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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茅山会船
□文/汪夕禄 摄/杨桂宏

在里下河洼地兴化，哪个村庄没有
一条属于自己的河流？它们名字各异，有
官方的，有民间的，不管如何，这些河流
的名字里有故事，故事串成了兴化地区
的一段段历史。村庄的历史正波光粼粼
地躺着，和炊烟一样，说明了村庄的存
在。

这么多年过去了。村庄和河流逐渐
变得疏远。河流不再是村庄的地理坐标。
人们更多地习惯于用公路指代。历史重
新定位了村庄的坐标。河流无声。无声的
河流还是缠绕着村庄，只不过，姿势变得
陌生，亲密不再如常。

也有例外，清明时节，以兴化茅山镇
为核心的方圆几十个村庄的河流忽然又
喧闹起来。在这十几条河流之上，将会举
行充满雄性气息的撑会船比赛。记得很
小的时候，每到清明，在茅山镇近邻沈土仑
集镇西边的蚌蜒河与兴姜河交汇的河面
之上，沈土仑人称之为西大泊，挤满了参加
竞赛的会船。会船自成系统地泊在河面
之上，有大有小，小的是妇女们的，她们
用木桨划。大点的是男人们的，船沿两边
竖立着整齐的竹篙，像一片硬邦邦的危
险丛林。每条会船上都插着一面彩旗，彩
旗上用丝线绣着所属村庄的名字。会船
上的人，衣服尽量统一，女人们扎红色方
巾，男人们穿白衬衫，着黄裤子。河面上，
还泊着一两艘引人注目的超大彩船，我
们称之为贡船，或者龙船。从各个地方赶
来的百姓，争先恐后地到船上烧香，祈求
平安。祭拜之后，可以从龙船上领少量祭
祀用的果子、云片糕之类。他们把这些供
品留给孩子们，吃了眼明手巧，前途不可
限量。

停泊在沈土仑西大泊的很多会船都是
从茅山撑过来的，这叫做赴会。沈土仑的会
船是主，而茅山、边城的会船是客。更盛
大的时候，会有溱潼的会船赶过来。主人
远远地把客人迎过来。因为都是竞争对
手，要比赛，要决出胜负，客气中就含了
挑衅的味道。数十条精壮汉子，裸着古铜
色的皮肤，绷着硬邦邦的肌肉，撑了十几
里水路，来到对方的地盘。他们到达比赛
的河面之后，都会表演一番。无论如何，
见面之后，先摆个架式，耍几招，一是震
摄对方，我还是有两下子的，另外也是热
身，不至于临到交手，由于没有热身，闪
了腰折了筋。当有新的会船到达的时候，
所有的会船都会让开一条水道。新来的
会表演一番，锣鼓手将鼓敲起来，像夏天
暴雨来临的样子，先是稀松缓慢的几声，
然后慢慢加快，越来越密集。船上的汉子
都是操篙高手，随着鼓点的节奏，入水出
水，出水入水，竹篙上虽有泥有水，却不
拖泥带水。鼓点密不透风，船越行越快，
贴着河面像一只捕食的水鸟，既轻快又
凶狠。等会船达到了最快的速度，没有办
法再加速，鼓手会逐渐变换节奏。船上人
得到信号，十几条长篙一齐出水，船由于
水的惯性，还高速向前悠去，众人以篙尖
击打船沿，发出整齐的砰砰之声。

更多的时候，茅山镇的西大河是主
会场，各地的会船全部到茅山赴会。兴化
民风并不彪悍，有会船习俗的茅山周边
的几十个村庄的人们也不彪悍，可是，假
如看过了他们的会船比赛，或许会让人
产生疑惑和不解。好勇斗狠，这不是水的
性格；以柔克刚，外柔内刚，才是水的特

点。然而，在竞争的环境下，不管什么样
的人都会迸发展现出不同于平时的强悍
一面。十几条会船，旌旗招展，百名汉子，
摆开架式。他们各有各的目标。有的为报
去年的“一箭之仇”，有的想打下一点江
山。所有的船只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比赛即将开始，偌大的河面，只听到风吹
过河面的声音。岸上看热闹的人群也屏
住呼吸，生怕一吸气，那些船就飞出去
了。他们睁大眼睛，力求看清每一条船的
每一个动作。

如今，村庄与村庄，村庄与河流的关
系越来越疏离。会船的仪式感，以及为了
一个共同目标而进行的努力，起到了凝
聚人心的作用。这也是茅山会船长盛不
衰的原因之一。

茅山镇周边的几十个村庄，在杨柳

发青、菜花盛开的时候，都会竖起一根根
彩旗。这根彩旗必须竖在全村的最高点。
要确保在村子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从外
村都可以看到彩旗飘动的样子。这是明
确告诉人们，就要撑会船了，所有人都要
做好准备。会船一般以村民小组为单位，
参加本年度会船的村民，主动将份子钱
交给组织的人。有些小组是以某一家族
聚居在一起的，会船活动就又有了家族
的意义。整个仪式就显得更加正规而严
肃。仪式一般由村里长者，很有可能是族
长主持，所有家庭全部参与。

份子钱交过之后，就要选撑船用的
竹篙。一般是由长者推荐一二有经验的
村民，到附近竹厂挑选。沈土仑的竹篙很有
名，多数村庄的会船都到沈土仑镇选篙。即
使不到沈土仑，他们也不会去太远的地方，
都在附近选择，有些人会到竹泓港。挑选
出的竹篙，要直，要韧，要有弹性。竹篙选
好之后，回到村里要加工一下，将竹节刨
平滑，用火改一改竹性，基本就成功了。
下一步是铺船，也就是装扮会船。铺好船
板，将船沿绑上竹片，在船上竖起三角彩
旗，缠好彩色布条。整个会船看上去，既
精神又艺术。然后是试水，这一程序很重
要。船有船性，水有水性，只能顺着，不能
相逆。试水的过程就是摸清船只个性的
过程，也是不断修正、不断进步的过程。
等修正到船行水上，就如水滑丝绸船顺
畅，那就非常成功了。

然后就是重头戏出会。清明当天，凌
晨两三点，趁着星子，会船从各自村庄出

发。先去祭奠附近各村的无主之坟，焚纸
钱、洒水饭、放鞭炮。热闹一阵之后，就聚
集到约定的地点，大都在茅山西大河，有
时也在沈土仑西边的蚌蜒河与兴姜河交汇
的阔大水面之上。经过精彩的表演和激
烈的竞赛后。会船上的人们回到村里，已
经是晚上了。所有人，包括家里的一些孩
童老者，只要出了份子的人，都到指定的
地点参加聚餐。妇女们忙了一天，晚餐早
已经准备好了，菜是土菜，鸡鸭鱼肉，酒
是村里作坊酿的大麦烧，带劲。汉子们激
烈了一天，此刻开始豪饮，醉酒是常事。
家里婆娘在场面上的时候也不恼，攒着
劲回家，那是另外的事了。聚会之后，或
者按照之前的商议，或者只是心照不宣
的约定，会船仪式主持人将头篙或会旗
送给村里久婚未育的家庭，祝福他们早

生贵子。
茅山会船的由来和历史，说法众多，

一直没有定论。在兴化这个脉络之上，有
一根关于茅山会船来历的藤蔓，牵引出
岳飞在兴化的一段历史。相传岳家军曾
经在兴化垛田驻军练兵，如八卦阵一般
的垛田地貌，是天然的水战练兵场所。对
于岳飞驻军兴化的传说（有人认为是历
史），有人质疑这种说法缺乏依据。然而，
一个地方的名字往往不会撒谎，地名可
能是最接近历史的遗存物。在兴化垛田，
曾经留下岳飞在此练兵的“旗杆荡”地
名。清代诗人《旗杆荡》一诗再次佐证：

“海滨曾驻鄂王营，至今湖水留其名。晴
霞射波作五色，参差如见旌旗明……”诗
歌当中，言之凿凿。从这个角度来看，茅
山会船来历的这种说法就显得有迹可
寻。那是英雄的年代，是战士的年代，英
勇的岳家军在广阔的江淮大地上战斗，
有些战士倒在了兴化地区，人们把他们
埋葬于高地之上。为了纪念他们的英魂，
于是有了清明撑会船这一习俗。而会船
竞赛之前，人们到各个村庄的无主高坟
祭奠，更像是对岳家军忠魂的纪念。

还有一种说法，则具体得多。南宋末
年，山东的梁山好汉，人称“张敌万”的张
荣，联合孟威、贾虎、郑握等将领，一路招
兵买马，抵抗金兵，且战且退，沿运河进
楚州，后迂回至兴化得胜湖。那时的得胜
湖还叫缩头湖。在缩头湖，他们狠狠地痛
击了金兵，取得了著名的得胜湖大捷。缩
头湖就是在那时更名为得胜湖的。战斗

虽然胜利了，但是在冷兵器时代，哪怕一
点小小的胜利，都是用一个个血肉之躯
换来的。为了纪念义士们，茅山周边的几
十个村庄模仿他们水上作战的英姿，每
年清明时节进行会船竞赛，后成为当地
的一大民俗。

这些都是纪念说。还有一种说法，可
能更接近事实。当然，这里所谓的接近，
只是情理上的接近。兴化曾经是个出英
雄的地方。660多年前，元朝正在进行垂
死的挣扎，曾经草原上的王者，彼时已经
奄奄一息。整个元朝，各大行省，烽烟四
起，造反之声此起彼伏。活不下去的百姓
们，拿起手头的农具渔具和一切有一定
杀伤力的工具，参加造反。兴化白驹场的
盐民张士诚也站了出来。他带领十八根
扁担开始了造反生涯。“十八根扁担齐上
戴家窑，一路杏花（兴化）屯，顺带高邮
州。”这是流传于兴化民间的歌谣，主要
是描述张士诚起义的前期经过。戴家窑
即现在的兴化戴窑镇，在兴化东边，杏花
屯即兴化城，高邮州即现在的高邮，从东
向西，势不可挡，攻占高邮一州，只是“顺
带”，举手之劳，一点力气也不费，何等轻
松！其实，这与史实基本相符，考虑到当
时的起义军太多，张士诚这一支刚刚冒
出的小队伍，根本引不起元朝的重视。一
路顺风顺水的张士诚在高邮称王，控制
住了里运河，扼住了运河漕运，元朝由南
向北的输血管道被牢牢掐住了。元王朝
再也无法忽视张士诚了。后来的战争，既
惨烈又富于戏剧性。正当元王朝派出的
精锐几乎就要灭了张士诚的起义军，元
朝内部有了杂音，几乎力挽狂澜的丞相
脱脱被奸人所忌，元顺帝临阵换将。张士
诚逃过了一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获
得喘息机会的张士诚趁机壮大队伍，进
而占据平江（苏州），同时建都于此，并将
平江更名为隆平府。在战争的间隙，张士
诚执政期间，苏州获得了一段时期的平
静。这段时间里，张士诚发展经济，善待
文人，兴修水利，苏州百姓得以暂时安
定，并渐渐变得富足。可是，在沸水旁边
的平静能保持多久？当朱元璋一个个收
拾了自己的对手，终于将目光对准了南
边的张士诚，这位麻脸汉子，有着流氓无
产者的狡黠和智慧。张士诚不是他的对
手，经过了惨烈的对决，张士诚兵败被
杀。

茅山会船2014年正式入选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它之前，已经有
溱潼会船入选国家级。溱潼、茅山，只隔
着一箭的距离，如此接近的地区，同一个
项目，先后被选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是非
常难得的。特别是茅山会船在溱潼会船
之后入选，更显得相当不易。当时，评审
专家给出的理由，让所有人心服口服，大
意是茅山会船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会船民
俗本来的面目，它是原生态的，活态的。
专家们看重它是原始的，自发的，不加修
饰的，从一根藤蔓流淌至今的汁液。那
么，作为后来者，我们对茅山会船这一国
家级非遗的保护思路也就非常清晰了，
即在政府的引导下，尽量保持原貌，鼓励
民间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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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陈学文的写序邀请，我第一时
间便欣然允诺。原因不外乎两点：

其一，《水浒传》是家乡才子施耐
庵的鸿篇巨制。作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
部章回体长篇白话小说，它奠定了我国
古代长篇小说章回体的创作风格，形成
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小说审美情趣和鉴赏
习惯。这种结构形式对以后长篇小说的
创作意义重大，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演义
与公案类小说的创作。同时，它也逐步
改变了古代一直以诗文为宗的评价标
准，金圣叹便将之与《庄子》《离骚》
《史记》《杜工部集》相提并论，可见其
成就非同小可。对这样的一部小说进行
研究，显然是水乡兴化理当点赞的一件
功德。而为这样的研究专著写序，自然
也颇能激发并固化我的家乡情怀，何乐
而不为？

其二，学文的为人与为文值得敬
佩。学文在兴化文艺界，算是一个特别
的人。他耿直而坦诚，朴实而专注，表
面上高冷，骨子里热情，值得交往和信
任。他的文风严谨而细腻，常于平常事

理中发掘出独特理趣和本质属性，其散
文集《想念一棵树》和若干散文便是明
证。

《闲说水浒》，貌似闲说之辞，实为
沥血之作，洋洋洒洒六十篇，虽非字字
珠玑，但绝对篇篇精彩，雅致而酣畅，
毋庸置疑地具有着多元价值。

首先，这是兴化地方文化史的厚重
研究成果。对于施耐庵的籍贯身世，学
术界常有不同的声音。陈学文先生从施
耐庵的仕宦经历，到原著中的人物及原
型、地貌环境、方言俚语等，条分缕
析，梳理出较为清晰的脉络，考证出施
耐庵及其《水浒传》与兴化不可分割的
紧密联系。在剖析原著中的兴化方言
时，还多次引用毕飞宇、费振钟、顾坚
等人的作品进行佐证，大大增加了考据
的可信度。这对于兴化地方文化及水浒
专题研究来说，可谓“善莫大焉”。兴
化作为明清小说的发祥地，四大名著中
有三部与兴化有关，而施耐庵也成了中
国长篇小说的鼻祖，无论是文学成就，
还是对后世的影响，施耐庵都有足够的
理由在兴化四牌楼拥有一块光耀千秋的
匾额。

其次，作品具有可贵的史学价值。
历史是人做的，但历史又是人写的，这
就不可避免地可能出现感情用事，掺杂
个人喜好或成见，戴着有色眼镜去品评
是非功过。可学文没有。如分析高俅其
人，在原著和民间传说中是个“头顶生
疮，脚底流脓——坏透了心”的反面典
型，作者并未跟风定性，而是从《宋
史·奸臣传》《挥麈后录》《东京梦华
录》《宋南渡十将传》《靖康要录》等史
料典籍中觅得各种记载，肯定了他文武
兼备、乖巧灵活、知恩图报的诸多优
点，再指出他导致禁军“纪律废弛”

“军政不修”的致命缺失，真实还原了
高俅的历史本来面目。又如在解读宋江
起义的性质时，首先认可了历史上的宋
江起义属于农民起义的范畴，然后对水
浒中108将一一核对出生，只找到了明

确为农民身份者1人，而后又不厌其烦
地对梁山兵源及具体人数细心统计，发
现“梁山招安时的十万之众，有八万多
是官兵，占绝对多数。只有四五千加入
梁山的庄客是真正的农民出身，当然喽
罗和招募的流民中肯定也有农民，但数
量不会多”，并且指出：梁山武装没有
建立革命政权，没有提出任何土地要
求，而且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最后才
得出结论——《水浒传》中的梁山武装
不是农民起义。这样的学术态度和精
神，是值得我们推崇的。

再次，作品具有不可小觑的文学价
值。从宏观上来看，《闲说水浒》是一部学
术著作。但学术著作不一定非得阳春白
雪，曲高和寡，也完全可以下里巴人般接
通地气，还可以青春少女般妩媚动人，让
人在品鉴欣赏之余，感喟文学的巨大魅
力。这里牵涉到很多微观上的技巧。

作品在有理有据考证的同时，不忘
适时采用文学化的语言表述，增强可读
性。如借用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王
进有个见识不一般的老娘，说走就走。
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如化用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诗歌：“杨志
心想，冬天过去了，春天还会远吗？”
如化用鲁迅赠给瞿秋白之辞来褒扬解
珍、解宝的表姐顾大嫂：“人生得一表
姐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文章的幽默风趣也值得一提。幽默
源自于扎实的文学功底和丰富的知识储
备，文字的趣味性总能给文学性加分。如

“朱仝身长八尺四五，面如重枣，目若朗
星，长得比关胜更像关羽”（《义薄云天说
朱仝》），如“这还不算，真正见证奇迹的
时候到了”（《吕方的武艺》），如“侯健和
孔亮一样同属菜鸟级别，还都死得窝囊，
竟然都是被淹死的。早知如此，还学什么
武艺？学会游泳该多好”（《梁山师徒》），
这样的句子时不时地蹦跳而出，总能叫
你忍俊不禁。

《闲说水浒》，虽说研读的是古代名
著，但文字的呈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文章中现代感的语句比比皆是：“如果
官府推选‘最美郓城人’或者‘郓城县
形象大使’，非朱仝莫属，谁也抢不
走。”“王英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但为
了女人他又可以插朋友两刀。”而诸如

“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刑警大队”“娱
乐圈头牌”“钻石王老五”“野蛮女友”

“仪仗队队长”等现代词汇，诸如“无
厘头”“猪一样的队友”“头号粉丝”

“背锅侠”“碰瓷”“吃瓜群众”“打酱
油”“小鲜肉”“微信朋友圈”“PK”

“QQ”之类的网络语言，层出不穷。
在文学性方面，我还想说的是多种

修辞的娴熟运用。这里有古老的赋比兴
手法，如“武汉女医生艾芬说：管他批
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巾帼英雄顾大
嫂说：管他后果不后果，老子到处
打”，还有诸多形神兼备的妙喻，大气
磅礴的排比句和排比段，以及句式工整
的对比和各种俗语、歌词、诗句、广告
的贴切引用与化用等等，不胜枚举。

最后想告诉大家的是，不要忽视了
这部作品的哲学价值。在我看来，优秀
的作品应当饱含哲学内涵，应当让读者
碰撞出伦理学、美学、社会哲学、爱情
哲学、人性论等多种层面的哲学火花。
《闲说水浒》做到了这点。比如《唐刘
儿的一巴掌》中，作者感叹：“小人物
的命，那不叫命，卑如小草，贱如尘
土，却又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掩卷
遐思，事实如此：一个社会的文明进
步，或许不在于大家都去众星捧月，而
在于对毫不起眼的小人物，有着发自心
底的欣赏与尊重。因为，正是那些芸芸
众生，才是构筑文明社会的坚实支撑。
有时，作者还干脆直接点明，如“实则
虚之，虚则实之”的自然之道，如“弱
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江湖法则，如

“时迁不是死于搅肠痧，而是死于偏
见”的明晃晃的人生哲学，我们又怎能
视而不见，悱而不发？

鉴于《闲说水浒》所具有的水乡背
景下的多元价值，是为序。

水乡背景下多元价值的水浒研究 □唐应淦

写序是个问题。
从事文学工作时间长了，也被人称

为“干老”了，自然也就陆续有人要求
写序了。记得我写的第一个序言是为
《海子骆一禾诗集》作的，当时海子、
骆一禾先后去世，有热情的出版人编辑
了他们的诗集，让我写序。我倒是很乐
意，第一对他们表示悼念和追怀，毕竟
有过一些交往，二是对他们的诗歌确实
有话要说，所以就写作了《诗的生命》
这篇序。30年过去了，海子和骆一禾
的诗歌还在流传。有人说，当时你就这
么有预见性啊，我想至少序文现在还可
以看，这样的序就写得值。

当时没有想到写序会变成一种负
担，只是一种自然的流露。渐渐地，找
我写序的多起来了，有些是出于友情，
有些出于尊重。慢慢地，觉得序不好
写，尤其是陌生人的序言更不好写。熟
悉的人，还可以从交往说起，由人及
文，陌生人的作品如果只是纯粹从文本
说起，与文学评论文字无异，也就是一
个书评，不太像序。再一个就是有些作
品很长，也没时间去精心研读，如果硬

写出来，有敷衍的嫌疑。后来我就不大
愿意为人作序，怕误人误己。

这一次，姜广平老乡推荐《闲说水
浒》让我写序，让我颇费踌躇。姜是老乡，
作者陈学文又是老乡，《水浒传》的作者
施耐庵又出自吾乡，我拒绝了，似乎有点
愧对家乡，但如果写就有点破例了。几年
前有家乡的作者作品出版，让我作序，我
忙于杂事，就没有写。这次本来也想婉
拒，等我阅读了《闲说水浒》之后，就不再
犹豫，答应写了。因为书中写到的一些话
题是我熟悉的，也是我曾经思考过的，还
有一些是给我启发的。

陈学文的学问扎实，文笔朴实而准
确，简洁又不粗疏，他从多侧面、多角度
去透视《水浒传》这部伟大作品的内涵，
有的是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探索小说创作
的特性，有的则是从历史考证出发去对
照小说与现实的关系，有的则是从一个
人物的形象去解读其他的内容。作者文
史哲的功底不浅，视野也开阔，对于研究
水浒的人和普通读者，都是有益的。

《水浒传》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它
的伟大还值得我们今天去咀嚼、赏析

它。四大名著中，《三国演义》和《水
浒传》是长得比较相似的，也难怪有人
说这两部作品是施耐庵和罗贯中的合作
之作。这两部小说里的有些人物是可以
互文的，比如刘备与宋江，吴用与诸葛
亮，张飞与李逵，人物的性格都是同一
个模型里出来的，甚至把李逵的名字换
成张飞、吴用的名字换成诸葛亮也无大
碍。但《水浒传》里那些关于日常生活
的描写尤其是市井生活的描写，正是
《三国演义》里所缺少的，用现代小说
的标准来衡量，《水浒传》的“格”比
《三国演义》要高。正因为如此，《水浒
传》里市井生活的描写对后来的《金瓶
梅》《红楼梦》影响巨大，也是让中国
小说从英雄传奇走向日常生活最早的尝
试。汪曾祺先生对《水浒传》极为赞
赏，还写过《水浒的绰号》一文，其实
汪先生继承的是《水浒传》里那种对市
井生活的生动细致的描写，可以说是施
耐庵之后描写市井的第一高人，遗憾的
是我们的研究者对此重视不够。

前几天在扬州碰到毕飞宇，说到兴
化人的性格，我们一致认为，《水浒

传》对兴化人的性格形成有一种潜在的
催化作用，这是一个很深的文化积淀问
题。亦或是施耐庵的兴化人的性格塑造
了《水浒传》，抑或是《水浒传》反过
来塑造了兴化人的性格，大碗喝酒，重
仁重义，不畏强权，不欺弱者，不仅是
兴化人常见的性格，也是里下河人的秉
性。希望陈学文在这方面继续做一些深
入的研究，探讨“水浒文化”与地方文
化性格的关系，也是大有可为的。

看得出来，陈学文的《闲说水浒》
是经营多年、笔耕数载的用心之作，在
名著中找到我们的文化基因传承的元
素，也在名著中张扬文学创作的一些普
遍规律，同时也是构建小说之乡、弘扬
小说之乡的力作。相信此书的出版，会
引起更多的人对“水浒摇篮”的关注，
也会促进更多的人对《水浒传》这部传
世之作的更深入的研究。如果有一天，
我写出了关于《水浒传》的论文或感
想，则要感谢陈学文《闲说水浒》这部
作品的触动和提醒。也就是说，这个序
也是值的。

是为序。

《闲说水浒》序 □王 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