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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事成双”迎新春征联启事
高邮，历史古邑，文化名郡，两千余年的

文明史造就了无数文化大儒，秦观、陈造、汪
广洋、王磐、张綖、王念孙、王引之、汪曾祺
等，他们无不善诗能联以文而名。“好事成双
在高邮 ”源自历史馈赠。公元前 223年，秦
始皇筑高台、置邮亭，高邮拥有盂城驿、界着
驿，净土寺塔、镇国寺塔，大运河、古运河，城
南、城北历史街区，盛产双黄蛋，千年来默默
蕴含了好事成双的密码。为了讴歌盛世升
平，弘扬传统文化，叫响“好事成双”旅游品
牌，拟举办“好事成双″迎新春征联活动，具
体事宜如下:

一、对联内容

对联以“好事成双”为主题，彰显高邮城
市新名片并为全市带来好事成双的城市寓
意与喜气。符合中国人过年吉祥讨喜的习俗
为原则，可加入抒写高邮历史文化、人文景
观、城乡建设、经济发展、盛世新风、城市新
貌、爱国爱民、民情乡风等内容。

二、对联形式
符合传统联律，声韵以《平水韵》为准，

拒绝新声韵。本次征联可以以好事成双为横
批，自由撰写上下联；可以将“好、事、成、双”
四个字嵌入联中，形式不拘；也可以用复字
叠词，扣"好事成双″之意。

三、征稿对象及时间

面向高邮全市亦欢迎外地对联创作爱
好者，每人限 1至 5副。为了宜于书法家书
写和张贴或悬挂，对联上下比单边限为四至
十一字。征联时间从即日起至 2019年 1月
5日截止。

四、投稿方式
电子投稿发至：43330540@qq.com
书面投稿送至:市文联办公室（老政府三

楼）
稿件请注“好事成双"迎新春征联稿字

样，并注明作者真实姓名，详细联系地址，邮
编，手机或电话号码。

五、本次征联设一等奖一名，奖金1000

元购物券;二等奖三名，奖金 600元购物券;
三等奖六名，奖金 300元购物券;优秀奖若
干名，奖金100元购物券。

主办单位聘请相关对联名家作评委。封
名评审确定名次，结果在媒体公佈。评委对
联作品不得参评。

六、所有征集作品一律不退，请自留底
稿，应征作品主办单位有权使用，不另付稿
酬。

七、主办单位:高邮市旅游局、高邮市文
联、高邮市文旅集团

八、协办单位:高邮市楹联协会。
2018年12月14日

盂城驿的古典建筑艺术（上）
! 真启梁

中国古代邮驿，在历史上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中
国邮驿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下面笔者从盂城驿的建筑艺
术，来谈谈中国古代驿站的建筑美。

中国古代各地的驿站建筑都非常华美，不妨举几例加
以说明。唐代《管城新驿》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夸赞管城驿
的：“门衔周道，墙荫竹桑，境胜于外也。远购名材，旁延世
工，既涂宣皙，瓴甓刚滑，求精于内也……主史有第，役夫
有区，师行者有飨亭，拿行者有别邸，周以高墉，乃楼其
门。”此外，有条件的驿站，还附带有其它附属建筑，如四川
马嵬驿还设有佛堂。明河间府对其境内的乐城驿也有这样
的描述：“（乐城驿）弘治四年增修，除原有馆舍外，又新造
传堂五间，左右饩舍三间，前驻节堂五间，东西库舍各七
间。堂南夹路立碑、井二亭，亭南有报捷命门，门外左神祠，
右官亭。南望重檐高栋，倚汉摩空，则是皇华楼。”（《河间府
驿递考》）。明南直隶扬州府广陵水驿，除了驿舍建筑外，并
为当地名胜所在，正厅悬匾曰“皇华”，后堂建有淮海奇观
楼，楼下匾额曰“礼宾轩”。宋·嘉佑六年苏轼曾谒客于凤鸣
驿，对驿站的奢华有这样的概括：“视客所居与其凡所资
用，如官府，如庙观，如数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归其
家，皆乐而忘去。”

根据《高邮州志》的记载，高邮盂城驿的建筑形制包括
牌楼、影壁、门厅、正厅、后厅、鼓楼、马神庙、驿丞宅等。

秦邮碑亭。古人在石料上镌刻文字以作纪念叫做
“碑”。在碑碣外再建“亭”，将碑石安置于亭中，叫作碑亭。
秦邮碑亭就建于大运河东岸、盂城驿古运堤石阶之畔。秦
邮碑亭的碑碣上阴文镌刻着我市朱延庆先生撰写的《重建
秦邮亭碑记》，记叙了秦朝在古邗沟边，筑高台设邮亭，始
有“高邮”的历史。

秦邮碑亭是一种撰尖顶的四边形重檐建筑，它将屋顶
积聚成尖顶形式，由一个尖脊顶向四周辐射。四角垂脊的脊
口明显地向上翘起，形成一个优美的角度，好似凌空飞翔的
鸟翼，这种角度叫“翼角”。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对醉翁亭
就有“有亭翼然”的比喻。翼角曲线展现了古代建筑的曲线

美，体现了中国古建筑较之外国建筑独到的艺术美感。
牌楼。沿碑亭石阶踏步而下，便是牌楼。牌楼俗称牌

坊，一种门洞式的纪念性建筑物。旧时一般建于衙署、庙
宇、陵墓、祠堂、园林等特殊建筑群之前，在建筑布局上起
到组织空间、涵盖领域、点缀景观的作用。明代隆庆《高邮
州志》上就明确记载“（盂城驿）有照壁牌楼一座”，现经修
复的牌坊为盂城驿景区驿站建筑群的导入部分。它使人在
进入古建筑群之前，就感受到艺术处理上的一个高潮。该
牌楼为二柱一间三楼式，是牌楼中结构最为简洁的一种，
与安徽黄山屯溪老街街口的石牌坊极为相仿，只是略显朴
素，没有屯溪的牌楼那么精美罢了。据查现存的我国最高
等级的木牌楼为北京雍和宫北面的“寰海尊亲”牌楼，四柱
三间九楼样式，而石牌楼要数明十三陵前的六柱五间十一
楼式牌坊。盂城驿牌楼由剁假石（又叫剁斧石、斩假石）人
造石料建成，这是一种造价较省的“造假石”工艺，但仍不
失其典雅。正楼（又叫“明楼”）之下，两次楼（又叫“边楼”）
之间镌刻着“皇华”二字。皇华者，使臣也。这高度概括了古
代驿站迎来送往（各路使客）的接待功能。

影壁。再向东穿过馆驿巷两侧二层仿古建筑群，步行
百余米，盂城驿正南便是影壁。影壁，地方上俗称照壁，又
叫壁墙，是正对大门的以作屏障的墙壁。高级一些的，在墙
壁上塑成浮雕，形成一种影壁艺术。盂城驿影壁为三门式，
长14米，高3.5米。影壁烘托着一种庄重、森严和神秘的气
氛，它是阶级统治的一种标志性建筑物，直接反映了古代
驿站作为一种衙门的威严和显赫。原高邮州署衙门前也有
一座气势雄伟的影壁，但今已不复存在。

门厅。盂城驿门厅为尖山式硬山建筑，三明两暗五开
间样式。五间门厅的屋面正脊，高低错落，上下有别。正中
仪门正脊高于两侧梢间的屋脊，用以突出仪门的气势，同
时上下有错也体现古代建筑的美感。盂城驿的古典仪门结
构由槛框、横披和门扇所组成。槛框的横槛分为上槛、中槛
和下槛。上槛和中槛之间叫横披，这里通常用来挂匾额，匾
额向世人展示本署府第的衙门属性。如今悬挂的匾额上书

“古盂城驿”四字，向路人昭告这组古建筑的单位名称，匾
额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手书，苍劲雄浑，乃
朱老于1991年抱病写成，表达了这位老邮电部长对修复的
古驿站的情感。匾额的下方是中槛，中槛上对称地镶嵌着四
朵六边形雕花门簪，它是古式仪门的装饰物，好比女人头上
的冠饰头簪。向下，门扇（就是民间通常称的“门”）之下的部
分为下槛，这里才是平常所称的“门槛”。盂城驿的门槛为倒
立的等腰梯形，门槛插入卡槽，变成一道高一尺有余的“屏
障”。平时门槛是倒插着的，它默默地展示着“高门槛”的尊
严。而当有特殊需要时，只要将倒扣的等腰梯形门槛向上提
走，门槛部位就变为平地。按旧制，驿站有上宾贵客进出时，
门槛才事先取出，贵宾们进出大门时便“如履平地”了，民俗
称这为“平步青云”。当驿站接待的属“等闲之人”时，门槛就
作为一道“槛”，让来人跨进跨出。不过，旧时民俗也有个吉
祥的说法，叫“鲤鱼跃龙门”。据说，如今的游客在导游的讲
解之后，还专门挑这高门槛跳来跳去，以期摆脱凡夫俗子的
命运。盂城驿的门扇为“棋盘门”，它是一种带边框的门扇，
门板背面用4根穿带连接成方格状，故名之为“棋盘”。门体
沉实而厚重，大多用作府邸的大门。这种棋盘门，常用于正
规的府第，虽然它比用于宫殿、庙宇的“实榻门”规格要低一
些。门扇正中是一对门环，为最古老的门铃。穿扣门环钉于
门扇上的金属构件叫“铺首”，盂城驿大门的一对铺首为铜
质圆型，上面铸刻着虎头兽面，有“镇守”的寓意，颇具威风。
盂城驿大门两端各设石礅一座，底座雕花，其上有石鼓一
对，刻有三狮戏珠的图案。这种仪门的装饰物叫做石抱鼓，
它们除了具有固定门框的作用，同时能使刚性的古典建筑
更富有庄肃的韵味。 （未完待续）

高邮市民文明行为 10条
1、公共场所讲修养，不吸烟、不

插队、不抢座、不大声喧哗、不说粗脏
话。

2、安全出行讲法则，不闯红灯、不
逆向行驶、不抢道、不随意变道、不乱
停乱放、不占用盲道。

3、净化环境讲卫生，不随地吐痰、不
乱扔烟头、不乱丢垃圾。

4、文明用餐讲节俭，不剩饭剩菜、

不铺张浪费、不劝酒酗酒。
5、商铺经营讲规范，不乱设摊点、

不出店经营、不出售伪劣商品、不随意
张贴广告。

6、爱护公物讲自觉，不私自占用、
不污损破坏。

7、爱我家园讲规矩，不乱搭乱建、
不乱挂乱晒、不占用公共楼道和消防
通道、不在禁放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

噪音扰民、不无绳遛狗、不让宠物随地
粪便。

8、保护绿化讲责任，不毁绿种菜、
不践踏花草、不毁坏树木。

9、理性上网讲道德，不信谣、不传谣、
不造谣、不诋毁中伤他人。

10、观光旅游讲风尚，不乱涂乱画
乱刻、不乱扔杂物、不毁坏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