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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苍南 7风土

平阳厦材这个古地名，如今已鲜有人知，直到 2014
年，因为浙闽两地的文史爱好者及陈桷的后裔对于宋

礼部侍郎陈桷故里之辨，这个已沉寂近千年的古地名

才重新引起两省三地（福鼎、柘荣、苍南）的文史研究者

的关注。

陈桷（1091—1154），字季壬（又作季任），号无相，今苍

南县马站镇蒲城人。陈桷为苍南历史文化名人、第一位探

花，其一门五世显宦，几与南宋王朝相始终。陈桷后来官居

礼部侍郎，《宋史》对他的评价：“宽洪酝藉，以诚接物，而恬

于荣利”，宋高宗则称之为 ：“佳士”。对于陈桷籍贯的记

载，据《宋史》载：“陈桷，字季壬，温州平阳人。”明代郑思恭

在《东昆仰止录》载：“陈侍郎（桷），平阳蒲门厦材人”。民国

版《平阳县志》载：“陈桷，字季任，宋史传作壬，今考从旧志，

蒲门人。”等等，从宋代开始，历代的《温州府志》及《平阳县

志》都有记载，皆史迹翔实，班班可考。

平阳古属东瓯国，到晋时始建县，至今已有一千多年

的历史，初名始阳，继改横阳。五代十国时期为吴越国辖

地，吴越王钱镠因平定横阳之乱，遂改名为平阳，至今已

沿袭千年。1981 年，昆山以南、平阳县的矾山镇和宜山、

钱库、金乡、灵溪、桥墩、矾山、马站 7 个区从平阳析出，另

建立苍南县，从此，平阳一分为二。而苍南这七个区中的

马站区，包括了现在的马站镇、霞关镇、沿浦镇、岱岭乡以

及赤溪等地是原蒲门辖地，旧称蒲门三都。

厦材属蒲门三都之五十五都。民国《平阳县志》载

有：“县南百五十里山南为厦材岭，厦材山又南至沙珵岭

皆与福鼎分界……蒲门城即旧厦材，有市，旧志称蒲门

镇。”唐代开始在此建立蒲门戍，宋代建蒲门寨，明代建蒲

门所城（后又改蒲壮所城，今亦称蒲城），清代，蒲门属平

阳十乡之一的招顺乡（当时辖有蒲门四都），光绪三十四

年（1908）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后，蒲门设乡，民国二十四

年（1935），平阳县设 6 区，蒲城属第六区（蒲门），为蒲城

乡，1981年苍南建县，蒲城公社属苍南马站区。

随着时代变迁，蒲门地区建制不断变化，古厦材版图

随之不断缩减，只在蒲城西南厦材山下仍保留一个村名：

厦材村，解放后因本地方言谐音简化为“下在”，现属苍南

县沿浦镇。

蒲城因其地理位置险要，自古以来就作为兵家必争之

地、军事防御基地，其城内街巷主要围绕“田”字形而设

计，整齐排列，巷巷相通，便于开展巷战和民众疏散之

用。这些在这外地人看来错综复杂的巷弄，最有故事的

数发肠巷（或称挖肠巷）。

发肠巷位于蒲城东南，总长不到一百米，与张道台巷

与绍兴巷平行，西起于五显巷，向东北拐入小弄到张道台

巷。在蒲城，发肠巷因其不堪回首往事，附近两边的建筑

都不往巷子里开门，因此，很长一段时间，这里只是一条

僻静的庭院人家后墙所在巷弄，人迹罕至，极为清冷。到

了清代，北侧是规模宏大的蒲城大户陈树望宅院墙，西南

则是五显庙后墙，东南为清代蒲城书画家金德宽宅后

院。数百年来，这条巷弄就躲在豪宅人家后墙下凄冷地

数落光阴，独自追忆往昔的苦痛年华。

追溯发肠巷历史，民间流传当年负责建城官员曾在

此召开动员大会，原计划三年建成，当时有位负责工程的

官吏，为贪功邀赏，突击施工，把原定的3年时间改为3个

月，不顾民工死活，承诺三个月内建成。为防止民工对工

程产生怠慢忿恨情绪，官府强制在城内东南角一片竹林

处设置刑场，操用明初酷刑来威胁民工。酷刑之“发肠”，

谓有“称竿缚之竿梢，彼末悬石称之”，有“抽肠”亦挂架

上，“以钩入谷道，钩肠出，却被彼端石，尸起肠出”。也就

是说，在竹林处设一种刑罚，因地制宜将竹子弯下来在末

端挂上挂钩，将挂钩钩住犯人的肝门，然后放开竹子，竹

起肠出，犯人被慢慢折磨至死，其酷烈惨状极其骇人，附

近一带民工无不闻之色变。周边居民对于此刑场所在

地，无不绕道而行，避之唯恐不及。

蒲门所城（后称蒲壮所城）竣工后，民间称通往竹林

的这条路称为“发肠巷（或挖肠巷）”，其清冷凄凉的状况

一直延续到了民国年间，人们为避其血腥而改为“发祥

巷”，但蒲城民间数百年来依然习惯沿袭旧称，相传至今。

蒲城的陈桷为苍南历史文化名人、第一位探花，其一

门五世显宦，几与南宋王朝相始终。陈桷得中探花后，对

于其家族在蒲城东城门外玉带河边的一大片田地，当地

人名之为“探花田”。沧海桑田数百年，早已不见当年的

探花郎，而这一片探花田，眼看他起城墙，眼看他换旌旗，

几度风云突变，到了清代中后期，探花田周边一带又立起

了三座石牌坊。而这三座石牌坊均来自蒲城城内的金

姓。三座贞洁牌坊同出一门，这在温州的历史上也极为

罕见。

金氏节孝牌坊立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正月，位于

蒲城东城门南侧护城河旁，旧时为古校场头，保存完整，

雕饰精美，轮廓清晰，为蒲城目前唯一保存完好的清代石

牌坊。其他两座分别是：张氏节孝牌坊为金肇敏妻张氏

（1810-1892）所立，张氏为蒲门南坪人张琴次女，张启煊

之妹。于同治已巳年（1869）奉旨题旌，建坊于蒲城东门

探田头河边（亦称东门玉带河边），后于文革期间被毁。

还有，华氏节孝牌坊为蒲门金敦厚妻华氏所立，道光

甲申年（1824）奉旨建坊于蒲城东门外东林寺城墙下，后

毁于文革期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期修建马沙公路时又

被拆除基座。

其实，蒲城金姓除此三牌坊之外，民国《平阳县志》及

《金氏族谱》均有记载：金敦厚之孙金传镐妻叶氏奉旨旌

表建坊。然而，在蒲城民间却无此坊存在的遗迹和传说，

史料里也没有详细记载牌坊所在的具体地点位置，具体

原因不详。

在蒲城东门街中部北侧，有一条狭窄的小巷，起于东

门街向北通向五福巷和后英庙，长不过百米，这就是夏衙

基巷。附近居民则称巷弄周边为“衙门”，在蒲城本地话

里“衙门”与“黄门”同音，因此被混淆了视听，以致很长时

间里本地的居民都不知这地名所代表的意义。

在夏衙基巷东侧曾有一块很大的空地长期闲置，后

被辟为居民晒谷场，周边一带的孩子们就经常被大人们

带着到“衙门”里去晒谷。“衙门”其实为蒲壮所城千户办

公所——千户所公署，为首任千户夏文所建，所以又称“夏

衙门”。夏文原籍安徽合肥，因战功授千户，世袭功勋，后为

蒲门所总驻守，首任千户。他的办公场所就设在东门一

带，后历经时代变迁，夏氏所设立的“衙门”废弃，人们在

“衙门”遗址附近设夏衙基巷以记之，至今保留此巷名。

夏家子孙在此处繁衍生息 200 多年，到了清初，蒲门

夏姓作为明朝将士之后，“ 迨顺治国初，海氛未平，徙民

内迁，族民星散，避居乡野。后又遭遇迁界劫难，灾荒马

乱，背井离乡，分崩离析。”蒲门迁界之后，夏氏后裔分散

到现马站大姑、魁里一带屯垦开荒，散落在外。

另外，就在这“夏衙门”旧基上，曾经还走出过一位闻

名浙南的名伶—蒲门生（叶良金）。明嘉靖年间，叶适后

裔叶翠林来蒲城开当铺，为蒲城叶姓始祖，后在此地开枝

散叶，繁衍生息。至清代，蒲城叶正春开始着手在夏衙基

原址上兴建三大宅院。叶正春，人称叶老老，据说富甲一

方，拥有良田千亩，但其起居节俭，为人谦和，并能周济贫

困，其人其事两百年来在蒲门民间广为流传。

叶良金为叶正春长子叶守卑曾孙，历经五世叶家已

由盛转衰，到叶良金这一代已家道中落，祖业凋零。叶良

金幼年只读过几年私塾，因其天资聪慧，长相英俊，嗓音

清亮而又粗通文墨，后学戏唱曲成为一位出色的生角。

民国温州人黄一萍在《温州之戏剧》中称：叶良金“演剧出

神入化，迄今犹为人传赞不替。”坊间公认其为“温雅风

流，有文人学士之风致，实伶界之泰斗”。

关于蒲壮所城的布局结构，当地民谣有：“一亭二阁

三牌坊，三门四巷七庵堂，东西南北十字街，廿四古井八

戏台”，在这里，除了发肠巷，还有几条最早建成并具有代

表性或特定历史意义的巷弄，如社仓巷，位于城内西南

角，明代蒲门所城后备设施区域，为防灾荒而设置的具有

社会保障性质的粮仓所在地。民国《平阳县志》记载：“嘉

靖八年令各抚按设社仓，令民二三十家为一社。”“蒲壮义

仓在五十四都蒲门所城内旧公馆旁，厅一间，东西廒各一

间，四围墙垣，本都省祭徐日盈立石记之，久废”。铁械局

巷，位于城内西南角，与社仓巷平行，为蒲壮所城军需库

所在地。马房巷，位于城内西南角，曾设有蒲壮所城养马

之处，故名。另外还有张道台巷、校场头、陈桷巷、天灯

巷、跑马道等众多密集逼仄的巷弄，都散落着鳞次栉比的

古民居和大大小小的院落，就在那些迷离的社区巷闾之

间，却曾经隐藏着昔日的风云人物、文化俊贤以及闺阁才

女，他们早已被岁月掩去自身风华，或隐于柳暗花明之

间，或深居书斋默默地耕耘在不求闻达的字里行间，被如

今的人们相忘于江湖。

蒲城民谣里的八庵堂，则指的是东庵、南庵、西庵、光

福堂、香山庵、尼姑洞、景福寺等，有些甚至始建于唐宋年

间，到了明代更是进入繁盛时期，反映了作为明代卫所、

重要的军事基地兵士人口构成的繁杂以及移民文化中信

仰神祇不拘一格、丰富生动的民俗文化，都值得我们深入

探究。

发肠巷发肠巷 探花田探花田 夏衙基夏衙基

蒲壮所城被湮没的古地名蒲壮所城被湮没的古地名

陈汉莉

最近，一条新闻引起了温州文史爱好者的关注：温州
的乐清、永嘉、瑞安及平阳被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专家
委员会评审认定为“千年古县”，朋友圈里，平阳的朋友们
更是欢欣鼓舞。

岁月的车轮滚滚前行，千年时光转瞬即逝。在古地
名里，回首蒲壮所城（今亦称蒲城）那些曾烙有乡土文化
的特色印记，曾经的丰富多彩，以及那些闪光和生动，随
着时光的流逝、时代的变迁都已被岁月的风雨剥蚀，随之
黯淡和流失……

陈桷故里——平阳厦材

发肠巷由来

探花田头的古牌坊

晒谷场上的“衙门”

发肠巷发肠巷

旧时蒲门一带旧时蒲门一带（（华荣摄华荣摄））

现存的蒲城金氏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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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文

今年，各地都送出 2019 年第

一波针对小微企业的减税降费

大礼包，真可谓是一场新年“及

时雨”。

量大面广的小微企业，在市

场经济中创造的价值绝不“微

小”。由于获得金融资源的手段

较有限，小微企业的资金链比较

紧张，可能“一分钱憋死英雄

汉”。减税提振经济，从小微企

业始。

省钱的同时，服务更要省

心。政策第一时间发布后，能确

保多少小微企业及时知晓？近日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在没有网络

的年代，每个企业都有一个对应

的税务专管员，通过专管员的辅

导，企业自主申报。现在专管员

的角色被网络取代，很多信息都

在网络上公开，默认由企业自主

在网上申报。

事实上，由于小微企业缺乏

专业税务人才，加之有些政策

公告比较专业，一来二去“嫌麻

烦 ”而 导 致 享 受 不 到 政 策 红

利。省委开展“三服务”活动，

有一条原则就是不为办不好找

理由、多为办得好想办法。有

关部门能不能把小微企业的税

务专管员角色补到位？打通政

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把党委、

政府的关爱关心，第一时间送进

千万户小微企业。

期待减税礼包
省钱又省心

本报讯（通讯员 项延苍）

“来,大家跟着节奏,动作要表现

出层次感……”3月5日,宜山镇

妇联在香港皇族优雅女子学堂

老师的指挥下, 29 名执委认真

排练着舞蹈《宜山·霓裳红》。

“这是为‘三八’妇女节准备的

节目，我们都排练半个多月了。”镇

妇联主席黄微微说，每年三八妇女

节，宜山镇都举办丰富多彩的活

动，届时,镇上的女同胞都会穿着盛

装，参加舞蹈、唱歌等各种文艺活

动，男同胞们则要包揽所有家务。

据了解，宜山镇群众有自

发组织成立的文艺队、体育协

会 50 余支, 各类艺术团、体育协

会的成立给镇里带来了大变

化。“女人们聚在一起唱歌跳舞，

精气神都不一样了,男人们不再

像以前整天就是打麻将、喝酒，

夫妻吵架拌嘴的也少了。”当地

排舞协会秘书长李小眉说。

如今，在宜山镇，越来越多

的群众正参与到各种文化体育

活动中来，行走在宜山镇村的

大街小道，看到的是一派繁忙

的景象：市民广场，挤满了广场

舞大妈；仲艺书画院里，学习书

法的人越来越多；图书馆里，坐

满了遨游书海的读者；兴南球

馆，助威声、加油声此起彼伏；

村民文化活动中心内，各种文

化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近年来，宜山镇充分发挥古

镇文化底蕴丰厚的优势，不断完

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开展高品

位的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着力

打造文化宜山品牌，让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丰富的精神文化大

餐。多彩的文化活动不仅使当地

群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创造文化

的主人公，更使得越来越多的普

通人参与到公共文化生活之中，

学会品味生活、品味文化，共享温

暖的文体之光，更有力推动了当

地农村文化活动的蓬勃开展。

从文化惠民走向文化悦民

50余支业余文体团队活跃宜山

本报讯（记者 林超群）良好

的营商环境和法治环境是吸引

有效投资的“润滑剂”，也是促进

非 公 经 济 健 康 发 展 的“ 助 推

器”。日前，记者从县人民检察

院新闻发布会暨民营企业座谈

会上获悉，2018 年以来，县检察

院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为助力我县新时

代“两个健康”先行区创建工作

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2016 年 7 月以来，为牟取非

法利益，犯罪嫌疑人张某注册成

立两个贸易有限公司，联系需要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进项

抵扣的客户，以其注册成立的两

家公司大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县检察院在接到案卷后，主

动走访企业，听取企业意见，充

分考虑企业在上下游经营活动

中的地位，结合涉案民营企业的

犯罪情节、认罪态度、退赃情况

等，对其中犯罪情节较轻的 8 名

企业家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的

决定。

“太感谢检察院当时做的这

个决定，它对促进民营企业恢复

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维护企业员

工就业和正常生活起着重大作

用。”县工商联副主席、南塑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增标对县检

察院充分听取各企业家意见，发

挥检察职能作用，帮助民营企业

解决发展中的困难，为民营经济

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所做出的决

定表示感谢，并代表塑料行业协

会送来锦旗。

县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

长李杰告诉记者，上述案件是我

县典型的涉企案件，他们在严打

涉企犯罪同时，还注重柔性司

法，不搞简单的一诉了之，充分

运用风险评估、教育引导等手

段，推动问题解决，防止“案子办

了 ，企 业 垮 了 ”的 情 况 发 生 。

2018年以来，县检察院通过实施

营商环境专项检察“十项机制”，

严惩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犯罪，批捕 103 件 182 人，起诉

148 件 395 人，开展招投标环节

专项监督，监督立案3人；依法起

诉涉企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案

件 13 件 64 人，并成功办理宜山

镇宜一村“霸王搬运”案、灵溪镇

参茸市场“霸王搬运”案、龙港镇

章良村故意毁坏天然气企业财

物案等危害企业生产经营的案

件，有效改善了当地营商环境。

此外，县检察院积极正视民

营企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和自

身短板等问题，严格贯彻落实

“轻拿轻放”政策，依法审慎处理

民营企业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努力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

序，维护非公经济健康平稳发

展；主动牵头整合各方资源和力

量，深入把脉企业发展需求，努

力构建“清”上加“亲”的检商关

系；并出台了《服务保障非公有

制经济健康发展合作机制》《县

检察院关于保障和促进非公有

制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规定》等

文件，从打击涉企刑事犯罪、强

化诉讼监督职能、建立多渠道联

系机制等方面，全面保障和促进

非公经济健康发展。

当前，民营企业发展既面临

新环境新机遇，又面临新情况新

问题，这对检察机关精准服务提

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今年，县检

察院将认真落实最高检加强产

权司法保护的“22条意见”，把依

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放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让企业家们能够放

心谋发展；将大力推进“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以暴力、

胁迫等方式向民营企业及企业

家收取“保护费”、强买强卖等恶

势力犯罪；将突出打击侵犯民营

企业商标权、专利权、商业秘密

等知识产权犯罪，突出打击走私

贩私、制假售假、非法经营、商业

贿赂等犯罪，维护公平有序市场

秩序；将依法受理、及时办理民

营企业的控告申诉，努力减轻民

营企业讼累，为企业发展营造安

全环境。

县检察院构建“清”上加“亲”检商关系

为“两个健康”撑起司法“保护伞”

““两个健康两个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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