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劲 鹤 飞 越 鸣 音 绕 梁
再读王鹤先生遗著《古代诗词咏高邮》

高邮的文化、文物、文艺和文气，在全国
县级城市中是有名的。外地领导、志趣相投的
文友来访，我都会介绍和赠予王鹤先生编著
的《古代诗词咏高邮》（以下简称《咏高邮》）。
至今，我已送出 10多本。被赠者拿到书后十
分喜爱，视若珍宝，甚至在之后的来电、回电
中，还多次聊起《咏高邮》的珍贵价值。近期，
在“一汪情深”的微信群里，仍有许多外地网
友寻找和求购此书。在高邮卫生系统工作的
一位文友在网上说，他也赠送了 7册，只恨当
初备得少了。由此可见，《咏高邮》的保鲜性和
生命力之强。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王鹤先生从自
己多年的地方史志工作中，深知高邮悠久的
古代文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计划编辑高邮
“艺文志”。当与汪曾祺先生交流这一想法时，
所见相同，不谋而合，汪老欣然题签了“古代
诗词咏高邮”。高邮“艺文志”因多种原故，未
能付诸实施。王鹤先生退休后，为实现汪老的
遗愿，于2002年起，从古诗词入手，用了 3年
多时间，禅坐扬州、南京等地图书馆，探觅馆
藏，研讨思考，披沙拣金，在同仁从《高邮州
志》中抄录 650首诗词的基础上，以一人之
力，甄别、摘录、抄写、注释、标点、复印、整理、
归类，完成了历代咏高邮的诗词曲谣 5000余
首、120多万字的初稿；后再次遴选、减缩至
4000余首、85万字，成功编著《历代诗词咏
高邮》。2005年 6月至 11月间，在宋代诗词
三校和元、明清诗词二校时，王鹤先生重病突
发，但他仍在病床上全力推进著作出版。王鹤
先生逝世1个月后，即2006年1月，《历代诗
词咏高邮》出版了。《咏高邮》集地域性、艺术
性、学术性、欣赏性、资料性、收藏性、普及性
于一体，是高邮文化的特色坐标，是阅读与欣

赏的亲情佳作，是地方诗词的重要史料，是爱
故乡、爱祖国的极好文学教材。尽管王鹤先生
未能亲见成书，但他像战士完成了艰巨而光
荣的任务一样，走得安然而从容，他的智慧和
生命融入了《咏高邮》之中。劲鹤飞越，鸣音绕
梁。王鹤、汪曾祺两位老先生，以不同的方式，
追忆高邮，宣传高邮，讲述高邮故事、中国故
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其执着，让人感动；
其精神，让后人为之动容落泪。

王鹤先生多年从事党政、文字、宣传、报
业、史志工作，其人儒雅俊逸、睿智风趣、廉洁
耿介；其文笔法精练、沉稳扎实、行文考究。阅
读《咏高邮》，有一种乐不思蜀、沉醉忘返的感
觉。有些诗篇再三吟读，浸润其间，余韵悠然。
在诗词的标题或副题中，含有高邮、秦邮、盂
城、高沙等文字的近 600首，含有路筋（原属
高邮管辖）的103首，含有甓社湖、珠湖、新开
湖、射阳湖（即高邮湖）等 78首，含有文游台
的74首，含有秦少游的42首，含有的高邮名
人还有孙莘老、王定国、孙君孚、秦少章、邹
放、王磐、王念孙、王引之等；在地名地物中还
有邗沟、隋堤柳、界首、三垛、临泽、车逻、马
棚、二沟等，有神居山、珠湖书院、奎楼、傅公
桥、光福寺、清水潭、菱塘桥、状元墩，有水稻、
秋菊、文竹、木瓜、真一酒等。仅描述、悲怜和
担忧高邮水患水灾的诗词，就有 60余首。诗
人们以高邮为轴心，字字句句的倾吐、诉说、
绘景、抒情、壮志、励学、感怀，穿起了高邮历
史、政治、人文、文化、风俗的线索珠链，将空
间、地域、时代、人物、风情等，融合成如泣如
诉的诗行和画面，珠圆玉润，共振辉映。《咏高
邮》选诗之众、选题之广、简介之实、注释之
精、评点之当，无不显示王鹤先生的慧眼和才
学。《咏高邮》与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张还吾

著《历代咏北京诗词选》，周忻著《历代诗人咏
昆明》，霍松林、刘锋嘉著《历代名人咏西安》
以及历代咏广州、咏成都、咏大理等专著相
比，其数量之丰、质量之高、设计之优，都是上
乘之著、“咏”中精品。

王鹤先生的编著，从某个层面和侧面展
现了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物、民情
等，给人以参阅、借鉴和欣赏。比如选本中选
有后世学人对王安石、范仲淹、苏轼、秦观等
人的崇敬与追思，寄托着对那个时代变法和
改革的眷念情怀。王鹤先生在撰写的作者简
介中，既注重诗品，更突出人品，尤其在思想
进步、民瘼情怀、变法改革、廉洁自律、发展业
绩等方面予以圈点。如在介绍范仲淹时，先生
在简介中写道：“明道二年淮南大旱，蝗灾民
饥，仲淹请遣使巡行，未果，乃请问曰：‘宫中
半日不食如何？’仁宗恻然，乃命仲淹安抚江
淮间高邮、兴化等地，开仓赈恤。”（《咏高邮》
第 7页）一位为民请命、刚正不阿的清官，跃
然眼前，令人悦服。

编著中优选《过高邮》的古诗词百余首，
同样“过”高邮，有皇帝过，也有书生过；有艳
阳高照过，也有夜黑恶浪过；有人逢喜事过，
也有人生遇挫过；有相邀文游台观景过，也有
苦酒独饮过；有欣赏农事的过，也有不忍见卖
儿卖女的过，等等。作品主体、主题不一，艺术
手法各异，情感真挚，灵光闪现。比如汪广洋
的《过高邮有感》：“去乡已隔十六载，访旧惟
存四五人，万事惊心浑是梦，一时触目总伤
神。行过毁宅寻遗址，泣向东风吊故亲。惆怅
甓湖烟水上，野花汀草为谁新。”（第 175页）
再如归有光的《高邮湖为断缆所击几至失
明》：“湖水悠悠送客征，无端飘瓦致虚惊。天
留双眼非无意，应为丘明史未成。”（第 259
页）还有张瀚的《高邮道中感怀》：“远天秋水
共苍茫，地忆频游似故乡。近海人烟随草没，
信风帆影带云扬。农家网罟鲜为食，女伴提携
芰作裳。早涝年年唯感慨，一声新雁落寒塘。”
（第 265页）诗人以亲见的史实，艺术地再
现：农家辛苦网来的鱼虾，自己不能食，都拿
去交税和变卖了；尚有女伴没有衣服穿，只能
以荷叶遮体；冬天的寒意还没有过去，桃花汛
灾又来了，新生的大雁落入冰冷的寒塘里，世
人会有温暖的去处吗？等等。高邮社会史，从
古写到今，沧海桑田，字字声声泪，句句总是
情。

我们再看看王鹤先生大家风范的注释。
宋代王禹偁在其诗《将巡堤堰先寄高邮蒋知
军》中写到“能来界首相期否，堤上依依柳渐
黄”。先生拿捏诗中的“界首”，确凿考证，精准
作注：“界首:广义为两个行政区域交界处。王
禹偁写此诗时，高邮军属淮南东路（治扬州江
都），不属扬州。《太平寰宇记》（下限补充至淳
化时期即公元 994年）载：‘军境，东西一百
五十里，南北七十里。’故此诗‘界首’应指扬
州与高邮交界处。北宁中期地理总志《元丰九
域志》（以元丰八年即公元 1085年为断）载：

扬州‘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楚州
一百四十里。’元丰间，高邮为县（暂撤军）隶
扬州，宝应属楚州，高邮界首之名当自此始。”
（第 6页）今天我们码出上述文字，看似简单，
但为了这几行的注释，先生旁征博引，阅甄了
多少资料，耗费了多少时间和心血啊！类似这
样平易质实、温敦典重的注释，书中还有很
多。王鹤先生关于“界首”的推断，也许系一家
之言，无论是否一锤定音，但先生阅读之广
泛，溯往之久远，考证之缜密，实在是令人佩
服和赞叹。王鹤先生为顾宗泰所作《杨谦山农
部主珠湖书院讲席，晤时出示登文游台诗四
首属和次韵却赠》中的“珠湖书院”作注时，是
这样落墨的:“珠湖书院址原在北门月城内长
生庵。乾隆四十七年，知州杨宜仑作养人才，
加意整顿，迁书院于西塔左，面城环池，门房、
讲堂、课堂、至圣殿、厢房等屋约三十五间。二
门外东园一所，内有荷亭、牡丹、方亭，小山曲
沼，影廊折桥，古树葱郁、颇称幽胜。”（第 526
页）阅读这些简洁、优美的文字，如晤桐城派
笔法，状景如前，白描如画，红叶经秋，寒菊流
香。珠湖书院的自然气象和讲学之风扑面而
来，使读者如进其院，如入其境。

岁月淘洗，吟咏高邮；薪火相传，余韵方
稠。唐人钱起诗云：“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
青”。编著《古代诗词咏高邮》的王鹤老先生，
和题写书名的汪曾祺老先生都已仙逝。王鹤
老先生编著的“峰青”风景如画，叠显眼前；汪
曾祺老先生作墨的《我的高邮》绵延久远，美
不胜收。二位老先生的劲鹤之鸣音，依然在高
邮湖上空绕梁，回响云天，给人以愉悦、温馨，
使人警醒，催人奋进。 淖 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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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鹤（左）与汪曾祺（中）、朱延庆

王鹤

（上接一版）古城保护，首抓规划。我市
“申名”开始就着手保护规划的修编，特邀知
名大学经验丰富的专家，高起点全面规划，挖
掘出了高邮历史文化核心价值。“我们先后编
制了《高邮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运河
东岸十里长街文化旅游保护开发利用规划》
《北门大街历史文化保护整治规划》等一系列
规划，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名城保护规划体
系。”市名城办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了“申名”成功，全市上下团结一心、共
同奋进，全面推进文化遗产保护，提升古城历
史人文价值，擦亮本土历史人文“底色”，形成
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名城保护格局。我市
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的申报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
了名城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各类机构。开明的
决策者，敢于担当，善于采纳各方的真知灼
见；上下左右齐用心，多股力量共同融合，生
发出巨大的叠加效应，有序、有力、有效地全
面推进了名城保护工作。

“申报国家名城，与文化高邮、幸福高邮、
和谐高邮紧密关联”，市文广新局文物科负责
人认为，作为解读高邮的关键词之一，“申名”
与每一个高邮人息息相关；虽然是政府的公
共决策，但涉及到家乡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
与传承，“申名”已化为高邮民众的共同诉求
和行动。

正因为有了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社
会各界的积极参与，我市“申名”工作形成了
人人重视名城保护、个个参与名城保护的浓
烈氛围，为我市成功“申名”提供了强大的社
会动能。

2016年 11月 2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
意将我市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名城保护任重而道远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考量的不仅仅是一座
城市历史文化的厚度，更考量着这座城市对
历史文化保护的态度。

历史文化街区是名城保护的难点。近年
来，我市相继对城南、城北、城中三个历史街
区以及多条老街巷、老河道进行了综合整治，
配套了公共服务设施，优化了交通组织，解决
了雨污水等民生问题，既极大地改善了老城
区居住环境，也留住了老城区的原住居民，积
聚了人气。尤其是我市对盂城驿周边一期和
二期的整治，更是走出了一条古建筑保护与
周边居民和谐居住有机融合之路。目前，按
“保护老城，建设新区”的模式和“修旧如旧、
维系传统”的框架，我市对北门大街等一批老
街区的保护性修缮工程正在有序推进。

如今漫步邮城，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老
街、老房、名人故居、老建筑被保护和展示出

来，古城环境越来越好。馆驿巷、南门大街等
历史风貌得以修复；王氏纪念馆、汪曾祺故
居、秦少游故居等大批名人故居得以整治，相
继开门迎客；文游台、镇国寺、盂城驿、当铺、
净土寺塔等文保单位旧貌换新颜，沐浴新光。

“近年来，我市先后投入了 12亿元用于
古城民生工程建设，每年安排1000万元专项
资金用于文物修缮。”市名城办相关负责人
说，按照“找出来、保下来、亮出来”的思路，这
些年，我市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挖掘、保护和
展示、利用，不但全面构建了一个历史文化名
城实质的、外在的表现系统，更充分展现出邮
城的历史文化内涵……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永远在路上。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成功，既是国家对我
市名城保护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高邮名城
保护工作的全新起点。我们相信，在市委市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在 83万高邮人民的努力
下，高邮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会越来越美
丽，高邮人民会越来越幸福……

名 城 保 护 永 远 在 路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