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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的高邮情缘
□ 莹珍

吸引我去高邮的，当是
作家汪曾祺。这里是作家的
家乡，也是他的文学故乡。
喜欢他的散文和小说，特别
是他那种纪实体的小说，里
面的角色几乎都是来源于家
乡的人物原型。北宋时，高
邮出了写过“两情若是久长
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词人
秦观。所以就有了“古有秦
少游，今有汪曾祺”之说。但
在高邮的盂城驿，我遇见了
我们家乡的名人——— 世界短
篇小说之王蒲松龄。原来，
蒲松龄与高邮，有一段难以
割舍的情缘。

据《高邮州志》记载，公元
前223年，秦王嬴政在这里筑
高台，置邮亭，名秦邮。因其
地四隅洼下，城基独高，又称
高邮，是全国唯一以“邮”命名
的地方。盂城，高邮的别称，
取意于秦观描写家乡“吾乡如
覆盂”的诗句。盂城驿，位于
京杭大运河畔的高邮南门大
街馆驿巷，始建于明洪武八年
（公元1375年），现在是全国
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
驿站。包括盂城驿在内的京
杭大运河已经被列入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

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
八月，刚过而立之年的蒲松
龄，应同乡好友、宝应知县孙
蕙（字树百）之邀，来到宝应做
幕宾。次年三月，孙蕙调任监
理高邮州署，蒲松龄作为幕宾
同往，驻留盂城驿管理驿务。
从宝应到高邮这次远游，是蒲
松龄一生唯一一次走出山东。
蒲松龄在幕一年多时间，代孙
蕙案牍，拟写书启、文告等90
余篇，协助孙蕙为百姓做了许
多善举好事，助其赢得了
政声。

从顺治至康熙初年，高
邮水灾连年，盂城驿已濒临
倒闭。孙蕙深感压力沉重，
要蒲松龄代写呈文上报扬州
府。蒲松龄在呈文中真实反
映了驿站面临的困难，指出
治邮松弛、扰民害民的弊端。
他写道：“头站一到，家丁四
出，鸡犬不宁”；“夫船有供应
矣，而又勒索马匹；廪给有
矣，而又勒索折乾。稍不如
意，凶焰立生，轮鞭绕眶，信

口喷波，怒发则指刺于睛，呵
来则唾及于面。”上面虽然规
定严禁大吃大喝，而过往的
上级官员定要美味佳肴，索
取各种特产。至于那些生活
在最基层的驿卒、马夫、水夫
则更为困苦。蒲松龄在呈文
中 大 声 疾 呼 ：“ 救 一 线 危
驿。”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
社在重编《蒲松龄集》时，经
过认真考证，将这篇呈文算
到蒲松龄名下，并起名《高邮
驿站》，这篇呈文被收入《蒲
松龄集》，成为深入研究蒲松
龄、研究高邮驿站的珍贵
资料。

蒲松龄和孙蕙来到高邮
的这年夏季，清水潭又决口
了，蒲松龄和孙蕙为此寝食不
安，多次到清水潭查看灾情，
蒲松龄写下了《清水潭记》等
诗文。在诗文中，蒲松龄表达
了自己要像“精卫衔石”一样
把清水潭决口堵修好，从此

“千秋万世不为灾”。在官民
的共同努力下，清水潭决口终
于被堵住。

蒲松龄与高邮的情缘，
还体现在《醒世姻缘传》中。
《醒世姻缘传》一百回，一百
万字。徐志摩誉为“是一幅
大气磅礴一气到底的长江万
里图”。该书第88回“薛素姐
送回明水，吕厨子配死高
邮”，详细描绘了盂城驿监房
里不为世人所知的种种内
幕。高邮州的盂城驿有接待
来往官员、传送文书、监狱管
理的多种功能。蒲松龄管理
驿务的这段经历，对驿站的
驿务、内幕洞若观火，对驿
丞、邮差的生活鞭辟入里，无
论是在《聊斋志异》中以小说
语言的绘声绘色，还是在呈
文中的入木三分，都与《醒世
姻缘传》的描写相吻合，因此
胡适用六年时间考证作者西
周生就是蒲松龄。

蒲松龄这次远游的所见
所闻，也为他日后创作小说
《聊斋志异》提供了大量写作
素材。他依据当地的风土人
情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
中收入《聊斋志异》的就有36

篇之多。特别是在这里，蒲松
龄结识了他一生的红颜知己
顾青霞，这对他的创作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顾青霞原是扬
州一名才貌双全的青楼女子，
后被孙蕙纳妾并遭冷落，蒲松
龄对她产生了爱慕和同情。
他为顾青霞写了大量诗词歌
赋，其中有《赠妓》《为青霞选
唐诗绝句百首》《听青霞吟诗》
《贵公子》《梦幻八十韵》《西施
三叠》《伤顾青霞》等。我们来
欣赏一首《为青霞选唐诗绝句
百首》：“为选香奁诗百首，篇
篇音调麝兰馨。莺吭啭出真
双绝，喜付可儿吟与听。”想不
到，蒲老的爱情诗竟然写得如
此香艳。

蒲松龄还以顾青霞为原
型创作出许多凄美的爱情故
事，如《娇娜》《连锁》《连城》
《宦娘》《绿衣女》《葛巾》《红
玉》等。其中《娇娜》篇，即写
一对相互暗恋的男女孔生与
娇娜，在一种类似的情感关系
中苦苦挣扎，思念着对方，但
自始至终也没有结合。蒲松
龄在文尾特加评论：“余于孔
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
腻友也。观其容可以忘饥，听
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
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于
颠倒衣裳矣。”有人评价，他将
男女情欲写得如此清泠、干
净，描写了人类复杂的精神之
爱，实乃中国第一人。

登临盂城驿高高的鼓楼，
眼前就是始建于春秋时期著
名的京杭大运河，它是高邮城
与高邮湖的分界线。运河中
央有始建于唐代的镇国寺，耸
立着高七层的砖塔，这就是镇
国寺塔，也称西塔，被誉为南
方的大雁塔。京杭大运河贯
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
塘江五大水系，串起了团泊
洼、东昌湖、微山湖、骆马湖、
洪泽湖、高邮湖、瘦西湖、太湖
八个湖。当年的蒲松龄，就是
乘坐客船从大运河上漂泊荡
漾，来到宝应和高邮的。

如今的大运河依然奔腾
不息，宽阔的河面上，成串的
货船缓缓行驶着。大运河像
一条穿越古今的时光隧道，记
录着两千多年的历史辉煌，也
流传着运河两岸多少寻常
往事！

盂城驿的蒲松龄像

□ 赵盛基
旅游专列抵达哈尔滨东

站已是晚上九点，夜幕笼罩，
让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火
遍大江南北的长篇评书《夜幕
下的哈尔滨》。就是这部评
书，让这座城市充满了神秘
感，成了我向往的城市。直到
退休多年，终于如愿以偿，我
来到了哈尔滨。

灯光璀璨，驱散了夜的黑
暗。我与妻子领着爱孙，随着
人流，安静有序地走出站口。
顿时，掌声雷动，锣鼓喧天，十
几个身着盛装的鼓手一边喊
着“欢迎！欢迎！”一边使劲敲
着锣鼓，她们的热情几乎将我
的心融化。游览过国内外不

少地方，这种待遇还是第一次
享受。

第二天，我们津津有味地
吃着马迭尔冰棍，走马观花地
游览各处景点，圣·索菲亚教
堂、抗洪纪念碑、中央大街、冰
雕大世界、斯大林公园、松花
江、太阳岛、俄罗斯巧克力制
作流水线……走过一个个景
点，揭开一层层神秘面纱，展
现在面前的不再是《夜幕下的
哈尔滨》描述的那个腥风血雨
的时代，而是新时代欣欣向荣
的光明画卷。

爱孙尚幼，对于历史的认
知不是他这个年龄能够企及
的，他更感兴趣的是在冰雕大
世界溜冰，在松花江边撩水。

而我，面对浩瀚的江水，似乎
嗅到了沧桑的气息，禁不住小
声哼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
江上……”当年，一曲《松花江
上》，唱出了中国人民的悲愤
情怀。爱孙的时代是幸福的。
沧桑巨变，我们已经不是任人
宰割的羔羊，但屈辱不可忘
记，对孩子们的爱国教育不能
缺失。我给爱孙讲述那段历
史，尽管已经遥远，但我还是
想在他心里留下印记，“前事
不忘，后事之师。”

跨过松花江，从繁华似锦
的南岸来到风景如画的北岸，
名闻遐迩的太阳岛就在这里。
本是一片默默无闻的江漫滩
湿地，上世纪80年代，一曲

《太阳岛上》让这里家喻户晓，
如今已经打造成了5A级旅游
风景区。慕名而来，恨不能把
质朴、粗犷、天然的原野风光
尽收眼底，无奈时光匆匆，我
也只能是一个匆匆过客。虽
然离开，但歌声始终萦绕心怀

“……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
幸福的生活靠劳动创造，幸福
的花儿靠汗水浇，朋友们献出
你智慧和力量，明天会更好。”

哈尔滨之旅让我感受到
了这座城市厚重的文化、浪漫
的风情，感受到了哈尔滨人的
热情和幸福。热情，不仅仅是
欢迎的锣鼓，还有真诚的心；
幸福，不仅仅是风景如画，还
有描绘这幅画的勤劳的手。

哈尔滨之旅

年糕精致点春心

□ 舒一耕
年糕，黏糕，寓意“年年高”，

是我国传统美食。
北方年糕的形状是窝头状。

家里的老人说，早先人们蒸年糕
用的是黍谷子，这种黍谷子有黏
性。人们把黍谷子放到石碾上
碾压，然后在面箩里筛，经过多
次碾压和筛选后的米面做糕面，
光滑细腻。把准备好的红枣加
水放到锅里煮，煮熟后放到有糕
面的大笸箩里搅拌，搅匀后开始
攥糕，然后上锅蒸。这样蒸出来
的年糕不用放糖也很甜，外表

“光溜滑”，吃起来也筋道。现在
的糕面都是用机器粉碎，蒸出的
年糕就很少有这样的成色和
光泽。

记得小时候，每年过年，邻
居二婶子都要蒸年糕。有一年
大年初一，我们上门给她拜年，
她高兴地拿出刚出锅的热腾腾
的年糕让我们品尝。看着她脸
上烧火时抹上的烟灰，我们禁不
住笑了起来。二婶子蒸年糕的
枣都是自己家枣树上结的，她家
门前有好几棵大枣树，每年枣子
成熟的时候，经常能听到枣子落
到地面上“梆梆”的声音。小时
候我们经常在地上拣枣吃。

与一位爱美食的朋友聊起
年糕，他说北方的年糕糕面是黄
米面，蒸出的年糕呈黄色，一般
做成窝头的样子。年糕可以蒸
着吃，也可以煎或炸，要趁热吃，
凉了啃不动，因为黏性大，往往
能把老汉、老太太的假牙粘下
来。南方的年糕则是白色的，用
糯米做原料，蒸出的年糕像切好
的山药片一样白，有客人来的时
候，加糖炒就能装盘上桌。

对于做年糕，这位朋友还特
意交代我几点：北方年糕，上锅
蒸的时候，一定不能在笼屉里摆
得太挤，否则熟了就挤成一堆，
影响美观。南方年糕炒的时候，
锅一定洗刷干净，否则年糕沾满
了黑点点，也影响美观和食欲，
更不好意思上桌让客人品尝。
炒年糕先用热水烫透了，然后锅
里加水，放糖，再加入烫好的年
糕，翻均匀出锅就行。为了增加
美观性，炒的时候可以加几片红
椒或者胡萝卜。

记得有一年朋友送我一盒
从外地带回的年糕，我一次竟吃
了六七个，但是年糕不易消化，
肠胃不好的人不宜多吃。

“年糕精致点春心，夜景缤
纷除旧岁。”除夕夜，细品年糕那
香甜的味道，浓浓的年味呼之
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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