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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大堂”的前世今生
! 贾怀景

高邮州署经过两年整修重建，已经
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日前向公众开放。
“老爷大堂”，老高邮人总是这么习惯称
呼它。宋、明、清、民国，一直到新中国建
立，它都是高邮最高行政长官办公理事
的场所。

历史上的高邮“老爷大堂”是什么模
样？因为我家就在它附近，亲眼见证了它
近七十年的变迁。解放初期，我还是一名
孩童时，就经常在政府大院中嬉戏，对它
留有深刻印象。现在的门厅是这一古建
筑群中唯一的老建筑。它历经明正统、正
德、嘉靖和清乾隆年间多次重建。现存的
州署门厅为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重
建，近年又作了维修，但它是原汁原味的
老物件。门厅两侧的八字墙很有威严，值
得一提的是，有两方石碑镶嵌于八字墙
之中，且都与施政相关。东侧是“示禁
碑”，立于清嘉庆六年，内容是对食盐专
营作出规范，严禁私盐买卖；西侧为“告
示碑”，立于清同治八年，内容是规定查
验命案的公务人员，不得滋扰百姓，乱收
费用，如有，可向官府告发。与大门正对，
曾有一面高大威武的照壁，府前街从两
者之间穿过。照壁于上世纪80年代拓宽
马路时南迁重建，1995年“府二工程”中
被拆除。高邮州署的核心建筑是“老爷大
堂”，也就是“正堂”，即州官升堂断案的
地方。我记忆中的印象是，它高大森严，
朱红色的木栅栏，木雕花格门，大堂的中
心位置有一高台，离地面约一二尺，类似
于现在的会堂主席台，这大概就是州官
摆放桌椅屏风的地方。高台两侧各有石
碑，基座是神兽龟趺，老百姓管它叫“龟
驮碑”。对碑的内容已经没有印象，这是
建国初期的模样。当时的新政权正忙于
医治战争创伤，无力大兴土木，这应该就

是民国时期“老爷大堂”的旧貌。后来，
“大堂”改建为县政府“第一会议室”，屋
面和外墙保留了原样，使用了几十年，很
多老同志都在这里参加过会议。再后来，
全拆了，在原地兴建了市政府办公楼。

至于明清时期的州署长什么模样？
重建后的仿古建筑群，中规中矩，重现了
当年的风貌。由南至北在中轴线上依次
是正门、仪门、戒石亭、正堂（应该还有后
堂和州官起居的处所）。正堂的立牌上书
写“从五品”。“从五品”的官有多大？应该
相当于现在的副厅级。当年，高邮州的管
辖范围比现在的高邮大，包括兴化这样
一些周边地区。

“戒石亭”的重建，在反腐倡廉的今
天，尤有鉴古喻今的现实意义。“戒石”，
顾名思义，有刻石以诫勉的涵义。“戒石”
正面刻“公生明”，语出《荀子·不苛》，荀
子说“公生明，偏生暗”，意思是公正便能
明察事理。用在这里是告诫官员必须依
法办事，秉公执法。背面的铭文是“尔俸
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落款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
这是黄庭坚的笔迹，但这四句十六字的
内容则是宋朝第二个皇帝赵光义（宋太
宗）鉴于后蜀国政治腐败，从《颁令箴》中
缩写而来。后蜀国末代皇帝孟昶为整饬
吏治，曾亲撰二十四句《颁令箴》，后来后
蜀为宋所灭。南宋绍兴八年（1132年），
宋高宗赵构把黄庭坚书写的这一祖训，
明令各州县刻于大堂前，于是相沿成习，
成为州县衙门的标配。

高邮州署的重建和开放为高邮旅游
业增添了一个新的人文景观，也为对各
级官员进行勤政廉政教育增加了一个新
课堂。

旅行
! 杨晓莉

第一次听许巍的歌曲
《旅行》，我内心充盈的是
温暖和感动，像被母亲的
手轻轻地抚慰。

前几年的一个傍晚,
我打开一位朋友的博客：图文并茂并配有
背景音乐。一幅幅精美的图片是朋友行走
于世界各地拍摄的，诗文写得细腻随性，
其中一篇游记的背景音乐就是《旅行》，那
一刻音乐、文字和图片直抵我的心灵，触
摸到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关上电脑的一
刹那，我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生活
本是多姿多彩的，她更多的取决于我们的
生活态度。

此后的几年，我虽没有行万里路，但
每年总挤出一点时间，在他乡虚度一小段
时光，放飞一下心情。我走过的地方并不
多，但还是有自己喜欢的地方，例如厦门、
成都、哈尔滨。

如果一个城市没有自己的特色，我大
约不会喜欢，那好比一个人没有灵魂。这
三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厦门是毗邻台
湾省的海滨城市，也是我国改革开放最早
的城市之一，有秀丽的自然风光，也有悠
闲的人文环境，显得开放和包容；成都历
史悠久，具有古蜀文明和地域文化特点，
显得恬淡怡然、和谐包容；哈尔滨算得上
是风情万种的城市，俄罗斯风格的建筑、
文化和饮食习惯在此与中国东北文化的
交融，令人恍惚间好像置身于上海外滩。

品尝各地小吃是我旅行的主打环节。
曾经在厦门的中山路街头吃过闽南小吃
沙茶面，在成都的火锅店啃过烟熏味的长
排骨，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上吃过红肠、喝
过格瓦斯。

旅行的途中，会欣赏到美妙的风景、
会品尝到诱人的美食、会观看到曼妙的歌
舞，会遇见无数个背着行囊的游子，会听
到无数个动人的故事。

偶然的机会，有幸得以与一位江苏籍
的名校中文系的教授见面，苏北人，曾经

在中东任教过，博士生导
师，知识渊博，主要从事中
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
献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50岁不到的年纪，性格内

敛稳重。谈到高邮，一脸羡慕向往的神情：
高邮湖的面积有 700多公里，全国第六大
淡水湖、江苏第三大淡水湖，这么一大片水
域是高邮人民巨大的财富。谈到高邮自古
出才子，古有秦观、王令等众多才子……我
表示孤陋寡闻，没有听说过王令。此君很意
外也很惋惜，一再说高邮应该多多挖掘此
人的资料：王令是北宋时期英年早逝的高
邮才子，为王安石赏识，结成忘年之交。他
的出生地不在高邮，但因为他在高邮生活
的时间最长，高邮的烙印最深，因此被称为
高邮王令。因为同行的还有江都的朋友，因
此此君又讲述了汉朝江都公主刘细君和亲
的悲惨故事。

曾经用手机记录下了旅途中无数个精
彩的瞬间，与此同时我每每也会突发奇想，
我们高邮能不能借鉴一下他乡的经验？

倘若一个景点游玩时间过短，似乎不
易留住游客。如果我们在镇国寺开家精致
一点的素菜馆，在文游台或盂城驿增加一
场宣传高邮历史的文艺演出，在界首芦苇
荡开发一个水上乐园，请饱学之士多多撰
写一些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如此种
种。既要保持自己地方的特色，又要学习他
乡的经验，自然是空口说白话容易，做起来
很不简单。

汪曾祺老先生在《岁寒三友》一文中有
云：“吾乡固多才俊之士，而皆困居于蓬牖
之中，声名不出里巷，悲哉！悲哉！”这多少
归咎于时代的局限，我相信现在的盂城因
为大步地走出去、大胆地迎进来，因而才俊
们视野更开阔、胸襟更博大、交融更和谐。
我也相信高邮会被打造成一颗带有地方特
色的、熠熠生辉的苏中明珠。

这大约就是我写下这段文字的初衷，
也是我旅行的最大收获。

蟹话
! 姚正安

我生活在高邮县城。县城西侧
是京杭大运河，与运河一堤之隔，
便是浩浩荡荡的高邮湖。

高邮湖自不可与鄱阳湖、洞庭
湖，以至太湖、洪泽湖比辽阔。

高邮湖有其它淡水湖所不及之处。
高邮湖是活水湖，它是淮河入江水道。据水

利专家说，每年高邮湖要换水七次之多。
高邮湖是悬湖，所谓悬湖，湖底高出周边地

块。老人们打过一个比方，说，高邮湖底与兴化宝
塔尖平。当然这个比方很含糊，宝塔几层高几许，
不知，至少说明悬湖之悬。

活水，水运动而不腐；悬湖，污浊之水，无以
沾染。且水生物种类繁多。

如此环境里生长的螃蟹自然不错。
美食家们说，高邮湖的螃蟹味道独特，清香

而微甘。
养殖者言，高邮湖螃蟹外表也有明显特征，

脐白而背青，毛黄而壳硬。
高邮湖大闸蟹因不投饵料靠生物链生存生

长，生长周期长，产量也低。
重阳节后，高邮湖的螃蟹，母蟹其黄丰满，公

蟹其膏厚实。就着美酒，吃一只螃蟹，该是美好的
享受。

这是高邮人的口福。外地人言此，往往直咽
口水。

可是，我对螃蟹不太感兴趣，从小如此。
我的老家与兴化搭界，是典型的水乡，小河

连着大河，荒滩水塘不胜其数。夏秋之季，杂草萋
萋，芦苇丛丛，螃蟹生焉，寻于河塘沟渠，不费气
力，十只八只手到擒拿。一到家则合水烀之，不多
时，美味即成。母亲总是拣一只大的给我，我嫌其
戳嘴，只吃一两支小爪。更有甚者，一次跟随几位
成人去塘中摸蟹，竟被蟹钳夹住中指，痛苦不堪，
对螃蟹又增不快。

老家的螃蟹多的是，不值钱。
不几年，传上海人喜食螃蟹，我曾陪母亲拿

着大队开的证明，贩螃蟹到上海。十只八只一串，
叫卖于里弄中。上海的老伯伯们，吃螃蟹真是一
绝，他们有专门的工具，一只螃蟹不吃上几个小
时不能丢手，蟹壳不是一食扔之，而是再熬汤饮
之。我觉得不可思议，螃蟹真的那么好吃吗，犯得
着这么用心？也有人因此诟病上海人小气，一只
螃蟹，恨不得连壳都嚼了。但从老伯伯的眼神面
容上可以感受到，他们吃螃蟹时的美好心境。

不独上海的老伯伯们喜欢吃螃蟹，文人雅士

似乎更喜欢吃。
秦少游曾将螃蟹作为礼物赠

与苏轼。苏轼果然是美食大家，于
食蟹颇有心得，数十首诗文写到食
蟹，其中最著名的是《丁公默送蝤

蛑》，诗云：堪笑吴兴馋太守，一诗换得两尖团。苏
轼虽然以诗换得的是梭子蟹，但不排除其对河蟹
的喜爱，“不到庐山辜负目，不食螃蟹辜负腹”。他
在《老饕赋》里写道：尝项上之一脔，嚼霜前之两
螯。烂樱珠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以含
酒，蟹微生而带糟。盖聚物之天美，以养吾生之老
饕。其“嚼霜前之两螯”“蟹微生而带糟”是河蟹制
成的两道名菜。

吃蟹到极致的，当数清代美食家李渔。他在
《闲情偶寄》中有专章记述：予于饮食之美，无一
物不能言之，且无一物不穷其想象，竭其幽渺而
言之；独于蟹螯，心能嗜之，口能甘之，无论终身
一日皆不能忘之，至其可嗜可甘与不可忘之故，
则绝口不能形容之。此一事一物也者，在我则为
饮食中痴情，在彼则为天地间之怪物矣。

李渔“嗜此一生”，每年于螃蟹未上市时，“即
储钱以待”，“因家人笑予以蟹为命”，“即自呼其
钱为‘买命钱’”。

世间嗜蟹如命者，盖不只李渔一人，以此可
见蟹确是食物中之极品。

我生于水乡，又是盛产螃蟹之地。每遇蟹黄
鸭肥，有朋自远方来，上一道螃蟹，情理之中。“主
不动，客不饮”，陪客人吃一只螃蟹也是待客之
道。但我始终提不起兴趣。不是我不知道蟹乃美
味，而是怕烦，厌腥。

一只螃蟹入了餐盘，先要解带，再就是去脐、
剖腹、断爪，慢慢地掏，细细地吸，轻轻地嚼。一只
蟹，没有十五、二十分钟是吃不好的。有食之精致
者，可将吃剩的蟹壳拼成“全蟹”。粗心如我，哪有
那份闲情逸致。我即食，也是草草潦潦，一番咀嚼
了事。

我讨厌螃蟹的腥味，“一食螃蟹三日腥”，一
点不过分。纵使食后用青菜擦，用醋泡，用牙膏
洗，也不可能彻底消除，走到人面前，还是有一股
腥味。

我常常从友人津津有味的食用中得到享受。
尽管如此，有朋友当时来，我还是会用高邮

湖大闸蟹待之。有人问，高邮湖大闸
蟹比之阳澄湖大闸蟹如何？

我怎么能黄婆卖瓜呢，则是说，
你吃了就知道了。 绵山游记

! 顾永华

车出山西太原，驶入太行
山脉，穿行在重山峻岭间，险要
之处，山路一边是悬崖峭壁，云
雾像薄纱笼罩着远山近景时清
时隐，另一边是深谷幽幽，俯首
一望，令人胆战心惊。细雨刚过，再没有比秋雨
洗涤过的青山迷人了，整个山坡都是郁郁葱葱
流翠欲滴，还没来得及散尽的雾气像淡雅的丝
绸，一缕缕的缠绕在它的腰间，阳光把每片叶
尖上的雨滴，染色成五彩的珍珠。车停人下，我
们已置身于重山环抱的绵山景区。

绵山，又称介山，坐落在介休、灵石、沁源
三县交界处，因其群山地貌山峦起伏连绵得
名。绵山山高水险，沿着一条崎岖的山路蜿蜒
而上，路两旁连片的古木枝繁叶茂，漫山遍野
的野花，点缀着翠绿的山坡，溪流像是系在山
腰的一条白练哗啦啦地一泻落底。相传早在北
魏时期，绵山山中就寺庙群立，唐初时佛教禅
林已成规模，山上遍布古迹，俗称“九里十八
弯，二十四座诸天小庙，各处罗列”，绵山之所
以享誉海内外，古今不断吸引八方登临者游
览，在于它步步有景，景景有典。

回銮寺古刹，是唐太宗登山礼佛未成的回
銮地。唐太宗有诗云：“回銮游福地，极目玩芳
晨。宝刹遥承露，天花近尺春。”据寺内碑刻记
载，回銮寺命运多舛，屡遭磨难，原在东山柴谷
之间，后被流寇所毁，唐僖宗时迁到现址，敕名
“兴国寺”。元时再次修建，在大殿脊檩下有“大
元国至大元年（1308）重建的题记”的佐证，
明、清相继多次重修，现存建筑为元明清三代
遗物。主建筑有山门、过殿、大殿，建筑布局两
侧对称，陈列的17块斑驳陆离的元明清历代
石碑，承载着寺院的兴衰与沧桑。院内生长着
数棵松柏、龙槐、杉楸等古树，林木荫翳，让深
山古寺的韵味浓烈悠长。

沿着山腰间的小路经过龙头寺行入绵山
腹地，沿途两山对峙，怪石嶙峋，再现着清初绘
画大师石涛的古画意境，透露出山川的氤氲气
象和深厚之态。眼前出现形似乳房的石峰，泉
水垂滴于石池中，水质清澈纯净，映照着一半
天上的白云，一半山峰的翠绿，这就是著名的

“峰乳泉”。走栈道经小须弥、中岩寺，眼见着白
云洞内涌出汩汩云团，翻卷腾挪，变幻无穷，神
秘莫测。过“鹿桥”、“兔桥”，攀登127级石阶到
了绵山中心始建于三国曹魏时期的抱佛岩。抱

腹岩坐东面西，高 60米，深 50
米，长 180米，分上下两层，山
岩上部突出，下部凹陷如穹窿，
犹如两手抱腹，先人在岩腹中
建馆舍用于居住，初唐时建寺，

称抱佛寺，也叫云峰寺。殿中有汉人中第一个
成佛的“空王佛”田志超包骨真身塑像，凿壁深
嵌在岩石的佛龛内。抱腹岩顶壁的挂铃，都是
一些还愿的善男信女出资由攀岩者悬挂在岩
顶的，山风吹过，大大小小无数的铜铃随风发
出叮当声响，余音袅袅。抱腹岩之大，容两千年
历史文明于其间，抱二百余间殿宇、馆舍及一
两千游人于“腹”内而不满，不负天下第一岩的
冠名。

绵山，还是寒食节和清明节的发源地。据
史籍记载周代鲁隐公五年（公元前718年）时，
晋公子重耳为逃避迫害而流亡国外，当行至介
休城东山林时，他饥饿难耐濒临绝境，随臣中
只有介子推不知从哪里弄来一碗肉汤救了重
耳的命，事后重耳发现，那碗救命的肉汤其实
来自于介子推自己腿上割下的肉。公元前636
年，重耳当上晋国君王，是为晋文公，晋文公重
赏当初伴随他流亡的功臣，唯独介子推不肯为
官，并不辞而别同母亲隐居到绵山。晋文公焚
林求贤，介子推坚决不出，火熄后人们才发现，
背着老母亲的介子推，已坐在一棵老柳树下死
了。晋文公见状，悲哀不已。有人在装殓时从树
洞里发现一封血书，上写：割肉奉君尽丹心，但
愿主公常清明。为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将
绵山改为介山，将介子推被焚的日子定为寒食
节，家家户户不许烧火，一日三餐只能以冷饭
将就。第二年晋文公率众臣登山祭奠，发现老
柳死而复活。便赐老柳为清明柳，并晓谕天下
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节。唐朝诗人韩翃
曾经作《寒食》诗：“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
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清明节作为“墓祭”之礼，成为中国人祭祀祖先
的传统节日。2008年，绵山被中国民协命名为

“中国清明寒食文化之乡”。
绵山，山古水活，古迹遍布，自然景观险峻

粗犷，人文景观古老丰富，以其鲜明的个性展
示着名山魅力。行走于绵山风景区，感受着“万
壑千崖增秀丽，往来人在画图中”的意趣，既领
略风景，陶冶情操，又见识历史，知晓古迹，一
举两得，岂不美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