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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今之驿传，犹血脉然，宣上达下，不可一日缓者……
明代学者胡缵宗在《愿学编》中对古代邮驿的重要做出这样

的评价。
“邮”，国之血脉。像中国这样地域广袤的国家，其传递信息、

下达政令、飞报军情、乃至运送物资等，都需要仰仗成熟的邮驿网
络来完成。

而随着文明的飞跃，古老的邮驿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
中。但在华夏大地上，仍有一个地方，悉心恢复保护着邮驿的遗
迹，让它往昔的辉煌重新绽放。

这里，就是江苏高邮。

地名记

在全国 2000多个县市当中，高邮，是唯一以“邮”命名的城
市。

1963平方千米的高邮，镶嵌在广袤的江淮平原南端，京杭大
运河之畔，中国第六大淡水湖———高邮湖，五分之三的面积在高
邮境内。丰富的水资源，是大自然对高邮人的慷慨眷顾，加之这里
“控下河而引长江，襟皖东而带苏北”的地理优势，让高邮自古就
形成了便捷发达的水上交通，为古代历朝邮驿、漕运的必经之地。

古代汉语中，“郵”字左为“垂”。《说文解字》中解释道，“垂，远
边也”，本有边境之意。而右边“阝”（读“右耳旁”）则是汉字“邑”的
简化，是“城邦、城市”的最早概念。将边远地区和城邦联系在一起
的，就是“郵”。邮，维持着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传递着人与人之间
的情感。

【专家采访】：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灭掉六国，统一了天下。
为了强化中央政权和地方的联系，秦始皇着手建立起非常强大
的、庞大的 一个邮驿系统，秦朝的政令传递、军情汇报等等都是
通过这个系统来完成的。

一个籍籍无名的小村落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而被朝廷看中，
并在这里“筑高台，置邮亭”，因此而得名高邮。

在此之后的数千年历史中，“高邮”这个名字，一直沿袭至
今，成为这座城市的天然印记，也冥冥之中散发着邮路两端的娓
娓乡愁。

历史记

徐松泽从小就热爱舞蹈，结束了早上的舞蹈练习，她就要赶

往附近的明清大运河故道遗址，展开她一天讲解员的工作。
【徐松泽】：来，咱们这边请，这个呢叫做石纤柱，又名呢耿庙

石柱，高邮市文保单位，在2010年6月份的时候公布的。
这对石柱叫耿庙石柱，它是明朝时一座叫耿庙的庙宇外的

两根石柱，入晚便挂起了灯，如同运河航标灯塔，在黑夜里，曾无
数次帮行船人辨清方向，转危为安，人称“耿庙神灯”。而石柱上
的这些勒痕，见证了数百年来纤夫们的艰辛。

石柱旁可以看到一条很宽的废弃的河道，现在它已经荒草萋
萋，但这条河道却有过极其辉煌的历史。

这条河道最早形成于2500年前，当时它叫邗沟。
当时，黩武好战的吴王夫差，为北上和齐国、晋国争霸，开挖

了沟通长江、淮河的古邗沟，以运送粮草和士兵。古邗沟的运输力
让吴国军队得到很好的后勤保障。正当夫差一路凯歌之际，南面
的越王勾践乘虚而入，攻入吴国。这条远古的运河，最终没能改变
夫差自刎的命运。

之后，古邗沟逐渐被废弃，直到 1100年后的隋朝。隋炀帝
为保证南方丰饶的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输往北方的首都，征发
高邮等地 10万余民众重新挖通古邗沟，使其成为大运河的一
部分。大运河的贯通带来了漕运的日益兴盛,也让传统的邮驿
方式，从陆驿演化出了以船载为主的水驿。而运河之畔这座高
邮的驿站，幸运地成了古代中国数以千计驿站中为数不多的水
陆兼驿之处。

【徐松泽】：欢迎大家参观盂城驿，盂城驿的始建呢是明洪武
八年（公元 1375年），当时呢是由高邮的知州，叫作黄克明所开
设的，咱们里面请，来参观一下。

盂城驿，是徐松泽每天都会为游客们讲解的地方，也是最令
她为家乡感到自豪的一个地方。

【徐松泽】：盂城驿呢，当时属于南北大动脉上一条呢重要的
驿站，我们当时有马匹呢是一百三十多匹，船只呢是十八条。

这座驿站始建于明洪武八年，取宋朝词人秦观之句“吾乡如
覆盂”，而得名盂城驿。

【徐松泽】：盂城驿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修葺保存最为完
好的古代水陆两用驿站，它被誉为中华邮驿历史上的活化石。

无论是从北方皇城来的政令，还是从南方沿海来的捷报，
站在鼓楼上的守卫，只要看到驿道上飞扬的尘土，便会敲响
身后的大鼓，提醒驿站中的驿丞有公文送到。驿吏在盂城驿
前下马，将公文直接送到作为管理中心的皇华厅。若来的是
官员使者，便会被引到皇华厅后的驻节堂。驿吏上交公文之
后，就可以去往驿站后面的廊坊和食堂休息饮食。待交替驿
送的其他驿吏拿到公文，便会在马神庙前拜祭保佑之后，重
新上路。

由于所有的公文都是密封的，我们无从知道传递公文的具体
内容，但毫无疑问的是，作为京杭大运河上的重要节点，一定有很
多重要的政治军事情报从盂城驿传递出去。

岁月蹉跎，世事沧桑。1985年，被尘封湮没几百年的盂城驿
在一次文物普查中被发现，通过修复而重现昔日的光彩。

每一次讲解，徐松泽会对高邮的文化遗产多一份礼敬之心，
她把这种感悟融入舞蹈中，希望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从耿庙石柱到古邗沟，再到大运河、盂城驿，这些历经数百年
乃至数千年的古迹，都见证着高邮的前世今生。中国唯一的邮驿
博物馆座落在这座古城之中，呵护着东方邮都的神韵，续写着东
方邮都的传奇。

乡愁记

这个游人如织的地方叫文游台。很少人知道，“文游台”这个
名字竟然源于苏东坡的一次聚会。北宋文豪苏东坡行舟于如雪的
芦花荡中，他来到了高邮，看望自己的一个学生。他们在泰山庙后
的高台上诗酒唱和之后，广陵太守便送来一块写有“文游”二字的
牌匾。此后，这里便被称为“文游台”。

而苏东坡的这个学生，就是著名宋代词人———秦观。秦观是
高邮人心中的文学之神。

许伟忠是秦观忠实的读者，2015年6月，他刚刚退休就参加
了追寻秦观 8万里的活动，追寻秦观的足迹重走了他的宦游之
路。而这条宦游之路充满了秦观的感伤和忧郁。

秦观 45岁时被贬，辗转漂泊，从浙江处州到湖南郴州，再到
广西横州，直到广东雷州，最后客死广西藤州。在这漫长的漂泊人
生中，秦观常常住在各地驿站中，在这里，他可以收到苏东坡等好
友的问候信件，排遣心中寂寞，却往往又徒增伤感。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
“人人尽道断肠初，那堪肠已无。”那（读NA三声）
这些词句里不仅有对命运坎坷的愤懑，更有对家乡高邮的无

限眷念。他的诗词中十几次出现“信美非吾土”的诗句，流露出他
如雨丝般的密密乡愁。

现在许伟忠正在筹备重建秦观展馆，高邮人以这种方式纪念
他们忧伤的游子。

在秦观去世 820年后，另一个高邮才子诞生了，他就是作家
汪曾祺。

【汪曾祺】：我的家乡在京杭大运河的下边，我们小时候常
常到河堤上去玩，去看船，看打渔。有的时候到西堤去玩，那个
时候运河比较窄，坐小船，两篙子就到了。西堤的外边就是高
邮湖。

汪曾祺，肄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在 20世纪 80年代初期，他
一系列以高邮为背景的短篇小说，似一阵清新的春风吹进中国文
坛，引起瞩目。

和秦观一样，汪曾祺青年时期就离开了家乡，他在外工作生
活四十多年，直到花甲之年才回到家乡。在他的小说里，大多都是
自己关于高邮的记忆。家乡的水、家乡的美食、家乡的人、家乡的
景，无不出现在汪曾祺笔下的字里行间。除了生动的人物、优雅的
笔调，读者还能从中读出汪曾祺那淡淡却又悠远的乡愁。

今天是李忠儒最后一天上班，他在邮政岗位上已经干了四十
二个年头。可以说，他见证了新中国邮政发展的较多历程。

【李忠儒】：小时候我看到邮电局的投递员，带着大盖帽骑着
自行车，我十分的羡慕，心想长大以后我也要做一名投递员。

1975年，李忠儒如愿以偿成为一名邮递员，当时他一天就要
跑十几个村子给村民们送信。

【李忠儒】：我工作的那个年代，农村的交通、通讯很不发达，
书信成了人们交流感情的唯一方式，家书抵万金，小孩读书，子女
参军，唯有通过书信来交流感情。

【李忠儒】：那天刚到部队，我晚上独自坐在楼梯的台阶上，四
周一片寂静，整个部队宿舍就成了我一个人的天下。我呆呆的坐
在……

邮，沟通着家乡和远方。信，诉说着乡愁和牵挂。一封信,便
是一条邮路,

古往今来,有恒河沙数（shu第四声）般之多的信件,也就有

了密密麻麻的邮路。
当“邮路”拥有了储存人们集体记忆的属性，“邮”便获得了更

广义的解释 ，它们正千姿百态地迎接着又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古建记

这座坐落于大运河中间的塔叫镇国寺塔，当地人习惯称为西
塔，距今已有 1100多年的历史。它是我国仅存的几座唐代方塔
之一，极其罕见。

对于在大运河上行船的人来说，只要看到这座塔，就知道到
了高邮了。而对于历朝负责驿送的驿卒们来说，运河中间的这座
方塔，也是他们对于高邮的第一印象。但在61年前，这座塔却差
点被拆除。

那是 1956年，京杭大运河全线疏浚拓宽，当时镇国寺塔就
在拓宽拆迁的范围内。拆还是不拆，引起巨大分歧，后来周恩来总
理了解了情况后亲自批示：“让道保塔”。有所残缺的镇国寺塔这
才得以幸存，直到21世纪，相关的修复工作才被提上议事日程。

这位正在镇国寺塔二期修复现场指导工作的专家名叫李国
耀，镇国寺塔能得以修复，离不开他多年的坚持。

【李国耀】：这个 80年代，我们到岛上啊，它到处都是杂草丛
生，当时这个塔呢孤零零的在岛上，塔下面也破败不堪，说真的，
我们心里很难过。

2006年，镇国寺塔的修缮工程正式开始。这座京杭大运河上
唯一矗立在河心的佛塔一点点变得完好如初。

在高邮，与“西塔”遥相辉映的，还有一座“东塔”同样吸引了
李国耀的目光，这座塔便是净土寺塔。

【李国耀】：该塔建于明万历年 34年，距今有四百多年历史。
它是当时修塔时的一块记事碑，高邮州为垦培风气，以振人文，建
文塔一座。 它是一座文塔，不是一座佛塔。

【李国耀】：这是刹柱，它是很珍贵的金丝楠木做的，很粗。当
时我们看到的时候很惊奇，超出我们的想象。给塔的顶部起了一
个很好的支撑作用，所以呢，它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个塔基本上不
倾斜。

而在净土寺塔的修复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
事情。

【李国耀】：2006年，在东塔的修缮过程中，在它的东南角发
现了三颗遗留的炮弹。

1945年 12月，距离日本宣布投降已经过去了四个月，但高
邮城依然处在日军的控制之下。日军依仗坚固的工事，对我华中
野战军令其投降的通牒置若罔闻，还残忍地杀害了一名进城劝降
的使者。在粟裕将军的指挥下，也在高邮老百姓的无私帮助下，华
野作战部队于12月25日晚，一举攻下高邮城。攻下高邮几个小
时后，受降仪式就在高邮日军司令部举行，日军向我华野指战员
正式投降。

这也是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役。
【男讲解员】：各位同学请随我进馆参观，他心悦诚服，双手捧

着本来得到许可可以带回日本的祖传宝刀———紫云刀，一躬到底
敬献给粟裕司令员。

战火中的净土寺塔则见证了民族的顽强不屈的精神。
【李国耀】：后来经过确认，这三枚炮弹，是解放高邮时留下

的哑弹。
如今，西塔下修建起了镇国寺，东塔前修建了净土寺塔广场。

两座塔从历史遗迹变成了老百姓们活动的好去处，这也是李国耀
一直以来的愿望。在他觉得，高邮的塔应该和高邮的“邮”一样，不
光是历史，还要成为将来。

音律记

高邮湖里天然有机的饲料，如鱼、虾、螺蛳、水草等，为麻鸭提
供了最可口的“活食”。鸭子产出的鸭蛋蛋头大，蛋黄多。这样的鸭
蛋经过腌制后再端上饭桌，美味异常，所以高邮有了数鸭蛋这首
民歌。

【王兰英】：一只鸭子一张嘴呀
【小朋友】：一只鸭子一张嘴呀
【王兰英】：两只那个眼睛两条腿
【小朋友】：两只那个眼睛两条腿
这位正在教小朋友唱歌的老人名叫王兰英，她是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高邮民歌的传承人。现如今，82岁高龄的她依然
坚持着传唱高邮民歌的公益教学，她把家乡赋予自己的水乡神韵
交织在歌声中，又反过来传唱着家乡的灵魂。

1957年3月，只有22岁的王兰英被派往北京中南海演出。
能把《数鸭蛋》唱到北京，本就让王兰英无比自豪，而周恩来总理
的亲自到场与鼓励，更是让她万分激动。

【王兰英】：周总理看到非常喜欢，他说，江苏的民歌《数鸭蛋》
一定要唱下去。

在王兰英老人的记忆中，《数鸭蛋》这首歌伴随着她度过了童
年、青年、中年，而今进入了老年，完全融入她的心灵之中。今天，
她不但把这首歌教给小朋友，还教给自己的晚辈和更多的年轻
人，杨旭娟就是其中的一个。

杨旭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高邮民歌的第四代传承人，为
了把《数鸭蛋》中唤鸭子的声音还原到牧鸭人的原生状态，她经常
来到高邮湖边观听放鸭人的呼唤。

【杨旭娟】：《数鸭蛋》中唤鸭子的声音是这首歌的精华所在，
比如“咦啧啧唻”，咦啧啧唻，这是鸭农在喂鸭子的时候，对鸭子的
一种特殊的呼唤。模仿像了，才会使这首歌显得更加生动。

【杨旭娟】：咬一口茶干喷喷香呀，剥一块董糖甜心上呀…
从小在高邮长大的杨旭娟深受家乡文化的熏陶，业余时间她

也在教大学生们唱高邮民歌。
进入文化馆工作后，杨旭娟主要工作就是唱高邮民歌。她发

挥声乐演唱技巧，结合老一辈民歌演唱者的唱法，把高邮民歌进
行了改造，而这一唱，她便将高邮民歌唱到了全国。

【杨旭娟】：一根么丝线，牵丝么牵过了河，郎啊买把梳子,姐
呀姐呀梳了个头,吆一吆号号……

2007年，高邮被授予了“中国民歌之乡”的荣誉称号。曲调悠
悠雅雅、不慌不忙的高邮民歌，娓娓动听地抒发着劳作中的人们
的所思所想，传递着他们心中炽热的憧憬和希望。

当代记

【倪文才】：这是世界首枚邮票，黑便士，黑便士实寄封，这张
邮票的品相很好。

倪文才正在筹建中国集邮家博物馆，这些邮票都是他从一
些著名的邮票藏家手中募集来的。倪文才年轻时，集邮是一个非
常流行的文化活动，但倪文才真正痴迷邮票，却和盂城驿相关。

【倪文才】：邮，是我们高邮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这样呢我们
高邮已经举办了七届中国邮文化节。这个是1997年第一届中国
邮文化节的会徽。

1997年，高邮举办了第一届中国邮文化节，倪文才是主持
者之一。文化节全方位展示了高邮的邮文化，邮票展也是当时的
一项重要内容。从 1997年开始，高邮一连举办了 7届邮文化节，
引起全国乃至世界的很大反响，国际电信联盟、亚洲集邮联合会
等国际组织多次来高邮参加活动，很多邮票藏家也热情到会，拿
出自己的藏品，以供展览。邮票展即是一次艺术盛宴，也是邮票
收藏爱好者沟通交流的平台，他们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展示他
们的藏品。

倪文才想到搞一个中国集邮家博物馆，不但展览邮票，也展
示收藏家的收藏人生。现在倪文才正在紧张筹备之中，他希望博
物馆能尽快建成。

在高邮举办的历届邮文化节中，有诸多像倪文才一样的人，
悉心呵护着邮文化的光辉历史。也有一群人，他们着眼于邮文化
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赵厚麟便是其中之一。

位于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主管着全球信息通
信技术的主要事务。土生土长的高邮人赵厚麟，是国际电联 150
年历史上首位中国籍秘书长。

远在异国他乡几十载，赵厚麟的心中始终萦绕着家乡的发
展。盂城驿的修缮、中国邮文化节的举办，让自己的家乡高邮成为
与时俱进的邮都，这其中不光有高邮人的努力，也缘于赵厚麟的
牵线。

正是得益于更多像倪文才、赵厚麟这样的高邮人对家乡“邮
都梦”的惦念，古老的邮驿之城在现代化的高邮以新的方式华丽
现身。如今，高邮全面进行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发挥区位优势，引进
技术，利用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促进农产品的网上交易和展销，促
进互联互通，做大做精产业链，给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从邮驿到邮政，再到电信技术，高邮的前生今世，经历着中
国通信事业的发展与崛起。今天的高邮，乘着“一带一路”的大
船，扬起电信产业和信息技术的风帆，继续在“邮”的海洋里乘
风破浪！

后记

千家烟火接城闉，一角邮亭倚水滨。
时间流逝，岁月留痕。两千年风云变幻，不变的是高邮城外那

碧河连珠，延续的是高邮城里那诗意乡愁。千百年前，大运河联通
南北，把来自江南的讯息
和物资运送抵京。千百年
后，信息技术的迅速崛起，
让电信产业成了继古代邮
驿、传统邮政之后维系文
明和情感的传承。

高邮，因邮而名，因驿
而兴，因人，而延续着雅雅
风韵。

白涛 李继峰 徐克明
（转载自中央电视台）

名城
印象

编者按：25日晚，由中宣部推广，中央电视台出品的
大型系列纪录片之《中国影像方志·江苏卷高邮篇》在中
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播出，引起极大反响并获得广泛好
评。该片以“邮”字为纽带，用真实细腻的拍摄手法，通过
朴素生动的个人故事，全面生动地展示了我市悠久历
史、风土人情与时代变迁。现将该片解说词刊登如下（略
有删节），以飨读者。

本版摄影 王林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