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邮市民文明行为高邮市民文明行为1010条条
11、、公公共场所讲修养共场所讲修养，，不吸烟不吸烟、、不插不插

队队、、不抢座不抢座、、不大声喧哗不大声喧哗、、不说粗脏话不说粗脏话。。
22、、安全出行讲法则安全出行讲法则，，不闯红灯不闯红灯、、不逆不逆

向行驶向行驶、、不抢道不抢道、、不随意变道不随意变道、、不乱停乱不乱停乱
放放、、不占用盲道不占用盲道。。

33、、净净化环境讲卫生化环境讲卫生，，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吐痰、、不乱不乱
扔烟头扔烟头、、不乱丢垃圾不乱丢垃圾。。

44、、文明用餐讲节俭文明用餐讲节俭，，不剩饭剩菜不剩饭剩菜、、不不

铺张浪费铺张浪费、、不劝酒酗酒不劝酒酗酒。。
55、、商铺经营讲规范商铺经营讲规范，，不乱设摊点不乱设摊点、、不不

出店经营出店经营、、不出售伪劣商品不出售伪劣商品、、不随意张贴不随意张贴
广告广告。。

66、、爱护公物讲自觉爱护公物讲自觉，，不私自占用不私自占用、、不不
污损破坏污损破坏。。

77、、爱爱我家园讲规矩我家园讲规矩，，不乱搭乱建不乱搭乱建、、不不
乱挂乱晒乱挂乱晒、、不占用公共楼道和消防通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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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禁放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噪音扰不噪音扰
民民、、不无绳遛狗不无绳遛狗、、不不让让宠物随地粪便宠物随地粪便。。

88、、保护绿化讲责任保护绿化讲责任，，不毁绿种菜不毁绿种菜、、不不
践踏花草践踏花草、、不毁坏树木不毁坏树木。。

99、、理性理性上网讲道德上网讲道德，，不信谣不信谣、、不传谣不传谣、、不不
造谣造谣、、不诋毁中伤他人不诋毁中伤他人。。

1010、、观光旅游讲风尚观光旅游讲风尚，，不乱涂乱画乱不乱涂乱画乱
刻刻、、不乱扔杂物不乱扔杂物、、不毁坏文物不毁坏文物。。 今日高邮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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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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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夏，是我和高邮初次相遇的时
间。从火车转大巴，从日落到日出，在离家
九百多公里后，我终于触摸到了这座对我来
说既陌生又神秘的城市——高邮。

刚来的时候，听着像“另一门语言”一样
的高邮话，时常让我觉得我与这里格格不
入，我总是铆足了劲儿地去辨别它的每一个
发音，试图找到和高邮方言和解的秘诀。后
来我发现，同事们会在普通话和方言之间来
回切换，照顾那个聊天小团队里时常犯迷糊
的我。巷口拐角卖阳春面的老板听到我的
外地口音，会努力用“并不普通”的普通话问
我，阳春面要不要加蛋。问路的时候，我遇
到的每一个高邮人，都会以一种“笨拙又可
爱”的方式拼凑出几句“独家定制”的语言，
告诉我每一步该怎么走，着急得好像恨不得
能亲自带我去，是他们让初来乍到的我，在
弯弯绕绕的高邮小路中，再也不害怕迷失方
向。也正是在这些零零碎碎的关于方言的
小事中，我一次又一次感受到了高邮人的善
意和可爱。

在被高邮的善意和温暖包裹的四年中，
我日渐成为了高邮方言的“满级玩家”。时
不时冒出的几句“赞呢”“拽死了”，便是我不
知不觉融入高邮，对这座城市充满归属感的

“铁证”。

四年，不长不短。在高邮的这四年里，
我遇到了可以一起面对风雨的爱人，成为了
高邮的媳妇，孕育了新的小生命。高邮在这
四年里，陆陆续续新建了汪曾祺纪念馆、湖
上花海、清水潭旅游度假区、文体中心等。
连镇高铁全线贯通，我终于可以从高邮坐高
铁回家，时间和距离再也不是我回家之路的
负担。毫无疑问，这四年，我和我的“第二故
乡”高邮，都越来越好了。

高邮这座城市很有意思。她有些名气，
但却又不是那么响亮。当和别人讲到我定
居高邮，多数人也只会说，哦，那个盛产咸鸭
蛋的地方。但于我而言，高邮却不仅仅只是

“盛产咸鸭蛋的地方”这么简单，这座小城数
不清的美食、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
以及迸发出的无尽活力都让我沉醉、着迷。
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我都会感到踏
实温暖，但我并不能言明其中缘由，我想或
许是因为时常飘落在耳边的句句高邮话显
露着的活泼，或许是因为某一天栖在高邮湖
畔时吹拂在脸庞的那缕春风含着的温柔，或
许是因为盛夏街道的枇杷树结满的黄澄澄
的果实所透出的生命力，或许是因为清晨巷
口的早餐店里的包子油条散发的烟火气。
但，明确的是，我爱这里。

很幸运，因为工作的原因遇见了高邮，

也恰好因为从事了记者这份职业，在一次又
一次的采访中更了解高邮。我采访过帮助
留守儿童的组织“爱心妈妈”，采访过用自己
的积蓄资助学校建设的教授爷爷，采访过上
战场的老兵，采访过“抗疫白衣天使”。也见
证了许许多多在高邮举办的体育赛事、文化
展览、文艺演出。采访过一次又一次为了城
市发展付出辛勤努力的许多小人物。在这
数不清的采访经历中，我看到了高邮的蓬勃
发展，感受到高邮人民的质朴可爱。所以，
我爱上了高邮，最后决定留在了高邮。

回头看，如今的一切真的是太奇妙了，
我总以为我千里迢迢的到来，是因为有了喜
欢的工作，遇到了那个对的人，可是现在看
来，我是在对的城市遇到了对的一切。

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叙述我在高邮经历
的点点滴滴，才不会显得矫情和突兀。书写
这许多感触的时候，我提笔又放下，放下又
拿起，字字斟酌，删删改改。收尾之际，才发

觉我是因为太过珍视，太爱这里的一草一
木、一花一叶，以及那些用善意温暖这座城
的高邮人，才会这样的小心翼翼。

高邮是一座很小的城市，她容不下太多
金碧辉煌的亭台楼阁。高邮又是一座很大
的城市，她用她的宽厚包容与平易谦和，容
下了每一个身处异乡的孤独灵魂。我在这
里结识了许多和我一样来自外地、定居高邮
的朋友，我们适应这里的生活，习惯这里的
饮食，热爱这里的一切，把这里当作自己的
第二个故乡，以“新高邮人”的身份在新高邮
发光发热，追逐梦想。

高邮这座城让许许多多同我一样的异
乡人不再觉得选择背井离乡是一条孤独之
路，而是一条通向安定与幸福的康庄大道。

如果你问我，何为故乡？那我会毫不犹
豫地告诉你，心安之处，便是故乡。

（“‘新高邮人’说高邮——我的第二故
乡”获奖征文一等奖）

心安之处 便是故乡
□ 高邮市融媒体中心郭子悦

“‘新高邮人’说高邮——我的第二故乡”
获奖征文选登

9月20日，高邮收藏家协会副会长司
京平告诉我，他们协会的田步迎先生准备
向中国集邮家博物馆捐赠他收藏多年的两
方印章，并发来图片，说这两方印章是宋元
时期的，与邮相关。

听说与邮相关，我产生了极大兴趣，我
随即将两方印章的图片发给考古界我的一
个朋友张敏先生，向他求教，同时上网查找
相关资料，并邮购了两本书：《印章三千年》
《押印》。经一番研究，我对这两方印章有
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印章是一门历史悠久的传统艺术，它
是私有制出现以后的产物。因要在器物上
戳压记号，又称“玺印”，以证明物归谁主，
于是印章便应运而生。

春秋战国到秦汉期间，商业运输有了
一定发展，为了防止货物中途散失，人们用
绳子将货物捆扎好，在绳子打结的地方用
泥封起来，然后用印章压出印痕。这种方
法称之为“检封”。那时没有纸张，所有公
私文书都书写在竹简、木牍上，为防止在文
件传递过程中散失、失密，也采用封泥加印
章压印的方法。

随着封建官僚制度的形成，授官凭证
的官印越来越多，同时间，社会经济的发展
涌现大批商人、地主，这些人应社会和商业
交往的需要，也开始拥有印章，即由经商凭
信中脱颖而出的私印。居官者往往既佩官
印又佩私印，以显身份地位。

中国印章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一个
是实用时期，从商、周延续到现在。这一时
期的印章，始终作为权威的标识和公私事

务上的征信，是一种很特殊的实用物品。
另一个是篆刻时期，它从唐代开始，也延续
到现在，这一时期，除了产生征信作用的印
章，还产生了大量闲章，制印材料、刻制手
法也都产生了一些变化，形成了以艺术欣
赏为中心的印章篆刻高潮。

田步迎先生收藏的第一方印章为“封
全”印，铜质，椭圆形，长2.6厘米、宽1.8厘
米，厚1.3厘米，重6.5克，上面有印钮。印
钮也称“印鼻”。古时印章都是随身携带用
的，所以必须使印顶有个孔，藉以系穿绳
绶，这就像人要让牛跟着自己走，就用绳子
穿在牛鼻子上一样，于是就有了“印鼻”之
称。

1973年6月黑龙江省绥滨县中兴乡出
土一方“封全”印，专家研究，这是金代封印
的一种，用以盖在传递信物外皮的封缄上，
以确保信物途中安全。当时宋、辽、金之间
所有一切例馈礼物，均加封印。有司排办
礼品时，礼品单与实物相合即加“封全”印
记，对方检收，亦先验“封全”，然后按单查
收。

“封全”印章能确保文书传递过程中保
密和安全，因而被古代驿站广泛使用。据
田步迎先生介绍，他收藏的这方印章是
1985年在大运河拓宽改造时随“高邮铁
钱”一起出土的。高邮自唐宋以来一直是
水陆邮传的重要驿道，宋代高邮设迎华驿，
南宋时高邮是抗金前线，驿务非常繁忙。
由此可见，这方印章极有可能是驿站所用。

田步迎先生收藏的第二方印章是一种
押印，为“金（押）”印。铅质，长方形，长2.1

厘米，宽1.5厘米，厚1.2厘米，重16克，上
面有虎形钮。也是1985年随“高邮铁钱”
一起出土的。

“押印”的押，也称“押记”“花押”“署
押”等，是指在公文、契约上的签字或画上
某种记号，即“签字画押”，以作凭信。古人
遇到交易买卖、借贷典当、公堂作证或担任
中保，当事人都要在文书上签字，表示同意
担责，文书才具有法律效力。然而，古代的
民众受教育程度很低，不识字的人占了很
大的比例，所以他们在订立契约或信用担
保时，则必须押字代名，于是就有了可作为
签字凭证的押印。押印上的符号或以草书
的方法写成，或写成像花一般的记号，所以
押印常常又称为“花押”，因押印在元代极
为盛行，故又常常称其为“元押”。

押印的种类很多，主要有：楷书押印，
这类押印印面上仅有一字或两字，少数有
两字以上，其汉字基本上是碑体楷书；单花
押印，仅用一花押，独立形成印章，花押的
图案不尽相同，其“花”有的与某个汉字的
字形相似，有的如某些图案缠绕状；八思巴
文押印，“八思巴文”是蒙古人的拼音文字；
图形押印，图形种类广泛，有人物、鱼虫、器
皿、花草等；一楷一押印，也就是一字一花
押印。这是押印中最常见的一种。楷字一
般是持有人的姓。田步迎先生所藏的押印
就属于这种类型。楷字“金”表示持有人姓
金，其“花押”图案有点像“河”字，体现此印
的个性特色。

今年8月5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篆
刻》特种邮票，其设计者是著名书画家、篆
刻家容铁。容铁认为印章与邮票具有诸多
共通之处：邮票是作为寄递邮件贴用的邮
资凭证而诞生，而今其原本的使用功能正
在淡化，文化传播和收藏鉴赏的功能却越
发凸显。而印章最早作为信物而诞生，古
代邮驿使用印章给公文信件封泥盖印，起
到内容保密和预防风险作用，印章发展到
今天，其功能属性，既有实用性，又具艺术
美感，可供人们交流鉴赏。而田步迎先生
的两方印章，捐给中国集邮家博物馆收藏
展示，不止是供人们鉴赏，更是丰富集邮史
展厅内容，它为讲述邮政前身邮驿史，讲
述邮文化提供了实物佐证，很有意义。

田步迎，1954年生，高邮人，曾在高邮
土产公司工作多年，喜爱收藏，他的藏品主
要是古钱币，现在是高邮收藏家协会理
事。田步迎先生对中国集邮家博物馆非常
关注，有为高邮文化建设添砖加瓦的强烈
愿望，10月9日在高邮收藏家协会会长王
兆宏等10多位同仁的陪同下，将自己收藏
多年的两方印章捐给集邮家博物馆。由此
中国集邮家博物馆又多了两件文物，展览
内容得到丰富。

入馆展品“封全”“金押”印章考
□ 倪文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