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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隆庆六年（1572）《高邮州志》卷一：
“邮有新、旧二城。今之城，宋之旧城也。”旧
城，“宋开宝四年（971），知军事高凝祐始筑
高邮城。周围一十里三百一十六步，高二丈
五尺，面阔一丈五尺。四围皆有濠堑。”这个
十里城墙围成的旧城，呈不规则的方形。旧
城城区，自南门天桥沿中山路至通湖路，南
北距离约为1600米；自府前街东端邮驿之路
群雕像至运河西岸，东西距离约为1400米。

隆庆志卷一，“其新城，在北门外。宋咸
淳初（1265），扬州制置使毕侯筑。今东、北二
门外土城基址尚存。而城外至今称新城云。”
可见，高邮之旧城与新城，乃是明人的说法。

查明清《扬州府志》，南宋时期毕姓知扬
州者，唯开禧三年（1207）毕再遇。《江南通志》
卷三十三，“新城，在高邮州东北。宋咸淳初，
扬州制置使毕再遇筑土城于东、北二门外，与
旧城相垺。今仅存遗址。”四库本《江南通志》
成书于乾隆元年（1736），为清代中期。

《宋史》本传，毕再遇(1148—1217)，字德
卿。祖籍兖州(今山东兖州)，临安西溪人 。
南宋名将，武义大夫毕进之子。

毕再遇容貌魁伟，武艺超群。初以恩荫
补官，隶属侍卫马司。开禧二年，随军北伐，
屡立战功，迁为武功大夫。后因功历任镇江
都统制兼权山东、京东招抚司事及骁卫大将
军等职。因其勇猛过人，熟知兵略，且善于
驾驭兵将，威名远扬。开禧三年三月，“兼知
扬州、淮东安抚使。”嘉定元年(1208)，任左骁
卫上将军、保康军承宣使。

宋金“嘉定和议”后，毕再遇依循惯例，
屡请回归田里，均不准。嘉定六年，提举太
平兴国宫。嘉定十年，以武信军节度使致
仕。不久去世。累赠太师，谥号“忠毅”。

《宋史·职官志》：“制置使。不常置，掌
经画边鄙军旅之事。”北宋时期不常置，掌筹
划沿边军事。入南宋后设置渐多，掌本路诸
州军事，多以安抚大使兼任，可便宜制置军
事，有四川、江淮、京湖等制置使，其中秩高
望重者称制置大使。战区制置使基本上都

兼任治所郡守，并随治所的变动而变动。南
宋时期，宋金淮水为界，淮东地区由内地而
为边郡。淮东制置使一般兼知楚州或扬州，
淮西制置使则兼知庐州。若南宋对金取攻
势，则兼知楚州；若取守势，则兼知扬州。

绍定六年(1233)，诏：“今淮东安抚制置
使兼知扬州赵葵任责详审，措置边面捍御，
如遇缓急，应调遣赏罚等，并听便宜施行。”
毕再遇“兼知扬州、淮东安抚使”，实则就是
扬州制置使。

《江南通志》虽认为毕再遇筑高邮新城，
但却与年代对不上号。依其经历，筑高邮新
城之时间，当为开禧三年毕再遇知扬州，至
嘉定三年离任之时。如若后推至度宗咸淳
初，则已是毕再遇氏身后近半个世纪了。

隆庆志卷一，“开禧丁卯，增设重濠。”即
沿高邮旧城城墙内缘，增设一道环城里濠，
与外濠形成两濠夹城的城防态势。开禧丁
卯，正是开禧三年。这个时间与筑新城之期
的一致契合，不应视之为巧合。增设重濠与
构筑新城，当为加强高邮城防系统工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均为毕侯毕再遇一体之功。

新城的位置与范围，录入隆庆志的相关
记载如次：“东岳行宫。在州治北新城小东
门外街北。”

“击楫亭。在新城市河西。宋郡守王炯
建。久废。”王炯知高邮军，乃孝宗淳熙初年
（1174）。

“郡厉坛，旧在州治之东北，新城庙巷
内。”

“都土地庙，在新城遐观桥南巷内。”
“天王禅寺。在州治北新城遐观桥东。

宋淳熙间，义禅师建。”
“承天大梵讲寺。在州治北新城多宝楼

桥西。元至元年间，把常大士建。”
“炼阳庵。在州治北新城遐观桥东北。

元大德六年，道士盛心渊建。”
将这些控制性景点关联起来看，可知高

邮新城东西大致沿东大街一线分布，南北沿
北门大街一线分布。其四至，南至盐河至通

湖桥引河一线，北至庙巷（今薇风大道）一
线；东至文游台西侧东大街小东门一线，西
至旧运河一线。新城南北宽约800米，东西
长约1500米。

新城城区，1922 年民国三续《高邮州
志》，城厢图说：“北城外西街较他处稍高，就
中隆起者为社稷坛，盖古天壁亭之遗址，占
地亦十余亩。由此迤东、迤北逐渐低落，以
东街、北街尾段与坛地相较，大率相差至八
九尺。”“北大街及新巷口街民居栉比，余街
巷虽多，大率有菜圃或荒坟相间，不甚联
属。”

毕再遇所筑新城，质地为“土城”，即版
筑之城。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 )高
邮新城城垣已遭破坏。翰林侍讲学士揭傒
斯《高邮城》词云：“高邮城，城何长，城上种
麦，城下种桑。昔日铁不如，今为耕种场。
但愿千万年，尽四海外为封疆。桑阴阴，麦
茫茫，终古不用城与隍。”揭氏笔下的高邮
城，“城上种麦”，“麦茫茫”，所言似为新城。

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高邮知府李齐
一度修筑新城城垣。

至正十四年，张士诚据高邮城建立大周
政权，自称诚王，建元天祐。张士诚称王于
高邮城北之承天寺，其原址在今御码头北
侧，距旧城北门瓮城仅600余米，这里正是新
城的位置。同年十一月，丞相脱脱率大军出
讨，“数败士诚，围高邮，隳其外城。”这个外
城，就是宋代所构筑的新城。

自至正十四年，新城为元军隳坏，至明
至清，基址亦渐颓毁损坏，以至于不存。嘉
靖《惟扬志》卷十：“土城，旧名新城，在高邮
旧城北门外。宋咸淳初，扬州制置使毕侯所
筑。今惟东门及北土城略存。”

乾隆四十八年（1783）《高邮州志》：“新
城在北门外，……今废。土城基址尚存。”嘉
庆二十五年（1845）《高邮州志》，继承了乾隆
志的说法。

光绪九年（1883）再续《高邮州志》，民国
三续《高邮州志》，皆不提新城基址之事。估
计至此，已经难觅其踪迹了。

《高邮市建设志》，城垣：“咸淳元年，扬
州制置使毕侯在高邮城北门外又加筑土城，
名新城，今已不存。”很明显，这里的“今已不
存”，所指并非新城城区，而是新城城垣。

高邮“新城”今何在
□ 陈友兴

他是一个为理想而特
立独行的人，在担任巴东县
委书记届满后，毅然辞去公
职投身公益事业。他身上
有无数闪耀的光环，全国优
秀县委书记、“中国十大公
益推动者”、2019年《我是演
说家》全国总冠军……但无
论身处何时何地，他始终拥
有诗人一样的激情、圣徒一
般的虔诚和赤子一般的悲
悯情怀，他用自己的行动证
明一个纯粹、正直、善良的
人可以活得如此精彩。

他就是陈行甲。
《在峡江的转弯处》是

陈行甲的一本“人生笔记”，
分9章讲述了他的人生经
历，没有过多的渲染、刻意
的矫情，文字和他的人一
样，朴实、真诚、干净。初次
听说陈行甲是2016年网络
报道巴东县委书记持“秘境
巴东”的旗子直播，从3000
多米高空跳伞宣传巴东的奇山异水，当时他也
被称为“网红书记”，后来在《我是演说家》中听
他讲述他的母亲，被这位普通母亲身上的悲悯
善良所深深打动，更为他们母子之间精神品质
的传承所感动。他的人生，如同奔向大海的河
流，历尽无数艰难险阻，绕过无数漩涡暗礁，仍
然目标笃定、清澈见底。

最好的教育就是家风的传承，陈行甲的母
亲虽然识字不多，却用言行告诉了他什么是真、
善、美。他们村里有一家很不受待见的人家，经
常去陈行甲家借盐，却总是不还，少不经事的小
行甲曾不满地问妈妈，“他们总说借，总不还，为
什么还要借给他们？”当时他母亲生气地说：“人
不到活不下去的地步，怎么会借盐吃？我们不借
给他们，他们就没地方借了。”其实他们家条件也
差，可他的母亲仍愿意关心那些比她更穷的人，
而且小心翼翼地护着这些人的体面。真正的善
永远是发自内心的慈悲，是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每
一个弱者，是怀着一颗悲悯的心去呵护每一个弱
者的生命尊严。母亲的言行和品质深深影响了
陈行甲，在成为左右一方的官员时，他怀着和母
亲一样的悲悯态度对待弱者，在巴东开展干部结
穷亲活动，自己带头与艾滋病患者小航结亲，帮
这些最弱的人找回生活的希望、活着的尊严和意
义。在人生的下半场他毅然转身公益，带着母亲
赋予他的初心，带着从母亲身上学会的爱，他坚
守自己的内心，用力将社会的温暖传递。

梦想总是激励着一个人持续奋斗直到达成
目标，在经历第一次考研失败后，陈行甲重新投
入复习，在水月寺镇旁的犀牛口山脚，好几次看
书看到窗外一点点淡白亮起来，终于看到了清
华的荷塘月色。在清华学习期间，为了恶补英
语，他报遍了新东方所有适合他的班次，几乎每
周末都在新东方度过，甚至在最后挑战了同声
翻译。其实他完全没必要如此刻苦地学习外
语，只是因为想坚持，所以便坚持了下来。后来
在湖北公开选拔干部出国留学时，他当年的刻
苦显示出了效果，最后一次选拔，他考了第一，
比外语系副教授还高了1分。正如他在书中写
道：“生活有其自身的逻辑，那些不经意间播下
的种子，那些没有企图的浇灌，说不准在什么时
候，会有一阵春风拂过就出土了。”每一次的全
力奔跑，都会让我们看到一个全新的自己，都会
让我们感受到一种青春的召唤，那是一种对生
命的热爱，对价值的追求，在这种全力以赴中，
我们终将看到一个更加清晰的自己。

初到巴东，以县长为代表的一部分重要官
员暗中使绊，让陈行甲有苦难言，甚至患上抑郁
症，但由于耻于在穷困的土地上锦衣玉食、同流
合污，由于从小有着仗剑天涯、惩恶扬善的英雄
情结，即使有重重阻力，他依然选择向腐败团队
公开宣战，与50万老百姓站在一起，向长期萦
绕在巴东政治生态上的乌云发起挑战。面对他
这样油盐不进且不按规矩出牌的对手，腐败分
子很快溃不成军。他带着对社会的一腔正义，
带着对党和人民的一片忠诚，带着壮士断腕的
勇气，带着内心深处的呐喊，拉开巴东反腐序
幕。他像一个孤勇者，虽千万人，吾往矣，但他
更是一个凝聚者，有50万老百姓作为他的后盾
和支撑，他相信自己必然会胜利。

民心就是最大的政治，他辞职离开巴东时，
老百姓对他充满了感激，网上的留言铺天盖地，
这就是他最好的政绩。

“热烈而恬静，深刻又朴素”，不因生活的苦
难而苟且，不因物欲的横流而迷茫，坚持选择自
己相信的东西，必将获得生活最真诚的回报。
陈行甲，他就是那一道光，照亮了清澈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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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汪曾祺在《故乡的食物》里朴实而
深情地写道：“蚬子是我所见过的贝类里最
小的了，只有一粒瓜子大。蚬子是剥了壳卖
的……蚬子炒韭菜，很下饭。这种东西非常
便宜，为小户人家的恩物。”

蚬子“非常便宜”，“蚬子炒韭菜”又“很
下饭”，故食用的普及程度就上去了。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蚬子炒韭菜，在我们高邮，春
夏吃，秋冬吃；城里吃，乡下吃；家家吃，人人
吃。

记得小时候，家里穷。能吃饱饭，就算
不错了。过年过节，才有鱼肉之享。平时，
唯一能够沾点荤腥的，那就是蚬子炒韭菜。
星期天，母亲起大早去菜市场，二角钱就可
买到不少“剥了壳”的蚬子肉。韭菜是自家
种的，不花钱。蚬子炒韭菜，实在好吃。蚬
子鲜，韭菜香；又鲜又香，天下美食之一绝。
在我们面前，蚬子炒韭菜就是山珍海味，真
解馋！二角钱就能吃到这么好的菜，汪老说
蚬子是“小户人家的恩物”，千真万确。

蚬子在锅里煮张开了“嘴”才能剥壳，因

此上了市场的蚬子肉实际是熟的。当时卖
了还算新鲜，卖不掉就变陈了。现代社会，
人们吃得越来越讲究，陈东西是不吃的。于
是一种新行当应运而生，那就是卖带壳的蚬
子。带壳的蚬子养在水里，是活的。任何事
物，包括饮食习惯，都是与时俱进的。

挑选带壳的蚬子，一看二闻。
一看颜色。蚬子品种常见的有二，一为

黑蚬，一为黄蚬。泥中蚬为黑蚬，沙中蚬为
黄蚬。那种有点黑又有点黄的蚬子，生活半
泥半沙中。黑蚬壳厚而肉薄，黄蚬壳薄而肉
肥。壳厚占斤两，自然是买黄蚬好。尤为重
要的是，黄蚬肉质细腻，吃起来口味更好。

二闻气味。养在水里的蚬子，时间长了
也会变陈。从河里捞上来不久的蚬子，有一
股很好闻的水腥气味。你只要手捧一把一

闻，是好是坏，立马清清楚楚。如果闻到异
味，哪怕是一丁点儿，你也得另换一卖主。

带壳的蚬子买回家，不要耽搁，随即冲
洗。冲洗时，要用双手反复搓，因为蚬子壳
上附着许多泥沙。冲洗结束，将蚬子放在锅
里加水煮。一旦听到沸腾声，要立即熄火。
火熄迟了，就会从锅里溢出白沫，弄脏灶
台。掀开锅盖，将煮熟的蚬子盛到不锈钢漏
篓里，拿到自来水龙头下再作冲洗。此时的
冲洗，一是为了快速冷却，一是为了防止蚬
子里还有残留泥沙。做好这一切，不慌不忙
地去剥蚬子壳。剥了壳的蚬子肉，最好还得
冲洗冲洗，做到万无一失。

蚬子炒韭菜的做法，分三步。第一步炒
韭菜，大火，炒得半生不熟起锅待用。第二
步炒蚬子，方法如炒肉丝；姜、葱、酒、酱油、
糖、醋，一样都不能少。第三步将半生不熟
的韭菜倒进炒熟的蚬子里，翻炒七八铲，盛
盘撒黑胡椒粉，拌起上桌。黑胡椒粉极易挥
发，在它怂恿下，蚬子炒韭菜的鲜和香愈加
肆无忌惮。

蚬子炒韭菜
□ 朱桂明

乘成昆线火车到峨眉站下车，我去了峨
眉山，随身只带了一个包。到达峨眉山麓的
报国寺，山门悬有“报国寺”大匾，寺内香火旺
盛，烟雾缭绕。有弥勒殿、大雄殿、七佛殿、普
贤殿，游客络绎不绝。

看到游客从山门后边的院内上山，我也
准备朝山上爬。正好走来一个慈眉善目的老
和尚，我请问他是不是从这里上金顶，他看了
看我说：“是的，估计你难爬上山。坐车从后
山上去，在金顶住一晚，明天从前山游玩走下
来。”他带我出了山门，指着前面告诉我：“那
边有车子。”

顺着他的指点来到中巴车上，里面坐的
全是上山烧香的老太太。峨眉山是普贤菩萨
道场，与山西五台山、安徽九华山、浙江普陀
山并称“佛教四大名山”。车子开出不远，停
了下来，买游山票。车上老太太说年年来烧
香，没有买过票。车子停在那里，六月初的天
气，车内穿一件汗衫都淌汗。后来她们买了
一张团体票。车子沿着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
往山上开，山越来越高。车窗外面云雾缭绕，

车子开到接引殿停了下来。上山只好走登山
台阶或者乘索道。索道坡度大，坐车厢里面
如同坐观光电梯，几分钟就到了金顶。天色
已晚，山顶上气温低，好多游客和香客租黄大
衣穿在身上。我也把随身带的茄克穿了起
来。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准备步行下山。金
顶海拔三千多米，气压低，饭店的包子难蒸
熟。等到吃过早饭，出门看到一群游客站在
舍身岩陡峭的悬崖边上。跑过去一看，原来
是在观日出，看云海。我也站了下来。浩瀚
无际的白云在岩下翻滚，太阳慢慢从云海中
升起，发出万道霞光。云在脚下，人在仙境
中。从金顶向西远望，贡嘎雪山白茫茫一
片。

峨眉山山峰一个连着一个，连绵不断。

下山的路有台阶，并不难走。山路两边树木
苍翠茂盛，空气清新。卖山货的摊子摆在山
路边上，有的游客买了峨眉山特产灵芝。一
位白发老大爷拄着拐杖，走得很慢，告诉我已
经是第三次到峨眉山了，他下山不着急，走到
天黑，就住下来，第二天继续走。我走得快，
渐渐走到了他的前面。

在景点洗象池至九老洞一带，山路边上
有卖猴食的，成群的猴子在树上跳来跳去。
有的调皮得很，跑到山路上，跟游客要吃的。
游客只要拍拍手，猴子就会走开了。午饭后，
我坐在山路旁边的长条石凳上休息，阵阵山
风吹在身上非常惬意。一群小猴子在身边嬉
戏打闹，十分可爱。

往山下走，进一峡谷，名白云峡，是两座
大山之间的一条缝隙。里面凉意袭人，一条
弯曲的小溪穿峡而过，清澈见底。走在栈道
上面，抬头仰望，峭壁上长滿了藤蔓，天空成
了一条亮线，这景点叫“一线天”。过了清音
阁，来到五显岗。这次游玩，路走多了，有点
累，但是开心。

峨眉山游记
□ 张福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