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云高

相传，在清代新昌县山区
的一户农民家里，生了一个男
孩。这男孩面貌甚丑，阔嘴大
眼，牙齿外露，性格更是怪僻，喜
欢吃壁虎之类的东西。久而久
之，身上长满疮，满身一块块的
厚痂，头上也长出来一只角，独
角龙之名便由此而来。

独角龙九岁那年，父亲送
他到一家私塾去读书。他不但
不肯读书，而且调皮捣蛋，常
与同学们吵架打骂，私塾先生
多次批评教育，就是不改恶
习。无奈，私塾先生让他回
家。但他生性无改性，将父母
的教育当作耳边风。正如俗话
所说：“傲声拗子无药可治。”
父母亲看他秉性不改，商量后
作出决定，忍痛割爱，将他赶
出了家门，永远不许回家。

独角龙没法，只得流落街
头以乞讨度日。长到 18岁的时
候，高大魁梧，力大无比，又
在丐帮中学到一些拳术。他各
地游荡，寻衅滋事，人们恨之
入骨。

一天，独角龙途经西店桶
盘山时，对此地情有独钟，于
是占山为王，将原来的管山人
赶走，并强留其女金莲，作为
压寨夫人。他还不时下山抢
掠，为害四方，成为当地一大
祸害。

一天，金莲正想着怎样杀
死独角龙，就想出一个办法，
到他生日的时候，用酒灌醉独
角龙，让他讲出致命的弱点。

不觉到了独角龙生日这一
天，金莲从西店街上买来鱼
肉，为独角龙过生日。这天金
莲笑容满面，说话娇声滴滴，
逗独角龙喜爱，饮酒之间又百
般相劝。酒过几巡后，独角龙
开始有一点醉意了。

独角龙开始得意忘形，他
狂笑：“我满身有厚痂，就像是
盔甲，所以刀枪不入，但只有
一处咽喉地方不结痂。”说后，
仰起了头，叫金莲看看。金莲
看后，笑笑说，“这是老天爷对
你的关爱啊！如果咽喉处也结
痂，气管就要狭窄还能吃饭
吗？”独角龙也高兴地说：“你
讲得有道理，是老天爷对我的
关爱啊！”

一天，金莲与独角龙说：
“大王，现在天气热，你陪我去
山涧中洗澡好吗？”独角龙不知
是计，心想，光天化日之下洗
澡，能看到她的胴体，这是美
妙之事啊。随即答道：“好的，
我陪你去溪中洗澡。”来到溪边
时，金莲故意滑了一跤，正当
独角龙伸手去拉时，金莲迅速
拔出暗藏的短剑，对着独角龙
的咽喉刺去，这时的独角龙一
点也没有防备，就这样被金莲
刺死了。

金莲为民除害刺死了独角
龙，附近村落的百姓无不拍手
称赞，说她是一位巾帼英雄。

金莲智斩独角龙的故事在
民间流传后，有一位姓章的翰
林根据这个故事编成了剧本
《小金莲》，后来又改编成现在
的《金莲斩蛟》。戏中的耍牙绝
技非常有趣，表演者口含多枚
野猪獠牙，吞吐自如，把凶残
丑陋的独角龙表现得淋漓尽
致，能与川剧的变脸媲美。

2006 年 5 月 20 日，宁海平
调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西
店桶盘山是宁海平调经典剧目
《金莲斩蛟》的发生地，功不可
没。

金莲智斩独角龙

【有此一说】

娄逢松

娄娘娘之谜

要解上金已流传 800多年的娄
娘娘之谜，首先要知南宋理宗皇后
谢道清的身世。查史书，南宋嘉泰
朝谢深浦为相时，为了让孙女谢道
清有个前程，想把孙女领入宫。可
道清叔父谢榉佰说，此女貌不惊
人，肤黛黑又翳一目，入宫只可做
一灶下婢。从这段史实可知谢深浦
仅一个孙女（如果有两个孙女，大
可选没有翳目的进宫），同时史书
提到当年杨太后争皇后时，谢深浦
曾暗中帮忙。为了报答谢深浦，杨
太后决定立其孙女为皇后，对理宗
说谢女端庄有福，宜正中宫。理宗
不好违拗，只得册立谢女为皇后。

那么谢道清是否就是娄娘娘
呢？史书上记载谢道清在父母相继
亡故后家道败落，就住在宁海县九
顷塘村（上金前村名）舅父娄宣义
家中，外公娄象玄、表兄娄性德均
考取进士，在朝为官。当得知杨太
后有立谢道清为正中宫想法时，娄

宣义就回九顷塘村，准备送谢道清
进宫诸事。可谢道清知自己眼病虽
愈，但肤黛黑貌不美，更何况自己
又暗恋才貌双全的表兄娄性德（族
谱记载谢氏确嫁表兄娄性德），就
向舅父表明宁死不进宫，并提出让
同年同月同时辰生的表妹冒名进
宫。娄宣义看到外甥女决心如铁，
调包进宫是唯一的办法，只好将自
己貌若天仙，懂得宫庭礼仪，琴棋
书画样样精通的女儿冒名送进宫。
为了掩人耳目，就编了一个故事，
说谢女在进宫路上病好脱痂，面貌
转白。娄氏 16岁冒名进宫，19岁
（1228年）被封皇后（后娄性德同
真谢道清结婚，称理宗帝为妹夫，
并得到甲院之封三都奉禄的待遇）。

娄娘娘其墓

上金下董山有一座宁波地区规
格最高的皇家九台大墓，村民都说
是娄娘娘墓，相传也近 800年，正
史无明文记载墓主是谁，是宁海又
一大谜。今天我们根据史书来揭这
个谜吧！史书记载谢皇后 （娄娘
娘）在 1283年病逝时写有遗嘱一

份。内容是自己百年后，望皇上
（忽必烈） 让自己回故里绍兴安
息。忽必烈出于收买人心的目的，
就满足了死者的要求，将谢皇后
（娄娘娘）尸体运回葬于绍兴五云
门外上皋山宋皇陵。下葬两年后，
西藏恶僧杨琏真伽出任江南佛教总
督，两次盗掘宋皇陵的 6位皇帝，
同孟、韦、吴、谢 4皇后共 110多
座皇陵。皇族暴尸山野的消息传到
九顷塘村，娄氏家族万分悲愤。为
让亲人早日下土为安。娄性德家
族，半明半暗运胞妹到上金，按皇
家规格建九台大墓。虽无石人、石
马，但建材用的是皇家金砖，石墙
是最高工艺梅花屏景，墓前安放有
代表皇后的石凤凰，足以证明此墓
是娄娘娘之墓无疑。

女中豪杰

1228年，时年 19岁的谢道清
（娄娘娘）立为皇后。史书中对她
的贤良赞誉有加。

1264 年，62 岁的理宗驾崩，
25 岁的度宗登基，史称开庆元
年。忽必烈首次渡长江攻打鄂州

（今武昌），贾似道力主度宗迁都明
州 （今宁波），娄娘娘坚定表明：
只能积极抵抗，迁都会动摇民心，
造成亡国的后果。自己亲筹军粮，
在鄂州一战中大获全胜，并重新收
复了襄阳等多座失陷的城池。由于
度宗的昏庸，再加贾似道从中作
梗，失去了大好机会。

1274 年，度宗由于淫乐过
度，35岁命归黄泉。忽必烈抓住
时机，亲领大军 20万，直扑临安
（今杭州）。贾似道再次提出迁都，
娄娘娘再次不同意并再次组军抗
元。可惜国库已被贾败光，军饷非
常困难，娄娘娘第一个捐私房钱，
百官均随之，共筹金 10万两。贾
似道为表忠心，愿领兵抗元。但贾
畏敌如虎，驾船先逃，终致大败。
消息传到临安，娄娘娘泪流满面，
但还是振作精神整顿朝纲，将贾似
道革职流放，起用文天祥为右丞
相，同忽必烈周旋了两年。最后以
不杀百姓为前提，携南宋 6岁的第
七帝开城投降，南宋灭亡。

上金娄娘娘其人其事

【史海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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葱丛

金民青，字殿华、甸华、明
钦。生于清末民初，世居宁海城关
中街、妙相寺前桶巷金家。德配周
氏五妹（1889一 1973），出身城西
双水村周举人之族，育一子。金民
青时为桃源金氏族首，1935年由
他领衔主修的桃源金氏家谱惜于动
乱时毁去，近年在金慰祖老师倾力
而为之下，失落的金氏家史才得以
重续。

金民青笃实好学，为清时庠
生。伴随着西学东渐，全国掀起了
废科举、变革维新的浪潮，新兴学
堂拔地而起。据孔相宗老先生回
忆，金民青成为宁海小县城第一个
跨进杭州高等学堂 （浙江大学前
身）的青年，自此接受新式教育，
学识得以精进。

据《民国宁海县续志稿》记载
以及数位老人口述，金民青曾任清
末奉化知县。笔者手上恰有《奉化
知县知州史料选辑》一册，翻阅历
任知县、知事、县长，却未见金民
青入册，待考。

薛家栓老师在《辛亥革命宁海
籍军官薛炯》一文中提到，薛炯晚
年在杭州城南南班巷筑有“养浩
轩”，在杭的宁海同乡如叶颂清、
叶颂贤、章镜波、孔墉以及金民青
等经常在“养浩轩”聚会，或畅谈
国事，或结伴游湖，留下了诸多诗
篇。

1923 年 12 月至 1926 年 10 月，
金民青任宁海教育局长，彼时正是
新旧交替的多事之秋。1933年9月
到1934年7月则在新办不久的宁海
中学兼课。谱载其五弟金显枋，字
五臣，民国十八年十月到十九年九

月（1929.10-1930.9）继任宁海县
教育局长。

金民青善书法，系民国时宁海
文化名人。据干人俊在《宁海三
记》中说，金先生工书法，颇有东
坡笔意。1925年其任宁海教育会
会长时，局会同处一楼，两人朝夕
与共。

金民青居所与位于中街的义井
亭近在咫尺，方孝孺宁灭十族而不
负节，这个发生在明初的壮烈故
事，自小感染着他。

几 经 兴 衰 ， 民 国 七 年
（1918），知事黄宝璜集资重新修缮
义井，并立一碑，高 2米，宽 0.6
米，前由金民青书“义井”两擘窠
大字，后简述马小同义举及修复始
末。

身为当时城内书法名家的金民
青十分慎重，其妻周五妹在世时曾
对孙辈回忆道：“我磨墨，你爷爷
在楼上不知写了多少遍，字纸把地
板都排满了。你爷爷说，这字要过
千人眼的，马虎不得。”勤练之
下，最终选优为额。碑上“义井”
两字笔实墨沉，清旷雄强，得窥书
者完美的书法艺术追求。如今这义
井碑珍藏于城隍庙。

双水村周家老宅，有五女婿金
民青所书对联。现楹联已毁，唯有
匾额“清泉洗心”高居其上。周举
人为国画大师潘天寿外公，曾有人
猜测此字为潘天寿所书。据周氏后
人周格平所言，周宅建成时，爱才
的外公原本属意最喜爱的外孙潘天
寿题写，奈何其时潘外出求学未
归。

细观“清泉洗心”四字清腴朗
润，笔意圆融。希冀双水村在旧村
改造时，能给这座精美门楼留一方

安置之地。
同是文人，潘天寿对金民青这

位小姨丈十分敬重，来往甚密。金
民青之孙金行亮，曾说起潘天寿指
画一事。

这幅画丝绢质，宽约 1米，长
2米，堪称巨幅指墨画，画中有题
字，双落款处注明赠小姨丈。画上
一苍鹰傲立，精神抖擞。

有睹者回忆，此画近看指墨累
累，疏疏密密，仅是隐约有点鹰的
轮廓。挂于中堂，远观之，则鹰姿
非凡，栩栩如生，直让人惊叹不
已。

当年金家把这幅画当作宝贝珍
藏着，逢节庆悬挂中堂，缑城人尽
知，宁海中学的柴时道老师多次至
金家观赏。

早年凡县内有画展，常向金家
出具条子借此画，展览完毕再行归
还。惜于 1966 年下半年“破四
旧”时被抄，初时锁在巩安大队
（后为北湖村）的民兵室里，后下
落不明。金家向县文物办及当年文
化馆老人寻访再三未果，令人惋
惜。

昔日金家与孔家（抗战英烈孔
墉）系故交，当年孔氏家谱正是由
金民青主修，惜已毁。

金民青比孔墉年长，孔墉自幼
敏悟，因家境困难，曾于街坊设摊
营生，其父委托已在省城就学的金
民青携同至杭深造。

孔墉曾为爱女孔菊芬建造慈仁
庵，俗称孔家庵，庵堂大门上悬挂
的庵名横匾，也出自金民青之手。
此横匾已随庵迁至跃龙山。

金民青之德行，迄今在宁海仍
有流传。

有一年临近过年，金民青在中

街见一村夫满脸愁容，蹲于店铺之
前，故相问原由。村夫悲愤相告，
自己家住西店桥棚村，因邻里之
争，前来县城打官司。寒冬腊月，
金民青让村夫先到家里喝口热茶，
见年关将近，好言劝慰，让他先行
回家。

男子之后打听到所遇之人为金
民青，出年后立请金民青务必帮忙
诉讼。金耐心听完原委，问他：

“你是想请我帮你打蠃这场官司，
还是想打输这场官司？”村夫听得
莫名，金淡淡一笑：“你若想打输
这场官司，我可以帮你。”见金言
词真挚，并非戏谑，只得悻悻而
归。

事过一段时间，忽一日，村夫
又特意来到金宅，相谢金民青之提
点。原来邻里之间因杂事纷争，他
一气之下想以诉讼解恨泄愤，如今
在亲友调解之下，已是冰释前嫌，
若昔日不听先生之劝，刻意打起官
司，或将鱼死网破。至日寇入侵宁
海县城，该村夫特意赶来，金家请
他一同避难。村夫却谢绝好意，请
金一家速速离城，他却代为留守金
宅。

据其孙辈回忆，民国三十三年
(1944），金民青 66岁，罹患痢疾，
虽经孔墉之弟、名医孔亦峰尽心医
治，终究病势日重。临终前特嘱家
人：“吾之病会传染，要在清晨天
黑行人稀少时，沿小路出殡。”之
后，家人遵其意，低调归葬于钱岙
门前山。

行将魂归，尚顾及他人，足见
先生之高风。

民国宁海书法家金民青

“文革”书刊一组

（王方 摄）

严世林

我岳父孔兴友养育了四个女
儿，两个儿子。三女儿是我老
婆，上山下乡在深甽孔家村。岳
父从上海电影制片厂退休后，也
跟着到孔家村，帮助女儿为村里
猪场养猪。老婆养了 300多头猪
成绩突出，成了全国知青劳模。
她的事迹上了书本后，光荣地成
为浙江农大畜牧兽医系的首批工
农兵大学生。

我们结婚时，还不知道岳父
是解放前参加地下党组织、享受
离休待遇的老革命，只知道他的
工资在上世纪 50年代每月就有
160元，比当年的县委书记李树
平还高出 47元，是我国电影界
级别最高的八级技工。当年他与
我县政协原主席黄正智是好朋
友。黄主席经常邀请岳父到他家
中作客。

我岳父长筒脸，1.8米高的
个子，英俊的脸孔，鼻梁上总架
着在巴拿马运河开远洋轮船时带
回的眼镜。他是正宗孔子 27代
嫡孙。岳父从小学做木匠，识字
也不多，但由于出过国，开过远
洋轮船，能与外国人对话讲上几
句英语。平常很少讲他参加地下
党的事，因为有严密的组织纪
律，都是单线联系，随时都有杀
头的危险。文革时，电影制片厂
的造反派把岳父抓去批斗，一定
逼他揭发解放前参加夏衍组织的
活动，我岳父宁死不招。说他是
反动学术权威，把他送到五七干
校劳改，也坚决不肯交待。后来
夏衍平反，主持文化部和全国文
联工作，指示要查找“上海电影
制片厂有个孔兴友，曾参加地下
党组织，应予落实政策。”岳父
才跟着平反、落实政策享受离休
干部待遇。

我与老婆结婚后，岳父一直
住在我家，他热爱家乡，更喜欢
喝宁海的“东门老酒”。有时喝
高了也跟我们说起跟着伍豪（周
恩来）、夏衍等，参加地下党组
织的发传单、贴标语、护送领导
同志乘船赴香港等革命活动。近
几年拍摄的电视剧《陈赓大将》
第 6集中，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人

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在龙华路以
拍电影为掩护，营救同志，因顾
顺章的枪支晚到 5分钟，导致营
救活动取消。事后因顾顺章被捕
叛变，地下党组织为了保护这批
参加营救活动的人员，就指示我
岳父到外国远洋轮船上做木工，
为同盟国运送武器弹药。我岳父
亲口告诉我，那年在巴拿马运河
的远洋轮船上，差点被法西斯的
炮弹炸死……

解放后，岳父回到上海电影
制片厂。1953 年主持了我国第
一部彩色电影 《梁山泊与祝英
台》的拍摄置景工作，而且在银
幕片头上打出“置景孔兴友”大
字。后来几部著名影片如《家》
《子夜》《花烛泪》《女理发师》
《今天我休息》《南征北战》《李
双双》《红日》等，都有“置景
孔兴友”字样。

1993 年，岳父因病在上海
医治无效逝世。当年上海电影制
片厂的领导和他的徒子徒孙数百
人，都赶到龙华殡仪馆送行。厂
领导对岳父的评价很高，说他是
从孔家村穷山沟里走出来的“大
国工匠”，是电影界德高望重的
拍摄置景艺术大师，从不摆技术
权威和老革命的架子。默默无闻
甘为他人搭桥铺路，在电影置景
工作中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苦
活重活争着干，对厂里的同志和
徒弟视作亲人，是个真正的共产
党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一
辈子不为名不为利。有一次为了
节省电影制片厂的开支，在置景
时从 10 多米高的布景上摔下
来，头上缝了 10多针，第二天
为了赶时间，头上扎着绷带，又
继续回到电影棚主持置景工作。
他为我国的革命事业和电影事业
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的逝世是
我国电影界的一大损失……当年
的悼词，把参加追悼会的每个
人，都说得热泪盈眶。

最近，我偶然看电视剧《陈
赓大将》，才想起当年岳父告诉
我的革命故事是真的。愿岳父安
息！

岳父孔兴友
老革命、老电影人

《红旗》，1966年

【红色档案】

【名人轶事】

《应四官》，1973年 《评<水浒>》，1975年 《论孔丘》，197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