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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梦游桑梓诗情话故乡
———读倪文才《高邮传统文化概论》有感

□姜桂林任仁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核心体现，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可以洞悉这个

民族整体的精神状态。然而，在当今这个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快餐文化甚嚣尘上的时代，传统文

化或多或少地受到人们的忽略或是冷漠。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会有执意于文化沉思与文

化传承的人在为养育自己的一方水土作传立说，倪文才主席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不禁让人心生

感动。最近，他的《高邮传统文化概论》问世，笔者几乎是在一天之内通读全篇，深感作者构思之

精当，语言之洗练，读完之后，依然手不释卷。

倪文才先生举重若轻，将高邮数千年文明，删繁就简，取其精要，以议题为纲，以历史为线，

给我们绘制了一幅包括运河文化、邮驿文化、文学艺术、宗教文化、建筑文化、古代教育和民俗文

化七个方面的文化图景。其实，文化类书籍并不少见，但大多都是以某个文化议点为中心，比如

说，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等等。再常见一点的是以某种地域为区分的文化，比如说川蜀文

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等等。但是，以一个县域为中心，辅以议题为论点则是笔者第一次见到，

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一方水土育一方人———没有高邮这方水土的深厚底蕴，这跨越千年的

古城也不会凝聚成这么多深厚而灵动的文字；另一方面，没有倪文才先生对故土的深深眷恋，也

不可能会有如此诚挚而朴素的哝哝细语。他以一个邮人的视角和对乡土文化的体验，给我们讲

述了一个说不穷道不尽的高邮。

运河和邮驿，自古以来，就和经济和政治联系在一起。运河的文化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封建

社会的兴衰史。从吴越王修邗沟，到隋炀帝开通济渠，再到隋末以来百姓依赖运河之利的种种表

现甚至到运河泛滥，高邮尽成泽国时的悲惨场景，我们从中可以看见历朝兴亡的缩影。从秦代的

邮亭到汉代的邮驿，从府、州、县建制的历史曲折中探寻邮驿发展的一波三折，从邮驿的发展中

寻觅文人墨客旅夜书怀的心路痕迹。这些充满张力的文化网，无一不在作者高超的驾驭技巧下

化作笔底的涓涓文字，汩汩涌向读者的心田，使人读之快然。

谈到文化，不得不谈到大名鼎鼎的秦少游。“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作者以苏

门四学士为切入点，一路跌宕挥毫，翰墨淋漓，相继谈及了高邮多元的文化群体以及他们的贡

献。最为难得的是，作者在介绍佛教和道教的时候，将其与高邮的建筑一起交融起来，建筑为表，

宗教为里，表里互彰，让读者在感性的阅读中更加了解建筑背后的宗教意义。作者以生花妙笔向

我们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图画，奎楼、镇国寺塔、净土寺塔，这一座座包含历史基因的建筑，都在

作者的悉心体悟下被赋予了独特的文化意义，他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是文化的承载者。高邮之

美，美在建筑，美在人文，此之谓也。

在最后，作者谈到了教育和习俗，讲到了科举和民间的一些喜庆丧葬的习俗。教育以时间为

纲向我们介绍了科举的发展史；习俗以衣食住行为纲向我们介绍了民间万象。特别是最后一章，

作者满含生活的情趣，如数家珍地向我们道明了高邮的特产和风物———高邮湖的鱼虾，秦邮董

糖，界首茶干等等，作者还颇有兴致地描述了一些农家生活场景，趣味盎然。

历史的沉沦与复兴已成烟尘，但文化的积淀与流传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辛勤劳作的秦邮

人。意大利著名学者克洛奇曾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文化起着贯通古今之功，我们从

祖先身上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应该继续发扬光大，以助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着更好更

快更和谐的方向发展，我们相信倪文才先生的本意也在此。

一个人，一支笔，埋首沉思赋千年。心熟后，情方起，绵绵乡情梦芊芊。以这句结尾，以表达我

们对倪文才先生与所有为邮人和邮文化作贡献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让人感动的一本书
□张荣权

接到倪文

才主席的第三

本赠书，（一本

《故事里的故

事》、二本《中

国邮文化》），很有些被感动。虽然此前我认真拜

读过这本书的初稿，但前天真正捧着这本散发着

油墨香味的新书时，还是有所震颤。感受有三：

一是感动于这本书独特的视角和表现手

法。这几年高邮也出了不少书，有小说、散文、

诗歌、报告文学集，更多的是综合性作品集。也

有让人称羡、爱不释手的《历代诗人咏高邮》这

样的工具书式的书籍。而这些都偏重于文学。

倪主席把古代高邮的运河、邮驿、宗教、建筑、

古代教育等历史面貌展示出来，让我们看到了

除高邮八景之外的高邮。这本书让高邮人和高

邮之外的读者更实更全面地了解高邮，了解古

代高邮人民为改变环境、改变生活、改变命运

所付出的艰辛，以及体现出来的智慧和勇气，

无疑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作者尽可能多地查阅了相关古代高邮的

资料，有选择地加以叙述的同时，又以现代人

特有的眼光，对这些古代历史画面作精辟的分

析和独到的点评，给人以更多的思考和启迪。

二是感动于倪主席作品的地域特色。我一

直记住一句名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特

色是个性，特色是

生命力。倪主席的

书就是写高邮个

性，故而洋溢着浓

郁的地域风情和艺

术魅力。连同作者目前两本书，《故事里的故

事》是从一个独特的方面表现高邮水文化的一

面，《邮文化》则表现了对“华夏一邮邑，四海无

同类“的邮文化研究，这本书 钩沉历史，追忆

往事。记述和点评了高邮古文化中的七个方

面，可以说三本书比较全面地讲述了高邮这座

城市的个性特征。

三是感动于倪主席的精神。许多人写作是

为了表达情感抒发胸臆，心里有的，如骨在喉，

不吐不快。记录过去，记录曾有的思考和感情，

可供以后的生活和他人借鉴取舍，当然也不排

斥有人把写点东西作为敲门砖，写点东西为改

变现状，改变生活，一旦入门，这些人就舍弃了

敲门砖。倪主席是处级行政干部，在这完全可

以享受的年岁，选择写作如同选择寂寞、辛苦，

选择“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似乎有点

自讨苦吃，这自讨苦吃的背后我理解为打造文

化高邮尽心尽力。所以看到他的书，我就常常

自省吾身，我应该再写一点文字，并且应该写

得更好一些，来慰藉我为《高邮传统文化概论》

感动的心灵。

我的家乡在高邮
———读倪文才先生《高邮传统文化概论》

□妍 妍

湖西与邗江，一埂之隔，方言大不

同；湖西与运东，一湖之隔，乡音却无异。

这个问题，孩提以来，工作以来，一直不

得解。近日获赠倪文才主席的《高邮传统

文化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豁然开

朗。高邮湖实为悬湖，湖底高程一般在

3.5—4.5米，淮河流域的水从洪泽湖流

入高邮,使高邮原有的小湖泊连成一片，

最终在明末清初形成高邮湖。400多年

来，乡音代代相传，我是高邮人。

绿树环抱的村庄，青砖黑瓦的房

屋，田间劳作的号声，呢喃绕梁的燕子，

塘头汰衣淘米的婶娘，敲锣打鼓的祝寿队伍，拦截嫁

妆索要喜糖的乡亲，那是我的家乡高邮。可是，市场

经济的发展，西方文化的进入，切断了乡土传统的流

脉。袅袅的炊烟没了，除夕日的房门钱没处贴了，清

澈的池塘变黑了，儿时打鸟的弹弓不见了，热闹的庙

会消失了，许多民俗也基本曲终人散了。新娘子无一

例外穿着白色的婚纱，乡亲们被只有门牌号码不同

的各个小区拆散了，电饭煲再也煲不出老土灶的锅

巴。无论建筑风格，无论风俗习惯，无论衣着打扮，似

乎高邮人、南京人、浙江人没什么区别了。每个人的

家乡都在沦陷，在钢筋水泥的城市，在物质丰厚美好

的时代，我们却非常想念老家怀念童年。生于斯长于

斯，有时候我们感觉自己丢了，不知道自己归属何

处，感觉成了精神的流浪者。

捧读《概论》，一种久违的、熟悉的乡土气息扑面

而来润满全身。曲小腔大的唢呐，耳熟能详的打硪号

子，祭祖的道场，挂菖蒲戴百索的端午，下牙掉下来

扔到屋顶上，挑花担、踩高跷、舞龙船、送麒麟，一桩

桩、一件件都清晰的展现在我们眼前。香火不断的土

地庙，七架梁的民居，老爷柜上的祖宗牌位，厨房的

灶君老爷，毛笔字书就的家谱，避雨的蓑衣，老市政

府门口的照壁，一幅幅，一幕幕，尽管是朴实得不能

再朴实的文字，但和家乡的风土人情联系起来，一切

都变得生动起来鲜活起来，就象一粒石子投入我们

的心中，一圈一圈愈推愈远，在我们心中荡起层层涟

漪，我们穿越到了童年，找到了家乡。这就是我们的

家乡高邮，我们就生活在家乡高邮。

在《概论》收录的照片里，让我感到最亲切的是，

高邮湖的夕阳帆影，州府衙门，以及封面镇国寺塔旁

静谧的运河。塔、湖、运河、船队，这是过去我们湖西

人去高邮时经常见到的也是我们这代人怎么也抹不

掉的场景。我仿佛再次扶着渡船的栏杆，端详着悠久

深遂的时光变迁。书中还有声势浩大的打硪图，祝寿

图、灶王图、水车等，这些“土色土香”的瞬间，都让我

感到一阵阵温馨。

乡土之爱是自我与家庭、亲友、邻里、族群之爱

的延伸。叶落归根，身心停驻乡土就是归根。阅读此

书，重又燃起了我们爱恋乡土传承乡土的热忱。相信

每个高邮人都有感慨乡土怀念乡土的心理历程，都

有留住乡土弘扬乡土的愿望和热情。《概论》其实就

是一种守望乡土的方式，她讲述了这片土地上人民

的生活与生存，这片乡土的风物与人情，这片乡土的

土性与土色。作者一直关注脚下这片热土，这片盛满

乡亲们的渴望、带着父母姐妹的体温和童年憧憬的

热土，立意通过自己的叙述与表达，为我们超越时代

重构乡土，为我们保护乡土留下永恒。

《概论》是一本很好的乡土教材，她是我们每个高

邮人的精神家园。停止忧伤，抢救乡土，让我们向倪主

席一样付诸实际行动，学习乡土，传承乡土，弘扬乡

土，共同为我们的高邮传统文化注入鲜活的血液。

绚丽多彩的高邮传统文化
□田水禾

古老美丽的高邮,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高邮人向客人们

介绍高邮时常说的一句话,我也曾经向来邮的客人们这样介绍过,但要我具体深入

地介绍起来,我就会有些胆怯。高邮的文化底蕴到底有多深厚，我知道不多，了解得

很肤浅，想起来很惭愧。

最近我带着求知的欲望拜读了倪文才主席编著的第四本书，《高邮传统文化概

论》，这一本书就好像是一本传统文化的教课书，让我感到很兴奋，就好像在给我自

己补上这一课。全书系统详细地叙述了高邮的传统文化，每一章写得都像这一行的

专家。一张张文化遗存照片就是一些旅游的景点，脑海里一下子多出了很多的文化

遗存和文物保护单位，增加了许多的旅游景点。这本书也像是一本导游书籍。一幅

幅区域地图和建筑、水系图记载着高邮的历史。从高邮的衙署的建筑图中看，当时

的衙署规模之大，令人震憾。古老的高邮就像一座美丽的图画恢复呈现在眼前。这

本书对高邮旅游业的发展将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本书的绪论部分写得也很精彩，思路清晰，内涵丰富，信息量很大。教会我们

如何掌握研究学习方法，帮助读者理清思路，有助于读者学习，能够适合更多的人

群阅读，使读者能准确地认识高邮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有着重要的意

义，能够激发大家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情，热爱家乡的情怀。为普及传统文化推广起

着重要的作用。

用现代语言把高邮的传统文化的内涵表达出来，使人们真正的理解高邮传统

文化，这样就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读了这本书，让我受益匪浅，丰富了很多的知识，在高邮这块热土上，人才荟

萃，先辈们创造了灿烂的传统文化，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古迹，为我们留下了宝贵财

富。

通过学习，让我认识到，高邮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产生敬畏感，看到高邮传

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产生历史认同感和归属感。学习传统文学艺

术而获得美的教育，增加了美感。我们的家乡有这么深厚的文化底蕴，让我有一种

自豪感。

高邮的传统文化将成为高邮先进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邮传统文

化的精华会以新的方式与现代文明并存，绚丽多彩的高邮传统文化将会不断焕发

生机和活力。

倪文才主席写的四本书都是以家乡高邮为题材的，讴歌高邮人民的丰功伟绩，

从《概论》的后记中也不难看出作者对家乡的挚爱之情，用写书的方式来宣传推介

高邮，来促进高邮的经济建设。读书的过程是快乐的，写书的过程是辛苦的，要牺牲

多少休息时间，要熬多少个夜晚，要坐多长时间的冷板凳，这种精神令人敬佩！

这本书就像一张高邮的名片，我现在有资本可以大胆地向我们的客人们，亲

朋好友们，我们的孩子们去介绍和宣传高邮了。我将会沿着书中的景点抽空去旅

游，去实地听听那丰富多彩的故事。

大运河畔一颗璀璨的明珠高邮
———读《高邮传统文化概论》

□王树春

每每翻阅关于高邮的

著作，我会下意识地关注

有关大运河的记载，或许

是因为我的家乡山东临清

也在大运河畔的缘故吧，

又或许是自己身在高邮，

总想探究高邮与临清是否有些渊源的原因。

《高邮传统文化概论》开篇先为我们讲述运河文

化，足见其与高邮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不解之缘，从其

诞生、发展、高邮段的开凿和修浚以及在其影响下的高

邮文化发展，让我彻底明白了为什么高邮有那么多桥、

遗存地址名称内缘何有“墩”和“垛”字，也正是在此篇

让我寻找到1000多年前临清与高邮依运河相连的整

体轮廓图。通过学习运河文化篇，我深刻认识到，无论

是运河诞生初期，还是运河发展中期，都饱含着一段血

泪史和斗争史，尤其是隋炀帝征集淮南民众数十万人

复开邗沟更是一段苦难史。高邮人在开发、利用、管理

大运河的过程中创造了富有特色的地域性文化，高邮

群众生产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以及乡风民俗与大运河

紧密相连。“运河决口也给高邮造成无数次深重的灾难

……”让我深刻认识到治水斗争没有停止，时刻提醒着

现代人增强忧患意识，激发高邮人大无畏的战斗精神、

团结奋进的拼搏精神和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大学生村官，更要坚定工作信

心，戒骄戒躁，扎实学习，汲取地域特色文化的给养，

充实提高自己；增强忧患意识，发扬大无畏精神，困难

面前，毫无畏惧；压力面前，绝不回避；尽己微薄之力

将高邮传统文化加以传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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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是人的第二心脏诗泥养生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