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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宇·中央郡”杯“情系秦邮 爱在七夕”创作征文大赛活动启事
近年来，我市积极贯彻中宣部、中央文明

办等《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优秀

传统的意见》精神，将“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

作为推进文明创建和对市民进行传统文化教

育的重要载体，积极开展丰富多样的主题活

动。在去年成功举办“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

系列活动的基础上，今年，市委宣传部、文明

办、新闻信息中心、诗词学会、文联等部门决

定联合举办“情系秦邮 爱在七夕”主题创作

征文大赛，现面向全国征集作品。

一、活动创意

七夕节来源于民间牛郎织女的传说。对

七夕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贡献最大的当数高邮

人秦少游，他的著名词作《鹊桥仙》中的名句：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充分揭示

出了只要真诚相爱，即便天各一方，也胜过朝

夕相守的爱情真谛。正是这种高尚的精神境

界，使《鹊桥仙》成为流传最广、最为出色的爱

情诗篇。高邮因为秦观的《鹊桥仙》便与七夕节

有了深厚的文化历史渊源。通过举办“情系秦

邮 爱在七夕”主题创作征文大赛，有利于在全

社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倡导积

极向上、健康文明的道德观、爱情观、婚姻观，

并着力推进“文化高邮”建设，精心打造高邮

“七夕·爱情之都”品牌。

二、创作要求

本次创作征文大赛设论文、诗歌、锦句（楹

联）、散文四大类。作品必须是原创，创作要紧

紧围绕高邮、秦少游、《鹊桥仙》、七夕、爱情等

关键词。论文选题建议参考方向：

1、对秦少游《鹊桥仙》作品的解读与赏析；

2、对高邮打造七夕“爱情之都”的见解与

建议；

3、高邮如何利用秦少游及其作品《鹊桥

仙》等历史人文资源，发展现代文化产业；

4、以“七夕”节日文化为抓手，如何更好地

弘扬并传承优秀文化传统。

三、参与方式

即日起至7月31日“情系秦邮 爱在七

夕”主题创作征文大赛活动期间，请您将原创

作品以电子文档的形式发送至gywmw@sina.

com，或邮寄至：高邮市文明办，邮政编码：

225600（邮件标题或信封上请注明“征稿”字

样），联系电话：85086301、84686301。作品请

注明作者姓名、单位以及联系方式。

四、评奖办法

评奖工作将于8月上中旬进行。大赛组委

会将组织专家组成评委会，对征集作品进行评

审，分论文、散文组，诗歌组，锦句（楹联）组三

组，各评选出一、二、三等奖以及优秀奖若干

名，并在媒体公布获奖名单。大赛结束后，主办

单位将汇集优秀作品，编辑大赛作品集。征集

作品一经采用，使用权和修改权均归主办单位

所有。

高邮市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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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荣权

中央电视台四频道“走遍中国”栏目在端

午节当天播放《食色端午》的节目已有很多日

子了。高邮人对节目中关于高邮的镜头仍在议

论和回味。我也因为有幸在节目中被称作“当

地民俗专家”而常常收到朋友同仁的电话和短

信，大家都很关注电视画面中表现的高邮民

俗，说得最多的当然是“黄烟子”、“一笔虎”。其

实，镜头之外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我觉得有

必要写出来与大家共享。

沾了汪老的光

央视四频道是中文国际频道，是对世界传

播中国画面和声音的，故特别受海外华人、华

侨的喜爱。其中表现中国传统四时八节习俗的

画面常常勾起海外游子的乡思和乡情。“走遍

中国”栏目主要介绍全国各地的饮食文化，每

天晚上8：30黄金时间首播，收视率极高。这次

“走遍中国”栏目拍摄“食色端午”，涉及北京、

高邮、嘉兴三个地方。北京有食五毒饼的习俗。

浙江嘉兴的粽子全国有名，拍端午当然撇不开

嘉兴。而为什么选择高邮这个县级城市呢？因

为汪曾祺在散文《故乡的食物》中介绍过家乡

端午的习俗。

正是汪老对家乡端午民俗的介绍，让摄制

组刘志晟编导（节目中穿藏青服装的女子）眼前

一亮，其中的放“黄烟子”她是闻所未闻。餐桌

“十二红”也特别，别处一般“五红”，高邮怎么来

个“十二红”的？编导感兴趣，世界各地观众也肯

定愿闻其详，故而就有了摄制组的高邮之行。

当得知中央电视台要来高邮拍摄端午的

信息之后，高邮市委宣传部、文广新局都非常

重视，就安排拍摄，专门召开了原文联副主席

陈其昌和我等数人参加的的座谈会。陈其昌

和我都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又都是

汪曾祺研究会成员，我们自然很快想起了汪

曾祺文章中的介绍，并对“十二红”和“黄烟

子”等做了更广泛的调查了解。拍摄过程中，

栏目组要求一名当地民俗专家介绍高邮的端

午习俗，本来市里定的是陈主席，他知识渊

博，治学严谨，又是地道的高邮城里人，他是

最可胜任的。可陈主席坚决地谦让，他以普通

话一般为推托，央视的同志对陈主席并不了

解，于是就有了我在央视闪光一把的幸运。其

实高邮语言属北方方言区中的江淮方言，按

理说除了卷舌不卷舌，鼻音和边音分不清之

外，语音与普通话是比较接近的，只是高邮人

说话语速特别快，而又不觉得。不着意说慢一

点，外地人真的是一句听不懂。

这次节目播出当天，陆建华（原省委宣传

部文艺处处长）立即从南京给我发来短信，跟

我打趣说：成为省作协会员后，又成了民俗专

家，进步不小哇。我说，都是沾的汪老的光。

寻找黄烟子

栏目组在高邮的拍摄进行得十分顺利，中

午“十二红”，贴“五毒”剪纸，“挂香角子”，小孩

穿虎鞋、戴虎头帽，系百索，洗艾水澡，湖荡中

打粽箬，女儿回娘家避午等等。还拍了很多专

题片脚本之外的镜头，最后就是放“黄烟子”成

了难题。我们遍访老者，都说有这么回事。汪曾

祺妹婿金家渝医师介绍，每逢端午，陶虎臣（汪

曾祺短篇小说《岁寒三友》中人物）家就用一个

小竹匾，装些“黄烟子”出来卖。“黄烟子”的形

状、特性，汪曾祺的文章里写得很清楚：

黄烟子是大小如北方的麻雷子的炮仗，只

是里面灌的不是硝药，而是雄黄。点着后不响，

只是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好一会。把点着的黄

烟子丢在橱柜下面，说是可以熏五毒。小孩子

点了黄烟子，常把它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虎

字。写黄烟虎字笔画不能断，所以我们那里的

孩子都会写草书的“一笔虎”。

放黄烟子和写草书的“一笔虎”当是易

事，问题的难点是到什么地方弄来黄烟子。这

活应是鞭炮生产厂家的技术活。过去，高邮是

鞭炮生产大户，如今，出于安全考虑，高邮的

鞭炮厂都已迁往湖北等地，大师傅们也都随

厂而去。于是，高邮的同志就自己摸索，按汪

老描绘的以单纯的雄黄灌入已燃放过的炮竹

筒内，插上引燃之物，点火后，一嗤没了，并不

像汪老说的“能冒好一会”。更来不及写一笔

虎。以木屑、蚊香末掺进雄黄内，放烟效果又

不佳。找来现代舞台演出中放的烟饼加进雄

黄，点燃后冒出的却是白烟。无计可施时有

人想出过放弃，央视的同志执意不肯。这个

节目的最亮点就是放黄烟子，没有这一点整

个节目就少了看点。后来把写一笔虎作为节

目片头也正基于此。正在为难时，文广新局

主要领导用电话与南京、北京的朋友联系，想

让他们帮助寻找或制作，而得到的第一句话

就是，这种东西是危险品，找到了也不给寄。

一筹莫展，第二天一大早黄平局长专程去南

京，请教相关专家，用舞台上的专用燃放物经

过改装，才制成了能够写出“一笔虎”的黄烟

子。费了多少心思，经过多少次的努力，成功

时，在场的同志都情不自禁地鼓掌庆贺。

有一些遗憾

这次央视来邮拍摄，“十二红”中高邮咸

鸭蛋是必有的，既是时令菜，又是地方特色

菜。汪曾祺在散文中通过与外地鸭蛋的比较，

通过引用袁枚的《随园食单·小菜单》，把高邮

鸭蛋的特点好处描绘得淋漓尽致。借此机会，

高邮的文化人就很想大力宣传高邮鸭蛋、双

黄蛋，以巩固提高高邮鸭蛋的声誉。选择景点

的时候，我们安排他们参观鸭文化博物馆，参

观鸭蛋腌制流程，他们也对“照蛋”这一工艺

非常感兴趣。拍摄“十二红”的时候，还安排介

绍高邮鸭蛋红、沙、油，鲜、细、嫩的特点，介绍

“蛋白犹如凝脂玉，蛋黄恰似红太阳”的精确

描绘，还拍摄了怎么识别单黄蛋、双黄蛋，并且

安排了一个下午来到高邮湖边拍放鸭、喂鸭，

野外捡暗生蛋等情节。镜头里，高邮湖边非常

美丽，每一个镜头定格下来都是艺术像片。非

常遗憾的是这些镜头最后没有表现在节目中。

第二个遗憾是栏目组这次来高邮还有一

个任务，即央视下半年将拍一个“中国百镇”

的节目，要在拍端午的同时到乡镇选点。知道

这个信息，我们就积极带他们看临泽、界首，

并在临泽石街上拍女儿带孩子回娘家避午和

到芦苇荡中打粽箬的镜头。两个乡镇拍摄用

去了一天的时间，也非常遗憾的，最后没有用

到画面。他们对古镇并未流露出喜色，只是说

如果像南门大街就好了，其潜台词不言而喻。

还有在“明星浴室”拍洗艾水澡，拍剪“五

毒”窗花，拍“十二红”制作过程，拍裹粽子的

场面，每个场景都拍了很多镜头，结果选用并

不多，甚为惋惜。

后来又想，央视的这个节目主要是表现

端午的饮食习俗，你争取人家拍摄鸭似乎有

点旁逸斜出。还有，多拍点高邮鸭和高邮鸭蛋

毕竟是你一厢情愿的家乡情结。也许节目审

查时一刀剪去也未必可知。只是编导和摄像

说了，这些美丽的画面会进入素材库，适当时

会选用。至于高邮双黄蛋，他们会争取专门拍

一个节目，以谢高邮。

摄制组特敬业

这次央视栏目组的同志和上次七频道来

拍节目的同志一样，总给高邮人感动。

首先，他们的工作节奏特快。早上洗漱完

毕，拿个烧饼油条在车上当早饭。中午从不休

息。晚上整理拍的片子，筹划第二天的拍摄内

容，总要工作到近午夜。工作期间动作麻利，

风风火火。我们高邮跟着的人总夸他们活力

无限。

第二个感觉是对质量特考究。他们总以

代表中国最高水平要求自己。为了寻找到最

佳角度，登船、下水，趴到地上，踩在鸭粪上，

神色自然，全不当一回事，一切服从拍摄效

果。画面上只要有一点瑕疵，就坚决重拍。有

时一个镜头要拍七八回。上次七频道来人拍

摄“盂城驿”节目，其中要拍一段《高邮州志》

中的原话，我们以为到档案局，扛个机子拍了

就好。谁知选角度，架灯光，测光亮，反复摆弄

书的角度，竟花费了一个半小时，那真叫不达

质量不罢休。

还有一个选择服装的事也非常能体现央

视人追求质量的品质。他们要求我选一件米

色或淡青色短袖，因为编导是藏青色服装，这

样搭配画面才有美感。可是遍访高邮并没有

这种单色短袖，今年流行条纹衫。没办法，我

买了两件长袖，剪去袖子改制成短袖，才得到

他们点头认可。

拍摄过程中，有时下午五点结束一个点，

我们以为他们会开心地说一声收工，谁知他

们又提出再到另一个点去作点安排，真正给

人只争朝夕、不知疲倦为何物的惊叹。在高邮

期间，正逢是雨天，他们冒雨拍摄。栏目组的

每一个人都非常珍爱机器设备，总用大伞遮

住摄像机，自己淋湿不要紧。在黄烟子制作一

筹莫展时，他们也亲自动手，共同参与摸索。

我们询问他们这样做的缘由。他们说，央

视竞争很激烈。一个节目拍得稍差肯定会受

批评。第二个节目再拍不好就要走人。节目好

不好也不是老母猪耕田———嘟嘴拱（只会嘴

功），他们看收视率，硬碰硬。在这样的机制

下，谁还敢大意？

我们常说，不论干什么事，有这种精神，

有这样的毅力品德，有这种不懈追求，再难的

事，也会成功。

高邮人真好

这是央视栏目组对高邮人的评价。这次

栏目组来邮三天半时间，所到之处，总受善

待。他们从心里赞美高邮，赞美高邮人。这次

《食色端午》节目成功，广受好评，其中高邮的

镜头又多又美，这与他们对高邮的好印象不

无关系。

确实，为了这个节目，高邮有很多人做了

大量、具体、细致、麻烦的工作。

市委宣传部张秋红部长一直关心拍摄进

度和可能遇到的困难问题。市文广新局黄平等

领导全程跟踪，凡棘手之事，都亲自出马，真正

体现了领导就是服务的理念。文广新局办公室

主任戚维定精心安排栏目组的食、住、行，周到

至无懈可击。陈其昌先生做事严谨，对端午各

种习俗总能给出准确说法。陈鲁高先生忙前忙

后，不提条件，不求回报。秦家大院的主人秦明

德到底是秦少游后裔，待人接客，皆有礼数。在

他家作蹋两日，总还是不厌其烦，面带微笑，还

有香烟、茶水、水果、点心招待。琵琶社区的一

户，我们都说不出名字，安排在他家裹粽子，家

人也是十二分地热情。蔡生老师和剪纸学生全

身心协助拍摄。龚定煜老师一家，梅松顺一家，

秦明德的家人、亲戚、邻居都是在镜头外静候，

一有需要，立即按编导的指导动作。

这次节目拍摄中，高邮镇的琵琶社区、临

泽镇、界首镇、市沐浴协会及明星浴室都承担

了相应任务。各部门皆不讲困难，以最完美的

动作积极配合。乡镇分管领导、社区干部、文

化站长、普通百姓，都以宣传高邮为使命听从

调遣，有的因时间临时改变而做了无用功也

毫无怨言……

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高邮很多很多的人

为了这个节目的精彩，为了故乡高邮这个名

字，他们尽了自己的努力。应该感谢他们，所以

我写了这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