善待人类自己。”
当了20年船老大的林永法感悟地说。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林永法是船老大，他走户串巷，
和渔民们“谈心”，苦口婆心地说着
保护海洋的好处。渐渐的，其他船
老大被他的执着感动，决定跟着林
永法干，一切听他指挥。

早在2000年，林永法开始了他
的第一步行动。他决定找当地的一
家复印社，自掏腰包印制宣传图
册。首先他将收集的宣传册，摊开
研究了很久，又发动儿女帮他出谋
划策，终于，一张印着湛蓝大海，用
中英文两种语言书写着“保护海洋”
字样的宣传单出炉了。他找到几个
船老大，商量着走出象山，去更远的
滨海城市搞宣传。他们分兵两路，
林永法带着一个船老大到海南、珠
海去巡回宣传。

同年 8 月，回到象山的林永法
联合其他 20 名船老大发出了保护
海洋的倡议，自发成立了我国第一
个以保护海洋为宗旨的“中国渔民
蓝色海洋保护者志愿行动小组”。
这个小组成员的平均年龄55岁，都
只有小学、初中文化。

高举“护海”大旗，象山渔民发出
的“蓝色保护志愿者行动”倡议，更是
得到了联合国有关官员和加拿大、新
西兰等国总理的回信赞赏，加拿大、
日本等国的渔民知道了中国有这样
一个组织后，很多人慕名来到象山，
欣然加入“蓝保”志愿者行列。

2003年 9月，在第五届中国开
渔节上，中国渔民蓝色保护志愿者
行动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我国有
了第一个专事保护海洋的民间组
织。第九届开渔节期间，共青团中
央和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批准在象
山设立“中国青年志愿者蓝色护海
行动基地”，这是我国第一个青年志
愿者行动基地。2007年，林永法入
选中国年度感动海洋环保人物。
2008年被选为北京奥运会火炬手，
参加了奥运火炬在杭州湾跨海大桥
上的传递，2010年当选浙江省优秀
志愿者，2011 年荣获第五届“母亲
河”奖，一直致力于海洋环保事业。

没人知道载誉无数的林永法背
后经历了怎样的曲折。这个一辈子
捕鱼为生的汉子为了他的“蓝色”梦，
惹恼了一群从小跟他一起长大的渔
民们。在“蓝色保护志愿者”向国家
有关部门提出延长东海休渔期的建
议并最终被采纳后，各种压力、谩骂、
责怪接踵而来，“这么长时间不让我
们出海，我们吃什么”、“真是吃饱了
撑的，你还是不是渔民”⋯⋯面对不
解、责难，林永法迎着目光挺着胸膛
继续做着“蓝保”志愿者该做的事。

“总有一天他们会理解，当我们
的海洋恢复生机，当渔业资源恢复性
增长时，我做的一切就是值得的。”
2011年已经60岁的林永法被村民选
举为村委会主任，他依旧每天活跃在
宣传海洋环保的道路上，他的行动正
践行着他的诺言。这个船老大继续
追逐着他的“蓝色梦”。

目前，“蓝保”志愿者队伍已发展
到1万余人，护海理念被越来越多的
渔民所接受。如今，出海渔船的行头
中，有一摞崭新的塑料袋，为的是把
出海期间的垃圾带回岸上处理。

林永法：追逐那一抹蓝林永法：追逐那一抹蓝

玉娘殁后，侍女霜娥、紫娥及鹦鹉皆因悲伤相继而亡，合葬于一处，名曰
“鹦鹉冢”。 孙丽雅 摄

松 阳 江 滨
公园张玉娘雕
塑。 孙丽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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