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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明朝，做一回驿丞
□王树兴

林一苇先生是著名的童话

作家，邮票收藏大家，他久仰文

化名城高邮，意欲捐赠他的爱

情主题邮票，大前年由我促成

了高邮行。这样的好事是由倪

文才先生发出邀请的。

记得是秋雨去后的清朗上午，倪文才先生陪林一苇参

观盂城驿。我们在运河堤上下车，眺望着盂城驿时一苇有

些恍惚，他拉了拉我的衣角，说他一定来过这里。

可能吗？他是第一次来到高邮，是似曾相识吧，他走过

太多的地方。待进了盂城驿，听到导游小姐对盂城驿的介

绍，他更是肯定自己曾经在这里有过生活。

倪文才先生随景随形，信手拈来地给我们讲盂城驿，

一逸闻一掌故让一苇先生入迷。一苇提醒我，倪先生对盂

城驿研究颇深，他叙述的故事可是好小说的材料。

盂城驿里，登鼓楼前一苇跃身骑上驿马，做扬鞭状，

他说他要到明朝做一回驿丞。而我则建议，做穿越，我们

一起回明朝。他做九品驿丞，我是从五品的知州。

回北京，到山东以后的一苇先生念念不忘这件事，我

们碰一道他就喋喋不休地说盂城驿，要我和他一起编排他

在高邮，构思他在明朝盂城驿里的故事，他想写盂城驿的

小说。

今年三月一苇又和我说到这件事，恰逢《驿站风云》出

版之际，我调侃了不知情的他一回。

微信：我说说你回明朝，你在盂城驿做驿丞的故事吧。

一苇欣喜若狂，回了好几个表情。

我说：你是二十刚出头的秀才李忠实，你当上了别人

眼里是肥缺的九品驿丞。就任的盂城驿在紧挨着扬州的高

邮州，在这里你开始了云谲波诡的仕途生涯。

一苇说：好！驿站是个好故事开始的地方。

我说：驿站是邮局，亦是交通局，有可调遣的车、船、马

交通工具和一众身强力壮或直率有古侠之风、或刁钻古怪

如市井游贩的驿夫。驿站是个接待办，皇亲国戚、地方政

要，只要有公文符验都要接待，稍有不周到便麻烦上身；更

免不了有假公济私的，到驿站里来胡作非为的，做驿丞需

要左右逢源。因为驿站是个收容

所，押解进京的渎职、贪腐官员

要在这里过夜逗留，形形色色的

案底，如影相随的神秘人物，危

机四伏，让人寝食难安。驿站也

是官场，虽小但它是关系网的末梢，最敏感的部位，性质特

殊，可以通天。在这里有烽火军情，有宫闱内幕，更有百姓舆

情。它在明朝天下的棋盘里是一个拨动能变全局的棋子。

一苇说：可我不觉得这是一部官场小说，这应该是一部

严肃的历史小说。

我说：是的，血气方刚的书生李忠实面对驿站乱象，要

着手整治，要拨乱反正，要匡扶正义，要廉洁奉公，要出人头

地。可仕途凶险，遍布陷阱，凭智慧，凭才干，李忠实能够化

险为夷，却不能左右逢源。有一位丞相岳父的小驿丞李忠

实，算是有通天的裙带关系和云泥相接的靠山，还是免不了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命运。历史和当下竟是有那么多相似

的故事令人触目惊心。

一苇说：还不尽兴，这个年轻的、风流倜傥的驿丞李忠

实，应该还有余音绕梁的爱情故事在。高邮这地方多美啊，

才子佳人弄一起岂会没有故事……

我说：当然。驿丞李忠实有一位柔情似水的美貌太太，

还身怀武学绝技。辞官以后他们夫妻双双荡舟高邮湖上去

了。

一苇说：好故事，可以写了。你写我写？

我说：我们都没有机会写了，倪文才先生已经做了取材

盂城驿的小说，我说的都是他作品里的。我手上有他赠送的

样书。一苇先生马上急着要读，我寄给他，注明是借阅，须日

后归还。

3月30日一苇微博私信我：兄台，您再回扬州或者高

邮告诉我，我找您去。我要再去盂城驿！我回复：好的，到时

欢聚，只是我们不能一起穿越到明朝了。甚是遗憾。

一苇先生真是个较真的人，他立即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说不遗憾，读了《驿站风云》就等于回了一趟明朝，他就等于

做过了一回驿丞。他还说，在小说里，我这个知州不怎么样，

不算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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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倪文才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驿站风云》
□周荣池

倪文才先生潜心历史文化研究，在高邮传统文化诸多方面都有论

著。新近收到所著长篇历史小说《驿站风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

12月版），与其之前理论纪实著作不同的是，这是一部纯文学作品。通

读之后，感佩作者文学笔力的同时，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启发。讲城市的

历史文化，我们传统的手法是著书立传或者是修堂建馆，普通的民众会

觉得这种形式非常的冷漠与生硬，因此这些形式的传承一方面使其安

身立命，一方面使其束之高阁。

令人欣喜的是，《驿站风云》一书为市民和读者提供了一种轻松的

接触城市历史文化的方式———讲故事，这大概得益于莫言先生的那个

著名的演讲。读者在小说阅读中了解了明代高邮的历史、人文和风

情———可以说，这本小说是为高邮尤其是明代的历史文化作了一次起

底。这种起底形式是轻松的，内容却是丰富的；体验是愉悦的，落点却是

严肃的；手法是通俗的，格调却是优雅的。

邮驿文化是这部小说所展示的重点，实际上也是高邮的历史文

化的重心。建于明代洪武年间的盂城驿，这座至今保存完好的驿站

在高邮的历史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高邮自秦始皇便在此

“筑高台、置邮亭”，而至今中国两千多县市中以邮命名的是“神州无

同类”，盂城驿成为高邮古今邮驿文化的连接点。与此同时，盂城驿

在区位上又是贯通南北水陆要道的重要节点。可以说，高邮是因邮

而生，因邮而兴，挖掘邮驿文化正是对高邮历史文化重心的尊重与

保护。《驿站风云》中的主人公驿丞李忠实是个饱读诗书又胸怀抱

负的年轻人。他在任盂城驿驿丞期间所遭遇的种种经历看似个体

化的，事实正是通过这个人物作为线索，展现着运河边这个驿站的

风云变幻：驿站既要发挥邮驿的本位职能，又要担当着各路官员的

接待，甚至各路押解途经本地犯人的看守。驿站里有达官贵人，有贩

夫走卒，有的心怀仗义，有的则阴狠毒辣。李忠实的种种遭遇，正是

将古代邮驿文化生动地展现出来，让文化这个词不再是古书上冰凉

的文言文，而是鲜活的故事场景。

高邮自古人文荟萃，自宋代以降，更是名人辈出，秦少游骄傲地说

“所以生群材”。挖掘历史文化，主要依据事与物，最终却落脚在人身上。

所以，一个朝代的风云便是人或者一群人的风云。《驿站风云》中所涉

及的名人是高邮人值得骄傲的，皇帝朱元璋、名相汪广洋、名将徐

达、燕王朱棣王妃等等，这些名人以及发生的事件都不是空穴来风。

虽然有文学创作的手法，但基本史实是可靠的。这让读者感受到那些

历史书上的人物其实也曾活生生地在街头巷尾出没，文学将他们从历

史的记忆里复活了。

鱼米之乡、民歌之乡、诗词之乡的高邮，还是个风情独绝的城市。

《驿站风云》中所展示的高邮民俗风情，是这部作品起底高邮历史文化

的第三处贡献。小说中所反映的风情，如今看来依旧温暖感人，这让历

史也如李忠实初来高邮要的“那一碗面、一份炒长鱼”的味道满纸盈香。

土特产双黄蛋、老街市的营生、婚嫁的风俗等风情也都自然地表现在小

说的进展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高邮作为诗乡，读书吟诗已经成为民

风之一，《驿站风云》中大量的古典诗词较之于高邮历史上超过3万首

的诗词积淀虽是冰山一角，但也相当恰当地作了展示，也让人物更加的

优雅丰满，可谓一举两得。

读者所感，未必是作者本愿，确也是文本所呈现的效果。一部小说

为城市文化起了一次底，这是作者的辛苦，读者的福气，城市的幸事。

小故事里的大高邮
———读长篇历史小说《驿站风云》有感

□徐霞

荣幸之至，倪文才先生签赠我长篇小说

《驿站风云》一书。我虽然读书但都是自娱自

乐，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读过这本有关高邮盂

城驿的长篇历史小说，就用并不专业的眼光

说点自己的感受。这部小说以盂城驿驿丞李

忠实为主角，以驿站为故事的主要场景，以明

代高邮为时代背景，讲述了主人公在这个九

品芝麻官的职位上风云跌宕的经历。可以说，

官位小、驿站小、城市小，但恰恰是这些小的

角色与舞台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大气，让我们

在历史长河中的小故事里看见了一个别样的

大高邮。

李忠实的官位小，但他的人生波澜壮

阔。李忠实是个九品芝麻官，以至于山东布

政使的儿子游山玩水到盂城驿，驿夫回答大

人不在的时候，这位官二代竟然不屑地说，

小小的驿丞也配叫大人。可就是这么一个九

品的官员，李忠实以自己的血气方刚与学识

智慧上下周旋，做到不卑不亢，游刃有余。由

于驿站的特殊地位，这个官位不高的驿丞要

面对的公务与私情是很多的，这个被别人认

为是肥差的位置，对这位读书人有着极大的

考验。作为丞相的女婿，身边又有一位武功

高强的夫人，这些并没有掩盖这位小官员的

智慧和才能，一系列的矛盾在他面前被各个

击破，而这一切便是凭借着这个小小的身份成就了其精彩的大

人生。最为令人感到这种人生值得尊敬之处在于，李忠实被任

命为高邮知州之后，也就是从一个驿站一把手成为县城的一把

手，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这当然不是退缩，而是一种独特的

智慧和胸襟，这时候退更能显示他人生之大气。

盂城驿这个地方小，但暗藏着大玄机。驿站是个很庞杂

的地方，既是邮政功能的邮局，又是各处官员的招待所，还是

羁押犯人的看守所。这也就决定了驿站之中的人员是复杂

的，有达官贵人、三教九流，这就进一步决定了驿站大事小情

的复杂性。小小的驿站暗藏着大大的世界。这个大大的世界

里，李忠实要面对的是各级官员各式的腔调，面对形形色色

的被羁押人员带来的凶险，还要承当各种各样接待的琐务与

风险。这些事情做好了都是小事，可是稍有闪失就都是大事。

小小的驿站是五脏俱全的麻雀，展示了一个完整的古代官场

生态、社情民意和风土人情。这种展示比全景式的书写更加

精力集中，更加反映以小见大的魅力。

当时的高邮城市小，但成为反映大时代的舞台。《驿站风云》

故事发生在明代初年，高邮州不过是一个小城市，驿站也并非权

力中心，驿丞也不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但正是高邮州的风云变

幻，恰恰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时代的大背景。在作者所营造的故事

情节中，巧妙地将皇帝朱元璋、宰相汪广洋、名将徐达之女燕王朱

棣的妃子等一系列重磅的人物穿插其中，一方面增加了故事本身

的分量，客观上也反映了明朝初年，天下初定同时又暗流汹涌的

时代背景，这又是一个以小见大，小小高邮州成为反映明代历史

的大舞台。

作为一个高邮人，我虽然对于高邮历史没有研究，但是在阅

读小说的时候还是对其中许多熟悉的地名、场景以及风俗感到

非常地亲切。读完之后仿佛是穿越到明朝去了，遇见一个小驿

丞，在一个运河边的小驿站，在那风雨飘摇的小城池，而这一切

的小中其实别有洞天，它是那么的精致，那么的丰富，那么的波

澜壮阔。

此曲只应天上有
———评徐晓思《万年欢》

□徐 蕊

徐晓思先生继《一路喜鹊

窝》《小鼓手》《外公》等作品之

后又写出了以故乡高邮为背

景的小说《万年欢》。他依旧

将小说的故事背景放置在南

澄子河的南北岸，致力于描写

发生在河两岸的人与事，探寻与揭秘

自己的家族史，书写带有地方色彩的

传奇。

在《万年欢》中作者主要塑造了三

位人物，分别是柳青榆、麻炉罩子和

“我”的父亲曹成连。他们个个身怀绝

技而又性格鲜明。柳青榆擅长吹唢呐、

唱小戏、替人算命，麻炉罩子是个音乐

天才且深谙男女情事，而“我”父亲曹

成连则是一位精通医术而又宅心仁厚

的吹鼓手。音乐成为连结他们三人情

感的最坚实的纽带，天才之间的惺惺

相惜成就了他们高山流水般的友谊。

徐晓思先生创作的《小鼓手》《一路喜

鹊窝》等作品的主人公也都是吹鼓手，

这是作者熟悉的题材、熟悉的内容，也

正是因为作者有着丰富的生活体验与

细致入微的生活观察才写出了如此质

朴却又打动人心的作品。

《万年欢》这首由唢呐演奏的曲子

成为贯穿全文的主线，小说开头柳青

榆用《万年欢》提醒“心有灵犀一点通”

的好友不要为不明不白的残杀助纣为

虐，小说中间写到“在柳青榆和赵必才

《万年欢》的唢呐声中一对新人(即我

的父母)拜了堂……”，小说的最后在

我母亲和父亲的葬礼上也是用《万年

欢》来超度亡灵。喜事，唢呐一吹，喜上

加喜；丧事，超度亡灵，唢呐声把伤心

稀释开来，《万年欢》成为连结人们喜

怒哀乐的生命之曲。历史烟云中的英

雄传奇与命运悲怆都融化在了摄人心

魄的《万年欢》中，或高亢或悲壮的《万

年欢》隐藏着生命的磨难，流露出内心

的痛苦，唢呐吹奏出的不只是生命的

短暂。生死的无常，更是吹奏出对不幸

遭遇的隐忍与控诉，对命运的挑战与

抗争，对生活的坚定与执着，一曲《万

年欢》表达了人们苦中作乐、化苦为甜

的生活态度与理想。

作者出生在汪曾祺的故乡高邮，

这座钟灵毓秀的小城成为滋养作者写

作的一片沃土。在徐晓思先生的作品

中，我们能看到很多高邮的方言俚语

和民间歇后语，作者有意识地使用方

言俚语为作品增添了几分泥土气息

和生活气息。比如柳青榆在形容我家

时用了这样一段小戏：“你家两间带

一拖，粪桶靠着锅，吃吃又来屙，床上

席子有个洞，不如牛草窠……”又如

大家看不起吹鼓手时说道：“吹鼓手，

吹鼓手，坐在人家大门口，吃冷饭，喝

冷酒，生活不如一条狗。”

此外，作者擅长运用白描，在描

写柳青榆拉二胡时写道：“他调二胡

弦子音准时，歪着头，眼睛的白仁子

翻起翻起的，用耳朵听音，又像用眼

睛再听，其实是用心在听。”一段白描

将柳青榆调弦的专注神态描写得形

神毕肖。作者同时也擅于进行细节描

写，如：“他闲下来就用指甲挠头，然

后用大拇指指甲按住其他指头的指

甲，把在头上挠在指甲棚里的东西

‘笃’地一声弹出去。”这段话细致入

微地写出了柳青榆的生活习惯。

契科夫认为，对丰富生活的表

现只有依靠朴素的句子才能完成，

用过多的形容词和修饰语言，会使

作品臃肿，不能立刻形成想象。徐晓

思先生始终使用朴素简洁的语言和

句子，语言没有花哨的点缀，行

文也很少采用错综复杂的多线

叙事或时空颠倒变换的倒叙插

叙，以平铺直叙的方式为人物

立传，令人过目不忘。但作者在

行文中经常出现“星光大道”

“春晚”“李玉刚”“屌丝”等当下流行
语，虽然切合时代，却破坏了全文的

气脉，这些词语在文中显得分外扎眼

与突兀，如果作者在今后的创作中稍

加注意，将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

一曲《万年欢》成了“知音难觅”

“无处话凄凉”的时代挽歌，刺破苍穹

的《万年欢》，入地九泉的《万年欢》，标

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真真是“此曲只

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