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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撑船男人坐
□秦一义

“有女不嫁秦家垛，女人撑船男

人坐。”这是种独特的水乡风俗画，不

是“妹妹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的寻

常画面。

这是则顺口溜。它为秦家一村所

独有，别处无此说法。

秦家垛何处？就是现在的高邮市

三垛镇少游村。以前叫过秦家村、秦

家大队，更早则叫秦家垛。

这则顺口溜后面隐藏着文人故事。

从前，垛子中出了一名文弱书

生，大家叫他秦学究，他一心盼求功

名，虽然参加过几场科考，但命运弄

人，他就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到头

来连半个秀才都没有弄到。罢了，罢

了，他继续做私塾先生，教些蒙童。家

里也有十来亩田，一家人的小日子过

得马马虎虎。

他一生虽未取得功名，但学问在

七乡八村是出了名的，替人家写对

联，动文书，真、草、隶、篆，样样精通；

擅长水墨画，花、鸟、虫、鱼，都是大写

意的作品；有人家请客送礼，礼单上

要题款，如有一般文化人题不出的，

就请教秦老先生，如某某跟某某是什

么关系，怎么称呼，他“会”得过来，还

有写挽幛、开口许等民间应用文体，

都难不倒他。他也常常得到丰厚的润

笔———红包。

他虽然饱读诗书，但娶了一个邻

村识字不多的“土种子”姑娘。姑娘聪

明能干，心灵手巧，既会针头线脑，又

会捏锄头柄，秦家娶的就是这种会当

家过日子的人。果然如此，她嫁到秦

家，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人们亲

切地称她秦师娘。

秦先生下了课，无事时也跟妻子

下地帮忙接接拿拿，搬搬抬抬。平原

水乡，主要运输工具是船只。他家里

有只大木船。他也会撑几篙子，但他

老婆看不顺眼，说他撑船左冲右突，

七扭八弯，船也行得慢，老婆接过竹

篙，腿叉八字，使劲用力，只听得船头

哗哗的激水声。以后每每下田，或从

地里回来，都是他坐船，老婆撑船。

那时，秦家垛不大，上百户人家，

但文化气氛浓，庄上的子女，无论男女

都要进书房门，断文识字，接受教化，

出了不少文人、艺人（纸扎、吹打、说书

等民间艺人），家家有田，所娶的老婆

都会种田又会持家过日子。女人撑船

男人坐则成了秦家垛人的一种常态。

所谓“有女不嫁”，是反话，其实是有女

偏嫁，语气里不带半点后悔、懊恼之

意，倒颇含几分幸运、幸福指数。

教育兴村，文化兴村。三垛镇少

游村，是远近闻名的文化村。

每个地方都有特定的文化符号

（元素），“女人撑船男人坐”就是少游

村的文化符号之一种。

在回忆中爱你
□周丽丽

高邮的春天隐隐约约地开始了。在

日益减少的衣服上，在日益拂煦的春风

里，在日益温暖的阳光中，我分明听见

春天来临的脚步。

在四季中，我尤爱春季，它不似夏

季那般热情奔放，让人在骄阳烈日下挥

汗如雨；不似秋季那般凄清萧瑟，让人在无边落叶中感怀伤感；也

不似冬季那般寒冷冰凉，让人在万树梨花下企盼春天。

在这个冬春交替的晚上，我常常会一个人孤坐在姨妈家阁楼

的书桌旁，在网络上搜索《高邮年鉴》的资料，或者在灯下翻阅上一

年的成本。不只是职业习惯，还是兴趣所及，看见相关的信息或者

是自己的名字，总会莫名激动一下，那一刻的温暖让我抬起头来看

着灯光都是像糖一样甜。

在这座小城已经生活一年多。不知是不是因为与这座城市有

着天生的血脉相连的关系，莫名的亲切感让我在毕业后一次又一

次的择业中选择了她。

老家是邮城的临泽，记忆中那清风绿水的样子。对于老家的印

象与回忆都仅仅停留在了冬夏两季。爸爸很早就入伍成为了一名

军人，妈妈则是在高考恢复的几年后考进了扬州农校（也就是现在

的扬州环境资源学院），他们在扬州相识，在扬州定居，在扬州生下

了我。起初是外婆在扬州照顾我，6岁那年，与我最亲近的外婆因病

离世。于是之后的每年寒暑假，都会被爸爸妈妈送到临泽的爷爷奶

奶家直至十岁。记忆中去老家的路漫长且颠簸。途中要经过张轩、

周山这两个以烈士命名的乡镇，要经过盛产大米的周巷，要经过23

道桥才能抵达爷爷奶奶家。

在临泽川青的四个寒暑假，大概是我记忆中最自由、最无拘无束

的日子。每天睁开眼，第一件事便是去桥头那家老李烧饼店买个大炉

烧饼，接着就是写完极少的寒暑假作业和二娘额外布置的一些题目，

剩下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和左邻右舍的孩子撒野。夏天敢爬树捉知

了、下河逮蝌蚪，冬天敢把结冰的河面当溜冰场，却从来也没有害怕

过。当然也不免犯下一些例如烧毁邻居草堆或者溺死别家下蛋母鸡

的错误。估计我写作的兴趣爱好也是在一次次忏悔自己“罪行”的写

检查中培养出来的。而现在的孩子，即使是周末也会像赶场子般地奔

赴每一个奥数班、英语班抑或是作文班。心中深深怀念那段自由的日

子，给予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也无形中塑造了我外向、奔放的个性。

之后记忆中的老家是模糊的，只有清明节和春节才会与它邂

逅。记忆中也只有退休在家的爷爷奶奶、年迈却精气神十足的外公

和墓园里外婆的那一方矮矮的坟墓。但即使是模糊的记忆，因为有

着对长辈的牵挂，也是温暖而充满慈恩的。

大学毕业，在经历了第一次公务员考试失败的挫折之后，却也

接到了大学生村官录取的通知，聊以慰藉，至少不会做一个啃老的

家里蹲了。由于村官是以回户籍所在地为基本分配原则，因此满以

为会在家门口上班的我，在接到通知时是欢快地唱起了歌。谁知，

广陵区的名额少到只有五个，作为第七名的我就面对一个服从调

剂、自主选择的现实。组织部打来电话时，心中自然就冒出了家

乡———高邮成为了我毫不犹豫的第一选择。经历了两级组织部的

岗前培训，来到了全省唯一的少数民族乡———菱塘。

在我之前的二十三年的生活里，唯一与菱塘有过的交集就是每

年过年时，爸爸妈妈的单位会发菱塘鹅。如今来到这里———我走出

校园、步入社会的第一工作地点，即将开始自己的村官生涯，心中除

了兴奋更多的是紧张。如何与最基层的农民朋友打交道，如何去处

理村部事务，如何去协调矛盾……但是乡、村两级领导细致入微的

关心与关怀，让我很快消除了这些疑虑，迅速适应了自己的角色。

在菱塘，经历了十年一遇的人口普查，让我这个向来对数字

十分不敏感的人学会了细心与耐心；经历了每年必须面对的秸秆禁

烧，让我也拿着扫帚屁颠屁颠地跟在

书记、主任后面当了回消防员；也经历

了最基层的“两委”换届选举，让我了

解到广大农民对履行自己选举权利的

重视与慎重。

在菱塘工作的一年时光中，我也

学会了最重要的一个词———感恩。感恩于乡里领导从工作到生活上

无微不至的关心，是杨书记在统筹全乡大大小小事务的百忙中仍抽

出时间与我们村官座谈并寄语，是林委亲自将我们从高邮接来菱塘

并安排好衣食住行，是李主席在省考公务员期间给了我宝贵的一周

复习时间，让我转换了身份；感恩于村里的领导在我刚来异地、业务

也不熟的情况下，耐心地给我指导和帮助，是

嵇书记带着我走村入户了解熟悉村里的情况，

是华会计在人口普查期间手把手地教我登记

填表，是夏主任待我如女儿般不时地带我回家

帮我改善伙食。感恩于师兄师姐在我初来菱塘

之时，给我介绍菱塘，让我对这个地方一天天

地熟悉起来，并无私地传授给我很多学校里学

不到的经验。

如今，离开菱塘已大半年有余，但对它仍

然怀着深深的情感，视它如我的第二故乡。虽

不能常至，但心向往之。虽然我只是路过它的

风景，但感恩永铭于心。

大概我这辈子注定是要与高邮结缘的。公

务员报名时，面对纷繁复杂、眼花缭乱的职位

表，我也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高邮。出于内心

对文字的热爱，毫不犹豫就选择了党史、地志

办这个纯粹进行文字工作的职位。一周的复习

时间以及之后的考试、面试，如今回想起来就

像是一场梦，可也是一场真实的经历。从村官

到公务员，身份的转换以及工作的变化也给予

了我更多的挑战。

挑战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挑战。而我，喜

欢挑战。面对各部门单位送来的稿子，刚刚入门

的我无所适从，却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办公

室的主任、同事就成了我身边的老师。有不会的

就问，有不懂的也问，有看不明白的我继续问。

他们也不吝赐教，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都传

授给我，也将多年的年鉴资料电子稿拷给我，大

半年的时间下来，也积累了不少知识与经验。

网上很多人都在问：如果兴趣变成了工

作，你会变快乐还是变累？在我看来就是，累并

快乐着。而且我也愿意一直这样下去。我喜欢

这份纯粹与文字与历史打交道的工作，我也喜

欢这间充满和谐的办公室，我更喜欢这个团

结、快乐的团队。每一年，我们都会奔着一个目

标去努力去战斗，到了年末也总会收获一本闪

亮崭新的《高邮年鉴》。

在个生活飞速旋转的社会里，很难让我们

静下心来整理自己的生活。回忆了这么多，感

慨了这么多，才发现自己对高邮这片土地有着

深深的热爱与深情。不知不觉已经是深夜了，

崭新的一天即将走进我们的生活，无论怎么样，

明天的太阳还会升起，我们的日子还将继续。

夜色中，我安然入睡！晚安，高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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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http://www.gytoda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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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漫游
———读周游《佛教圣地游》

□张庆秋

读《佛教圣地游》(中国社会

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行走的背影和

一组佛像，也正是这幅想象的剪

影，引起了我的阅读期待。一个文

人的行走，必是伴随了美与浪漫

的，何况自己常常就是一个心灵的漫游者。

我了解周游。他喜欢读书，古籍今书无所不

读，而今又爱“无字书”。所谓无字书，即天地万物，

虽不着一字，却尽含学问，日置于前，终身不厌。

也正因此，独处避居时，心与书驰；登山临水时，心

与物游。他“以‘快餐’方式造访了五台及其名寺，

就像一个游方僧行走在山路上，行走在佛陀的指

掌上”（《风凉五台山》）。他“用空灵澄澈之心体验

着一种言诠不及、心行罔指的境界”（《火样峨眉

山》）。行至峨眉山观心坡，他看“坡上有株岩桑，

修柯戛云，就像千手观音托住了幽敻的苍穹”（同
上），便“以岩桑的姿态仰天独立，张开的手臂就

像树枝，也像树叶，身躯犹如树干，蓦然感觉足下

生根了”（同上）。而在九华山，他却“且行且止”

（《地藏九华山》），尤其走进“无风而涛”（同上）的

闵园竹海，“耳聆其声，目览其色，鼻嗅其香，身亲

其冷翠，意领其潇远”（同上），“这是人心与大自然之间深切至微的

心灵感应”（同上）。诚如周游所言：“我们在山寺里的时间太少太

少，在山寺外的时间太多太多。我们的肉体都是在山寺外生长的，

而精神最好经常接受山寺文物之风、钟磬之声的煦濡。”（同上）他

是一个不得志而逃于禅者。他为排遣自己，便春登绿原，秋陟平岗，

观流水，赏竹石，酬唱于空林落日，吟诵于梅韵茗香，其文也闲泠风

雅。可是在这一切之下，仍是排遣者自身，一付块垒难浇的愁肠，一

张抑郁寡欢的面孔。他曾瞻览普陀山上石刻“心”字，“跪下摸‘心’

一周，以求心宽，以示心诚”

（《水簇普陀山》），但他毕竟还

是俗人，又为深情所阻，终究

无法轻蜕而去。尽管如此，他

已淡定，已由心“静”升华到心

“净”。他用尊严和信心行走，

行走在风景与文化之间，行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行走在僧人与俗人之间，“没有远方的召唤，只有

自己召唤自己，自己成了自己的远方”,“安详在每

一步中”（《地藏九华山》）。

周游是智慧的，智慧地运用了人物、山水、寺

庙和典故，巧妙地运用了古汉语中仍有生命力的

词语和现代叙述方法，穿越时空、驾驭文字的能

力翼然而现。他注重一种文势，讲究声谐句美：

兴致来时，胸气贯畅，每每能错纵排闼，顺势而

下，汩汩淙淙，琅琅珰珰。其文章意象也较丰富，
广则渤澥华嵩，微则游鲦露蔬，可遨游，也可止
观，要不其胸中包罗万象，巨细俱收，是不可能

有如此之境域的。他以遒劲的笔力肆意泼洒出

一幅幅气象恢宏的山水画，读之无不“意恒轩轩

动”（《佛青道场山》）。细读《佛教圣地游》，就会

发觉大凡作者在所遇合的山水史迹面前，一种透

视风景、解读历史的发现与追忆，一种温润的文化情怀，跃然纸

上。可以说，《佛教圣地游》最得禅意，出于山水之隽容，而常落落

于山水之外，或闪烁着智慧的灵光，或涌现着情意的波浪，或散

发着人性的温馨，或张扬着精神的力量……散文是社会的一面反

光镜，也是作者的一面透视镜。由此，我们可以窥见作者的心灵、

情感和人格。

“置身已在烟霞上，还有烟霞最上头。”（刘源禄《华楼》）我们期

待着周游更大的跨越，并且祝愿周游走进更为辽阔的审美世界！

修身励志立德践行楹联
□周 同

固本培基关国运；

倡廉反腐得民心。

学习雷锋好榜样；

担当道义真英雄。

诗书有味，娱心益智；

思想无邪，扬善弘真。

待人守信和为贵；

处世惟诚德不孤。

才作基，惟才是举；

德为本，见德思齐。

仁爱施人，仁心济世；

道行律己，道义担肩。

读书励志，志存高远；

明礼为人，人尚真诚。

撒向人间都是爱；

查看心底应无私。

同侪协作多和睦；

邻里相融少是非。

不以位卑少奉献；

莫为善小轻劬劳。

坚持信念，遵从信仰；

敬畏民言，关爱民生。

怀鸿鹄志，倾情报国；

读圣贤书，明礼为人。

扬清激浊清风畅；

扶正压邪正气昂。

立马昆仑倚日月；

浮舟沧海挟风雷。

择善而行，当仁不让；

助人是乐，见义勇为。

抵制歪风崇道德；

弘扬正气讲文明。

学海书山，文章养性；

仁心善意，道德修身。

华年不复休虚度；

春日难重要慎行。

助人不以声名累；

处世休将道义抛。

玉材细镂方成器；

良骥轻鞭即奋蹄。

莫图安逸当纨绔；

应以勤劳报国家。

勤俭持家，精忠报国；

坦诚处事，正直为人。

我替人民谋福祉；

胸怀祖国献才华。

敬畏人民，耻作亏心事；

感铭社会，甘为孺子牛。

日有三餐足矣，千金何用；

身居一榻行了，万物可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