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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府一条街
! 曹坚

县府街是高邮的一条老街，高
邮撤县建市后改为府前街，县府街
因县衙门就在中市口东边的街北
首而得名。县政府坐落于如今的府
前街 42号，从来都是八字衙门朝
南开，它坐北朝南，街对面有青砖大照壁，是高邮
的行政中心。现在看到当年的高邮州署头门建于
明朝洪武年间，距今已有 600多年历史了。高邮
州设置于明终于清，下辖宝应、兴化二县。乃至民
国时期县政府及解放后县政府都在此办公，直至
2011年市委市政府迁往海潮路新办公大楼为止，
延续久远。达官贵人如民国江苏省民政厅厅长马
士杰的马公馆，贾家巷至菊花巷的清康熙进士贾
国维故居的贾府都在县府衙附近。

县府街东至东门城根为止，高邮县初级中学
设于路北，路南是照壁，它初创于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始称赞化学堂，1923年定名为高邮县
初级中学，是高邮一所百年老校。飞机楼是当年邮
中校园标志性建筑，铁栅门进去就是修剪齐整的
冬青花圃，二层办公楼中间尖顶钟楼下嵌有横幅
学校名壁，楼后是大礼堂，楼东西两旁建有每排各
五个教室的两排教舍，整体呈飞机型，留给曾经的
校友们难忘的记忆。

城中小学在中市口东北角，它的前身为清光
绪二十三年（1897年）知州章邦直创立的致用学
堂。光绪三十三年六月（1907年）合赞化、淮海、育
才三学堂为高邮官立高等小学堂。宣统元年
（1911年）为小学校。它比高邮中学还要古老。

县政府东就是圣宫，东西两侧立有“文官下
轿、武官下马”的石碑及过街牌坊。这座当年高邮
古代的最高学府、祭祀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夫
子的孔庙高大宏伟、庄严肃穆，过街是泮池、草场
和牌楼直至城河路。解放初，这里做过苏北监狱，

以后从新生造纸厂演变成高邮造
纸厂。

其实在高邮二次解放前的
1946至1948年，水部楼往西的
桑园巷王家祠堂里还办过私立珠
湖初中，招两个班新生，解决了当
年小学升初中难之难题。校长是顾
锡镛先生，教导主任是高怀仁先
生，家父曹乘云先生任专职教员。

说县府街是高邮的文化中心
并不为过。

县府街当年还有许多宗教场
所。那时中市口西有水部楼，它是
跨县府街的两层方型拱楼；圣宫
东的县府街中还有一座两层六角
楼叫古楼，又叫青云楼。两楼遥相
呼应。古楼转盘之北就是城隍庙，
这里供奉着主管城里的最高神
灵———城隍，城隍庙里很阴森、很
恐怖；县府街往西有乾明寺、火神

庙、千佛庵、极乐庵等；西后街有座
天主教堂；千佛庵巷里有座清真礼
拜堂。
县政府东边是井巷，井巷对过是百
岁坊，建有一座石牌坊，过了察院

桥就是东后街。而井巷向北就是中山公园，在高邮
古城内就这么一座公园。它建于清光绪十三年
（1887年），原名叫众乐园，1933年更名为中山公
园，日本人占领高邮时期成了日军司令部。高邮第
二次解放后县人民政府就决定将新四军北撤后在
高邮坚持地下斗争而牺牲的周山、李健、周奋、郑
光耀、袁舜生、狄奔等革命烈士的棺柩安葬在公园
内，并建烈士陵园和人民英雄纪念碑，1949年 2
月就改名为烈士公园。近年来公园进行了二期扩
容改造工程，如今又恢复称为人民公园，占地 120
亩，比老公园大了近一倍，成为老城区市民休闲娱
乐健身的好去处。公园里的主要景区———抗日战
争最后一役胜利广场深受不少外地游客青睐。高
邮州署复建后又成为供人们参观游览的新景点。

县府街的最西头是大校场，校场北建有一座
砖砌的展阅台，整个校场四周都挖有壕沟。壕沟西
就到西门城墙根了。校场很大，解放后，1949年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高邮县庆祝大会就是在
这里隆重召开的，会后各行各业的游行队伍又挥
舞红旗，敲锣打鼓，浩浩荡荡从大校场出发举行提
灯游行庆祝活动，经西后街、西塔街从西门城门上
河趟往南进南门城门，再一路从中山路直到北门
大街为止。那一晚，整个高邮大街上，人山人海，锣
鼓喧天，灯火辉煌，喜气洋洋。学生队伍的洋鼓洋
号，工人队伍的腰鼓莲湘，农民队伍的花担湖船，
群众队伍的秧歌队、红绸舞，搬运工人的舞龙，理
发行业的细吹细打，太平庄上的抬判，瓦匠公会的
高跷，人们手举喜闻乐见的彩灯，五角星灯更为醒
目。着实让高邮人大开眼界，大饱眼福，喜悦兴奋
好几天。那些年，在这里经常举行全县的庆祝大
会、动员大会，也举办过运动会。镇压反革命运动
时期更多的是开公审宣判大会，在大校场南边荒
地枪毙过人，以后又捅到东门外城墙根荒地上执
行了。1956年大运河拓宽这里就成了河堤了。

许多年来，高邮人民医院在乾明寺身底下拔
地而起，几经扩建，规模越来越大，声誉越来越高。
门诊大楼、急诊大楼，还有 18层住院大楼，给高
邮人带来了良好的就医环境。

如今的县府街经过府前街一期、二期改造工
程的建设，旧貌换新颜。府前街玉带园小区和玉华
园小区的建设及市河和玉带河风光带的建设极大
地改善了周边地带宜居环境，给老城区市民创造
了现代生活条件和空间，给府前街注入新的活力
和生机。随着东城新区的崛起，府前街并未在历史
长河中走向衰败！高邮变美了、变高了、变大了，府
前街也不例外，从东门广场的古驿飞马雕塑一路
走来直至大运河堤的水部亭廊，古老而又新派，水
乡古城老街的风骨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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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临泽前街
! 殷介生

常听到有人提起后
街，但后街仅是临泽古镇
街道的几分之一，或许是
其他街巷没有特色、缺少
话题吧？其实不然。

临泽历史悠久，春秋晚期（约公元前
500年）即为兵家军需供应站，后又为国
道上驿站（通邮传类站点）。公元前118
年设高邮县，临泽已蔚然成集镇。南北朝
时（公元420-589年）建立临泽县，辖今
之宝应、兴化临近临泽的好几个乡镇长达
109年。明清以来，历居本县三镇之首。

临泽古迹众多，街巷通畅，有名的即
有“三街六巷九陂台”之谓。三街即前街、
中街、后街，所谓西街实为前街之一小
段。前街包括从西河（已填）天主教堂向
东到安乐寺、泰山庙以东至吴坝口，加上
关帝庙巷及连接中街之西街，几占古镇
二分之一。

前街有名的古迹从东向西看有安乐
寺、泰山庙（因日军占住过被毁）、城隍
庙、学士巷、殷家大屋、天主教堂、关帝庙
（祭祀关羽及众将，有几十间房大，至上
世纪 50年代初期拆毁改为戏剧院场，
数十座塑像弃之于汪塘，今影剧院前广
场约五亩地旧为大水塘，荷花盛开，鱼游
浅底，即旧称汪田、汪塘也），关帝庙前有
关羽赤兔马塑像、大型石狮一对及宏伟
壮观的庙门建筑。

前街有四五家酱菜店，五六家杂货、
百货店，三家大酒馆，老邮局，米店，古当
典。今花圃巷内何家大楼，即为当典后
院，可见规格之大，曾准备恢复其旧貌，

不知何故，未见进展。
当时前街有水、陆路

可直达川青、周巷、沙沟、
邮城、兴化，每天黎明至晚
上满街人声嘈杂、热闹、繁

荣，商品经济尤为发达。
值得一提的是前街人文荟萃，名士

辈出，南宋时邑人陈造中进士前在安乐
寺读过书，明清进士高邮人王永吉隐居
泰山庙韬光养晦，后来官至户部侍郎、大
学士，儒林传为佳话。

街东侧还曾建有乔公祠、三女墓等
纪念先贤处。乔竦，字立之，北宋临泽镇
人，饱读诗书，桃李满天下，龙图阁大学
士孙觉是其学生。乔竦之子乔执中宋时
中进士，后为刑部侍郎、吏部郎中等官，
著有《中庸义》一卷、《周易说》十卷、《诗
文》十卷、《古律诗赋》十五卷、《杂文碑
记》十卷等，且为官清正，仗义执言，为民
请命，与秦观、孙觉齐名，号称“三贤”。

乡贤韦柏森，号名庄居士，世居临泽
镇（学士巷东），著书立说，享有盛誉，其
著作《菱川竹枝词》（临泽亦称菱川），以
七言诗形式，采用民歌语气，咏唱临泽文
物古迹、民俗风情。此词面世，备受青睐，
已名扬海内外。

前街东段近代还有车绍伯车载父
子、韦子廉（著有《秦邮竹枝词》《菱川竹
枝词》等）、冯白平、吴易风、叶荣、叶劲
等，不胜列举。

有道是：
中华自古多才俊，家乡名士照千秋。
见贤思齐添动力，互勉勤奋争上游。

不在乎
! 陈仁存

“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据我
所知，就有两人。一个是女同学，姓罗。
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走了，锅炉房
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
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
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
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
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明
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郑兄听着炸弹乒乒
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
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
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
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
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
不服的。”（汪曾祺《跑警报》）

我们跟随着汪老，或追忆昨夜星辰，或走进
古典的黄昏。

连岳说：“阅读路途中，每一个岔路口，都站
着一位圣人，这是多么美妙的旅程。”同样，我们
能“认识”汪老，是一件多么让人幸福的事，找到
安放得下心灵家园的居所，驭沉闷于轻盈。一句
话，品味生活。这位可敬可爱的好老头，让我们通
过他的文学作品跟他近距离地接触，谈笑间差不

多三十个年头了，大凡你喜欢的，他都
能提供给你。他要说的，永远意犹未尽，
“晋人风华不染尘，花自飘零水自流”。
像这样能开风气之先的长者，如今在我
们的现实生活中已经相当奇缺了。他的

散文与小说并没有特别的分别，都是一样地跟你
我讲故事，只不过，小说的情味馥郁，散文的情味
趋于淡雅吧。我们要品读、品识的是他的真，以及
与我们心心相印的物之菁华。罗丹说：“所谓大师，
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
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
来。”我喜欢《跑警报》，喜欢两位人物的淡定从容。
汪老在他磕磕绊绊的一生中，也做到了淡定从容，
终得以铅华洗尽。有人说他的作品中谈吃吃喝喝
的多，忧患意识少，其实未必。我们从他笔下，对巧
云、十一子、王玉英、陈小手这些小人物命运的描
叙当中，处处都能看到他的同情与呐喊。“圣人不
利己，忧济在元元。”（陈子昂《感遇诗之十九》）。无
须仰止，他，永远在我们身边，微笑、颔首。

汪老在他的《跑警报》中，以“不在乎”来诠释
“儒道互补”，应该是溯源于庄子的“至人无己，神
人无功，圣人无名”吧。

不在乎。 汪老，自有他内在的力量、忍耐和
激情。

塘草粪
! 毛玉高

塘草粪是上世纪七十年代
在农村兴起的一场大积大造自
然肥料的运动，那时我正下放在
川青公社姜圩大队第一生产队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哩。在这
场运动中，我与农民兄弟们同吃同住同劳
动，沤了一个又一个草塘肥，为农业的丰
产丰收作出了积极贡献，赢得了农民兄弟
的啧啧称赞。

塘草粪首先要挖坑。在河边开挖四米
见方两米深的土坑，四人一组配合，协同
作战，一锹一锹地挖。尽管手上磨出了一
个又一个血泡，仍然“轻伤不下火线”。经
过半天的开挖，土坑终于开挖完毕，一个
正方形的草塘呈现在人们面前。

其次就是备料。组织全队社员割青
草，每天清晨五条机帆船出发开赴兴化水
荡地区。作为下放知青，这是我平生以来
第一次割青草。虽然不如老社员割得多，
但一天也能割上一两百斤，尽管手指被镰
刀划伤。对于我的“战果”，队长给予充分

肯定。
再次就是罱河泥。这是塘草

粪的关键。夏日高温酷暑，罱河
泥得起早带晚。天麻花亮时我便
与罱泥能手们一起，到淤泥较厚

的河段去罱。河面上蚊子多，就穿长裤护
着。罱一船就戽进土坑内，岸上的人则将
青草铺进坑内的河泥上，然后再由罱泥人
戽进坑内的青草上。如此反复铺，反复戽，
一个完整的草粪塘就做好了。

草粪塘做好后，要经夏日高温发酵，
在发酵过程中要翻塘几次，就像腌大菜一
样，将下面的翻上来，将上面的压下去，这
样才能沤出好肥料来。草塘粪既经济又实
惠，而且肥效又高，被农民兄弟称之为“上
等的农家肥”。

秋播秋种来临时，社员们就挑上从草塘
取出来的肥料，将农田铺上厚厚的一层，通
过翻耕将草粪肥覆盖用作基肥，再种上小
麦、大麦。草塘粪肥效持久，能促使麦苗苗壮
根粗分蘖多，那一年小麦大麦收成很好。

汪老 我想对您说
! 葛国顺

汪曾祺老，我想对您说，您的谆谆教诲我终生不忘。
1981年 10月 24日上午，您阔别故乡 42年后

第一次回高邮，在时任县委宣传部通讯报道组组长陆
建华的陪同下，来川青公社采风。您的到来，得到了时
任公社党委书记史善成的热烈欢迎。您兴致勃勃地乘
坐公社的小轮船，沿五里河两岸绿柳成荫的河道到川青南面的芦苇
荡区观光。我当时是公社文化站长，有幸全程陪同。

当时，川青公社在苏北里下河小有名气：农田方整化，田成方、河
成网、树成行，是闻名全国的“绿化先进单位”。您一路观光，谈兴甚
浓，不时问一些有关农民生计的问题，盛赞水乡大好自然风光。中午
的餐桌上，自然少不了具有川青特色的菜肴，如雪花豆腐、川青过桥
鱼和一些野味。您细细品味，赞不绝口，吃得很开心。当知道我从事基
层文化工作时，您便鼓励我说，农村素材多，创作天地宽，干文化工作
也挺有意思。可能是改编京剧《沙家浜》的缘故吧，您对水乡芦苇荡印

象颇深，还叮嘱我有机会可以写写芦苇荡斗争。饭
后，陆建华转达大家的恳求，请您与大家留影。您二
话没说，我们几人便在政府办公楼前的鱼池边站好
合影，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瞬间。我一直收藏着这帧
相片。您丝毫没有大作家的架子，顾不上休息，应史

书记之求，挥毫写下了“素心常如故，良苗亦怀新”10个大字，既是对
绿野平畴川青新貌的感慨，又是对年轻党委书记的褒奖和勉励。您后
来在《故乡水》一文中曾提及，“这两个公社（您还去过东风公社）的村
子我小时候都去过，现在简直一点都认不出来了。”您启迪我们要有
一颗平常心，以平静的心态，憧憬更高境界，追求美好生活。

在您第三次回故里期间，高邮文联给我们基层业余作者提供了
学习平台，我曾两次聆听您的创作讲座。您谈《受戒》《大淖记事》《梦
故乡》，如叙家常，以美的享受，让我受益匪浅。正是您谆谆教诲的缘
故，舞文弄墨成了我一大癖好，至今不可收。

一道坯
! 朱延庆

你见过制砖头的过程吗？先要选好
上等的黄泥，用大钢丝筛子筛一下，将小
瓦砾、泥块等杂物筛去，晒干；接着用水和
拌，用锹或木棍将泥掏得均匀后，切成一
块块，用手掼来掼去，叫“掼坯”；然后用木
板制成的小木模将泥块切压，就成了砖坯；晾一晾，
进窑烧制，还要定时窨水。不窨水的坯烧成的是红
砖，窨水的坯烧成的是灰砖。土窑烧的是柴草，轮窑
烧的是煤炭。七八天后，一窑砖就烧制成功了。

小胡与小丕二人同在一家工厂做车工，两人
是邻居，在小学、初中、中专都是同学，又同时进
入同一工厂、同一车间工作，真是情同手足，亲密
无间。二人平时生活较为懒散，隔三差五地迟到
或早退，下班后喜爱打扑克，有时到凌晨一两点
钟，第二天上班时就没精打彩，有时甚至打瞌睡，
因此，产品的质量就会出问题。车间主任找他们
谈话，小胡与小丕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全部承
认，从不辩解，好不了几天，老毛病又会重犯。车
间主任对于小胡、小丕犯有同样的毛病很自然
地说道：这两个人真是一道坯。

“一道坯”是江淮方言中的词语，是指两个
及以上的人有着相似或相同的毛病，如同一个
模子压出来的砖坯一样，这是贬义词。

小胡与小丕这两个人也有他们的优点和长
处，为人处事真诚、憨厚、正直。一天，上班时间
过了半个小时，车间主任见他们还没有到，好生
奇怪，便打他们的手机，无人接听。又过了 10
分钟，二人急急忙忙地赶来了。只见二人全身像
落汤鸡，脸上黑一块、红一块、白一块，衣袖也被

烧得缺边少角。原来他们在上班路上看
到一座居民楼失火了，便主动停下来同
消防队员一道投入救火行列。二人几次
冒着大火入室驮出几位老人，直到大火
基本熄灭时才离开。车间主任见此情

状，笑嘻嘻地竖起大姆指：真是好样的。
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厂长大大地点赞了小

胡、小丕不畏艰险、出生入死的英勇精神，他们为
全厂争了光，是全厂职工学习的楷模。厂长说到
了“楷模”，接着发挥了起来：过去我们对他们身
上存有的习性看不惯，说他们是“一道坯”，一个
模子压出来的；现在看来，他们两个青年人的坯
子总体上看是好坯子，只要去掉些许杂质，这坯
烧出来的肯定是好砖。

从那以后，小胡、小丕真的改掉了以前的不
良习性，勤奋、认真地工作，都成了先进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