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正和(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自古以来，大纵湖
区域人才辈出，人杰地灵，就是一块突出的“人才高
地”、一片有着聚集效应的“文化凹地”。对相应的历
史人物，我们探索“纵湖文脉”，应该将眼光向大纵湖
的外围再拓展一点，因而让我们的视野再开阔一点。
采用“大纵湖区域”这么一个“容器”来“收纳”，我认为
是适宜的。

1993 年版的《盐城县志》，已将臧洪、陈容、陈琳、
万云鹏、宋曹等收入，无疑具有权威性。我仅补充，臧
旻为臧洪之父，亦当列入。基于多方面的考量，认定
臧洪等人的乡籍为大纵湖区域，是站得住脚的。

我们不必太在意大纵湖区域文化的“上挂”问题，
隶属于谁，未必就重要，但我们更应该在做大做强自
身上下功夫。可考虑，以“名人廊”、“雕塑群”等集中
展示大纵湖区域的历史名人。另外，建议对现有的

“七子岛”景点进行调整。
东晋古城的宋氏宗祠，当以大纵湖区域宋姓一脉

的直系先祖为供奉对象。对宋璟、宋庠等，只宜定位
于广义的“宋氏名人”。亦可添加古代宋氏其他名人，
如宋玉、宋之问、宋祁（宋庠弟）、宋慈、宋濂等，还可搜
集《宋氏族规》以及宋姓人物的诗、文、书、画作品实物
或复制品用于展出。此外，我非常赞同在东晋古城内
建设文庙、书院、碑林等一系列文化设施的构想。

对“大纵湖区域”人文底蕴的梳理及思考

戴永瑞 (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
员)：大纵湖为过水型湖泊，有进水河道和出水河道。对
于大纵湖的形成，至今有两种说法，一个是泻湖说，另
一个是沉湖说，我更愿意相信后一种说法。因为，她恬
淡秀美，给人以内秀的感觉，具有包容性、开放性，更有
不断向前的进取意识。她赋予了大纵湖人的智慧探索
精神，也赋予了大纵湖人的灵动进取的气质。

大纵湖历史文脉绵长。我们不仅要继续挖掘，还
要进一步梳理。从建安时期的陈琳，到以后的宋曹、
郑夑、高岑……他们或从大纵湖走出，或流连过大纵
湖，或将大纵湖作为灵魂栖息地……他们对大纵湖情
有独钟，也留下了许多赞美大纵湖的诗文。因为，大
纵湖能让每个人都找到精神还乡的感觉。

对大纵湖相关人文历史进行深层次的挖掘，是我
们当下应该急需要做的事情。我最近写的《陈琳之
屈》，是在史料基础上进行反思，力求还原历史真相。
建安时期的陈琳，三易其主，其人品受到后人诟病，但
从其诗文中可以窥见其内心世界，也能看出他的忧国
忧民、建功立业的思想。陈琳之屈，让我们看到了一
颗忧国忧民之心。当然，对大纵湖历史人物的重新认
识，需要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要尊重历史事
实，也要探索历史人物心理、个人命运、生活环境等方
面。做这样的工作，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和热情。

传承历史文脉 建设美丽家乡

胥加山(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读者》《青年文摘》
《意林》杂志签约作家)：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快
速发展以及农家乐的盛行，越来越多的乡镇跟风似地
赶趟，大搞乡村旅游，结果不是千篇一律，就是东施效
颦、邯郸学步。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条，
是这些地方把本该属于自己的独有的文化底蕴和饮
食文化忽略了。

在盐城西乡，最具代表性的乡村旅游当属大纵湖。
因为景区的开发建设者们不忘初心，记住乡愁，始终秉
承以湖为载体，视水为灵魂，挖掘大纵湖文化，创新大
纵湖美食，赢得了中外游客的一致好评。

谈到大纵湖的饮食文化，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八
大碗”已演绎成大纵湖美食文化的名片，可西乡民间
的一些饮食文化却没引起更多人的重视，如西乡早年
间典型的早茶“茨菇小圆子果子蛋茶”“接晌泡焦屑”

“炒米果子茶”“夜炖子烧的杂烩菜泡饭”等，正渐渐远
离人们的味蕾；“脂油泡菜饭”“苋菜菇”“虎头鲨炖蛋”

“蒸咸菜烧肉”……也渐渐退出了人们的餐桌；孩提时
充满童趣和解馋的拔茅针、吃桑树枣子、采荸荠、掏野
蜜等民间寻味活动，正从人们的记忆中模糊。若是大
纵湖的建设者借助本有自然胜地，开发一些富有时代
情感的民间美食，我相信，不但会赢得西乡人味蕾飞
扬，同时也能让中外游客乐于融入这富有地方特色的
美食文化中，并得以广泛传播。

大纵湖饮食文化的只言片语

邵玉田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
员)：大纵湖，温顺而婉约。她坐落于纯净美丽的苏北
里下河地区的自然生态中，摈弃了城市喧嚣，平添了
更多的宁静和美好。

多年来，地方党委、政府做足了“水的文章”，将大
纵湖景区打造成为 AAAA 级景区。“芦荡迷宫”曾被上
海基尼斯总部确认为“世界之最”。尤其是亮相央视

《新闻联播》之后，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成为人们旅
游休闲度假的最佳选择之一。

最近，大纵湖景区又投资建设了具有当地文化特
性的“东晋古城”。“东晋古城”建设，按照“保护自然生
态，彰显文化特性，科学适度开发，提升景区形象”的
原则，以“水”为魂，将古城划为九个小岛，岛上有楼台
亭阁、家院街巷，岛与岛用二十四桥相连，形态各异，
自成一格。既有水网纵横的蕴意，又融入先民文化历
史的蕴涵。

九岛的总体布局，有“一河三街五区”。这样的设
计，已从传统建筑本体的认识，上升到对所在环境和
文化的再认识、再思考。凭借古城这个载体，将“王祥
卧冰求鲤”等“孝文化”、“宋氏宗祠”烟火一家风和宋
曹、陈琳、朱升、万云鹏等众多历史人物陈列其中，就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创造。

随着“东晋古城”的建成和开放，相信来大纵湖旅
游的每一位游客，都能聆听到穿越千年的感人故事，增
强对“纵湖文脉”的了解，进而加深对纵湖美景的向往。

将历史记忆融入景区

顾仁洋 (江苏散文学会会员、盐城市作家协会会
员)：做好大纵湖景区开发和建设，重要的一点，就是要
突出区域文化的精神特质。

盐城西乡水土丰饶，区域形态独特，历史悠久，孕
育了西乡人“乐水、善孝、崇文”的特质，成为区域文化
中重要的一脉。让西乡的精神特质体现在景区文化
中，应该做好水的文章，讲好善孝故事，传承先贤文化。

“乐水”，是西乡人的印记，更是渗透在血液里的特
征。西乡是水的泽国家园，湖河众多。水有灵动、细
腻、浪漫、包容和开放的特性，是西乡人心灵安顿的家
园。所以，景区可以大做特做水文章。

百善孝为先。善孝文化在西乡俯首即拾。在大
纵湖，大孝子宗堡子驮妈妈逃命、王祥卧冰求鲤的故
事家喻户晓。大纵湖的善孝文化顺流而下，清初著名
书法家、北宋庄人宋曹就曾为龙冈写过碑文《白燕
赞》，赞颂龙冈人王忱因哀母而死，白燕感念王忱孝母
之心而死于王家庭院的事迹。因此，大纵湖景区可以
放大善孝文化，以此温暖游客心灵。

先贤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盐城西乡人杰地
灵，人文荟萃。陈琳、万云鹏、宋曹、胡乔木、胡公石
……这些先贤在历史的瞬间无不熠熠生辉。通过挖
掘先贤文化，抢救和整理当地文化留存，就能放大旅
游效应，体现精神特质，让西乡文化的文脉如同清澈
的湖水一样，愈加清晰、明朗、流长。

景区文化应体现精神特质

刘庆宝（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
会员）：三国名士“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是我的同村人。

我的老家叫东沙沟。两千多年前，东沙沟百十户
人家，被十字型巷道划分成四角，陈姓分居在东北、西
北和西南三个角，称为东沙沟“三角陈”。东北陈的人
崇尚读书，通情达理，彬彬有礼，学养有素。陈琳就是
东北陈里飞出的“金凤凰”。

听村里老人说，东北陈家谱里就有关于陈琳家史
的记载。

《盐城县志》记载：陈琳，字孔璋，射阳人。东汉末
年著名文学家，为“建安七子”之一。擅于书檄，更善诗
文。初为汉末大将军何进主簿，后随袁绍伐董卓，并掌
管书记。袁绍令他作《为袁绍檄豫州文》，历数曹操的
罪状，诋斥及其父祖，曹操卧床览之冷汗直冒，头痛顿
愈。官渡之战后，曹操问受绑的陈琳：“汝前为本初作
檄，但罪状孤可也；何乃辱及祖父耶？”陈琳道：“矢在弦
上，不可不发。”各为其主耳，回答得入情入理。曹操逐
赦之留任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建安二十二年（217
年）病逝，葬于古射阳湖畔射阳村（东沙沟）老家。明万
历年间，盐城县知事杨瑞云有祭墓诗文。

陈琳是大纵湖文化的精华部分，大纵湖景区有陈
琳墓，墓名由赵朴初书写，还有毛泽东主席亲笔书写
的《过陈琳墓》等，这是十分宝贵的历史文化，也是大
纵湖景区的名人文化品牌。

陈琳是我同村人

王洪武 (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我是大纵湖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大
纵湖叙略》的散文。在此后的不少文稿中，我也“用”
过有关大纵湖历史人物的素材。

关于进士万云鹏，在我写《古墓情思》那篇文章以
前，好像还没有人提及。因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
的挖掘，算得上是对家乡史料的一个补缺吧。万云鹏
虽是沙沟人，但沙沟在历史上曾隶属于盐城。还听一
些老人说，万云鹏恐怕就出生在盐城龙冈镇西沿河边
上的万家庄。我父亲前半辈就在沙沟，他常常说起万
云鹏的故事。万云鹏 96 岁那年逝世，他的棺木就葬在
大纵湖的杨格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从盐城学校
回家，听说万云鹏的墓被挖出来了。尽管时距 370 多
年，但柩内的尸体仍鲜活一般。“原以为万布政使是个
大官，棺内肯定有值钱的金银财宝，哪知找遍全棺全
身，除了有成匹的白布，其它什么也没有。”亲目所睹
的乡亲们都为这位真正的一代清官而赞叹不已。现
如今，我的父辈差不多已经故去了，就连我们这一辈
也老了。倘若把这段史料给忘了，就可惜了。万云鹏
当官清正廉洁，为民做了许多好事实事。我想，如果
能在大纵湖旅游区适当推介万云鹏，这对缅怀先辈、
激励后人、增加地方人文气息和知名度、美誉度，无疑
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进士万云鹏与大纵湖

陶根阳(《盐都日报》执行副总编、市作家协会会员、区
作家协会副主席)：做大一个文化标识。提起大纵湖，人
们就会想到宗堡救母的传说。这个传说只属于大纵
湖，也是对东晋古城由来的最有力的诠释。如果在景
区建一座宗堡救母的雕像，或是以宗堡救母、王祥卧
冰为代表的孝亲文化的主题群雕，大纵湖景区的旅游
文化就会拥有自己的标识，就能让游客更直观、更具
体、更形象地了解大纵湖的前世今生。

做活一篇亲水文章。大纵湖景区的灵性就在于
水。近水、亲水、乐水，是游客争相观赏大纵湖的主要
目的。如果能在外湖开辟一个水域，增设渔业互动项
目，让游客观看原生态捕鱼场景，探访渔舟唱晚的壮
观，或让游客租一条渔船、选几样工具参与其中，定能
让游客流连忘返。当然，亲水文章不只是捕鱼这一页，还
可以有与水荡人往昔生活息息相关的其他篇章。

做美一座民俗展馆。利用大纵湖这块宝地，借东
晋古城一隅，建一座盐城西乡民俗风情展览馆，采用
实物陈列和现代化手段，再现各时期西乡的农耕文
化、田园风光、生活家具、生产工具以及民间风俗。引
入北龙港剪纸、楼王莲湘、大冈老虎鞋等非遗民间传
统项目的技艺展示以及义丰龙舞、秦南狮舞和盐城淮
剧的表演，让国内外游客走进“纵湖文脉”，了解里下
河地区的民俗风情，感受美丽大纵湖地域文化的厚
重，让人们难忘大纵湖，常来大纵湖。

融入西乡风情元素 增强景区文化厚重

孙 曙(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作家、评论

家) ：“纵湖文脉”的提出，固然是“东晋古城”建设的现
实需求，但也是“文化自信”背景下本土文化得到重视
的体现，更是多年来大家守护本土文化的善果。“纵湖
文脉”题中之义，就是理清文化的历史脉络和积存。

文化结构。我们整理文脉，要沿着两条路：一方
面是民间文化，乡村集镇民俗、民间故事、民间戏剧曲
艺、农艺等集成，如门弹词、沈拱山传说等。另一方面
是整理相关的家族、名流的书面文化。

阈限。纵湖文脉，是一个地域文化、流域文化。
以大纵湖为中心，重新整合上下游。这就要有以我为
主的意识，将周遭的文化资源整合进来。大纵湖诞生
的传说就不是区域性的，而是连着中堡庄的。从古到
今，其上游的李春芳、郑板桥、毕飞宇、庞余亮，下游的

“二乔”、曹文轩、李有干，都应该整合进来。
源流。源流是因果，是关系。通过研究，才能真正

理清盐城文化的结构性特点。盐城水远海旷，每到朝
代鼎革往往聚人出人，比如朱升、宋曹等。

旅游开发。“东晋城”有民间传说为证，考古证据
不足。大纵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推动纵湖旅游从观
光旅游到休闲度假旅游的转型，是适应我国旅游发展
的新形势的。“东晋城”的建设，应该完成“文化植
入”。建议在“古建”中能扎扎实实地留下一两座文化
建筑。

纵湖文脉：结构、源流与流域整合

夏丹( 盐城市盐都区教育局原党委书记)：大纵湖是
盐城西乡的璀璨明珠，也是盐南重要的水系肇始，同时
还是文脉流长的天然墨池。

水是生命之源，也是文脉之端。逐水而居铸村
庄，灵水蕴智积大成。早在秦汉之际,大纵湖一带便有
炊烟袅起，有庄户人家，还衍生了较早的文字授教，造
就出江北地区少有的文学巨匠。“建安七子”之一的陈
琳，便是大纵湖畔北宋庄的名士。袁绍兵败归附曹操
后，陈琳成为曹操的谋士和文友。陈琳效仿屈原诗
风，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叙事长诗《饮马长城窟
行》是汉乐府诗赋的代表作。陈琳还是最早的散文写
手之一，文风豪放，笔力雄健。曹操深爱陈琳才华，对
其作品常常视为不可增减一字。

其后的千年长河中，大纵湖畔还产生或迁来许多
文人骚客和名家。诸如朱元璋的高参谋士朱升，明末
清初的书法大家宋曹和“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等，
他们都具有高深的诗赋文学成就，而且有着广泛深远
的国域影响。

大纵湖流域星光灿烂的文人墨客和源远流长的文
脉资源，不仅是盐城西乡的古今骄傲，也是苏北乃至
全国的文脉宝藏。着眼于未来的大纵湖，不啻要开发
流光溢彩的旅游景点，而且要讲好文脉故事，努力使
大纵湖走出盐城、走出苏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像
西湖、太湖一样名闻遐迩，拥有名至实归的经济和文
化效应。

纵湖文脉源远流长

邹凤岭（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海外文摘》签约作
家）：大纵湖的文脉与风物密切相关，好的景区一定有
好的风物。风物是特有的文化景物，具有排它性和不
可比性。在“文史盐城”征文大赛中，我将大纵湖风物
与历史文化名人陈琳相粘连，创作的《大纵湖的睡莲》
因此获奖。

一个景区的风物文化是提升景区文化内涵的重要
方面，它能展示景区的历史悠久和文化源远流长。挖
掘和利用好大纵湖的风物文化，就可以用现有景物为
基点，以景物寻故事。再依据大纵湖精彩的民间故
事，开发相应的新景点。对现有的人文历史和自然景
点，依照风物与传说相粘连的精神，可整理典故和故
事。对已有的故事，进行再提炼、再升华，使之与景物
相匹配，源于景物，高于景物。将已形成的故事等风
物文化，运用景区文化长廊、碑文等形式，展示于景点
的相应位置。配以文字介绍、导游讲解，让游客了解
景区风物文化，增加游玩情趣。

挖掘、完善、升华大纵湖风物文化，需要广辟渠道，
发挥人们美好无限的想象力，广泛征集传说故事，并丰
富故事内容，创新传播载体，将人物故事附着于风物之
上。同时，要防止风物文化流失，注意维护与民间传说
相应的历史地域场景的原真性。在适度开发利用的基
础上，坚持保护文化创意，落实关键措施，实现挖掘、利
用与保护并行，促进文化与旅游的共同发展。

简说大纵湖风物文化

贺寿光(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
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当代，旅游业正在成
为我们的支柱产业，而旅游文化就是旅游产业的支柱
精神。旅游离不开文化，没有文化的旅游是苍白的，
没有文化底蕴的景区是不成熟的景区。旅游文化是
旅游业发展的灵魂之所在。

大纵湖景区经过多年的文化积淀和研发推广，文
化已经引领旅游项目的发展，旅游正在植根于文化之
中。游客借助文化与自然景观对话，借助文化与人文
景观交流；景区借助文化将抽象的东西具象化，从而
使游客获得需要的体验与阅历，借助文化实现旅游产
品开发的经济价值，靠文化的力量推动旅游的发展。
无论是东晋古城、宋氏宗祠，还是复古商业街和新添
的临湖楼阁，都是文化引领开发的旅游产品。本人认
为,大纵湖仍需进一步激活尚在尘封之中或没有挖掘
到位的文化基因。

文化是旅游业创名牌、提高竞争力的法宝。旅游
者在旅游活动中对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是一种高级
而复杂的需求。旅游企业若不能满足旅游者对精神
文化的需要，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我们对纵湖文脉
的索隐、猜想和求证，正是期望这些文脉成为大纵湖
旅游文化的唯一，在竞争中减少可比性，形成相对垄
断的地位和强有力的竞争力，创出自我特色和名牌效
应。因为，名牌是旅游业竞争中的一种无形力量，更
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

激活纵湖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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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6月3日，由盐城大纵湖湿地旅游度假经济区管委会、区文学艺术联合会共同举办的“纵湖文脉”及里下河地区民俗风情座谈会在大纵湖旅游度
假区举行。市、区13位学者、作家与大纵湖旅游度假区和区文联的负责同志欢聚一堂，就如何进一步发掘景区文化，积极探索大纵湖文脉，将盐都民俗风情深
度融入景区发展，进行座谈交流，积极为景区建设建言献策。本刊特将参会学者、作家的发言辑录如下，以飨读者。

林 黛(盐城市网络作协理事、区作家协会理事)：西
乡美食，可谓源远流长，有滋有味，美不胜收！颇具代
表性的“八大碗”,为世人称道。西乡家常菜滋养了一
方人，也造就了众多人杰。由土菜嬗变为美食，这说
明西乡的食物已被人们认可。

盐都地方菜集日月之精华，聚天地之灵气，从早
先的维持温饱，到当下成为美食文化的代表。无论是
在富丽堂皇的食肆酒楼，还是在小桥流水的乡野村
庄，它都无可争议地成为人们餐桌上的家常菜……盐
城人爱上盐都地方菜，就是爱上自己的家园。有了家
的味道，走到哪都不会忘了家！

所以，西乡美食在让人们饱了口福的同时，也形成
了一种特定的美食文化。因为食美，才使游子有了不
尽的乡愁；因为美食，才使游客对盐都刮目相看。民
以食为天，西乡美食无论如何都应该成为盐都文脉重
要的一支。

既然西乡美食已成为一种文化，首先就要在旅游
景区和乡村旅游地着力推介，形成特色门店，助力全
域旅游的内涵提升；其次要保持和放大品牌效应，做
大做强品牌，原汁原味，吸引人气。人们对一个地方
的美食赞不绝口，就会口口相传，这就是美食带来的
文脉。

文脉不能丢，文脉要传承。我们这辈人要承上启
下，让后人回归到自家的餐桌上来，使做饭成为一种
乐趣。以良好的家风熏陶他们不忘初心，不忘传统，
一代胜似一代！

家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