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 线 ：
!!"!#$%"

传 真 ：
!!#$%&"#

地 址 ：高 邮 市 文 游 中 路
&'#

号 今 日 高 邮 网 址 ：
&''()**+++,-.'/01.,23

在 线 投 稿 ：
&''()**'-,-.'/01.,23

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 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http://www.gytoday.cn

("$#

年
4

月
$5

日 星期一
癸巳年三月初六

“美丽高邮城乡行”采风作品选登（一）
编者按：

按照中央、省、市关于转变作风相关重要文件和会议精

神，市委宣传部4月8日至10日，组织文艺界、社科界、新闻界

一行20余人，深入村镇、企业、园区，开展“美丽高邮城乡行”

采风，用文字和图片的形式集中展示近年来我市经济社会发

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挖掘高邮特色本土文化，以优秀的

作品献礼第九届“中国双黄鸭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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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正安

无工不富，是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市多年来始

终坚持的发展观念和奋斗目标。在工业强市、工业富民的道

路上，我市有过艰难摸索，呈现短暂辉煌，有过分块突围，痛

苦裂变，有过拼政策、拼环境的无奈付出，现在终于化蛹成

蝶，步入发展的快车道，仍处在后危机时代的2012年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达到八百亿元。

透过经济开发区和城南经济新区这两扇窗口，完全可

以了解我市工业经济发展态势，以及为发展壮大工业经济

而作出的种种探索和努力。

做强载体，做优服务，做美环境，做好民生，是招商引

资、项目建设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按照这样的发展理

念，市委市政府下定决心，举全市之力，推进经济开发区超

常规发展。经过几轮的优化调整，充分依托区位优势，经济

开发区“南城北厂东市西港”的空间布局初步形成，产城互

动、产城融动的发展局面正在打开。

走进经济开发区，纵横交错宽阔整洁的道路，显示出大

气魄；错落有致宽敞明亮的厂房，显示出大氛围；格调明快

规划合理的安置小区，显示出大和谐；特别是设计精巧花木

葱茏的景观带，显现出大境界。一位老开发区人说，几天不

到开发区走走，就会迷路。还有一位外来投资商感叹，想不

到高邮经济开发区这么美，美得像一座大花园，在这里投资

确实是生产顺心，生活安心，休闲舒心。你到经济开发区看

看，就能感到这不是溢美之词。

付出终有回报。几年的励精图治，几年的卧薪尝胆，几

年的不懈奋斗，换来了商家的赞誉，换来了重大项目的涌

入，也换来了包括电池工业园在内的若干个省市第一。康博

多晶硅是当年扬州市投资体量最大的高科技项目，航天水

力、中信戴卡汽车轮毂项目的投产建设实现了央企、世界

500强在欠发达地区投资的零的突破，秦邮特种材料有限公

司投资20亿元建成的一期工程，于去年底投产，其产值是

每两天诞生一家规模以上企业，投资30亿元的二期工程也

将于今年上半年开工建设，一旦建成投产，将年产500万吨

特种钢材，百亿企业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仅2012年在

建亿元以上项目就超过30个，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7个。

对于这样的业绩，市委常委、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汤学仁

并不满足，他说：“面对南北竞相发展的逼人形势，高邮经济

开发区别无选择，只有负重争先，克难求进，追赶沿江，实现

弯道超越，才能真正领跑高邮工业经济。”并表示，项目是发

展之源，财力之本，项目建设大突破才能保证经济发展大飞

跃，必须抓项目，抓大项目，2013年努力实现“155”的项目建

设目标，即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10个，其中10亿元以上项

目5个以上，招引50个成长性高科技项目落户。

高邮经济开发区正沿着科学发展的示范区、新型城镇

化的先行区、加快发展的动力区、重大项目推进区的道路前

进。

沿着珠光路向南，穿过高邮镇工业园区，就来到了城南

经济新区。

城南经济新区，所以言新，要之有三。

一是建区的时间短。城南经济新区的前身是鸭业园区，

到今年满打满算才十年，不能不说是新面孔、新成员。就是

这短短的十年，城南经济新区人从零起步，勇于担当，敢于

开拓，在28平方公里狭小的空间里，创造了不凡的业绩。

2012年，实现工业产值63亿元、财政收入1.63亿元、农民

人均纯收入1.67万元，连续三年跻身全市综合考评标兵行

列，进入扬州市“十强工业集中区”。

二是发展思路新。突破同质竞争、低价比拼的怪圈，坚

持错位发展、差别化竞争，项目招引建设上突出新、精、特，

与经济开发区呈南北呼应、优势互补之势，先后引进140多

家企业落户，其中不乏吉信远望船舶设备、北方动力机械、

亿泰纺织、鑫东方户外用品、艾力克储能等重大高新项目。

目前正在推进的由加拿大皇家投资公司建设的智慧大厦项

目，集科技研发─成果孵化─产业集聚为一体，对推动信

息、软件、设计、动漫产业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规划面积

2600亩的物流园中的泰达广场、吉信大厦、天赐物流、汽车

4S店项目也已开工建设。

三是工作机制新。人是发展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

城南经济新区领导班子秉持以实绩论英雄，以贡献行奖惩，

以能力定岗位，以制度强管理的人才观，重用了一批作风过

硬、品德优良、敬业爱岗的管理人才、引进了一批善于思考、

乐于创新、技能超群的经营科技人才，他们在招商引资、项

目建设、管理服务、科技研发、产品创新等岗位上发挥了积

极作用，为城南经济新区的形象塑造、提档升级、科技创新、

快速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城南经济新区和经济开发区一样，处处洋溢着“三创三

先”的浓郁氛围，“八纵五横”的路网框架，科学合理的功能

划分，外联内合的组织体系，高雅别致的环境建设，让人感

受到，一个“产业新城、城市新区”正在崛起。

新的不一定是好的。但新的相对于旧的，少了很多束

缚、制约和羁绊，只要定位准确，目标明确，敢想敢做，务实

肯干，一张白纸上就一定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城南经济

新区的成功实践作出了充分有力的证明。

站在经济开发区和城南经济新区的窗前极目远望，我

市的工业经济早已告别“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以及“归大

堆、摊大饼”的粗放发展时代，代之以集约发展、链式发展、

特色发展、创新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菱塘的电线电缆、郭

集送桥的照明器具、天山的汽车配件、三垛的纺织服装、卸

甲的电动工具、汤庄的液压机械、临泽的鞋业等一批特色产

业集聚区正在茁壮成长，高邮镇作为城关镇，得天时地利，

产业特色更为明显。

更感欣慰的是，多数乡镇，主动转变观念，创新思维，不

再吊在工业经济一棵树上，而是坚持因地制宜，扬长避短，

用工业的理念大力发展农业和服务业，车逻的扬州绿森源

生态农业园、马棚的生态休闲、临泽的低碳循环农业园、界

首的芦苇荡湿地公园、横泾的菌业、甘垛的葡萄园、龙虬的

罗氏沼虾养殖基地、八桥的南湖度假区和现代农业园区等

数十个高效规模园区蓬勃兴起，彰显了地域特色，实现了多

元发展。

这就是高邮在建设更高水平小康进程中率先崛起的底

气所在，实力所在，也是希望所在。

春到古镇处处新
□ 张荣权

踏着煦暖的春风，我又一次回到离别

多日的家乡———古镇临泽。

刚到镇口，路边一块巨石兀立，上有

“生态临泽”四个鲜红大字，看得人心暖。

沿着古镇的母亲河———子婴河向前，两

岸是一律的水泥驳坡，显出河道的工整

洁净。岸边布满各种叫得出名字和叫不

出名字的千红万紫，正是冬眠初醒，满眼

是坚劲向上的嫩芽，那生机，那精神，很

让人联想到朝气蓬勃的内蕴。岸边一方

亭，八角高挑，庄重沉稳，古朴厚重。又有

一段红色长廊，静静卧于绿草之中。内中

有几个衣着光鲜的女子摆出POSE拍照，

想是留住青春，留住灿烂。她们用镜头取

景，倒又成了路边行人视线中“人面桃花

相映红”的景致。走了一段，又见两座方

亭，在彩虹般的大桥桥头，左右相守。桥

头两边各有一组山羊雕像。几只山羊高

低参差，造型别致，让人联想到三阳开泰

的临泽特产———汤羊。当下汤羊已下市，

该是品尝“大陆”春卷、孙记卤菜熏烧和

小李插酥烧饼的季节了。家乡的美食让

游子总是牵肠挂肚。

一路走来，一路美景，不觉到了“水岸

名苑”居民小区。水岸名苑是一块占地5

万多平方的小区，三排五层楼的楼群由南

往北整齐排列。小区大门是造型很别致很

前卫的建筑，显示出不同凡响的个性。平

坦的柏油路把每一户小区居民送到相应

楼道口。小区最引人的是迎门的一处公共

广场，广场的东面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假

山，叠石皆为珍贵的太湖石，有“瘦、透、

漏”的神韵。有喷泉从上垂下，鼓动起下面

的木制水车，山色立马显得灵动起来。环

绕广场的是一弯碧清的池水，水底是现代

喷泉。节假日里，喷泉涌动，哗哗有声。广

场的南北两边各有一亭，一时尚，一古朴。

沿北面八角凉亭向东是一长廊。廊曲折有

致，檐口有漆画图案，颇富民族特色。回廊

里有长条坐凳，供小区人休憩赏景。建筑

之外皆为草坪，绿色中偶有一假山石小品

立于路边，山石怪异，让人产生遐想。与山

石相伴的是各式鲜活的植物，芭蕉摇着阔

大的叶子，尽显潇洒，紫荆、夹竹桃开着满

树的紫花白花，绽放出富贵。最显眼的是

六棵香樟，树干粗如盆口，显出壮硕，满树

绿叶摇曳生姿。流连于广场之上，所有人

都赞叹，这个小区可与城区的任何一小区

较劲，就是那北京南京，又如何？

正在建设的“幸福豪庭”是中国建筑

五百强之一的“幸福联盟”的杰作，一个建

筑面积达10万平米的小区。小区欧式建

筑，显出别一番风味。在建的有一座地标

式建筑———幸福大厦。大厦13层，集星级

酒店、商务会所、休闲公园、商业广场、大

型超市、主体商业街为一体。这里将形成

临泽一个一站式高端小都市。

紧邻“幸福豪庭”的是占地7000平方

的菱川文化广场。广场小而精致，显出临

泽人珍惜土地的情结。广场上，耳目所接，

皆是地域特色文化。尤为显眼的是地面上

的“时光隧道”，让人在流连间了解到临泽

古镇的历史变迁和大事名人。

一路向前，经过熟悉的街道，到了文

化站。站上很热闹，一帮退休的女子正在

唱淮剧。另一边又在排练文艺节目。记得

前年的方言快板《劝君莫赌钱》广受好

评，还被调到城上来公演，古镇人真是多

有文艺细胞。镇上最出彩的民俗文艺节

目当数踩高跷，曾代表江苏参加全国首

届农民艺术节，并捧回一奖，现在镇上又

把这门技艺在小学生中传授，好让临泽

高跷薪火相传，走得更远。置身在这歌声

里，人就多有笑脸，少有忧愁，家乡人真

活得有质量。

出来又前行，看见广场上有一群女子

在跳舞，领舞的是我的学生“沙妹子”。她

一袭黑衣，衬出佼好的身材，我记得她以

前是麻将场上的“硬腿”，笑问她怎忍心割

爱，她笑道：打牌老输钱，又弄得坏心情，

不如唱歌跳舞。唱歌开心，跳舞快乐，强身

健体，活得有滋味，也不辜负政府为老百

姓修建的一处处花园似的广场。她还悄悄

告诉我，最近几个要好的姐妹，筹资买了

时尚水鼓，业余玩玩。“张老师，以后有什

么比赛告诉我们。我们也去秀一把，为咱

临泽争光。”

一路走我一路赞叹临泽建设的脚步，

同行镇政府负责人告诉我，镇上在抓硬件

建设的同时，正围绕建设文化临泽、美丽

高邮抓几件大事。他还说，现在人民物质

生活富裕了，更追求精神文化生活，政府

正是在这方面努力，争取人民实实在在的

美好生活。

离开临泽正是红霞满天的傍晚，一种

为故乡骄傲的情绪油然而生。以前都说

“三世修个镇，七世修个城”，今天城市和

集镇还有什么区别呢？大家都是好日子，

真要感谢春天般的好时代。

春
风
十
里
秦
家
垛

□

夏

涛

今年我受邀参加“美丽高邮城乡行”采风

活动，四月乡村的油菜花已经开得遍地烂漫，

把乡村道路挤得又窄又长，我们乘坐的面包车

行驶在乡村道路上，就像漂浮在黄色花海上的

一艘白色游艇，此刻我们也成了别人的风景。

坐在车上，满眼尽是菜花的深黄和树头的新

绿，听着鸟的絮语，闻着花的芳香，陶醉于盎然

春意之中。

四月九日下午，采风团的车从临

泽集镇出发，沿安大公路南行十余里，

进入三垛镇境内，相距三垛集镇还有

十余里的公路边，新建成的一座新颖

的牌坊，矗立在安大公路的东侧，“少

游故里”四个金色大字十分醒目，四柱

三门的牌坊挺立在旷野之中，自然显

得壮阔和夺目。

秦观（1049-1100），字少游，号淮

海居士，别号邗沟居士。扬州高邮人，

北宋文学家，著名婉约派词人。上世纪

末，因为高邮原武宁乡秦家村秦氏后

裔，向高邮档案馆捐赠了一部《秦氏家

谱》，经考证认定，秦少游祖上移居高

邮武宁左乡里，秦家村是秦少游的出

生地，即今三垛镇少游村。取名少游

村，系因区划调整，将原秦家村周边的

花家、东村、西村四村合并而成，也不

过短暂十余年。

原来的秦家村是个垛田，很偏僻

的一个小村落，恰如少游词云：“斜阳

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近年由

于三阳河作为南水北调的源头，开拓

浚深，沿东岸边又修筑成一条高等级

的黑色公路，水陆两路并行，从秦家

村西而过，彰显出交通区位的优势。

三垛镇利用其优越的地域环境，通过

旅游规划，动意开发“名人村”乡村旅

游项目。

“少游故里乡村游”列入我们的采风计划。

车从牌坊下经过，沿着新筑的一条取名“亲秦

路”的水泥大道东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道

两边散放着的一群牛羊和马匹，在一片碧绿的

草地上，闲散地啃吃着青草，立刻给我们一种

古典式田园风光的美好印象。路边还有成排

的牛棚和马厩。这是处于村子东北角的护国

龙王寺租用的一块草地，为寺庙护生园。这些

牛羊马是佛教信徒出资认养的，雇佣专人放

牧，是不能驱使和宰杀的，直至放养老死，埋葬

时还要办佛事超度，这真是一群快活而幸福着

的生灵。

车行约一公里，进入秦家村，村口设了停

车场，我们一行下车，在刻有“秦家垛”三个大

红字的一块巨石旁，驻足留影。村庄不大，所有

墙面刷上白色，和菜花柳色一起倒映在村河

中，像幅水彩画。环绕村庄的小河，水

泥板护岸，岸边新植花木欣欣向荣。两

岸铺设彩色花砖步行道，使小村更显

优雅静谧。河上改建的一座红色木桥，

别具特色，新桥的河东岸上，建好了健

身园，又使小村增添现代乡村气息。

我们走过刷白的水泥拱桥，进入

地势较高的老庄子，几条窄小水泥路

面街巷，也打扫得整洁，村庄面貌焕然

一新。走进了一所明清风格的老宅，已

列为高邮市文保单位的“秦家大院”，

被新砌的两个院墙围住，两个院墙的

院门对联分别是“龙图世泽；淮海家

声”和“名标大宋；教衍高邮”，这是秦

氏家族四言通用联，标明居住的是秦

少游的后人。其实此房仅百年，已经转

手数家，萎缩成了仅存的三间两厢，好

在秦家垛秦姓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五，

都是秦少游的后裔。能留下这一所，让

来者站在古屋门口，当会引发思古之

幽情，也不失探访怀古的意味。但愿秦

氏祠堂早日复建好，成为秦氏族人寻

根问祖之地，注入更多的文化元素，吸

引游人前来朝圣，使乡村游主题升华。

我们一行又驱车到已具相当规模

的护国龙王寺看过，寺庙香火旺盛。穿

越时光邃道，感受秦少游《行香子》词

的意境，“树绕村庄，水满陂塘。倚东

风，豪兴徜徉。小园几许，收尽春光。有

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远远围墙，隐隐茅堂。

飏青旗、流水桥旁。偶然乘兴，步过东冈。正莺
儿啼，燕儿舞，蝶儿忙。”了了数语，说尽了此间

风光。

我们有理由相信，以名人文化、农耕文化、

宗教文化为核心，打造成集文化体验、乡村休

闲、亲水观光的“少游故里水乡游”品牌，应当

指日可待。三月初三神居山
王玉清

癸巳年三月初三，一大早，春日气清，百里天

光，一派祥和。一拨一拨山南海北的红男绿女，轻

车暖服，经由正南向的帝尧大道或者东边山门下

车，信步来到神居山，这座位于苏北里下河西缘的

乡野平畴中的山体，岗顶宽平，旁坡和缓，渐次敞

开了佛界仙居的光景来。

对于神佛之道，我的家人曾经告诫过我，如果

生来缺乏机缘与悟性，最好不要强不知以为知，更

不要乱发癫狂妄语。这话确实得体，尽管我嗔我

痴，我还是乐于遵从的。

就像这一年一度的神居山三月初三庙会，过

去虽然间断过，可它历经几多沧桑嬗变，依然相沿

成俗，你不能不感受到文化的强大力量。

我是第一次来逛神居山庙会，所思所念不免

多了些。

当我以一种不拘形迹的闲人模样，徒步上山

的时候，山门外天菱公路及帝尧大道两旁，早已泊

满了私家车，上山的路上，香客、信众与闲逛者缤

纷络绎，经行处已经稍显拥堵，但无乱象。两旁的

摊位沿路而设，一字排开，多是出售礼佛之香的。

我留意了一下香摊，陈列盒香、线香、棒香、盘香、

塔香与散香等，苏州檀香、富贵佛香、烫金佛香、金

香佛香，价格要比散香高，沉香则更贵一些。题写

着“金榜题名”的棒香、寓含“财源滚滚”之意的钩

财佛香受到信众青睐。我本意不做香客，自然走马

观花，不料被人从背后喊出乳名，陡然的惊喜，来

自于我那居住乡间的堂房姑母，瘦小苍老的她正

在打理售香摊位，言下之意不必说了，我也乐得随

喜添趣，双手捧上了礼佛之资。

上山头等大事，应该是焚香礼佛。奉香者或

穿唐装西服，或着青绸绿袄，将雏携妇，前呼后

应，摩肩接踵，前往大雄宝殿。一座山有两座大雄

宝殿，而且同在一处平岗上，此前我没有见过。旧

的大雄宝殿在西，规模形制小，所供大佛，妙相庄

严；新大雄宝殿在东，建筑立面颇大，从山脚往上，

沿台阶拾级而上，更见其雄阔之势，内供素佛，佛

面如初，虽然早已开光，但因整个建筑尚未竣工，

大佛身上尚未漆彩泥金，便临时披一幅大红绸布

作袈裟，接受众生朝拜。我先在两殿之间空地陈列

宝鼎焚香祷祝，而后到两座宝殿行注目礼。满殿佛

香真是多，四周里涌过来，一层层堆叠上去，抱紧

了所有大佛的佛脚，钟磬悠扬声中，佛乐唱彻十方

天地。

人流熙攘，大家拜其所拜，只是殿内殿外，拥

挤不堪，空间愈显促迫。陆续见到了经商成功的宗

亲数人，或肥马轻裘、扶老携幼，或抱塔香，或上功

德，或是礼佛之后满身的大度雍容，意态却是谦恭

虔诚的。亦见到丈夫扶病妻焚香祷祝，衰年妇女跪

求孙儿学习进步。

心头倏忽滑过“苍生”一词，浑身一凛：佛的慈

航，真的能渡一切苦厄？我不知道。我倒觉得，可能

不应该一味苛求国人无信仰、国人信神信佛具有

功利目的性等等。想一想吧，多少世纪以来，我们

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度，民间信仰什么，往往最终寂

灭于什么，信仰难免不会失氧；祖祖辈辈的人们不

是没有远大的理想追求，往往才走几步，厄运就如

影随形，倒不如走一步算一步地祈求、祀奉好运的

莅临。这就是民间！树上有枣无枣习惯敲它一竿子

的民间，锅里有肉无肉依然“食量大如牛”的民间！

在生活质量普遍攀高，需求档次不断提升的当下，

比如祈求无病无痛、无灾无难的人们，登临神居

山，烧上一炷平安香，祈求项目顺遂、儿孙出息的

商家，拜拜菩萨拜拜佛，烧炷发财香或者智慧香什

么，无非出自于淳朴善良的本愿。“人在做，天在

看”，最终所为之事成不成功，当然要靠自己努力，

更要靠大家奋干。此时，我忽然感悟到，所谓尘世

幸福，并不是拥有了最好的，却是美化了相对好

的，能体会到自己身在幸福之中，这也是一种能

力。

就这么若有所思，不知不觉步出香烟缭绕、烛

火通明之处，来到前山以帝尧广场为主体而设立

的购货市场，我大概也满脸浅笑了，随处有人与我

招呼，喇叭里的叫卖声更是南腔北调，热热闹闹，

在这里，我感到庙会就像个大卖场，是老百姓的购

物天堂，各种商贸气象，应有尽有，果然是山丘隐

约，陈设蜃市；摊屋奢华，罗列奇珍。价廉物美的南

货北货，可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宗教活动倒是

次要的了。

在这里，你会觉得，逛庙会就是逛庙市，就是

逛节场，一派升平气象，到处莺歌燕舞，在四周如

玉翠竹、参天杨树与应时花草的环拥下，人们满面

春风，个个心情舒畅，喜气洋洋。庙市买东西，挑选

方便，一眼看过去，就是若干家铺位，价格也便宜，

问问价杀杀价，随心随意。锅盆碗箸，日用百货，衣

帽鞋袜，花卉苗木等，是居家过日子所看好的；香

件饰品、草艺布玩，书画彩绘，签贴绣品，是童心芳

心吟赏之心们的珍爱。大家都能得其所需，悠游自

在。

我见到一位衣着朴素的民间艺人在售卖以艺

术签名画，签购者大名后补作一条祥瑞飞龙，或补

画一尊大佛，十元一张，求购者甚多。问其所从来，

乃安徽来安人氏。

卖天津火腿肠、煎饼馃子的铺位张开淡黄色
大布蓬，挨边一顺的，有卖北京八宝茶汤的浅蓝色

布蓬，有卖蒙古小肥羊、蒙古大串的草绿色布蓬，

有卖大连铁板鱿鱼的红色布蓬，有卖重庆叉烧包

子、麻辣牛肉片的银灰色布蓬……那个色香味形，

那种夸张造势，让人满口生津，味蕾发痒。山西刀

削面的摊位因陋就简，巢县干丝、乌饭团的摊位别

出心裁。凡此种种风味小吃，多得不可尽述，亦难

以尽享。

在外围色彩浓艳的红叶石楠、垂丝海棠的映

衬下，经行庙市，满眼的是七彩琳琅的土特名优的

物产，盈耳的是大人孩子的笑声歌声吆喝声。“北

京男女老式布鞋，15元一双！”“上海梨膏糖，吃过

了一辈子都难忘！”“背捆式塑料充气大蜻蜓，一背

变聪明！”……行人如织，声浪如潮。广场那边搭起

的戏台上，弦歌鼓唱，精彩的大型古装扬剧正在展

演，纵然我有思古幽情，纵然我童心再度萌发，也

无暇在每一处边边角角流连驻足。

终于来到帝尧文化广场。广场中央高矗一尊

九米九高度的帝尧塑像，挺身垂目，顾盼苍生。这

位“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

而不骄，贵而不舒”的上古人物，目光扫过万古风

云，扫过千年墓葬，扫过古人的无数诗行，扫过今

人的不尽瞻望，此刻，他似乎正静穆地关注着这片

土地，关注着芸芸众生，关注着今天的庙会以及庙

会上的种种声光音像。

农历三月三，身入神居山，如走进了《清明上

河图》，一步步踏在民俗画卷间，我的心是甜的。

龙虬庄的前世今生
周荣池

一扇被历史标记的门，可以连通前世与今生。龙虬庄遗址就是

这样一扇门———她从新石器时代刀耕火种岁月的部落聚居地，到今

天成为博物馆里聚光灯下的珍贵遗存，从来没有失却作为一个村庄

的温度。先民的血脉在江淮间流淌，肤色不变的龙虬人存续着一个

村庄的前世今生。

骨器。陶片。农具。屋舍。墓葬。历史的碎片被恒温地保存在

数千年之后的展柜里，在现代技术的灯光里仍能捕捉到先民生活的

温度。在这个现在被叫做“遗址”的村庄里，我最感到亲切的是一粒

稻米。一粒虽然已经碳化的稻米，被印刷在展版上，是她哺育了村

庄，让龙虬人从七千年前一路走来，在江淮间的平原上延绵不绝。

在解说者的言辞里，稻米从野生到人工栽培就一句话的解释。

在我则似乎看到这样的场景：先民们在湿地发现了这些植物，它们

的颗粒虽不甚饱满，但先民们细心地收集了这些金黄的种子。来年

春天，这些种子又被播撒在湿地里。你别看这些干瘪的种子看似已

了无生气，在里下河丰腴的泥土里、热烈的阳光下这些种子拼命地

生长。稻子在秋天被收割，它们被收藏在瓦罐里。它们又和村庄一起

被收藏在历史的深处，不再呼吸却也不曾消失，成为一个等待后人

解读的秘密。

解密一个村庄需要诗情和缘分。

雨天。一个人。一个村庄。这些不是诗人的意象，张正祥却用他

诗人的情怀、考古的仪式解读了一个村庄，他把这个村庄从7000年

前带到后人的目光里。让我们看看关于这座才挖掘了十分之一的村

庄：占地面积43000平方米，有新石器时代的居住遗址4处，灰坑

34个，墓葬402座，工艺精美的陶器、玉石器、骨角器等各类文化遗

物2000余件。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发现了4000多粒7000-5000年之

间的碳化稻米。1993年，龙虬庄遗址的发现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之一，1995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被

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被评为“江苏省大

遗址”。

龙虬庄遗址里出土了屋舍，正是这些屋舍让先民的部落固守在

土地上。我曾经在看完那些枯燥的考古报告后，在夜色里想象先民

们这样造屋：

初冬。暖阳。正午。巫师拍打兽骨。原始的村落里一片神圣庄

严的气氛。族长亲自将一条狗埋在房基下作为奠基，然后念起咒语：

“东西起云，众神攘之。

南北起云，宅神避之。

朱雀飞动，众神安之。

贵登向阳，无有病禳。”

咒语大意是：起云为下雨，于建房不利，请众神、宅神排除、推

避，保佑新宅建成，直到招来飞凤，以图人们住进向阳宝地，族人健

康，生活美满。咒语连读三遍，每读一遍完毕，洒土于房基四周。尔

后，为房屋打下立柱，这是屋舍的力量支撑，也是生活安居乐业的支

柱。这些乔木树干的立柱直接打入地基或者先挖坑，在坑底垫碎陶

片或烧土块后立柱，用土填实夯紧。所造的房屋多为方形或长方形，

并有单开间和多开间之别。房屋的墙体下部为硬土墙，上部用植物

茎秆纵向编排再抹上草拌泥，烧烤成烧土墙。屋内的住面上或者铺

垫细粉沙，或者铺上碎蚌壳。

房屋建好了，龙虬人就有了聚居的现实依靠，这个先民的部族

便在不断聚拢扩大的村里稳定地生活下来。

现在的龙虬庄遗址四面环水，自古形成的小河将遗址环抱其

中，当地已将原居住在遗址上的农户全部搬迁至新庄台。新庄

台———我在参观指南的文字中看到这个字眼的时候，感到一种特别

的亲切和温暖。我知道产生这种情愫的缘由———我自己也曾是这个

村庄的一个顽皮的孩子，龙虬庄几千年后烟火延续的村庄，是我的

衣胞之地。

遍地开放的油菜花可以作证，我曾在多少个春天里像一只蜜蜂

一样穿行其间，乐此不疲。当年贫瘠的土地不再，楼房林立的村庄微

笑地在春天里等待一个孩子的归来。我的村庄，我的父老不再是“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民，他们是住在新农村里的新农民。

同行的人说，常在你的文字里看到村庄里的这条河流：三荡河。

是的，这条河流灌溉了村庄，也福泽了村民，更让我的记忆变得美

丽。今天她仍然生机勃勃地流淌在日子里，把一个辛苦了多少辈子

的村庄变成了一个颇为洋气和自豪的名字———龙虬万亩罗氏沼虾

高效产业园。这绝不是乡民的浮夸，你看看这一组振奋人心的数字，

便会心悦诚服：2012年全镇罗氏沼虾养殖2.66万亩，并建成了以三

荡河为核心的万亩罗氏沼虾高效产业园，园内罗氏沼虾养殖面积

1.1万亩，平均纯收入达2560元，总收入6800万元，加上为虾业经

济服务的链式收入6500万元，全年罗氏沼虾产业纯收入达1.33亿

元，来自虾业的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0%左右，“龙虬庄”牌罗

氏沼虾成为驰名省内外的知名品牌。

从一个原始的村落，尘封为泥土下的遗址，到二十年前被发掘

的文物，再成为一个知名品牌———“龙虬庄”这个村庄的名字像一棵

坚强的巴根草，在里下河平原上演绎了她的前世今生。

! "

□ 姚正安

无工不富，是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市多年来始

终坚持的发展观念和奋斗目标。在工业强市、工业富民的道

路上，我市有过艰难摸索，呈现短暂辉煌，有过分块突围，痛

苦裂变，有过拼政策、拼环境的无奈付出，现在终于化蛹成

蝶，步入发展的快车道，仍处在后危机时代的2012年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达到八百亿元。

透过经济开发区和城南经济新区这两扇窗口，完全可

以了解我市工业经济发展态势，以及为发展壮大工业经济

而作出的种种探索和努力。

做强载体，做优服务，做美环境，做好民生，是招商引

资、项目建设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按照这样的发展理

念，市委市政府下定决心，举全市之力，推进经济开发区超

常规发展。经过几轮的优化调整，充分依托区位优势，经济

开发区“南城北厂东市西港”的空间布局初步形成，产城互

动、产城融动的发展局面正在打开。

走进经济开发区，纵横交错宽阔整洁的道路，显示出大

气魄；错落有致宽敞明亮的厂房，显示出大氛围；格调明快

规划合理的安置小区，显示出大和谐；特别是设计精巧花木

葱茏的景观带，显现出大境界。一位老开发区人说，几天不

到开发区走走，就会迷路。还有一位外来投资商感叹，想不

到高邮经济开发区这么美，美得像一座大花园，在这里投资

确实是生产顺心，生活安心，休闲舒心。你到经济开发区看

看，就能感到这不是溢美之词。

付出终有回报。几年的励精图治，几年的卧薪尝胆，几

年的不懈奋斗，换来了商家的赞誉，换来了重大项目的涌

入，也换来了包括电池工业园在内的若干个省市第一。康博

多晶硅是当年扬州市投资体量最大的高科技项目，航天水

力、中信戴卡汽车轮毂项目的投产建设实现了央企、世界

500强在欠发达地区投资的零的突破，秦邮特种材料有限公

司投资20亿元建成的一期工程，于去年底投产，其产值是

每两天诞生一家规模以上企业，投资30亿元的二期工程也

将于今年上半年开工建设，一旦建成投产，将年产500万吨

特种钢材，百亿企业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仅2012年在

建亿元以上项目就超过30个，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7个。

对于这样的业绩，市委常委、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汤学仁

并不满足，他说：“面对南北竞相发展的逼人形势，高邮经济

开发区别无选择，只有负重争先，克难求进，追赶沿江，实现

弯道超越，才能真正领跑高邮工业经济。”并表示，项目是发

展之源，财力之本，项目建设大突破才能保证经济发展大飞

跃，必须抓项目，抓大项目，2013年努力实现“155”的项目建

设目标，即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10个，其中10亿元以上项

目5个以上，招引50个成长性高科技项目落户。

高邮经济开发区正沿着科学发展的示范区、新型城镇

化的先行区、加快发展的动力区、重大项目推进区的道路前

进。

沿着珠光路向南，穿过高邮镇工业园区，就来到了城南

经济新区。

城南经济新区，所以言新，要之有三。

一是建区的时间短。城南经济新区的前身是鸭业园区，

到今年满打满算才十年，不能不说是新面孔、新成员。就是

这短短的十年，城南经济新区人从零起步，勇于担当，敢于

开拓，在28平方公里狭小的空间里，创造了不凡的业绩。

2012年，实现工业产值63亿元、财政收入1.63亿元、农民

人均纯收入1.67万元，连续三年跻身全市综合考评标兵行

列，进入扬州市“十强工业集中区”。

二是发展思路新。突破同质竞争、低价比拼的怪圈，坚

持错位发展、差别化竞争，项目招引建设上突出新、精、特，

与经济开发区呈南北呼应、优势互补之势，先后引进140多

家企业落户，其中不乏吉信远望船舶设备、北方动力机械、

亿泰纺织、鑫东方户外用品、艾力克储能等重大高新项目。

目前正在推进的由加拿大皇家投资公司建设的智慧大厦项

目，集科技研发─成果孵化─产业集聚为一体，对推动信

息、软件、设计、动漫产业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规划面积

2600亩的物流园中的泰达广场、吉信大厦、天赐物流、汽车

4S店项目也已开工建设。

三是工作机制新。人是发展中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

城南经济新区领导班子秉持以实绩论英雄，以贡献行奖惩，

以能力定岗位，以制度强管理的人才观，重用了一批作风过

硬、品德优良、敬业爱岗的管理人才、引进了一批善于思考、

乐于创新、技能超群的经营科技人才，他们在招商引资、项

目建设、管理服务、科技研发、产品创新等岗位上发挥了积

极作用，为城南经济新区的形象塑造、提档升级、科技创新、

快速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城南经济新区和经济开发区一样，处处洋溢着“三创三

先”的浓郁氛围，“八纵五横”的路网框架，科学合理的功能

划分，外联内合的组织体系，高雅别致的环境建设，让人感

受到，一个“产业新城、城市新区”正在崛起。

新的不一定是好的。但新的相对于旧的，少了很多束

缚、制约和羁绊，只要定位准确，目标明确，敢想敢做，务实

肯干，一张白纸上就一定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城南经济

新区的成功实践作出了充分有力的证明。

站在经济开发区和城南经济新区的窗前极目远望，我

市的工业经济早已告别“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以及“归大

堆、摊大饼”的粗放发展时代，代之以集约发展、链式发展、

特色发展、创新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菱塘的电线电缆、郭

集送桥的照明器具、天山的汽车配件、三垛的纺织服装、卸

甲的电动工具、汤庄的液压机械、临泽的鞋业等一批特色产

业集聚区正在茁壮成长，高邮镇作为城关镇，得天时地利，

产业特色更为明显。

更感欣慰的是，多数乡镇，主动转变观念，创新思维，不

再吊在工业经济一棵树上，而是坚持因地制宜，扬长避短，

用工业的理念大力发展农业和服务业，车逻的扬州绿森源

生态农业园、马棚的生态休闲、临泽的低碳循环农业园、界

首的芦苇荡湿地公园、横泾的菌业、甘垛的葡萄园、龙虬的

罗氏沼虾养殖基地、八桥的南湖度假区和现代农业园区等

数十个高效规模园区蓬勃兴起，彰显了地域特色，实现了多

元发展。

这就是高邮在建设更高水平小康进程中率先崛起的底

气所在，实力所在，也是希望所在。

春到古镇处处新
□ 张荣权

踏着煦暖的春风，我又一次回到离别

多日的家乡———古镇临泽。

刚到镇口，路边一块巨石兀立，上有

“生态临泽”四个鲜红大字，看得人心暖。

沿着古镇的母亲河———子婴河向前，两

岸是一律的水泥驳坡，显出河道的工整

洁净。岸边布满各种叫得出名字和叫不

出名字的千红万紫，正是冬眠初醒，满眼

是坚劲向上的嫩芽，那生机，那精神，很

让人联想到朝气蓬勃的内蕴。岸边一方

亭，八角高挑，庄重沉稳，古朴厚重。又有

一段红色长廊，静静卧于绿草之中。内中

有几个衣着光鲜的女子摆出POSE拍照，

想是留住青春，留住灿烂。她们用镜头取

景，倒又成了路边行人视线中“人面桃花

相映红”的景致。走了一段，又见两座方

亭，在彩虹般的大桥桥头，左右相守。桥

头两边各有一组山羊雕像。几只山羊高

低参差，造型别致，让人联想到三阳开泰

的临泽特产———汤羊。当下汤羊已下市，

该是品尝“大陆”春卷、孙记卤菜熏烧和

小李插酥烧饼的季节了。家乡的美食让

游子总是牵肠挂肚。

一路走来，一路美景，不觉到了“水岸

名苑”居民小区。水岸名苑是一块占地5

万多平方的小区，三排五层楼的楼群由南

往北整齐排列。小区大门是造型很别致很

前卫的建筑，显示出不同凡响的个性。平

坦的柏油路把每一户小区居民送到相应

楼道口。小区最引人的是迎门的一处公共

广场，广场的东面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假

山，叠石皆为珍贵的太湖石，有“瘦、透、

漏”的神韵。有喷泉从上垂下，鼓动起下面

的木制水车，山色立马显得灵动起来。环

绕广场的是一弯碧清的池水，水底是现代

喷泉。节假日里，喷泉涌动，哗哗有声。广

场的南北两边各有一亭，一时尚，一古朴。

沿北面八角凉亭向东是一长廊。廊曲折有

致，檐口有漆画图案，颇富民族特色。回廊

里有长条坐凳，供小区人休憩赏景。建筑

之外皆为草坪，绿色中偶有一假山石小品

立于路边，山石怪异，让人产生遐想。与山

石相伴的是各式鲜活的植物，芭蕉摇着阔

大的叶子，尽显潇洒，紫荆、夹竹桃开着满

树的紫花白花，绽放出富贵。最显眼的是

六棵香樟，树干粗如盆口，显出壮硕，满树

绿叶摇曳生姿。流连于广场之上，所有人

都赞叹，这个小区可与城区的任何一小区

较劲，就是那北京南京，又如何？

正在建设的“幸福豪庭”是中国建筑

五百强之一的“幸福联盟”的杰作，一个建

筑面积达10万平米的小区。小区欧式建

筑，显出别一番风味。在建的有一座地标

式建筑———幸福大厦。大厦13层，集星级

酒店、商务会所、休闲公园、商业广场、大

型超市、主体商业街为一体。这里将形成

临泽一个一站式高端小都市。

紧邻“幸福豪庭”的是占地7000平方

的菱川文化广场。广场小而精致，显出临

泽人珍惜土地的情结。广场上，耳目所接，

皆是地域特色文化。尤为显眼的是地面上

的“时光隧道”，让人在流连间了解到临泽

古镇的历史变迁和大事名人。

一路向前，经过熟悉的街道，到了文

化站。站上很热闹，一帮退休的女子正在

唱淮剧。另一边又在排练文艺节目。记得

前年的方言快板《劝君莫赌钱》广受好

评，还被调到城上来公演，古镇人真是多

有文艺细胞。镇上最出彩的民俗文艺节

目当数踩高跷，曾代表江苏参加全国首

届农民艺术节，并捧回一奖，现在镇上又

把这门技艺在小学生中传授，好让临泽

高跷薪火相传，走得更远。置身在这歌声

里，人就多有笑脸，少有忧愁，家乡人真

活得有质量。

出来又前行，看见广场上有一群女子

在跳舞，领舞的是我的学生“沙妹子”。她

一袭黑衣，衬出佼好的身材，我记得她以

前是麻将场上的“硬腿”，笑问她怎忍心割

爱，她笑道：打牌老输钱，又弄得坏心情，

不如唱歌跳舞。唱歌开心，跳舞快乐，强身

健体，活得有滋味，也不辜负政府为老百

姓修建的一处处花园似的广场。她还悄悄

告诉我，最近几个要好的姐妹，筹资买了

时尚水鼓，业余玩玩。“张老师，以后有什

么比赛告诉我们。我们也去秀一把，为咱

临泽争光。”

一路走我一路赞叹临泽建设的脚步，

同行镇政府负责人告诉我，镇上在抓硬件

建设的同时，正围绕建设文化临泽、美丽

高邮抓几件大事。他还说，现在人民物质

生活富裕了，更追求精神文化生活，政府

正是在这方面努力，争取人民实实在在的

美好生活。

离开临泽正是红霞满天的傍晚，一种

为故乡骄傲的情绪油然而生。以前都说

“三世修个镇，七世修个城”，今天城市和

集镇还有什么区别呢？大家都是好日子，

真要感谢春天般的好时代。

春
风
十
里
秦
家
垛

□

夏

涛

今年我受邀参加“美丽高邮城乡行”采风

活动，四月乡村的油菜花已经开得遍地烂漫，

把乡村道路挤得又窄又长，我们乘坐的面包车

行驶在乡村道路上，就像漂浮在黄色花海上的

一艘白色游艇，此刻我们也成了别人的风景。

坐在车上，满眼尽是菜花的深黄和树头的新

绿，听着鸟的絮语，闻着花的芳香，陶醉于盎然

春意之中。

四月九日下午，采风团的车从临

泽集镇出发，沿安大公路南行十余里，

进入三垛镇境内，相距三垛集镇还有

十余里的公路边，新建成的一座新颖

的牌坊，矗立在安大公路的东侧，“少

游故里”四个金色大字十分醒目，四柱

三门的牌坊挺立在旷野之中，自然显

得壮阔和夺目。

秦观（1049-1100），字少游，号淮

海居士，别号邗沟居士。扬州高邮人，

北宋文学家，著名婉约派词人。上世纪

末，因为高邮原武宁乡秦家村秦氏后

裔，向高邮档案馆捐赠了一部《秦氏家

谱》，经考证认定，秦少游祖上移居高

邮武宁左乡里，秦家村是秦少游的出

生地，即今三垛镇少游村。取名少游

村，系因区划调整，将原秦家村周边的

花家、东村、西村四村合并而成，也不

过短暂十余年。

原来的秦家村是个垛田，很偏僻

的一个小村落，恰如少游词云：“斜阳

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近年由

于三阳河作为南水北调的源头，开拓

浚深，沿东岸边又修筑成一条高等级

的黑色公路，水陆两路并行，从秦家

村西而过，彰显出交通区位的优势。

三垛镇利用其优越的地域环境，通过

旅游规划，动意开发“名人村”乡村旅

游项目。

“少游故里乡村游”列入我们的采风计划。

车从牌坊下经过，沿着新筑的一条取名“亲秦

路”的水泥大道东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道

两边散放着的一群牛羊和马匹，在一片碧绿的

草地上，闲散地啃吃着青草，立刻给我们一种

古典式田园风光的美好印象。路边还有成排

的牛棚和马厩。这是处于村子东北角的护国

龙王寺租用的一块草地，为寺庙护生园。这些

牛羊马是佛教信徒出资认养的，雇佣专人放

牧，是不能驱使和宰杀的，直至放养老死，埋葬

时还要办佛事超度，这真是一群快活而幸福着

的生灵。

车行约一公里，进入秦家村，村口设了停

车场，我们一行下车，在刻有“秦家垛”三个大

红字的一块巨石旁，驻足留影。村庄不大，所有

墙面刷上白色，和菜花柳色一起倒映在村河

中，像幅水彩画。环绕村庄的小河，水

泥板护岸，岸边新植花木欣欣向荣。两

岸铺设彩色花砖步行道，使小村更显

优雅静谧。河上改建的一座红色木桥，

别具特色，新桥的河东岸上，建好了健

身园，又使小村增添现代乡村气息。

我们走过刷白的水泥拱桥，进入

地势较高的老庄子，几条窄小水泥路

面街巷，也打扫得整洁，村庄面貌焕然

一新。走进了一所明清风格的老宅，已

列为高邮市文保单位的“秦家大院”，

被新砌的两个院墙围住，两个院墙的

院门对联分别是“龙图世泽；淮海家

声”和“名标大宋；教衍高邮”，这是秦

氏家族四言通用联，标明居住的是秦

少游的后人。其实此房仅百年，已经转

手数家，萎缩成了仅存的三间两厢，好

在秦家垛秦姓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五，

都是秦少游的后裔。能留下这一所，让

来者站在古屋门口，当会引发思古之

幽情，也不失探访怀古的意味。但愿秦

氏祠堂早日复建好，成为秦氏族人寻

根问祖之地，注入更多的文化元素，吸

引游人前来朝圣，使乡村游主题升华。

我们一行又驱车到已具相当规模

的护国龙王寺看过，寺庙香火旺盛。穿

越时光邃道，感受秦少游《行香子》词

的意境，“树绕村庄，水满陂塘。倚东

风，豪兴徜徉。小园几许，收尽春光。有

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远远围墙，隐隐茅堂。

飏青旗、流水桥旁。偶然乘兴，步过东冈。正莺
儿啼，燕儿舞，蝶儿忙。”了了数语，说尽了此间

风光。

我们有理由相信，以名人文化、农耕文化、

宗教文化为核心，打造成集文化体验、乡村休

闲、亲水观光的“少游故里水乡游”品牌，应当

指日可待。三月初三神居山
王玉清

癸巳年三月初三，一大早，春日气清，百里天

光，一派祥和。一拨一拨山南海北的红男绿女，轻

车暖服，经由正南向的帝尧大道或者东边山门下

车，信步来到神居山，这座位于苏北里下河西缘的

乡野平畴中的山体，岗顶宽平，旁坡和缓，渐次敞

开了佛界仙居的光景来。

对于神佛之道，我的家人曾经告诫过我，如果

生来缺乏机缘与悟性，最好不要强不知以为知，更

不要乱发癫狂妄语。这话确实得体，尽管我嗔我

痴，我还是乐于遵从的。

就像这一年一度的神居山三月初三庙会，过

去虽然间断过，可它历经几多沧桑嬗变，依然相沿

成俗，你不能不感受到文化的强大力量。

我是第一次来逛神居山庙会，所思所念不免

多了些。

当我以一种不拘形迹的闲人模样，徒步上山

的时候，山门外天菱公路及帝尧大道两旁，早已泊

满了私家车，上山的路上，香客、信众与闲逛者缤

纷络绎，经行处已经稍显拥堵，但无乱象。两旁的

摊位沿路而设，一字排开，多是出售礼佛之香的。

我留意了一下香摊，陈列盒香、线香、棒香、盘香、

塔香与散香等，苏州檀香、富贵佛香、烫金佛香、金

香佛香，价格要比散香高，沉香则更贵一些。题写

着“金榜题名”的棒香、寓含“财源滚滚”之意的钩

财佛香受到信众青睐。我本意不做香客，自然走马

观花，不料被人从背后喊出乳名，陡然的惊喜，来

自于我那居住乡间的堂房姑母，瘦小苍老的她正

在打理售香摊位，言下之意不必说了，我也乐得随

喜添趣，双手捧上了礼佛之资。

上山头等大事，应该是焚香礼佛。奉香者或

穿唐装西服，或着青绸绿袄，将雏携妇，前呼后

应，摩肩接踵，前往大雄宝殿。一座山有两座大雄

宝殿，而且同在一处平岗上，此前我没有见过。旧

的大雄宝殿在西，规模形制小，所供大佛，妙相庄

严；新大雄宝殿在东，建筑立面颇大，从山脚往上，

沿台阶拾级而上，更见其雄阔之势，内供素佛，佛

面如初，虽然早已开光，但因整个建筑尚未竣工，

大佛身上尚未漆彩泥金，便临时披一幅大红绸布

作袈裟，接受众生朝拜。我先在两殿之间空地陈列

宝鼎焚香祷祝，而后到两座宝殿行注目礼。满殿佛

香真是多，四周里涌过来，一层层堆叠上去，抱紧

了所有大佛的佛脚，钟磬悠扬声中，佛乐唱彻十方

天地。

人流熙攘，大家拜其所拜，只是殿内殿外，拥

挤不堪，空间愈显促迫。陆续见到了经商成功的宗

亲数人，或肥马轻裘、扶老携幼，或抱塔香，或上功

德，或是礼佛之后满身的大度雍容，意态却是谦恭

虔诚的。亦见到丈夫扶病妻焚香祷祝，衰年妇女跪

求孙儿学习进步。

心头倏忽滑过“苍生”一词，浑身一凛：佛的慈

航，真的能渡一切苦厄？我不知道。我倒觉得，可能

不应该一味苛求国人无信仰、国人信神信佛具有

功利目的性等等。想一想吧，多少世纪以来，我们

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度，民间信仰什么，往往最终寂

灭于什么，信仰难免不会失氧；祖祖辈辈的人们不

是没有远大的理想追求，往往才走几步，厄运就如

影随形，倒不如走一步算一步地祈求、祀奉好运的

莅临。这就是民间！树上有枣无枣习惯敲它一竿子

的民间，锅里有肉无肉依然“食量大如牛”的民间！

在生活质量普遍攀高，需求档次不断提升的当下，

比如祈求无病无痛、无灾无难的人们，登临神居

山，烧上一炷平安香，祈求项目顺遂、儿孙出息的

商家，拜拜菩萨拜拜佛，烧炷发财香或者智慧香什

么，无非出自于淳朴善良的本愿。“人在做，天在

看”，最终所为之事成不成功，当然要靠自己努力，

更要靠大家奋干。此时，我忽然感悟到，所谓尘世

幸福，并不是拥有了最好的，却是美化了相对好

的，能体会到自己身在幸福之中，这也是一种能

力。

就这么若有所思，不知不觉步出香烟缭绕、烛

火通明之处，来到前山以帝尧广场为主体而设立

的购货市场，我大概也满脸浅笑了，随处有人与我

招呼，喇叭里的叫卖声更是南腔北调，热热闹闹，

在这里，我感到庙会就像个大卖场，是老百姓的购

物天堂，各种商贸气象，应有尽有，果然是山丘隐

约，陈设蜃市；摊屋奢华，罗列奇珍。价廉物美的南

货北货，可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宗教活动倒是

次要的了。

在这里，你会觉得，逛庙会就是逛庙市，就是

逛节场，一派升平气象，到处莺歌燕舞，在四周如

玉翠竹、参天杨树与应时花草的环拥下，人们满面

春风，个个心情舒畅，喜气洋洋。庙市买东西，挑选

方便，一眼看过去，就是若干家铺位，价格也便宜，

问问价杀杀价，随心随意。锅盆碗箸，日用百货，衣

帽鞋袜，花卉苗木等，是居家过日子所看好的；香

件饰品、草艺布玩，书画彩绘，签贴绣品，是童心芳

心吟赏之心们的珍爱。大家都能得其所需，悠游自

在。

我见到一位衣着朴素的民间艺人在售卖以艺

术签名画，签购者大名后补作一条祥瑞飞龙，或补

画一尊大佛，十元一张，求购者甚多。问其所从来，

乃安徽来安人氏。

卖天津火腿肠、煎饼馃子的铺位张开淡黄色
大布蓬，挨边一顺的，有卖北京八宝茶汤的浅蓝色

布蓬，有卖蒙古小肥羊、蒙古大串的草绿色布蓬，

有卖大连铁板鱿鱼的红色布蓬，有卖重庆叉烧包

子、麻辣牛肉片的银灰色布蓬……那个色香味形，

那种夸张造势，让人满口生津，味蕾发痒。山西刀

削面的摊位因陋就简，巢县干丝、乌饭团的摊位别

出心裁。凡此种种风味小吃，多得不可尽述，亦难

以尽享。

在外围色彩浓艳的红叶石楠、垂丝海棠的映

衬下，经行庙市，满眼的是七彩琳琅的土特名优的

物产，盈耳的是大人孩子的笑声歌声吆喝声。“北

京男女老式布鞋，15元一双！”“上海梨膏糖，吃过

了一辈子都难忘！”“背捆式塑料充气大蜻蜓，一背

变聪明！”……行人如织，声浪如潮。广场那边搭起

的戏台上，弦歌鼓唱，精彩的大型古装扬剧正在展

演，纵然我有思古幽情，纵然我童心再度萌发，也

无暇在每一处边边角角流连驻足。

终于来到帝尧文化广场。广场中央高矗一尊

九米九高度的帝尧塑像，挺身垂目，顾盼苍生。这

位“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

而不骄，贵而不舒”的上古人物，目光扫过万古风

云，扫过千年墓葬，扫过古人的无数诗行，扫过今

人的不尽瞻望，此刻，他似乎正静穆地关注着这片

土地，关注着芸芸众生，关注着今天的庙会以及庙

会上的种种声光音像。

农历三月三，身入神居山，如走进了《清明上

河图》，一步步踏在民俗画卷间，我的心是甜的。

龙虬庄的前世今生
周荣池

一扇被历史标记的门，可以连通前世与今生。龙虬庄遗址就是

这样一扇门———她从新石器时代刀耕火种岁月的部落聚居地，到今

天成为博物馆里聚光灯下的珍贵遗存，从来没有失却作为一个村庄

的温度。先民的血脉在江淮间流淌，肤色不变的龙虬人存续着一个

村庄的前世今生。

骨器。陶片。农具。屋舍。墓葬。历史的碎片被恒温地保存在

数千年之后的展柜里，在现代技术的灯光里仍能捕捉到先民生活的

温度。在这个现在被叫做“遗址”的村庄里，我最感到亲切的是一粒

稻米。一粒虽然已经碳化的稻米，被印刷在展版上，是她哺育了村

庄，让龙虬人从七千年前一路走来，在江淮间的平原上延绵不绝。

在解说者的言辞里，稻米从野生到人工栽培就一句话的解释。

在我则似乎看到这样的场景：先民们在湿地发现了这些植物，它们

的颗粒虽不甚饱满，但先民们细心地收集了这些金黄的种子。来年

春天，这些种子又被播撒在湿地里。你别看这些干瘪的种子看似已

了无生气，在里下河丰腴的泥土里、热烈的阳光下这些种子拼命地

生长。稻子在秋天被收割，它们被收藏在瓦罐里。它们又和村庄一起

被收藏在历史的深处，不再呼吸却也不曾消失，成为一个等待后人

解读的秘密。

解密一个村庄需要诗情和缘分。

雨天。一个人。一个村庄。这些不是诗人的意象，张正祥却用他

诗人的情怀、考古的仪式解读了一个村庄，他把这个村庄从7000年

前带到后人的目光里。让我们看看关于这座才挖掘了十分之一的村

庄：占地面积43000平方米，有新石器时代的居住遗址4处，灰坑

34个，墓葬402座，工艺精美的陶器、玉石器、骨角器等各类文化遗

物2000余件。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发现了4000多粒7000-5000年之

间的碳化稻米。1993年，龙虬庄遗址的发现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之一，1995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被

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被评为“江苏省大

遗址”。

龙虬庄遗址里出土了屋舍，正是这些屋舍让先民的部落固守在

土地上。我曾经在看完那些枯燥的考古报告后，在夜色里想象先民

们这样造屋：

初冬。暖阳。正午。巫师拍打兽骨。原始的村落里一片神圣庄

严的气氛。族长亲自将一条狗埋在房基下作为奠基，然后念起咒语：

“东西起云，众神攘之。

南北起云，宅神避之。

朱雀飞动，众神安之。

贵登向阳，无有病禳。”

咒语大意是：起云为下雨，于建房不利，请众神、宅神排除、推

避，保佑新宅建成，直到招来飞凤，以图人们住进向阳宝地，族人健

康，生活美满。咒语连读三遍，每读一遍完毕，洒土于房基四周。尔

后，为房屋打下立柱，这是屋舍的力量支撑，也是生活安居乐业的支

柱。这些乔木树干的立柱直接打入地基或者先挖坑，在坑底垫碎陶

片或烧土块后立柱，用土填实夯紧。所造的房屋多为方形或长方形，

并有单开间和多开间之别。房屋的墙体下部为硬土墙，上部用植物

茎秆纵向编排再抹上草拌泥，烧烤成烧土墙。屋内的住面上或者铺

垫细粉沙，或者铺上碎蚌壳。

房屋建好了，龙虬人就有了聚居的现实依靠，这个先民的部族

便在不断聚拢扩大的村里稳定地生活下来。

现在的龙虬庄遗址四面环水，自古形成的小河将遗址环抱其

中，当地已将原居住在遗址上的农户全部搬迁至新庄台。新庄

台———我在参观指南的文字中看到这个字眼的时候，感到一种特别

的亲切和温暖。我知道产生这种情愫的缘由———我自己也曾是这个

村庄的一个顽皮的孩子，龙虬庄几千年后烟火延续的村庄，是我的

衣胞之地。

遍地开放的油菜花可以作证，我曾在多少个春天里像一只蜜蜂

一样穿行其间，乐此不疲。当年贫瘠的土地不再，楼房林立的村庄微

笑地在春天里等待一个孩子的归来。我的村庄，我的父老不再是“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民，他们是住在新农村里的新农民。

同行的人说，常在你的文字里看到村庄里的这条河流：三荡河。

是的，这条河流灌溉了村庄，也福泽了村民，更让我的记忆变得美

丽。今天她仍然生机勃勃地流淌在日子里，把一个辛苦了多少辈子

的村庄变成了一个颇为洋气和自豪的名字———龙虬万亩罗氏沼虾

高效产业园。这绝不是乡民的浮夸，你看看这一组振奋人心的数字，

便会心悦诚服：2012年全镇罗氏沼虾养殖2.66万亩，并建成了以三

荡河为核心的万亩罗氏沼虾高效产业园，园内罗氏沼虾养殖面积

1.1万亩，平均纯收入达2560元，总收入6800万元，加上为虾业经

济服务的链式收入6500万元，全年罗氏沼虾产业纯收入达1.33亿

元，来自虾业的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0%左右，“龙虬庄”牌罗

氏沼虾成为驰名省内外的知名品牌。

从一个原始的村落，尘封为泥土下的遗址，到二十年前被发掘

的文物，再成为一个知名品牌———“龙虬庄”这个村庄的名字像一棵

坚强的巴根草，在里下河平原上演绎了她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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