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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专题之二 

福州方言俗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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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行业特殊用语。”当劢黼”就属于后 
一 类型。 

原来．六百年前，福州方圆十邑 

特别是沿海一带 成千上万的渔家儿 

女应聘到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服役。他 

们应征上了郑和下西洋的各艘船舶后． 

太多栖身于船舱里摇橹。一般情况下 

掌舵者都是极富行船走海经验的人， 

福州话叫 “老稀”：摇橹的人，在经验 

上往往略逊一筹．而且多是孔武有力 

的后生。所以 更胜任摇橹。 

文／池敬i 

古代行船走海，一靠风力，二 

靠人力。所 ，古人视帆船大小 ．往 

往按船舷两侧排列的檐数指标：二六 

橹 --j＼橹等等。所谓二六橹、--) 橹， 

就是船两恻各设置六支橹或八支橹。 
一 艘船上有十二支或十六支大橹 每 

橹需十至三十个壮汉方能摇得动。八 

十个、几百个摇橹手，更须齐心勉力 

而为。因而．福l州方言把摇橹手叫作 耐 

稀 当 ”劢烯”就是当摇橹手的另一 

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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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汉字会意结构法，“劢” 

字系万与力的组合，虽然读起来与“迈” 

同音，其实是大家勉力的意思。一橹 

不仅要几十个人齐心勉力而摇，而且， 

由于船舱低矮，摇橹手得弯屈着身子。 

在福州方言中 “劢”与 “埋”音近， 

有形容半蹲着身子的意思。 

试想，一个人弯曲着腰、半蹲着 

身子使劲，时间一长，无论体力还是 

耐力，都受不了。于是，白找苦吃的 

摇橹手们便相互揶揄道：“当劢蹄”。 

然后，还会添加上一句带有情绪色彩 

的重复：“实在当劢蹄 !” 

当然，“当劢蹄”这一句的本意早 

己死亡。然而，从摇橹手这一特殊行业 

假借过来的蕴含着 “受不了”真切感受 

的用语，至今还鲜活于福州人的口头。 

二脯脚 
福州话 中的 “蹄”字，就是指 

舵。“老蹄”，就是老舵手。郑和一号 

宝船上的舵非常大，所谓 “篷帆锚舵， 

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1957年在 

“六作塘”出土铁力木大舵杆 ，杆长 

11．07米，约五六人高，横截面 略 

呈四方形。杆的一端有长方形穿孔， 

可安装转舵用的木柄；下半部有榫 

槽 ，可安装舵叶。从榫槽长度判断， 

舵 叶高度超过 6米。这些大舵，不 

仅可随水之深浅升降，而且还备有 

多只船舵 ，一只正舵 ，必配若干副舵， 

以防不测。因此，掌舵者亦分 “老蹄” 

与 “二脯”。 

福州方言 中的所谓 “二蹄脚”， 

就是指在郑和宝船上充当后备力量的 

脚色。一般情况下，轮不到 “二蹄脚” 

扳舵掌握方向。所以 “二蹄脚”这类 

脚色，往往比“老蹄”空闲，责任也不大。 

时间一长，就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不良 

陋习。可是，一旦遇到大风大浪，需 

要 “二脯脚”出手帮忙 ，由于 “二蹄脚” 

脚色长期养成的习惯，行动大多缓慢。 

然而论功行赏时，“二蹄脚”却争先 

恐后。这时，评功官员便会诘难：你 

在船上是什么脚色? “老蹄”代答 ： 

他只是 “二蹄脚”!于是，在福州方 

言中 “二蹄”和 “二蹄脚”就成了偷 

懒的代名词。迄今为止，福州人对工 

作中偷懒者，往往指斥为 “二脯”或 

“二脯脚”。 

没块投泊 

虽说方言费解、难懂，然而却充 

满着人情味。像福州有一句口头语“没 

块投泊”，就是 “没一块港湾可供投泊” 

的缩语。追溯其根源，是郑和第四次 

下西洋时，为了开辟从古里到忽鲁谟 

斯航线，不得不横穿浩瀚的印度洋。 

而印度洋海面风云变幻莫测，虽说有 

经验的水手会在遭遇风浪前夕根据一 

些征兆作出准确判断，但由于远离海 

岸线，没有一块港湾可供投泊避风， 

因而损失惨重。后来，每当横穿印度 

洋时，水手们便记忆犹新地提醒郑SD： 

这一带海域没一块港湾可供投泊!这 

句记录了当年郑和开辟航线艰辛的话， 

己演变成了今天人们用于形容流浪儿 

无家可归的专用词。这一演变，就充 

满着人类的怜悯。 

洋当池，务里去 
福州有的方言俗语，在口头传承 

时有些生涩，然而却非常生动有 

比如，日常生活中，包工头招聘： 

时，往往会问应聘者某方面的手 

何?而应聘者总会谦逊地回答：“； 

池，务里去。” 

这句话，不要说外来客，即t 

今的福州人，也会觉得云山雾罩， 

名其妙。可是，一旦挑开云翳， 

体味出这句话的生动与它的趣味性 

福州人，跟着郑和下西洋， 

说，踏遍了惊涛骇浪。每次返航 

绝大多数的船舶都停泊在长乐太 

整修，而郑和还得乘船前往有六I 

头之称的太仓浏河，从那里上岸{ 

京向永乐皇帝汇报交差。也就是 

有一部分的福州籍水手民梢，还： 

休假回家。对福州人秉性了如指I 

郑和，为了避免遭遇推诿，故意J 

将法问这些福州人水手民梢：“你1 

驾船驶进太仓浏河吗?” 

“嗨!”福州籍水手民梢， 

样回答郑和的：“我们 ‘洋当池，。 

去，’一个太仓浏河能难倒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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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当池”，即曾经沧海的意思。 

试想，浩瀚无边的西洋，在六百年前 

的福州人眼里，也只不过如同一池春 

水。所以，他们非常自豪地回答郑和， 

把 “洋”当作了 “池”，古里那么远的 

地方都去了，何惧这么近的太仓浏河? 

古里即今天印度半岛西南部的卡 

利卡特，六百年前是国际贸易港。郑 

和下西洋头三次 目的地，均为古里。 

在福州方言中，“古”与 “务”音近， 

所以 “古里去”，几经演变，成了 “务 

里去”。翻译成现代汉语，即：过得去。 

可是，一翻译成现代汉语，方言俗语 

中的生动性便大打折扣了。 

犀猊碰着砂 
语言学的规律告诉我们：一些方 

言俗语未被日新月异的生活淘汰，还 

顽强地存活于人们的口头，正是因这 

些语词指示事象的正确性、直观性非 

常形象化，所以该语词才极具生命力。 

l；Ltll：犀猊碰着砂。这是福州方 

言语汇中非常生动的一句比喻。而且 

往往得在福州人吃饭的时候才有这句 

话。农家晒谷子，都是放在地上，容 

易混入砂子。在碾米加工时，其设备 

又很难将细砂挑剔出来。因而吃饭时， 

牙齿咬到砂子的事常有发生。这时候 ， 

人们往往会用 “犀猊碰着砂”这句俗 

语话嘲讽或自讪。 

其实，犀猊碰着的不是砂，而是狮。 

郑和下西洋共有二百多艘艨艟大 

舰 ，分成宝船系列、坐船系列、战船 

系列，以及粮船、水船和马船等等。 

马船，原先是专门用来运送马匹的， 

后来，也用于运输其它的货物。如郑 

和两度从非洲带回狮子 ，就放在马船 

上。第一次负责饲养狮子的两位民工 

十分恐惧。随船入华的非洲进贡官员 

告诉他们，狮子只怕犀牛与狻这两种 

动物。于是，这俩位老兄在给狮子喂 

食时，一个装扮成犀牛，一个装扮成 

狻猊。可是由于从非洲返航，水程非 

常遥远，供给无法保障，饥饿难当的 

狮子，把这两位饲养员当美味佳肴给 

吃掉了。于是，同船的福州人惊呼： 

犀猊碰着狮，下世没法投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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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福州人凡遇无可奈何之 

事 ，均形容 为：犀猊碰着狮。这句 

不时地挂在口头上的俗语话 ，经过 

六百年的传承沿袭，雄赳赳的一头” 

狮”竟然变形走样成了方言中同音 

的一粒 “砂”子。 

水底讲一身汗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福州还有 

一 句形容与外行难以沟通交流的话， 

也非常传神精彩。这句民间俗语叫作： 

水底讲一身汗。 

众所周知，郑和下西洋所统率的 

二百多艘艨艟大舰，全是木质帆船。 

郑和为了确保中国庞大的船队顺利地 

走向大海、经营大海，在首次下西洋 

间海水不断地灌进船舱，自然急得浑 

身冒汗。 

打那以后，就有了 “水底讲一身 

汗”的说法。 

七溜八溜，不如福州 

从 “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来看， 

任何一种语词、话语的形成与使用， 

都源于一定的环境、阶层，被赋予一 

定指向。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福州 

的一句俗话：七溜八溜，不如福州。 

原来，郑和下西洋时，到过一个 

叫溜山国的岛国，即现在的马尔氏夫。 

据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著 《西洋 

番国志》记载，它一共有三干多个小 

岛屿散布在印度洋上。“水皆缓散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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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海水上面，上轻下重，使海水成 

层分布。这上下层之间，自然形成了 
一

个屏障，叫作密度跃层。密度跃层 

是海的温度或盐度由很小到很大的一 

个飞跃变化的过渡水层，有的甚至厚 

达几米。这种稳定的密度跃层可以作 

为界面，把海水分成密度较小和较大 

两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某种外 

力作用在这种界面上，界面就会因振 

动而产生波动。这叫内波，也就是所 

谓的死水。由于这种波浪处于海面以 

下，人的肉眼完全看不见。因此，有 

经验的行船走海人给 内波起 了一个 

“看不见的波浪”的别称。在海上航 

行，一旦上层水的厚度等于船舶的吃 

水深度时，密度跃层就可能出现死水 

现象。船舶失去前进的动力，好像被 

粘在海水里了，因此在整个帆船时代 ， 

死水现象令行船走海人为之恐慌。 

后来，在溜山国人充当向导的情 

况下，郑和的船队才安然无恙地越过 

了弱水海域，造访了溜山国。郑和率 

领舟师向阿拉伯海进军时，原先初闯 

弱水海域的长乐与福州籍的水手因溺 

水生病，被留在了溜山岛国，要等郑 

和从非洲返航时，再来收编他们。 

黄参带领着福州籍与长乐籍的水 

手们养病溜山国，在当地居民的照料 

下都恢复了健康。闲得无聊的他们， 

便 四处溜达。这时候，他们才知道， 

溜山国虽有三干多个岛屿，但一共只 

有八个岛屿有人居住。这八个岛屿分 

别取名：少溜、人不知溜、起来溜、 

麻里奇溜、加半年溜、安都里溜、加 

加溜和官乌溜。这八个最后一个字都 

带 “溜”的岛屿，人口稀少，合起来， 

人口也仅有二干余人。以黄参为首的 

长乐人和福州人，没有多长时间，就 

把溜山国的八个带 “溜”字的岛屿反 

复走了许多遍。加上当地没有粮食稻 

米可餐，一年到头惟鱼食之，生活上 

极不习惯。直到郑和率领船队从非洲 

返航，才把他们带回祖国。以至于他 

们回到福州后，深有感触地说：七溜 

八溜，不如福州。 

由于这是游子的切身感受，至今 

这句俗语还时不时地挂在经常出差与 

归国探亲的福州人的口头上。当然， 

今天会讲这句方言俗语的游子 ，大 

多并不知道这 句话 的出处。但是， 

由于它字面的明晰性质，加上可追 

踪寻迹 的地名，经过翻译后，人们 

便可恍然大’悟。 

海 “趴” 
不过，还有一些福州方言俗语， 

因历史过于悠久，究其本体语言要素 

时，得绕许多弯、费许多曲折，才能 

追溯到它的源头。因而，初闻乍听起来， 

颇有些生涩。然而剥开它那坚硬的外 

壳，就能窥探到它极其丰富的内含。 

比如在马欢的 《瀛涯胜览》与费 

信的 《星槎胜览》中，都记载了郑和下 

西洋时，西洋一些国家使用一种货币， 

名叫海 “ 这个 “ ’字，在 《康 

熙字典》里都找不到。但它的资格却 

很老。据历史学家考证，当我们的先 

民用树叶遮体时便把它当作了货币。 

马欢跟随郑和下西洋看到它时，觉得 

十分新奇。后来，到了溜山国，才知 

道它的出处。因而，在其所著 《瀛涯 

胜览》中对海 “ ”作了如实记录 “彼 

人采积如山，罨烂其肉，转暹罗、榜 

葛刺等国，当钱使用。” 

《岛夷志略》一书的校译者曾记 

述了一个外国学者记录的材料：“溜山 

国海中产此种小贝无数，每日当海潮 

低时，男妇人海采取二次，涉水深及 

腰际⋯⋯每人每日所获，有时可多达 
一

万二干枚。”然后，将海贝 “埋人土 

中，使其肉腐消失，乃取出洗净，盛 

于椰子叶编之角包，输住国外⋯⋯” 

榜葛刺 (即现在的孟加拉)国， 

既通行银行币，也流行海 “烈”。当 

地的人民称海 “ ”为 “考黎”，是 

按枚数的。在暹罗国，海 “ ”与金 

属币同样流通。关于海 “贝』I”的币值， 

据《明鉴》一书记载 等于洪武初年 “钞 
一 贯，准钱一千，银一两。”这就是说， 

每一个海 “ ”等于明洪武初年间的 

银币二十两。 

由此可见，这些国家有多么落后。 

然而，郑和下西洋时并没有看不起这些 

依然把海 “贝JI”当作货币的落后小国， 

照样与他们进行交易。当年夭朝上国的 

官商往往这样问：你们自己讲该用多少 

海 “贝』I”来买我一个瓷器?所以，讲 “ 

I”就是讲价钱。而年轻的福州人，并 

不知道这句话的真正用途与它的语意， 

在不相信对方许诺时，便从前辈的口头 

翻搜出这么一句方言俗语指责对方讲 “ 

贝』I”!于是，这么一来，就把六百年前 

郑和下西洋时的贸易专业术语——讲 “ 

演变成为不切实际的夸口讲爽快。 

后来，还作了各种延伸。如：野 “贼”、 

莫 “ 等 等。福州人口头的 “贼”， 

相等于北京人的 “侃”。如野 “贝』 、莫 “ 

就是别吹牛! 

然而，不管讲 “ ”这个方言 

俗语在 口头传承过程怎样被 曲解和 

走样变形 ，但有一点是值得欣慰的， 

那就是，它以无可辩驳的讲 “贼” 

就是讲价钱这一句语意转换 ，有力 

地佐证 了：当年郑和下西洋的目的 

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追踪建 

文帝，更不是向西洋诸国耀武扬威 ， 

而是经济大海!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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