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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人识得旧高邮
!

陈其昌

汪曾祺诗曰：“留得宋

城墙一段，教人想见旧高

邮。”那是高邮的物质遗产

衍化成乡亲心头的胜迹。最

近倪文才主席的新著《高邮

传统文化概论》问世，多次阅读，心旌飘拂，把玩厚重

书一本，教人识得旧高邮。

“概论”一书，不是风物、史事的复述、新编、戏

说，而是概括、浓缩、提炼的“述”，配以条分缕析、思

辩性强、颇有见地的“论”，这种集成式的对高邮传统

文化的囊括与把脉，充分彰显了高邮传统文脉、地域

人脉以及邮驿“国之血脉”的优势和特色。20多年前

倪主席就是笔者的领导，多年的共事表明，他是我们

文艺界可以信赖、值得学习的好领导，尤其是他一本

本书的问世，对我们的示范和烛照作用是有目共睹

的，究其缘由主要是他的乡情为根、胆识如炬、才学

是器，唯如此，才能与舞文弄墨的临政莅事者比肩。

读“概论”，钩沉史事，自然会想起高邮北宋元祐
初年知军杨蟠的政绩与文治。被称为“文章太守”的

杨蟠在邮任职时间不长，留史的政绩就是修建了一

处有华胥台等13个景点的众乐园，杨蟠建园只想到

“好事异时如念我，为栽桃李助芳芬”。然而，让他想

不到的是后来者对杨蟠及众乐园行吟歌吹了几百年。

“政成化理乐民乐，请看合浦来还珠。”“歌颂太平正此

日，愿为更献邮城图。”晚生隔朝换代后的歌功颂德也

是一种期望，一种启示。时至今日，身为市政协主席和

市文化建设领导小组组长

的倪文才在市委领导下恪

尽职守，同时，充满激情而

又趁着惯性地攻克难点写

成书、写好书，实在是文友

同仁额手称庆的幸事。“有幸与君为文友，相约同泛甓

湖舟”，是当代高邮文化人的共识与践行。

挹古扬今，古为今用。从上世纪80年代倪文才

主编民间故事等三套集成专著《珠湖的传说》，到他

最近的“概论”，连同高邮众多的作者出版的各类的

书，都是高邮对外推介自己的一扇扇窗户，抑或是各

种渠道传达的作者一种种心声。如果说，各种物质与

非物质的构件营构神珠焕彩、高邮新猷的多彩多姿

天际线；那么，倪文才的“概论”是浓墨重彩的一抹辉

煌。近日，城南新区有一位年轻人在撰写一篇关于历

史文化名城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提升城市竞争力的论

文，正逢“概论”出版问世，他可以从“概论”追溯高邮

传统文化的渊源、特色，也可以把握传统文化于今发

展的趋势和价值取向，觉得“概论”是一本很好的乡

土教材。如果说，已经出版的各种介绍高邮的或表现

高邮人形象、秉性、情操的书，汪曾祺是无可替代或

当代高邮无法超越的典范；那么，已经走出高邮的

“珠湖小子”或者留守乡里的文才俊士以至业余作

者，都会以汪老为榜样，在“游女拖裙俗渐南”日益变

革的时代，用各自的声音，构建高邮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的清籁之音，教人识得新高邮。

又一张高邮城市名片
———读倪文才先生《高邮传统文化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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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庚林

倪文才先生第四本书问

世，读后感到震撼。前三本已

非常不错，这一册新作更精彩

了。获书后，仔细阅读了两遍，

感觉又回到了读党校函授本

科年代，像读《法学概论》、《人

事学概论》那种兴趣又来了。

我感到新作至少解决了三个方面的

问题：

第一，全面解读高邮传统文化。新作

对高邮传统文化包括绪论计8章29节，

阐述得系统、完整、真实。系统，本册不像

过去单一介绍运河文化，或邮驿文化，而

是从绪论到运河文化、邮驿文化乃至文

学、宗教、建筑、民俗等诸种文化进行全面

阐述，既概且论。完整，对每种文化均进行

了仔细论述，例如，对宗教文化，从其产生

发展，到传播遗存，以及对高邮思想文化

和生活习俗的影响，现读来很感兴趣，因

很小的时候，父亲就临泽地区的庙宇、宗

教活动零零星星地说过，现读这一节回味

无穷。真实，各节既有理论阐述，又有高邮

特色，真实反映了各种文化特点、特色。文

字、图片均很真实，如实地反映各种文化

的本来面目。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在新作

171页宗教文化章节，选登了一张农村土

地娘娘庙照片，真实反映了当前农村这一

道教现象，说明文才先生的思想是解放

的。

第二，系统介绍了高邮文化名人。高

邮文化得以一代一代传承，得益于一批又

一批、一代又一代文化名人的艰苦努力。

新作中各种文化都推出了一批文化名人，

全书涉及到上百人，单一个盂城驿写出的

名篇近百，其中名作者有10人之多，名作

更是百世流芳。

第三，生动叙述高邮风土人情。新作

专门用一个章节介绍民俗文化，分四节介

绍风土人情，读来令人感到清新俊雅。全

章从生产生活到四时八节的风俗习俗详

细作了描述，可以说这些内容大部分是

“文革”中破“四旧”的内容。这次文才先生

将其整理成章，公开于世，既是一种拨乱

反正，又是一种文化传承。

纵观作者40年工作经历，我以为《概

论》既有底气，作者自身政教系本科毕业；

又有经历，非他莫属。运河文化、邮驿文化

有过专著，文学艺术，他担任过文联主席；

宗教文化，他现为市政协主席，熟悉情况，

且作过20多场专场讲座；建筑文化，其在

担任常务副市长期间，长期分管过规划建

设管理工作。诚然，没有作者的拓荒，没有

作者的“老黄牛”精神，没有作者弘扬高邮

传统文化的执著追求，经历再多也写不出

这样的力作。

读倪文才先生的《概论》，我认为对进

一步弘扬高邮传统文化起码有三点启示：

之一，要正确看待“文化事业发展超前于

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引人注目的高邮现

象”，高邮的经济发展，文化大繁荣起了一

定的促进作用。之二，高邮文学界的领军

人物要进一步增进友谊，增强团结，给文

学后人以榜样，以借鉴，以促进，来推动高

邮文化大繁荣，经济大发展。之三，高邮文

学界亦要开展走转改，提倡接地气，让更

多的新作问世，“任凭东西南北风，抓住大

批新作问世不放松”。

高邮传统文化的开山之作
!

许伟忠

龙年早春，倪文才主席新作《高邮传统文化概

论》面世。捧读之余，内心深有感触以至震动，深感

倪主席在个人创作取得重要突破的同时，也为高邮

文化做了一件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

高邮是历史文化名城，文化积淀深厚。然而对

于什么是高邮文化，其内涵和外延应该如何界定和

概括，其独特的个性特征和魅力何在，长期以来尚

未有人做出过回答。尽管一代一代热心于高邮文化

的有识之士曾经做过大量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出

版过许多有价值的著作，但是一般只限于对于某一

个名人、某一个景观，或某一种文化现象的介绍和

阐述。有的著作虽然涉及到高邮文化的诸多方面，

然一般偏重于叙事性或文学性，尚缺乏从感性到理

性的分析、提炼、概括和论述。而在贯彻十七届六中

全会精神、致力打造文化高邮的今天，高邮文化人

有责任对此做出一个全面的、具有权威性的解答。

而要做出这一解答，需要占有足够的资料，并且具

备从宏观上进行综合概括和论述的能力，是一个庞

大的、难以驾驭的系统工程。这需要学识和胆识兼

备，激情和惯性恒在，很显然，一般人很难同时具备

这样的条件和素质，这也许是迄今未有人敢轻易

“染指”这一课题的原因之所在。如今由倪主席首先

破题，完成了这一艰难而重要的使命，是众望所归，

情之必然。倪主席是现今高邮文化的一位主要领导

者，也是高邮文化的一位拓荒者，此前已经出版了

《故事里的故事》、《中国邮文化》等专著，为各界人

士做了多次宗教文化知识讲座，对高邮的水文化、

邮文化以及宗教文化等做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探

索和研究，已经具备了厚积而“群发”的可能，

《高邮传统文化概论》遂水到渠成，应运而生。

《高邮传统文化概论》是一部全面总结和

论述高邮传统文化的开山之作，填补了高邮文

化的一个空白；无疑又是一部成功之作，对于

人们全面而系统了解高邮文化具有教科书般的认

识和启示作用。全书架构完整，概论结合，视角新

颖，脉络清晰。《绪论》对高邮文化的内涵、外延做了

精当的界定，总结概括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

下，高邮传统文化这一区域文化鲜明的

个性特征。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追根

溯源，从地理、经济和社会等方面，论证

了高邮传统文化赖以滋生、传承和发展

的环境，令人信服地论证了高邮传统文

化个性特征的形成，与水的滋养、邮的传

承、文风的熏染、道德的陶冶之间的源流

关系，让读者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

然，真正领略到植根于高邮沃土上这支

区域文化奇葩独特的风姿。作者还从运

河文化、邮驿文化、文学艺术、宗教文化

等七个方面，较全面、系统地囊括了高邮

传统文化的各个门类，且资料翔实，叙述

详尽，分析精当，论证到位，读之犹如徜

徉在高邮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夹岸绚

丽风光尽收眼底，令人赏心悦目。

《高邮传统文化概论》是一本雅俗共

赏的工具书，必将成为人们学习了解高

邮传统文化的好帮手。倪主席对高邮传

统文化倾注的热情和心血，也一定会激

励、影响高邮的文化工作者，为发掘、传

承、弘扬高邮传统文化而更加勤奋耕

耘。

文化高邮的新地标
!

黄士民

通篇拜读倪文才先生

《高邮传统文化概论》的最

直接的感觉就是厚重，在高

邮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下，倪

先生通过对高邮传统文化

全景式的描述，为我们打造了又一道高邮文化

的风景线，并成为文化高邮的新地标。

《高邮传统文化概论》的出版发行，其现实

意义不言而喻，高邮人读《高邮传统文化概论》，

除了亲切，还有别样的感觉，从作者的字里行间

里，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一片挚爱，一种对传统

文化的无私大爱，掩卷静思，感到《高邮传统文

化概论》体现了“三性、三度、三合、三动”。

“三性”就是系统性、专业性、普及性。全书

系统地介绍了高邮传统文化的起源、传承、发

展，七个章节里，几乎每篇都有翔实的背景、数

据，如介绍运河文化，运河高邮段全长43公里，

北起高邮宝应交汇处的子婴闸，南起江都露筋

镇北，邮驿文化章节里揭示盂城驿站所体现的

历史文化价值将永远载入中国史册，系统介绍

了盛唐、元代陆驿和水驿概况。精要的提炼，质

朴的语言，翔实的数据，让我们在史册的氛围里

体验、感悟运河和邮驿文

化。

“三度”就是思考的深

度、视野的宽度、内涵的厚

度。作者在运河文化里有这

样的描述：“一个民族悠久的文明是依靠一块块

石头、一条条河流来具体承载的，而大运河就是

中华民族文明活生生的载体”，“高邮城市的最

大特色是水，一个地方有水就有生态，有水就有

灵气”，还有作者阐述的邮驿设置对高邮的影

响，触角和视野开阔，论点令人耳目一新，尤其

是文字的灵气、行文的大气和作者对邮驿及运

河文化把脉的底气跃然纸上。

“三合”就是传统与传承的结合、人文与地

域的融合、写实与写意的契合。作者在谈到建筑

文化时这样写道：“建筑是一种物质载体，同时

也凝聚着民族哲学精神和伦理，建筑就是凝固

为物体的人生，人生在客观事物中体现得最全

面、最完整、最生动的莫过于建筑。”精准的定位

使哲学与伦理的意向及建筑物件的延续承载体

现得自然贴切，而在民俗文化里，作者的“岁时

节日给人们带来极大的身心快乐，激发起他们

对不完美生活的宽容和热爱之情，将平淡的日

子赋予多样的色彩，让生活变得有序、有趣”。一

个有序、一个有趣，让时节的更迭及年轮的转换

栩栩如生，写实写意的契合让质朴的习俗更加

鲜活。

“三动”就是让史实律动，让文化灵动，让传

统生动。在第二章邮驿文化里，作者用了24个

字概括邮驿诗词的特点“情景交融，有声有色；

孤客情愁，情真意切；寄情状物，抒怀咏志”，精

炼的概括，让古典诗词的特点律动凸显。宗教文

化是作者近些年潜心研究、专心探索的一个重

点，在概论宗教文化时，作者既尊重宗教的主

旨，又不拘泥于简单说教，而是通过独到的眼

光，阐释宗教，并客观地进行理性分析，他认为

“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某种程度上说，宗教

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治疗术，因为现实中的烦恼、

紧张的情绪，在宗教里都被精神的幻想克服

了”。在运河文化里，作者又饱含深情地写道“大

运河高邮段同样如此，当我们漫步在高邮运河

长堤上，无异于游览一道悠久深遂的文化风景

线”，散文化的笔法，让运河与高邮人割舍不了

的情结变得生动起来。

《高邮传统文化概论》———一部传承传载充

满传统自信的精品，一部字里行间渗透崇敬文

化情感的力作。

文化的眼光 智者的执著
———读倪文才先生《高邮传统文化概论》随想

□ 周荣池

获赠倪文才先生《高邮传统文化概论》

一书，家乡人论述地方文化，首先就让人觉

得亲切可感。待读罢，这种亲切则转而变为

感动和敬意。高邮虽地处苏中，沿运河而居，

是里下河腹地的小城市，然而她历史源远流

长，文化氛围浓厚，单一邮文化便是“华夏一

邮邑，神州无同类”。倪先生著反映1931年

高邮特大洪灾和运堤修复历史的《故事里的故事》，展现美国、加拿大等

国父母收养中国孤残儿童的《跨越国界的爱》和《中国邮文化》三本书之

后，精心磨一剑而成的《高邮传统文化概论》一书，从更大范围内，更深层

次上，对于高邮县域文化进行了一次清晰的梳理和系统的归纳，这是高

邮文化史上的一件实事、美事。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城市发展的加速，生活方式的变迁，我们在享

受着现代文明的同时，无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困境：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传统文化的边缘化甚至逐渐陨落。城市里高楼大

厦多了，许多名胜古迹却被“拆迁”二字带走；生活里节奏效率提高了，传

统的民风民俗则逐渐消失；网络里书写创作便利了，笔墨优雅渐渐被束

之高阁……凡此种种，是社会进步之必然，但新文明带来新文化的同时，

却又将传统文化带上两种极致一条绝路：或者是束之高阁成为小众摩挲

的玩物，或者是沉落民间成为无法挽回的遗憾。令人惊喜的是，在我们的

文化生活中，有了这样一本书对高邮县域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大量史实

的罗列、细节的描绘、理性的论述，将高邮的传统文化变得脉络清晰，生

动明朗。书中所论及的运河文化、邮驿文化、文学艺术、宗教文化、建筑文

化、古代教育、民俗文化等领域，既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具有丰富的

史料价值，更有深刻的理论探究，大可作县

域文化的盘点，小可作中国县域文化的缩

影，《高邮传统文化概论》一书是独具眼光

的。

论及传统文化现状，许多文人书生每每

也都或者忧心忡忡或者悲愤激昂。但很多时

候文化界有一个通病就是“醒得早、起得迟，

说得多，做得少”，很多人都清楚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但真正俯下身

子、静下心神、拿起笔来踏踏实实地做一些实际工作的则屈指可数。因为

将文化范畴的事情作为研究对象，往往既是一件吃力的事情，在这个浅

阅读的时代又常常是一件不讨好的事情。故此，作者的这种精神令同仁

和后学心生感动和敬意。能够对庞杂的文化门类和大量的史料资料进行

梳理，并且形成独特而完整的体系，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几次辍笔，几多

彷徨”，“但终凭着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和对家乡的热爱，坚持把书稿写完

了”，这种坚持是执着的也是智慧的。智者之行不仅在于有一双明亮的慧

眼，更在于有一种坚守的心境。

吾乡僻处下河，数千年文风不

断，薪火相传，靠的正是文人一颗心

和一支笔。这支笔看似不能惊天动

地，却是历史长河之中强有力的浪

头。文化之碑立在字里行间，流进人

们的文化血液，必是世事传承有序、

延绵不绝的力量之源———这是城市

之幸，更是文化之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