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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秦少游诞辰
970周年，高邮将举办一系
列纪念活动。这实在很有
必要。作为高邮籍的乡贤
名士，秦少游在中国文学
史上的地位很高，影响深远。可以这样说，能够取
得如此重要成就的，千年以来，在秦邮土地上的文
人墨客无出其右，即使放眼扬州，也是无人比肩。
秦观，的确是站在云端之上的“国士”。

秦观，原字太虚，后改字少游。因自号淮海
居士，人称淮海先生。高邮盂城得名的来历就源
自他的《送孙诚之尉北海》这首长诗中的四句：“吾
乡如覆盂，地据扬楚脊。环以万顷湖，天粘四无
壁”。近千年以来，高邮人均以秦观为骄傲，但真
正全面了解秦少游的却不多。大多数高邮人只
知道其词作中的一二个名句，比如《鹊桥仙》：“两
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还有《满庭芳》
的首句：“山抹微云，天连衰草”。高邮文游台内有
秦少游塑像，一派儒雅学者的气韵。实际上，真实
的秦少游并非完全如此，而是另一番样子。据史
料记载，秦少游豪爽、喜酒、美髯、腹便，全然突破
了关于婉约派的想象。由于生活的磨难，其逐渐
沉郁。秦少游墓地现存无锡惠山，秦氏后人多居
无锡秦村。在高邮，秦少游故里武宁左厢里历史
遗存不多，深入研究秦少游的也不多。近年来，人
们关注秦少游，是因为他的《鹊桥仙》正在演绎成
为七夕情人节，甚至中国情人节。虽然氛围逐年
加强，各种活动也越来越多，但规模和效应和秦少
游的名望不够匹配。关于其人、其事、其词、其文、
其字等等，研究运用的空间仍然十分广阔。

秦少游的一生，并不算长寿。史料记载，
1049年生，1100年死。51岁。秦少游出名很早，
但做官却较晚。直至1085年第三次才考取进士，
其时已是36岁。他在官场上先后闯荡15年，官
阶不算高。他是一个政治上的弱者，诗词创作上
的巨人。可以肯定的是，秦少游在36岁前，大部
分时间是生活在高邮。其间，他曾不断外出游
历。他在出仕前，主要是读书、创作，颇有名声，交
往的大多是当时的文化名流，其中最突出的是苏
东坡。

苏东坡比秦观大12岁，出名早，做官也早。
苏东坡是最早赏识秦少游的名人。说他有“屈、宋
之才”，尤其喜爱他的词作。苏东坡曾将秦观和柳
永并论，“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因

为两人关系过于密切，
又同属当时旧党人物，
苏东坡影响秦少游一生
的政治走向。两人亦师
亦友，气味相投。时人

将秦观归附苏轼门下，人称“苏门四学士”之一。
秦观死后，苏轼十分悲怆：“少游已矣，虽万人何
赎。”秦少游一生诗词成就十分耀眼，然在政治上
始终失意，为官生涯多数处于贬逐之中。更为险
恶的是，秦观死后，宋徽宗听从宰相蔡京的主张将
秦观等数百名正直的大臣列入“奸党”之碑，并祸
及子孙。一直到28年后，南宋高宗下诏彻底平
反，并追赠“苏门四学士”秦观等直龙图阁。这才
有后人称颂的“秦龙图”。

秦少游的一生创作丰富。著有《淮海集》《淮
海居士长短句》。具体地说，有词100多首，诗
430多首，文250余篇。由于政治上遭贬，千古以
来，人们对秦少游的评价均从诗词入手。其实，他
在许多方面成就很高，由于词作过于优秀，从而遮
掩了其他方面的光辉，尤其是诗，是宋诗中的大
家，但未获得应有的文学史地位。最不地道的是
金代元好问的评价，他在《论诗绝句》中说：“有情
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
始知渠是女郎诗。”他将秦观和唐代诗人韩愈相
比，认为韩诗雄浑壮美，秦诗柔弱。这不免有失公
允，是偏激之论。然而，此说影响深远，致使秦诗
评价偏差较大。毫无疑问，秦少游最杰出的当然
是词作，是一代词宗。《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他：“而
词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秦少游传世词作100
余首，均是高质量。综合多种权威版本，最著名的
大约有10来首。分别是《鹊桥仙》《满庭芳》2首，
《望海潮》《木兰花》《浣溪沙》《八六子》《阮郎归》
《如梦令》《江城子》等等。

秦少游犹如一只迎风高飞的漂亮风筝，千年
以来，始终吟唱于文学的云端之上，魅力四射，难
以超越。因为秦少游，高邮的知名度得到提升。
宋代黄庭坚《送少章从翰林苏公余杭》：“东南淮海
惟扬州，国士无双秦少游。”宋代杨万里《过高邮》：

“一州斗大君休笑，国士秦郎此故乡。”清人王士祯
《高邮雨泊》:“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
年。”秦少游站在高高的云端上，后人愧望其背。
但同时，我们也应客观地看到，作为词宗的秦少
游，在其故乡高邮的土地上仍显得孤独和清冷，其
名人大师的魅力尚需得到更有力、有效的彰显。

云端之上的秦少游
□ 王俊坤

扬州大明寺，因始建
于 南 朝 宋 大 明 年 间
（457—464）而得名。隋
仁寿元年（601）因供养佛
骨而建栖灵塔，唐鉴真法
师曾任大明寺住持，至唐会昌三年
（843），栖灵塔遭大火焚毁。现存栖灵
塔乃上世纪九十年代建成，栖灵塔的东
峰是观音山，现存观音山为清末以后陆
续建成。观音山供奉着四大名山的菩
萨：正殿为普陀之观音，余则为五台之文
殊、峨眉之普贤、九华之地藏。《金陵岁时
记》载：“善男信女于此三月（笔者注：观
音二月十九诞辰、六月十九成道和九月
十九出家，共三月）茹素，曰观音斋。”近
些年来，观音山香火日盛。每年六月十
九，海内外前来观音山敬香膜拜的善男
信女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给当日观音山
及山下周边的交通、治安秩序带来一定
的压力，也成为扬州的一道别样风景。

观音山乃隋炀帝的迷楼旧址。《大业
拾遗记》载：“大业十二年（616），炀帝将
幸江都……色荒愈炽，因此乃建‘迷楼
’。择下俚稚女居之，使衣轻罗单裳，倚
槛望之，势若飞举。又爇名香于四隅，烟
气霏霏，常若朝雾未散。谓为神仙境不
我多也。楼上张四宝帐，帐各异名：一名

‘散春愁’，二名‘醉忘归’，三名‘夜酣香
’，四名‘延秋月’…… 唐帝提兵号令入
京，见迷楼，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为
也！’乃命焚之。经月火不灭。”可见隋炀
帝晚年之荒淫绝与肉林酒池的商纣王有
得一拼，后迷楼毁于战火。《乾隆江都县
志》卷十六《古迹》载：“迷楼在城西北七
里，隋炀帝建。摘星楼在城西北，《名胜
志》云：宝祐（1253—1258）城楼即故摘
星楼也，江淮南北一览可尽……摘星台
在摘星楼后……摘星亭在摘星楼后。”可
见摘星楼时又初具规模。

宋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苏辙因
坐苏轼“乌台诗案”，由签书南京（今商
丘）通判黜为监筠州酒税，次年三月苏辙
赴淮南，与秦观会于高邮，逗留两日。秦
观因寒食需上塚，只送苏辙至邵伯埭。
苏辙留广陵甚久，并分别以“九曲池”“平
山堂”“蜀井”“摘星亭”“光化塔”为题而
作《扬州五咏》。此时，苏轼被贬黄州，苏
辙也遭贬黜，心境可想而知。而尚未出
仕的秦观不仅陪苏辙两日，且对苏辙的
《扬州五咏》一一次韵作诗。

秦观《次韵子由题平山堂》云：
栋宇高开古寺间，尽妆佳处入雕栏。
山浮海上青螺远，天转江南碧玉宽。
雨槛幽花滋浅泪，风卮清酒涨微澜。
游人若论登临美，须作淮东第一观。

清雍正年间，扬州知府高士钥邀请
金坛籍书法家蒋衡书写秦观的“淮东第
一观”，勒石立于大明寺前。

《次韵子由题蜀井》云：
蜀冈精气滀多年，故有清泉发石田。
乍饮肺肝俱澡雪，久窥杖屦亦轻便。
炊成香稻流珠滑，煮出新茶泼乳鲜。
坐使二公乡思动，放杯西望欲挥鞭。
苏辙诗《蜀井》，题后自注“在大明

寺”，盖指大明寺之至今犹存的“天下第
五泉”。欧阳修《大明寺泉水记》中称：

“此井为水之美者也。”秦观因苏辙本蜀
人，故有“乡思动、西望欲挥鞭”之语。据
《江都县志》载“蜀井在府城东北蜀冈禅
智寺侧，其泉脉通蜀，味甘洌。”扬州人所
称蜀井则为竹西八景之一的“蜀井第一
泉”。

秦观《次韵子由题摘星亭迷楼旧址》
云：

昆仑左右两招提，中起孤高雉堞西。
不见烧香成宿雾，虚传裁锦作障泥。
萤流花苑飞星乱，芜满春城绿发齐。
长忆凭栏风雨后，断虹明处海天低。
对隋炀帝的骄奢淫逸进行了批判，

王朝兴衰更替之感跃然纸上。
秦观《望海潮?星分牛斗》词下阙云：
追思故国繁雄。有迷楼挂斗，月观

横空。纹锦制帆，明珠溅雨，宁论爵马鱼
龙。往事逐孤鸿，但乱云流水，萦带离
宫。最好挥毫万字，一饮拼千钟。

庆历八年（1048），扬州太守欧阳修
在大明寺西侧的蜀岗中峰修建“平山
堂”，并在堂前亲手种下杨柳树和琼
花。秦词描绘了隋炀帝时扬州“迷楼挂
斗、月观横空、纹锦制帆、明珠溅雨、爵马
鱼龙”的繁华，同时抒发了对“挥毫万字、
一饮千钟”文章太守欧阳文忠之景仰。

秦观三十七岁中举前大抵在家乡高
邮半耕半读，也多次赴扬州、湖越等地游
历。其在《与李乐天简》中说自己在家杜
门却扫，以文史自娱的同时，“时复扁舟，
循邗沟而南，以适广陵。泛九曲池访，隋
氏陈迹；入大明寺，饮蜀井；上平山堂，折
欧阳文忠所种栁，而诵其所赋诗，为之喟
然以叹。遂登摘星寺。寺，迷楼故址
也。其地最髙，金陵、海门诸山历历皆在
履下。”秦观在其作品中流露出对家乡的
眷念是不言而喻的。其创制的词牌《梦
扬州》，词末云：“望翠楼，帘卷金钩。佳
会阻，离情正乱，频梦扬州。”

秦观与观音山的情缘
□ 翟荣明

2018年10月4日，我提前过80岁生日，并
举行了《烟柳依依》新书首发式。不少领导、嘉
宾、文友、学生发表了讲话，送来寿联、字画、贺
信，皆弥足珍贵。而汪曾祺先生的子女汪朗、汪
明、汪朝发来的贺信令我心存感激，又深觉内
疚。他们称我是汪老的老朋友、好朋友，也是一
个大好人。完全是拔高了。如果此语用在南京
的陆建华、本土的朱延庆身上，那会恰如其分。
汪老的老朋友是林斤澜、邓友梅、邵燕祥、王蒙、
铁凝，以至王干、费振钟等人。我连做他的学生
的资格也没有，顶多是一个心系汪老的汪迷，抑
或是一个延续汪老薪火的平常文化人。

我把贺信看作是对我的鞭策。只要不发
病，我决不辍笔。

回顾往事，汪老对我有过批评。他在南京白
下饭店下榻时，我问他：“这10元一夜的房间你
能报销吗？住不住？”汪老只说了一个字：“住。”
然后他对同学刘子平（我的老师）说：“陈其昌怎
么话都不会说，真夯。”汪老在写样板戏的时候，
什么高级房间没有住过？既然政府邀请他回乡，
我还问“报销”，理应由政府报销啊。汪老批评得
对。

高邮文联成立后，我写信请他题词。他便

写下了“风流千古说文游”那首七绝，行书，墨
色如漆，时间为1986年6月（即文联成立后不
久）。汪老的题词是写在《晚饭花》的扉页上
的，这书连同信封我一直珍藏着。

同样珍藏的还有专题片《梦故乡》的主题
歌词，那是汪老用钢笔写的。其钢笔字颇具功
力，同他的《受戒》等手稿一样，让人爱不释手。

《珠湖》早期的封面题名是杨汝祐先生写
的，颇好，但比汪老的或竖或横的题名要逊色得
多。可惜汪老的原迹已不复存在。

有趣的是汪老为我市第一本报告文学
集题词、题名。我们原书名为《珠湖春潮》。
他来信说，珠湖又不是大海，哪来大潮哩？
我原以为春潮非实指，后来想想还是汪老
《珠湖春讯》用得好。他还撰书七绝一首：
“珠湖春讯近如何，缩项鳊鱼价几多。唯愿
吾民堪鼓腹，百舟载货出漕河（指运河）。”可
见汪老关心家乡人民的温饱和经济发展。

《汪曾祺书画集》是汪老子女专门为家
乡父老和朋友出版的一本非卖品书画册。
其费用来自汪老部分稿酬。大概印两千
册，就给家乡 800 册。可见汪老子女既延
传汪老的思乡之情，亦实现汪老生前的夙
愿。为取这 800 本画册，我找了市印刷厂
赴宁回程的卡车捎带。接货是在南京火车
站货场。我们从宁回邮，已是晚上，我请司
机和友人一道搬上楼。司机不要钱，只要
一本画册。

读汪老子女贺信有感
□ 陈其昌

夏夜，独自一人伴着习
习凉风漫步。走着走着，忽
听到远处一片嘈杂，循声而
去，原来广场上正放着电
影。观众们或坐在台阶，或
依着树干，时不时有人还会
点上一根烟，享受着这份闲适。想不到
在这城市的一隅也有这样的露天电影。
我的思绪一下回到了30多年前。

那个年代，老百姓物质生活还不是
很充裕，更别说精神生活，偶尔的一次乡
土娱乐成了一种奢望，因此，对于难得的
一场露天电影就特别期待。

那时，全乡也就一个放映队，一部放
映机，而且要负责全乡各村组的放映工
作，一年下来，一个村也没有几次。孩子
们为了看场电影，经常走乡串村，虽赶得
辛苦，但那份看电影的激动早已掩盖了
所有的奔波与劳累。

“今天晚上，我们村要放电影啦！”这
振奋人心的消息马上就在村里传开了，
不光我们小孩高兴，就连一天忙到晚的
大人们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早早地
就忙开了。在放电影的当天，无论你走
在哪家，准能闻到蚕豆葵花的香味。这
可成了那时娱乐消遣的标配，虽然与现
在的奶茶、薯片等不能比，但那种感觉丝
毫不差。

天还没黑，电影放映前的一段歌曲
早已吸引了四里八乡的人，孩子们更是
围着放映员跑来跑去，几个大一点的孩
子还凑近了问：“今天放什么电影？今天

的电影好看吗？”此时的放映
员俨然成了孩子们心中的重
量级人物。

没过多久，学校操场上
就汇集了越来越多的人。来
得早的，拿个小板凳先抢占

有利位置，来得迟的也不要紧，自己早有
准备，扛了个大长凳子。因为我家紧挨
着学校，每到此时，总是有人来借凳子，
为此，热情的父母经常站着吃晚饭，还不
停地说：“没事，没事，你拿去吧！”而调皮
的我事先也早已藏起了一两张凳子。

电影开始了。大家三五成群，基本
是按家庭落座的，也有借此机会朋友小
聚的。那些没有凳子的，有的爬到树上、
院墙上，还有的靠在墙角站着，总之，都
能找到自己最佳的欣赏位置。大家时而
为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而紧张不已，时
而为荡气回肠的英雄壮举而拍手称快，
完全忘却了一天的疲惫与辛劳。

电影快结束了，操场上的人也越来
越少。一些幼小的孩子早已在妈妈的怀
里睡着了，大一些的孩子似乎精力十足，
还沉浸在精彩的情境之中；大人们也有
不少站了起来，准备回家了。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两部影片
就结束了。许多人意犹未尽，跑到放映
员那里，询问下次放映的时间。

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电
影放映早已从室外走向了室内，观影环
境也大大地改善了，但那种露天电影的
情趣还是让我难以忘记。

露天电影
□ 周志坚

围棋相传为尧帝亲手所制。当
初制棋的目的，是为陶冶太子丹朱的
性情，使他去嚣讼嫚泛、傲慢荒淫之
气而走入正道。所以战国史官所撰
的《世本》称：“尧造围棋，丹朱善
弈。”而到了西汉，围棋对弈已相当广泛流传。

说到尧造围棋的传说，还真的就在我们
高邮身边。

高邮湖之西南天山镇境内有座神居山，
“神山爽气”是“秦邮八景”之一。风景秀丽，
仙人宜居。传说这里便是尧的出生地，尧在
此地留有遗迹仙人井、仙人棋、排牙石、千年
古柏。这一带的居民人尽皆知，可惜上世纪

70年代开采铁矿时全给破坏了。
说到这仙人棋，神居山人还说

得活灵活现。一说这仙人棋盘“高
大上”：高，有几丈；大，有足球场那
么大；上，得爬10分钟的坡。棋盘上

隐约有纵横19条纹路。其上还零散摆放着几
墩石块，最大的一墩居天元之中。还有另一
种说法，讲这棋盘也不比想象的大多少，上面
纵横错落，棋子分明。不过，平时看不到，每
年只有农历三月初三短暂的月夜，透过缭绕
的云雾才能看到，似乎有两个老者，鹤发童
颜，捻须笑弈。还说得神乎其神，东首为帝
尧，西首为烂柯之人王质……

仙人棋
□ 真启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