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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文史
同护蓝天绿地碧水 共创卫生健康家园

在清末，淮安有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名
叫高延第。他的故事，由他的学生吴涑在著作
《抑抑堂集》中记录下来，成为了一段珍贵的历
史记忆。

高延第先生从小就与众不同，他不喜欢和
那些纨绔子弟们混在一起。他的父亲高士魁
先生在西蜀做官，忙于公务，没有太多时间管
教他，但这并没有影响高延第先生的成长。

后来高士魁先生因病，高延第与父亲高士
魁一起回到了阔别二十年的家乡淮安。那时
的淮安正值战乱，地方官员请高士魁先生组织
民兵保卫淮安府城。而高延第则选择了闭门
读书，他的学问因此日益精深。

高延第与父亲高士魁先生回到家乡淮安
时，当地的学者潘德舆和鲁一同都已经去世。
他没有因此而感到孤独，反而更加深入研究古
人的学问。他不拘泥于一家之言，不局限于一
位先生的理论，而是广泛地吸取各家之长，选
择那些精辟的训诂和音韵，都有详细的论述，
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老子》这本书，人们都认为是道家的言
论。但高延第先生对于《老子》这本书有自
己独到的理解，他认为这本书并不违背圣人
的教诲，并且撰写了《老子征义》，使内容更
加通俗易懂，便于人们理解。

他对历史有着深刻的研究，贯通了十七
史，研究了治乱兴衰的轨迹，认为这些都是
可以借鉴的。他曾说，虽然今天的事情和古
代有所不同，但全史浩如烟海，应该抓住要
点，提炼精华，以读史的方法来学习。他认
为学习古文不必另外找老师，只要向古人的
文章学习就足够了。

高延第先生还编撰了《论文要旨》。他
讲述了写作议论文的方法和技巧，强调写作
叙事文章时，应该避免使用过多的虚词，如

“的”、“了”、“在”等。因为这样会使文章的
气势减弱，语言不够简洁，容易导致内容散
漫。而在议论文中，虚词的使用尤其需要谨
慎，因为它们在表达事理和情感的转折处起
着关键作用。如果随意使用虚词，反而会使
文章显得拖沓，缺乏力度。他建议，通过熟
读《史记》和《庄子》这样的经典著作，可以更
好地掌握虚词的运用。在写作议论文时，应
该保持观点一致性，从头到尾都要围绕一个

中心思想展开，避免出现任何阻碍，要避免冗
余，首先应该删除多余的字。如果意思太多，
会使主要观点变得混乱；如果词语太多，会使
文章显得软弱无力；如果字太多，会使语言显
得杂乱无章。虚词的使用不可轻率，文章的转
折和提升全靠它们。虚词就像文章的眼睛和
关节，非常重要。因此，在写作时，应该慎重选
择和使用虚词，以确保文章的流畅性和力度。

他还编辑了《五朝诗选》，认为现在的人写
试帖诗，有法度缺乏文采，有文采的又违背法
度。他编辑了《唐五言长排》，不拘泥于理学，
喜欢读李文贞的书，抄录成厚厚的一卷。他仰
慕张太岳的为人，抄录了陈六事的疏文，详细
分析了经济学。他引用顾宁人和魏默生的观
点，端坐一室。对天下的官民利弊，中外强弱
了如指掌。

高延第先生对待朋友以诚相待，即使是那
些世俗的人，只要他们来请教，他也必定告诉
他们正确的道理。他的同乡有人因为辞官回

家，有人惋惜，有人嘲笑，只有他说，你不是应
对世事的人才，侍奉母亲居住是很好的，何必
出山。

高延第先生曾经感慨地说，周公和孔子的
道，将会被废弃，他为此感到悲哀。他所撰写
的《广均重文补注》，被他的学生吴涑带着去欧

洲的途中丢失了。高延第先生藏书数千卷，每
一卷都充满了批注。他去世后，这些书大多数
都散失了。他的学生吴涑搜罗了四种，即《古
诗源》《唐宋金明二十五家诗》《陶诗析义》《元
丰类稿》，恭敬地编辑成《高先生读书记》。

高延第的一生，是对学问的不懈追求，是
对真理的深刻洞察，他的故事，如同一盏明灯，
照亮了后人求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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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平

黄桥村，也许不大，也许普通，但它承载着我
儿时的记忆。

黄桥村是我的出生地，位于淮安区北部，隶
属原席桥乡，地处城东、徐杨、席桥三地交界处，
自然环境优美，地理位置特殊且重要。

黄桥村下辖8个村民小组，其中，6组位于东
涧渠东侧，几十户人家紧挨渠堤依水而居，其他
三面都是农田，四处充满了庄稼与泥土的芬芳。
其余 7个组均位于大寨河与淮涟路之间，民房林
立、人口密集，充满了浓厚的烟火气息。

全村人口中有十多个姓氏，黄姓是第一大
姓，其次为刘姓、杨姓、王姓，此四姓被人戏称为
村里的“四大家族”。村民秉承“远亲不如近邻”
的古训，和睦相处、友好交往。一旦谁家有困难，
左邻右舍总会搭把手，全村俨然是一个温馨和谐
的大家庭。

从前，黄桥村村民世代务农，祖祖辈辈面朝
黄土背朝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贫苦日
子。村子面积不大，耕地尤为金贵。村民起早贪
黑伺候“一亩三分地”，有限的收成仅够填饱肚
子，辛勤的汗水换来些许无奈。为提高生活质
量，村民纷纷开垦房前屋后的巴掌地，寸土必惜、
寸土必用、寸土不弃、寸土不闲，种植瓜果、蔬
菜、玉米、大豆，千方百计从土里刨食。日子虽然
过得紧巴巴，但讲究的人家仍不忘在房前种花，
在屋后种菜，“小花园”姹紫嫣红，“小菜园”青翠
欲滴，既饱眼福又饱口福，足见主人的生活情趣。

一
20 世纪 80 年代，黄桥村发挥本地特色资源

优势，创办了花木场，种植培育花卉苗木。经过
努力，花木场经营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成为黄
桥村第一张闪亮的名片。花木场占地广阔、规划
有序，围绕村庄依次布局着花卉园、盆景园、苗木
园等，里面种植了各种花卉苗木，生机勃勃、千姿
百态，宛若世外桃源。

黄桥村花木场培育的花卉苗木畅销省内
外。镇淮楼周边的黄杨和冬青、周恩来纪念馆内
的海棠和松柏、大运河沿岸的梅花和桃花……这
些花卉苗木大多来自黄桥村花木场。多年来，村
民对此津津乐道，感到无比自豪。每到春末夏
初，花木场便会迎来销售旺季，呈现出一派繁荣
的景象。

花木场的影响力不可小觑，它帮助村民实现
了脱贫致富的梦想。许多村民瞅准商机，纷纷利
用责任田、自留地创办家庭花木场，专心培育各
种名贵的花卉苗木。那些年，花卉苗木不愁销
路。仅两三年时间，部分村民就率先踏上了致富
路。一些头脑灵活的村民敢于“吃螃蟹”，专门从
事销售工作，走南闯北、开拓市场，将黄桥村的花
卉苗木销往各地。天道酬勤，短短几年时间，多
人成为当时少有的“万元户”，被政府表彰为“农
民创业标兵”。后来，一些胆大的村民远赴外地
承包土地，创办规模更大的花木场。还有一些村
民转变思路，积极承接城市绿化工程。众人一心
围绕花卉苗木做文章，忙得心花怒放，赚得盆满
钵满。

花木场帮助村民圆了致富梦，让村民过上了
前所未有的好日子。黄桥村村民在渠北片率先
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目标。在阳
光照耀下，每位村民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自信
的笑容，他们心中充满了动力与热情，憧憬着更
加美好的未来。勤劳智慧的黄桥人满怀豪情，奏响了致富增收的“奋进曲”。不
久，制糖厂、鹌鹑养殖场等村办企业相继挂牌投产，生意红红火火，亦如芝麻开
花节节高。

深受良好村风的熏陶，黄桥村的小伙子个个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精明能干
的他们，纷纷通过创业致富，成为周边乡镇、乃至城里姑娘心中的“香饽饽”。当
地很快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嫁进黄桥村，幸福过一生。”为嫁入黄桥村，姑娘
们改变传统观念，主动请亲友牵线搭桥，甚至上演“女追男”的戏码，勇敢追求幸
福。多年来，黄桥村再无“光棍汉”，嫁进来的媳妇自豪知足，幸福像花儿一样绽
放。

二
淮涟路从黄桥村境内穿过。这条繁忙的道路，寄托着一代代村民对幸福的

向往。道路不算宽，路面上铺了一层细石子，整日车来车往、川流不息。黄桥村
境内的淮涟路长约1.5公里，沿线有7个路口，连接着村里7条土路，这是村民出
行的必经之路。每到黎明时分，通过这些道路，村民或推着平板车进城卖菜，或
骑着自行车去周边乡镇赶集，或等待长途汽车去外地办事。

黄桥村境内的渡槽闸颇为壮观。它修建于 20 世纪 70 年代，位于村庄东北
角，兼具控水、输水功能，让东涧渠和南支河立体交汇、互不影响。两河交汇处，
连接东涧渠的两个巨大渡槽平行横卧在南支河上，将运河水向北输送，渡槽之
下的南支河将大寨河的水向东输送，浇灌着沿岸良田。一对渡槽体积庞大，由
钢筋混凝土制成，看上去坚固结实。河水潺潺，渠水淙淙，仿佛一首宛转悠扬的
乐曲。

渡槽闸周边河道纵横、花红柳绿、景色宜人，宛如一幅旖旎动人的生态画
卷。置身其中，听鸟语、闻花香、赏美景，可忘却烦恼、放飞自我、心旷神怡。距
此不远的淮涟路上，常有行人驻足欣赏它的壮美，或来到这里观光游览、大饱眼
福。节假日里，常见游客来此漫步，呼吸新鲜空气，感受这边风景独好，在桥面
上、林荫下、花丛中留下温馨浪漫的场景。

儿时记忆中，黄桥小学地处村庄的中心地段，是全村孩子学习、成长的地
方。校园坐北朝南，校园里有三排红彤彤的砖瓦房。教师办公室东侧有一棵高
大的水杉，树上悬挂着一只银色的铃铛。每到上下课时，教师摇绳打铃，清脆的
铃声响彻校园。黄桥小学规模不大，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全校共有200余名学
生，基本上都是本村的农家子弟。黄桥小学共有十余名教师，大多是本村的民
办教师。他们教书育人，深受村民的爱戴和尊重。老师们既能当好班主任，又
能承担起本班所有教学任务，一人撑起一片天。学生们不论年龄大小，上学、放
学均自行前往，没有家长接送，如一株株幼苗在风雨中成长。乡间小路上，条条
红领巾迎风飘扬。个别贪玩的学生一旦开小差、逃课或不按时完成作业，就会
被老师严厉责罚。学校虽小，却帮助了一批批学生在知识的海洋里勇敢起航。

三
颇具时代印记的大寨河，是黄桥村与黄岗村的界河，河水清澈甘甜，滋养着

沿岸居民。记忆中，每日清晨，河面上水汽氤氲，河边的女人们一边淘米、洗菜、
洗衣，一边有说有笑，宛若河水般轻快，构成了一幅灵动的画。白天，在田间地
头劳作的男人们渴了，来此掬一捧河水一饮而尽，清凉舒畅、沁人心脾。傍晚，
居民纷纷来此挑水，“哎嗨哎嗨”的号子声在晚风中久久回荡。

大寨河里鱼虾成群、物产丰富，给村民带来了舌尖上的美味。农闲时，常有
村民来此撒网捞鱼，围观者看着网中活蹦乱跳的鱼虾，不禁垂涎三尺。深秋水
凉，鱼儿经常在浅水区的水草间游来游去。此时，一些身穿“连体衣”的人便下
水摸鱼，他们动作娴熟，不一会儿便收获满满。岸边的人看得心痒手痒，恨不得
也跳下去抓几条鱼。春天，万物复苏，河边的荠菜、蕨菜、野蒜等野菜野蛮生长，
油亮碧绿、自然清新。野菜虽不起眼，却鲜嫩爽口，是味蕾盛宴，是村民餐桌上
的常客。吃腻了家常菜的人们常来河边“淘宝”，摘些野菜回家换换口味，不负
大自然的馈赠。

盛夏，知了不住鸣叫，大寨河成了男孩的天堂。他们有空就往河边跑，摘一
片硕大的荷叶顶在头上遮阳，手持自制的鱼竿来河边钓鱼。每当钓到一条鱼，
不论大小，他们总是兴奋不已，全然不顾身体被太阳晒得黑不溜秋。

岁月流转，沧海桑田。随着城市不断发展，黄桥村境内的淮涟路如今被鸿海
路取而代之。大寨河也改道了，两岸铺满了石板。渡槽闸完成使命后，退出了
历史舞台。黄桥村这片热土正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而有些记忆将永远留
在我的脑海中，成为挥之不去的乡愁。

火红千年的下关舞龙
王爱兵 徐怀庚 文/图

今年是乙已蛇年，又称小龙年。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国人自称
是龙的传人。可以说，龙在中国文化中无处不在。

中国最早的大运河与淮河的交汇点的地方叫末口，末口的东侧有个
誉满江淮的古镇叫下关。从前，下关河里行龙船，公园里有龙亭。石闸
木桥上雕龙，房屋木、石、砖构件上刻龙，栩栩如生的龙图案充满着下关
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尤其是下关舞龙声誉四面八方，千年传承，延续到
新时代，鼓舞人心。

下关人世世代代主要从事渔民、盐搭手、铁匠、屠夫、镖师等。他们
闲时喜欢练武，更喜欢舞龙。

相传下关舞龙风俗，始于秦汉时对龙图腾崇拜，源于唐宋时耍草龙，
在明清时期发展成自为一派的“下关舞龙灯技艺”。初始起下关龙头尾
共为七节，后增至九节，继而发展为平年十二节，闰年十三节。

明隆庆六年（1572）三月十八日，漕运总督王总沐在朝廷敕建的下关
镇海金神庙隆重举行漕粮海运首航祭祀仪式，翰林院编修陈栋在《淮郡
镇海金神庙记》中记录了当时下关舞龙灯盛景。期间，柳淮关（今下
关）下设舞龙会，常驻镇海金神庙，平时训练在下关关帝庙。清朝中
叶，镇海金神庙塌毁，下关舞龙会移驻下关关帝庙。

据现年105岁的“原下关镇余家巷人”于袁氏回忆，下关舞龙灯
是淮安第一块牌子，下关舞龙会遵循每年“春节过大年”“二月二龙
抬头”“四月初十镇海金神庙会”“五月初五端午节”四大民俗日舞龙
惯例。每次舞龙前都会在镇海金神庙、下关关帝庙举行盛大祭拜祈
福仪式，先从庙中请出龙头供在香案，上供猪头、糕点、果品等，集体
行大礼，再由乡贤士绅为龙眼点睛，后礼成燃放鞭炮驱邪避煞，接着
锣鼓齐鸣，舞龙队伍沿东仁桥至下关大街、新城、夹城、老城舞龙灯
巡游。舞龙者举着巨龙上下穿行，时而腾起，时而俯冲，变化万千。
按照千年形成的舞龙民俗惯例，城内沿街商户纷纷争抢着点放炮鞭
接下关龙，店主早已候在门口向舞龙队员发喜钱、香烟、糖果、糕点
等，期望龙舞门前带来吉祥，带来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的好运。自古
以来，只要下关龙灯经过的地方，沿街围观者如云，水泄不通。

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下关史话》记载：近现代以来，在由
山阳县、淮安县主办的“1912年推翻满清建立民国”“1945年庆祝抗
日战争胜利”“1948年庆祝淮安城解放”等大型活动，下关舞龙会皆
受邀参加助兴。每年举行的“平桥小人会”“车桥庙会”“清江浦庙
会”等，无不以请下关舞龙会捧场为荣。在淮安府、山阳县举行的历

次舞龙灯比赛中，下关舞龙灯年年夺魁。民国年
间传有“下关龙队不参会，此场比赛全作废。下
关龙队来参会，各家只争第二位”之说。

1959年，淮安县筹办“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
年”大型集会，上级部门提前通知下关舞龙会要
精心做好准备。接到任务的下关舞龙技艺代表
性传承人舞龙珠的陈洪飞，舞龙头的康怀义、吴
殿英，舞龙尾的余锦富，他们既是舞龙的“扛鼎人
物”，亦是踩高跷的“主要骨干”，为表达对新中国
的热爱、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恩，他们下定决心排
练出一个代表下关舞龙自古以来最高水平的表
演。他们大胆将“下关舞龙技艺”与“下关踩高跷
技艺”揉合于一体，创新排练出“踩高跷舞龙技
艺”。10月1日，活动在淮安县体育馆（今漕运部
院遗址公园）举行，当下关舞龙队集体出场时，号
角长鸣、旌旗猎猎，锣鼓喧天，一条金龙一条火龙
好似自天而降，几十位壮汉舞者统一头扎红巾、
身着彩服、脚踩高跷如履平地。但见前面一人持
龙珠引导挥舞，龙首龙躯龙尾紧随其后，舞龙者
随着激越的锣鼓声飞舞翻腾，不断地展示扭、挥、
仰、跪、跳、摇、摆、扬、顶九种姿势，烘托出龙睡

醒、龙起水、龙腾云、龙作揖、龙巡游、龙卷浪、龙布雨、双龙舞、龙戏珠九
个造型，整体动作刚劲有力，节奏明快，威武雄壮，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将龙的气势表现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其难度之高，动作之险，技术之
精，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这种气势雄伟的场面，极大地振奋和鼓舞
了人心，把庆祝活动全面推向高潮。

如今，下关有一支大妈舞龙队，队员118人，分9个舞龙分队、1个锣
鼓分队。一个村能有群众自发组成9条龙队，实属少见。2022年3月4
日（壬寅年二月初二），在下关村举行的第二届“龙巡下关盛典”上，下关
舞龙表演达到“千人参加、万人观看、百万受众”的盛况。

在2024的中国龙年，下关举办了“2024年第四届淮安（下关）万众朝
龙盛典”，当时，世界和平亲善会理事长余淑琴、台湾农业领军人物张玉
成等22名台胞助阵，谱写了淮台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下关舞龙让人们在欣赏到千年下关舞龙技艺的同时，也把下关舞龙
文化永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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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学者吴涑在著作《抑抑堂集》中记载高延
第轶事私记

下关舞龙队

下关舞龙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