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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人文永宁

每 期 一 句 黄 岩 话

参考书目：《黄岩方言汇编》

一

秦灭六国，南下平百越。闽北的闽越与瓯江流域的
瓯越凡称王称霸者，一律降为君长。汉灭秦时，闽越无
诸与瓯越驺摇率部属佐汉伐秦伐楚。汉高祖五年（前
202），因功立无诸为闽越王，都东冶，管理闽越国。无诸
受封后立即兴建王城，地址在今福建武夷山市兴田镇
城村，闽越国古汉城遗址迄今尚存。

汉惠帝孝惠三年（前 192），朝廷再次论功时，驺摇
佐汉伐秦伐楚功大，被立为东海王，也称东瓯王，都东
瓯，有国有王有都城，这是东瓯立国之始。

驺摇本是越王勾践第七世孙，越国被楚国所灭，国
民分散南逃浙南与闽北等地。驺摇的祖上，长期活动在
瓯江流域，他历经降为君长，佐汉伐秦伐楚、封国东瓯
等历史事件，成为当时强势的领袖。他被朝廷册封东瓯
王后，没有像闽越国那样立即兴建都城，而是盯着相邻
的永宁江地域。

二

永宁江流域是一块极富庶的宝地，位于瓯江流域
北部，两下地脉相连。战国时，越王勾践争霸中原，楚灭
越，北方争斗不息，大家都无暇顾及东海边蛮荒之地，
行政管理便成为半空白状态。

周敬王八年（前512），江淮地域的徐国被吴王阖闾打
败，国民分散南逃，他们尊崇品行高尚的先祖徐偃王，
以他为荣，以国为姓，大家都打着徐偃王的旗号，逃龙
游、湖州、象山、舟山等地。王室一脉率臣僚与民众浮
海到大唐岭南麓一带，见这里三面环山，前边河道纵
横，土地肥沃，四周有险可守，便留居下来。他们按故
国的模式建王城，修祭坛，置军事机构，并把中原文化
与先进科技植根这里，与当地土著民众一起垦荒、纺
织、捕鱼、冶炼、制陶、造船等，大家和谐相处。南边以
峤岭及清江为界，与瓯江流域的瓯越人也互不相犯。
有史家称徐国流亡政府为“瓯余国”。

南宋《嘉定赤城志》记：“古城，在黄岩县南三十里
大唐岭东（南）。外城周十里，高仅存二尺，厚四尺。内城
周五里，有洗马池、九曲池、故宫基址，崇一十四级。上

有乔木可数十围。故老云即徐偃王城也。城东偏有偃王
庙。”《舆地纪胜》《浙江通志》《台州府志》及各时期的

《黄岩县志》均有上述的记载。明《万历黄岩县志》记，王
城“又南可五里，有叶、鲍两将军庙，或谓亦偃王之将
云。”该古城基址迄今尚存。

驺摇被册立东瓯王后，他是强势的英雄，以自己的
军事实力兼并了徐国流亡政府，占领了永宁江流域的
疆土，并将徐国君臣300多年苦心营建的王城改为自己
的都城。东瓯国的疆域原来是瓯江流域的温州与丽水
等地，从此，扩大到永宁江流域的台州。台州成了东瓯
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这是台州的第一个行
政建制。

驺摇封王当年冬，因病而故，归葬瓯江下游故土，
其子昭襄继位。

三

汉景帝三年（前 154）正月，汉朝廷根据晁错的建
议，实施“削藩”之策。吴王刘濞明白，过去楚汉争天下，
汉弱楚强，刘邦借用诸侯力量灭楚，大封同姓王与异姓
王，今已夺取政权，要加强中央集权，夺回诸侯王的权
力。刘濞觉得自己面前仅两条路，要不任人宰割，要不
给朝廷一点颜色看看。他选择了后者，以“诛晁错，清君
侧”为由，联合六国藩王起兵，迫使朝廷收回“削藩”的
成命。吴王刘濞要东瓯国相助，东瓯国出兵万人，驻扎
丹徒（今江苏镇江丹阳），作为后援。

七国叛乱的讯息传到都城，朝野震惊，好多大臣怨
晁错搅得天下不宁，纷纷上书杀晁错。景帝无奈，在长
安街头腰斩了晁错。但七国叛军仍没罢兵。于是朝廷命
太尉周亚夫为统帅，发兵讨伐。

双方决战近三个月，叛军大败，吴王刘濞逃到丹徒
东瓯国驻兵处，求东瓯王保护。汉朝廷暗下派使者对东
瓯王软硬兼施晓以厉害，在这大是大非面前，如与朝廷
为敌，必将国毁人亡、玉石俱焚。东瓯王面对这严峻的
局势，思之再三，于是设计杀了吴王刘濞，将首级驰送
朝廷，以功折罪，保全了国土和民众。

吴王子刘驹逃到闽越国，他恨死了东瓯王，经常挑
唆闽越王出击东瓯国。多年后闽越发兵攻打东瓯，东瓯

王向朝廷求救。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闽越王再次发大军攻东

瓯，年迈的平都王贞鸣战死，子驺望继位。东瓯国自驺
摇以后的诸王均很弱，军事实力无法与闽越相抗，新君
驺望又向朝廷求救。汉武帝雄才大略，派中大夫严助率
会稽（苏州）兵，浮海往救东瓯。

闽越王见朝廷出兵，自知无法抗衡，便退了兵。
朝廷撤兵后，闽越国又经常派兵侵犯东瓯，持续数

年。东瓯王驺望经不起闽越反复攻击，于是向朝廷请求
将举国民众内迁。经汉武帝允准，东瓯国四万多人迁徙
江淮地域（今安徽庐江一带）。

东瓯国亡，自孝惠三年（前 192）立国，至建元年间
内徙，共计57年。

其实，东瓯国的官员、贵族与士兵虽内迁，民众因
故土难舍，留居下来还是很多。

四

汉建元六年（前 135），闽越王郢见南越王赵佗新
故，其孙继位不久，国内很是混乱，他认为是个机会，便
发兵攻南越国。

朝廷立有条约，各郡国要和平相处，不允许恃强凌
弱。南越国新王向朝廷告急求救。据《史记·东越列传》
记，汉武帝派大将王恢兵出豫章（南昌），大农韩安国兵
出会稽（苏州），共伐闽越。郢的弟弟余善与贵族们商
议，朝廷大军压境，闽越会国毁家亡，只有以郢的人头
换取千万生灵和保全国土。

闽越王郢被余善所杀，解除了南越国之危。汉武帝
立无诸之孙繇君为越繇王，治理闽越国。并在原来东瓯
国故地册立东越国，封余善为东越王。行政管理中心仍
置东瓯国的都城。

汉元鼎五年（前112），南越国之相吕嘉等人反对南
越王赵兴的汉化政策，发动兵变。汉武帝派五路大军出
击，伏波将军兵出桂阳，与各路兵马于番禺（今广州市）
会合，共同平乱。

五

元鼎六年（前 111）秋，汉王朝攻占番禺，灭了南越

国。闽越王面对南越的境况，几分害怕，降了朝廷。
军师告诉余善，过去朝廷国力弱，士兵又无法长期

驻守，鞭长莫及，只好以册立取代武力，封闽越、南越、
东越，互相制约，分而治之。今已灭了南越，降了闽越，
接下会对东越行动了。

余善觉得这分析很有道理，自己祸福难倚，要么降
了朝廷，要么反了朝廷，凭借多险阻，距中原偏远，自图
逍遥。他经再三思考，选择了后者。

汉元封元年（前 110）秋，东越王余善杀朝廷大使，
刻了玉玺，自立为帝。

汉朝廷下谕劝降，余善置之不理。
汉武帝大怒，命横海将军韩说兵出句章，中尉王温

舒兵出梅岭，楼船将军杨仆兵出武林，各路大军共同围
攻东越国。

同年冬，一支汉兵从永宁江而进，屯兵黄岩壕头
（今台州市黄岩区南城街道方山下樊川岗头），距东越
国都城仅20多里路。南宋《嘉定赤城志》记，“壕头在黄
岩县南五里。世传汉兵七十二阵，没（设）于此。”双方于
此相持，声势十分浩大。

面对朝廷大军压境，东越国上下军民十分惶恐。余
善的臣僚与贵族们暗下商议，与朝廷大军抗衡，国家将
会焦土三尺，国毁人亡，只有杀了余善方可保国保家保
民众。于是大家设计杀了余善，降了朝廷。

汉武帝认为，东越反复无常，为使东南地区长治久
安，下诏废去东越国，并将东越举国民众也迁徙江淮地
域。

东越国亡，自朝廷册封起，共生存25年。
东瓯国与东越国活动约 82 年。汉昭帝始元二年

（前 85），朝廷在永宁江下游建回浦县，行政隶属会
稽郡（苏州），管理东南地域。东瓯国与东越国都是
西汉王朝郡国之一，这也是台州地域首位官方册立
的行政建制。建回浦县后，社会由分封制进入郡县
制。

东汉光武帝时，改回浦县为章安县。
挖掘东瓯文化，对提升台州与黄岩的知名度及历

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均非常重大，这不仅将台州行政建
制提前107年，更是文化建设的一项大事。

台州第一个行政建制

郑姓在宋版《百家姓》中排名第七位。这是一个
典型的多民族、多源流姓氏，主要有出自商王武丁
之子子奠之后的子姓，出自姜太公之后的姜姓，出
自周宣王之弟姬友的姬姓，以及源于地名为氏和少
数民族改姓等。

《中国人名大辞典》收入了郑姓历代名人 494
名，元代黄岩人郑守仁在列。郑守仁，号蒙泉，至正
年间白鹤观主持，工诗，有《蒙泉集》。

黄岩郑姓源流众多。有唐代自河南荥阳迁临海
再迁下浦郑郑氏；有唐代自荥阳迁闽复迁仙居再迁
县西五部郑氏；有宋代自福建莆田迁黄岩庆丰坊
（今县前街）复迁方山下壕头（今樊川岗头）郑氏等。

下浦郑氏

下浦郑位于高桥街道东部。原名下浦，唐朝至
德二年（757）河南荥阳郑虔在京贬到台州任司户参
军，遂家于台，至宋第十八世孙郑良弼由章安郡迁
下浦，名其村曰下浦郑。始祖郑虔（685~764），字若
齐，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化名人。诗、书、画俱佳，唐
玄宗曾亲题“郑虔三绝”并特设广文馆，任命郑虔为
广文馆博士。郑虔与唐代大诗人杜甫乃莫逆之交，
杜甫写过许多首咏叹、纪念郑虔的诗，其中就有“台
州地阔海冥冥，云水长和岛屿青”这一千古名句。唐
至德二年（757），唐肃宗以三等罪贬谪为台州司户
参军，郑虔从河南荥阳迁居台州府城。他到台州后

重视教育，以启蒙教化
为己任，注重礼仪，他
在台州首创官学，推动
了台州教育的发展，被
称为台州文化的启蒙
者。郑虔故后葬临海白
石岙金鸡山，临海建广
文祠纪念。

下浦郑地处河网
平原地带，聚落濒永丰
河散布。郑氏族人积极
兴修水利，造福乡民。
二十七世孙郑保身在
高桥头创筑郑家埭，用
以蓄洪贮水。明正统间
邻村阻放埭水，三十四
世孙郑戌入都叩阍得
直，郑家埭明时改称郑
戌埭，附近十余村均受
益。同治年间与邻乡争
分埭水，四十五世孙郑
焘一言冰释，践行和合

文化。下浦郑氏开枝散叶，人丁兴旺，郑戌生有六
子，分为六房。五房迁兰溪；三房中有徙螺屿、沙埠
叶等；四房中有徙梁胡桥、洋屿、苏楼、羽山、浦口、
头陀桥、山下周、凉棚岭、院桥、十里铺、葭芷及玉环
等地；六房中有徙横山头、朱家埭、茅畲及玉环等
处。族谱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由郑戌创修，清
康熙二十四年、道光九年、同治十一年均有续修。光
绪三十四年郑愈续修。1948 年五修有章育作序，
2000年第六次重修共5册。

行第名行 49至 68世：学茂功就、喜多吉祥、秉
志纯全、尚其忠义、锡尔克昌。

见诸志书的郑氏显者有郑涛，字禄德，号润东，
咸丰间诸生，创办黄岩“同仁堂”。光绪初捐建南乡
宾兴。子郑愈，字拱心，诸生，民国元年县议员。孙郑
韫三，曾任山西省图书馆管理员，宁波时事公报馆
记者，民国二十八年任县赈济会委员，民众教育馆
馆长，著有《图书馆管理学》等。

郑滔（1889~1960）字用柏，号柏存。郑家自其太
祖父辈起，好蚕桑业，称“蚕桑世家”。郑滔宣统元年
就读于浙江省蚕桑学校，毕业回家后，于 1913年与
人在黄岩城关横街明因寺旧址创办县农会模范桑
园，为黄岩首次有成片新式桑园。他一生献身蚕桑
事业，于蚕桑良种发展有巨大贡献。民国五年创立
三童乡第十八保国民学校，曾任县农会会长。

郑世经、郑世城、郑世殷三人于康熙二十四年

参与续修《下浦郑氏家谱》。郑其昌、郑承行道光九
年续修《下浦郑氏家谱》。

今下浦郑除种植水稻柑橘以外，米面加工业非
常兴旺，下浦郑面干在周边地区小有名气。

壕头郑氏

壕头郑氏始祖郑嘉范，唐朝人。据民国《黄岩县
新志》载：“郑氏原居莆田，宋德祐间二十一世制幹
琰，字孟和，以王事至温州来黄省亲，道经桐山，为
寇所掠，越年复遭乱离，遂家于邑城庆丰坊。”始迁
祖二十一世郑琰，宋德祐元年（1275）访亲由福建莆
田迁居黄岩庆丰坊。至二十三世，郑星初为避乱，从
庆丰坊迁居方山下壕头，称壕头郑氏。壕头，过去是
一个古战场，这里曾发生过轰轰烈烈的壕头大战。
南宋《嘉定赤城志》卷三九：“壕头，在黄岩县南五
里，世传汉兵七十二阵没于此，掘地得箭镞之属。”
郑星初兄弟郑安初则迁居院桥郑家（今院桥前郑后
郑）。支分潘家岙、高洋、浦口杨、苏楼、横泾、寺前
郑、县前、西街、妙儿桥及温岭、玉环、象山等地。传
今四十三世。行第 38至 53世名行：权季登朝、宏思
广利、丹凤发祥、宜其兴起；字行：宗显道德、允兆亨
通、生麟献瑞、辅成有功。

（未完待续）

黄岩姓氏溯源之郑氏（上）

主办: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
协办:区历史学会

■夏 吟

郑氏宗祠

■张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