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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展颜香雪亭，红梅白梅交相辉映

□柏滨丰

江苏省高邮市是全国唯一以

“邮”命名的县级市，与大运河渊

源颇深。其 2200多年建城史，彰

显着与大运河共兴的命运。汉高

帝六年（公元前 201 年），广陵县

北境分置高邮县，高邮由此得

名。明清时期，高邮境内位于大

运河东侧的盂城驿，舟车往来繁

忙，成为南北交通干线上的重要

节点。

民间戏谑，高邮美得“驿塔湖

涂”：“驿”即盂城驿，“塔”即镇国

寺塔，“湖”即高邮湖，“涂”即湖畔

滩涂。其中，领衔的盂城驿，是明

朝留下的一处驿传建筑，也是目

前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

古代驿站。其凭借历史厚重、意

义非凡，成为大运河沿线文旅网

红打卡点。

盂城驿始建于明洪武八年

（1375 年）。600 多年前，驿铃声

声，不绝于耳。600 多年后，高

铁、高速公路、大运河，曾经古道

西风驿马，如今水陆速达远方。

缘河而兴

寻一高处远眺，大运河穿城

而过，高邮湖静静环伺，河道支流

遍布——这是一座因河而兴的小

城。

追根溯源，孕育了高邮的大

运河，南起杭州、北至北京，途经

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天

津、北京两市，融汇海河、黄河、淮

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

1700 多 公 里 ，是 世 界 上 里 程 最

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对中国

南北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与

交流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

纵观大运河高邮段的前世今

生，分 1900 多年“湖运”与 600 多

年“河运”两个阶段。最初的古邗

沟，只是将沿线的河湖相连。“三

十六湖秋水阔，苍烟一点指高

邮。”当时的高邮湖区田地肥沃，

拥有号称“三十六湖”的串珠式小

湖泊，既是运河的水源，也是运河

的河道。后河道连通，湖泊融汇，

导致水阔浪高。为安全起见，人

们在湖东岸开凿出新的河道，逐

步改湖运为河运。

千年来，运河流淌不息，沿岸

日新月异。“舳舻转粟三千里，灯

火临流十万家。”古代漕运南粮北

调，如今航运更加繁忙，是与公

路、铁路并举的交通动脉。正如

漕运带动了沿河城邑的发展，运

河经济带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

引擎。

2014 年大运河申遗成功，高

邮作为沿河重要节点城市，在全

线 58 处遗产中占有 3 处：高邮明

清运河故道、淮扬运河主线高邮

段、盂城驿。如今，从城区过运河

二桥，迎面可见一块巨型石碑，分

两行镌刻着“世界文化遗产”和

“中国大运河·高邮明清运河故

道”。

因邮置县

高邮缘河而兴，因邮置县。

其邮驿历史源远流长。

建县之前，高邮先后为吴、楚

之地。秦王嬴政二十四年（公元

前 223 年），境内“筑高台，建邮

亭”，故名“高邮”，亦称“秦邮”。

汉代，高邮开始设县。高邮在交

通上本就有贯通南北的区位优

势，加上隋朝大运河贯通，邮驿随

之而兴。唐代《大业拾遗》描绘

道，“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

荫相交。每两驿设置一宫，为停

顿之所”。

明朝是邮驿通信事业发展的

重要阶段。“驿递，天下之血脉”，

在当时百废待兴的形势下，朱元

璋深谙恢复和建立完备的交通和

通信组织的重要性，颁诏“置各处

水、马站及递运所、急递铺”，打造

遍布全国的驿传系统。

从功能来看，一方面，驿站主

要是“传达政令，递送使客，飞报

军情，转运军需”。细究之下，其

实还负责接待过往官员和使客，

类似政府招待所。作为地方行政

的门面，驿站风貌如何，直接反映

地方行政的兴衰，所以地方行政

官员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另一

方面，明朝驿站的营建修缮归工

部管辖，选址本就相当考究，多挑

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

盂城驿就是一个典型。明隆

庆六年（1572年）刻本影印《高邮

州志》，绘有《明代高邮州境图》，

清楚地标出盂城驿坐落于南门馆

驿巷内，北枕南城门望云门，南连

马饮塘、盐塘，东临南、北澄子河，

西依南门大街，扼据京杭大运河

要冲，毗邻城南风光带，地理位置

十分优越。

开张时的盂城驿，兼配船与

马，水马驿道并行。明永乐元年

（1403 年）重修盂城驿，设有正

厅、后厅、库房、廊房、神祠、马房、

前鼓楼等共 50 多间。明嘉靖三

十六年（1557 年），盂城驿遭倭寇

破坏，大火中几成废墟。明隆庆

二年按旧制重建。

“地当广陵，涟水交衢，两京

通津。郡国之输将，远人之朝贡，

使节之巡行，咸取道焉。按船鼓

吹 喧 呼 ，沸 阗 震 荡 ，供 饩 丰

隆……”明朝堪称盂城驿的高光

时期，占地 1.6 万平方米，厅房上

百间，驿马 60多匹，驿船十多条，

马夫及水夫 200多名……不仅规

模宏大，而且集邮驿、接待、漕运、

押解等多功能于一身。

值得一提的是，高邮的别称

“盂城”，据说源自“风流不见秦淮

海，寂寞人间五百年”的秦少游。

他曾诗颂“吾乡如覆盂，地据扬楚

脊”，意思是我的家乡从高空看下

去，像一个倒过来的水盂。

古驿今貌

中午时分，盂城驿景区附近

的居民们正倚坐在家门口，沐浴

着三月的暖阳打盹儿。静水深

流，初来乍到的游客多半想不到，

这里的一切，有着多么纷繁复杂

的历史烟云。

1985 年，全国文物普查，沉

寂百年的盂城驿声名再起。1993

年，经高邮市人民政府修缮，驿站

主体建筑重现，与南门古街相得

益彰。

抬眼望去，首先是盂城驿的

制高点和标志物——青砖黛瓦、

十字脊三重檐的鼓楼，上悬“飞阁

凌天”“极目湖天”匾额，亦有“置

邮传命”“国之血脉”题字。楼高

三层，沿木梯螺旋而上，顶层高悬

一白面大鼓。据介绍，击鼓报时

是古时驿站一项极为重要的日常

工作。

1996年 11月，盂城驿被国务

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2014 年 6 月，包括盂城驿在

内的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名录。2015年 12月，盂城驿景区

正式获批国家4A级景区。

盂城驿的主体建筑是皇华厅

和驻节堂。皇华厅又称“正厅”，

为五开间明代建筑，当时是通邮

传令、处理公文的场所，也是高邮

州官拜见过往使节的地方。正厅

主要陈列驿马船票统计报表、值

班表、分工职责表、《邮驿律》等；

厅中为官员接待场所；东房为签

房，即办理公文之处；西房为驿站

人员形象的雕塑，栩栩如生。

驻节堂又称“后厅”，其梁楹

庭柱、门窗桶扇、桌椅几案，无不

朴实无华、古色古香。中间为接

待官员的场所，左有驿丞舍，右有

驿卒舍，另设传递文书的批单

室。北院有库房、伙房。门外是

一座小花园并有廊道。往东是邮

驿史展览室，以邮驿制度为主的

翔实史料、驿丞办公休憩用具等

珍贵文物，展示数千年的邮驿文

明史。

作为重要资产，驿站对于驿马

的管理相当严格，每匹驿马的特

征、齿口均被详细记录。为养好驿

马，盂城驿专辟马饮塘饮马，并建

有神庙，供奉马神、香案等。如今

踱步马神庙，能看到一只千疮百孔

的石马槽，为明代饲马之用。另有

上马石四只，据专家考证为秦汉遗

物，是盂城驿“镇馆之宝”。

岁月如流，恍若大运河之水。

朋友，有时间来趟高邮吧，

看看明朝的盂城驿，看古道、西

风 、驿 马 ，看 这 里 的 每 一 块 青

砖、每一片黛瓦，都沾满了千年

风霜……

花开有期，美好无限

□俞乃思

在浩瀚的文学星空里，有些诗人常常用他

们特有的艺术眼光和艺术构思来描写、讴歌、

赞美星星，创作出具有美学价值的文化精品，

汇入人类生生不息的历史文化长河。

20世纪 80年代，我就读到诗人李瑛描写

星星的一篇佳作。李瑛的这首诗叫什么题

目，我忘记了，但其中的一句诗我至今依然记

得。这句诗的大意是：炊事班的大锅里煮着

星星。这一句，就把野炊、夜炊、锅里盛满了

水这三层意思都囊括了。宁静的夜晚，诗人

抬头看见星星，觉得景象美好，开始作诗，这

种情况很多。关键是诗人如何立意，写出不

同于其他星星之咏的作品。李瑛不愧为大师

级诗人，摘来一把“星星”，撒进他的锅里，完

成了惊人的一“跳”，那别致的星星也就长久

闪烁在我的记忆中了。很巧，有一首叫《一九

八〇年》的诗作，其中也有这样几句，和李瑛

的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屋后的小水缸

天狼星常常偷偷地在那儿饮水

猎户星常常偷偷地在那儿饮水

孩子们的圆脸

也常常偷偷地在那儿饮水

星星饮水，自然是诗人的艺术创造。但诗人把天狼

星和猎户星引进那只“小水缸”，让人们感受到了一种非

同凡响的意蕴，超凡脱俗。可是，西班牙现代诗人希梅内

斯采取这类笔触写星星——

星星，美丽的星星，

凄惨，遥远的星星，

你们可是亡友的眼睛？

——瞩望不已，眦裂神凝！

你们可是亡友的眼睛，

想起了人世间的情景，

——啊，心灵闪光的鲜花！

值此初春的时分？

很显然，诗人在这里讴歌的星星，完成了两种超越：超越

了对象的自然形态，超越了世人对于特定对象的常用思路。

还有“探索诗人”孙桂贞写星星的诗作也别具一格。

黄昏的星星，来到这位年轻诗人的笔下——

黄昏星，像一把金光闪闪的刀子

分割了白天与黑夜

我从分界线上站起来

仰望着你

在没有桑葚的桑树上……

事实上，不论是星星走进“锅子”“小水缸”里，还是星星

成了“亡友的眼睛”“金光闪闪的刀子”，它们都反映了这样

一个道理：艺术需要创造，艺术意蕴需要开掘。一切文艺作

品，只有命题贵远、立意贵新，才有生命力。试想，假如上述

四位诗人面对着星星晶亮闪耀的自然禀赋，泛泛引申，而不

是在想象之中以自己的身心去趋近、去贴合，仅仅见清澈而

歌颂清澈，充其量只能显现辞章功夫，很难构成一个独特的

意蕴，谈不上成为一首优秀的诗歌了。“当一个真理，一个深

刻的思想，一种强烈的感情，闪耀在某一文学或艺术的作品

中。这种文体、色彩与素描，就一定是卓越的”。让我们记

住法国雕塑家罗丹的这段活，作为我们创作的座右铭。

□高桃芝

印象中，母亲在“五一”劳动

节从来没有休息过，因为农村人

根本就没有过劳动节的概念。母

亲的每一个劳动节都在劳动。

记得我上高一那年，一次放

假回家，忙碌的母亲根本没空关

心我。第一天清晨，天刚蒙蒙

亮，她就叫醒我：“做好饭后送到

麦地里去。”说完，她便戴上草

帽、扛着锄头走了。

我做好饭后来到麦田里。母

亲瘦小的身子被淹没在麦浪中，仅

有那顶草帽和锄头把露在外面。

那几日，刚好下过几场雨，

地里野草在疯长。野草是庄稼的

敌人，也是母亲的心头大患。那

个年代没有除草剂，母亲只好手

工清除。只见她眼睛盯着麦苗之

间的杂草，弯腰挥动手中的锄头

扎入土中，一边锄草一边松土，身

上的汗水一滴滴落在麦苗上。

我让她休息一会儿，她却乐呵

呵地说：“干活干活，干了才能活。”

年少的我不解，追着母亲问这句

话有什么来历。她抚摸着我的

脑袋说：“只有劳动，庄稼才能

活，人勤地不懒哩！”

母亲年复一年地辛勤劳作，

供养我们四个姐妹读书。现在，

我们都已经走上工作岗位，在城

里安了家。母亲也步入了晚年，

我们把她接到了城里。

没想到，在城里居住的母亲

依然闲不住。春天到了，她拿起

锄头，在小花园的空地上搭上架

子，种上豆角、茄子、西红柿等各

种蔬菜。炎炎夏日，院子里也是

一片生机盎然，给久居城市的我

们带来了别样的风景。

母亲把吃不完的蔬菜摘下

送给邻居，邻居们都非常感谢。

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被人认可，

她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

母亲如今已经 70多岁，身

体不好，经常腰疼。我们劝她不

要劳动了，应该歇一歇，可她却

说，一日不干活，浑身不舒服。

每年“五一”正是种菜的大好时

节，去年她就给韭菜、芹菜扣上

薄膜；种上几垄茄子、豆角；在暖

棚里撒上菜籽，培育菜苗。勤劳

的她总是会过上真正的劳动

节。也许，只有劳动伴着汗水，

母亲才会身心愉悦。

□肖运峰

小时候写作文，一展望未

来就是2000年，到了那时，什么

都是应有尽有了。想象有限，

那时展望的未来也从未超过这

一年。那时候，总觉得 2000 年

遥遥无期。

现在一回头，2000 年已经

过去 20 多年了，那个伏案展望

的孩童的样子已模糊不清。偶

然一回从母亲那儿看到儿时的

照片，又是惊奇，又是惊讶，居

然这么多年过去了！

年轻的时候，听到三十而

立，心想三十岁早着呢。那时，

总有用不完的劲，二八大杠的

自行车，不远处起跑，嗖的一声

就能一跃而过。现在不敢了，

顾虑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来越考虑后果了，还没开始，

先想后果，弄得自己顾虑重重。

年轻的时候，忙活一天，倒

头就睡，醒来照样精神抖擞。

现在只要想到第二天有事，就

觉得心烦，要是有两三件事，就

开始觉得心累了。

回首来路，上学、当兵、就

业、成家，乏善可陈，芸芸众生，

走的差不多一样的路，从一个

毛头小子到 50 多岁的人，努力

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似乎到

了50多岁，还要更努力。

老话说，45岁属驴，意思是

上有老、下有小，负担渐重。我

觉得现在应该 50 岁属驴，因为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医疗条

件的改善，人越来越长寿，原来

人生 70 古来稀，现在平均寿命

就 75 岁 左 右 了 。 寿 命 延 长 ，

“属驴”的年龄也该跟着改变。

对 此 ，我 有 着 亲 身 的 体

验。父母接近 80岁，父亲突然

有一天左腿肿了，一查有血栓，

赶紧住院溶栓。父亲怕进医

院，一脸不高兴，通血栓之前还

得做通思想工作。母亲在这之

前咳嗽挂吊瓶几天了，索性也

一起住院。在医院跑上跑下，

办理各种手续，带父母进行各

种检查；儿子的新房正在装修，

接到装修工人的电话就得过

去，装修的烦琐艰难就更不用

提了。反正一想到第二天又是

医院又是装修，心里就乱糟糟

的，感到真累！相比较，上班反

而轻松一些。

回想第一次听到年轻人叫

自己为“叔叔”，就像第一次看到

鬓角的白发一样心惊，现在心里

就踏实多了。想到一句话：人这

一生最后悔的，不是做了什么

事，而是想做的事没有做。我还

好，喜欢乒乓球，一直打着，身体

健康；喜欢书，一直读着，心里充

实……

寻访古道西风驿马

人到中年

诗
人
眼
中
的
星
星

母亲的劳动节

云中谁寄
锦书来

□胡足芳 篆刻

□周琦 摄

青春乐章 □黄佳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