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家住板闸南街三元宫对面!离钞关关口不足一

百米!我是喝着里运河水"吹着关口河堤的风长大的#

多年来一直有这种感觉!世上的河流万万千 !世上的

河堤千千万!没有一处的河水能让我闻到小时候板闸

关口的河水那种甜丝丝的气味!没有一处河堤的风能

像板闸关口河堤的风吹得我心旷神怡$ 我的童年处在

二十世纪
!"

年代末到
#"

年代!这时候国家发生了三

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天灾人祸!生活困苦自

不待言!谈不上&金色童年'了$ 不过!童年在板闸却也

有许许多多快乐的事让我难以忘怀$

田园乐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水陆要冲 %工商名镇板闸

由于岁月变迁! 已失去了从前商贾云集的繁华盛景!

正加速向农村和农业的方向转化!原本底子较厚的工

商业出现倒退$ 街上的店铺稀少而冷清!各处古迹遗

址衰落不堪$ 走出街口!随处可见菜畦粮田 !汪汪塘

塘!狭小泥路$不过!街里头古雅%密集%颇有几分&高%

大 %上 '的砖瓦房 !以及关口大石板留有的明清旗杆

桩!还在默默地诉说板闸往世的古风和繁华$ 河口岸

边!渡船悠悠!载着一趟趟的对河人群上街(运河河面

上!不时有老式帆船与轮船&拖风子'经过# 大大小小

的轮船路过钞关关口时!带来激流回荡!隆隆的机器

声!夹杂着阵阵汽笛!使古镇显现几分热嘈# 我们小孩

子不管什么繁华不繁华!只知道走出家门不远可找到

游玩的去处#

春天里!我和附近的孩子去后湖亭%大桥口踏青!

但更多是去关底下找寻浓郁的春色# &关底下'就是淮

安大关的河堤下!那里有说不完的田园野趣 !大片汪

塘!大片树林!野草茂密!翠鸟声声!妙不可言# 那里的

垂柳细枝被我们做成圈帽戴在头上!嫩甜的野草草芯

被我们含在口中# 我特别喜欢去塘边观赏成群的小蝌

蚪!它们身体透黑透黑的!游在清澈的水中!尾巴一直

在动!我们把这可爱的小东西叫小乌子!它们一副自

由自在的样子# 小乌子长得真快!过几天来看!它们体

形和颜色都变化了#

苍古的回施庵已经改为生产队队房!没有什么好

看的!它旁边坡子上的桑树林是我们想去的地方# 那

里的桑树枣免费品尝!又大又多# 板闸的孩子会爬树

的很多!因为不会爬树没有好桃好枣可摘# 我们去关

底桑树林游玩!狂吃桑枣同时也采摘一点桑叶# 那时!

板闸十有八户家中养蚕# 去一趟回施庵桑树林!饱了

口福!又带回桑叶和桑枣!何乐而不为# 不过!衣服粘

满深紫色的桑枣汁!嘴巴四周也全染成紫色 !回家以

后会遭到家里人一顿批评#

夏天!到里运河詄 )音
$%!&

*船是一项惊险刺激 "

乐趣无穷的活动$ 詄船是用手抓住或用胳膊紧紧地钩

住行驶的船只!这要有胆量和技术$ 板闸到处是沟河

渠塘!小孩子少有旱鸭子$ 盛夏的里运河河边人气很

旺!这里是大人"孩子天然的游泳池$ 不少孩子觉得单

纯游泳有点乏味! 在河里嘻嘻哈哈打闹也不怎么过

瘾!遂以攀附来往船只!甚至爬上船来获得玩心的满

足$ 一般来说!詄上速度较慢的老式帆船较容易!詄上

快速开过来的轮船比较困难!危险性也大$ 船家一般

不欢迎有人詄船!用大声语言和挥舞棍子向詄船人发

出警告$ 但我们并不怎么害怕!觉得不就是玩玩吗!也

不是来偷和抢$ 我们和船家玩声东击西等等打仗的方

法!在他们无可奈何或者防备不力的情况下 !紧紧詄

着船身随行!有时干脆侧身爬上船!登船以后喜不自

禁!像一名战士打了胜仗!占领了敌方碉堡$ 船家其实

真的不用害怕孩子们詄船"登船!一会儿我们就自动

下来了!不然!船行远!回去的路也远$

秋天来了!我们还是喜欢到关底下玩 !且不说看

农家划着小船采摘菱角"鸡头这些水生果蔬 !记忆中

很有参与感"惊奇感的是去芦苇荡掏野鸭蛋$ 同学朱

颂庆比我大两岁!在我眼里!他身手麻利!像个猎人渔

夫!谈起花草树木!以及黄鼠狼"野鸡子等飞禽走兽!

头头是道!我喜欢与他一起寻找渔猎之乐$ 我跟在他

后头!钻进回施庵前面河滩的芦苇丛 !那里的芦苇又

深又高!朱颂庆手执一把小渔叉!腰间挎一小篓子!边

走边告诉我芦苇丛里的秘密$ 果然!我们很快就发现

几窝野鸭蛋"野鸡蛋$

冬季我们也有快乐之事$ 我常和唐耀祥等人结伴

找一空旷地方打梭)亦叫抗梭*!这是一种运动类游戏!

让我们在寒冬浑身暖和!有点像打高尔夫球$所需的是

一枚自制木头梭和一根
'"()"

公分长的木棍$ 游戏进

行中无论击梭"扔梭都要用力气!还要用力奔跑到远处

找梭"还梭!很有野趣$寒冬腊月到了!小河塘以及我们

的母亲河)里运河*面孔都大变了+结了两三寸甚至更

厚的冰, 在漫长的厚冰封河的日子里! 来往于运河两

岸!人走和车行都只有靠冰面$我们小孩子并没什么事

要来往于河两岸!但是常常去河中间冰面玩一番陀螺!

冰河成了我们甩开膀子的竞技场$有时候乘着封河!到

河对岸逛逛)平时过河要付摆渡钱!很少去*$

校园乐

坐落于东街的板闸小学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板

闸人心中的一方圣土!也可以说是一所没有挂牌的模

范学校$

板闸小学的校园有古典韵味!与本镇旧式的建筑

物 "石板街相般配 !今日用巨资建的很多 &现代化学

校'赶不上过去的板闸小学养眼$ 校门口有向外延伸

的八字墙!大门前地面铺有石板和地砖 !进入大门迎

面是一个由冬青树围着的花坛!花坛中有湖石假山和

一株古松$ 一孔圆门把学校前院" 办公区与后院"操

场"教室分隔开!动静相宜$ 进入圆门不远处是两株有

年头的古银杏树! 面南大教室前还有两棵古银杏树

桩!足有圆桌子大!上面可坐四五个小学生$ 校园还保

留建于清朝嘉庆年间的两座小楼 ! 北楼楼下是校长

室"教导处!南楼楼下是教室$ 不夸张地说!民国初年

就创建"饱经百年沧桑的板闸小学 !处处可见历史积

淀和传承!无论校园环境还是学校管理 !与一般农村

学校是两重天$

那时我们上了几年学!老师姓甚名谁!长什么样!

家长都不知道$ 其实不能怪家里父母对于学校敬而远

之!当时中小学普遍不给予学生沉重的课业负担!学习

上没什么竞争攀比!因而上学"回家"做功课全然是孩

子自己事情$上学意味着孩子挎个书包自个去学校!放

学意味着一天的学习已结束! 后面都是自由支配的时

间$ 家长没有必要接"送以及去学校看望孩子!而有些

同学反而要回家帮助家长做点家务事"轻农活$

我
*+#*

年秋进板闸小学读书$ 几十年后我感念

母校! 感念母校有君子兰般遒劲婀娜两相宜的品质!

始终认认真真办学$ 在这里!我得到了许多知识"快乐

和自信$ 记忆中的板闸小学贯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教

育方针!学校注重抓课堂教学质量 !领导人坚持带毕

业班主课(在思想品德教育"体育"美育方面学校也有

细致安排$

在学校!我们被老师讲述的刘胡兰"王二小等英雄

故事深深感动$

*+#,

年!老师引导我们接受一

位新时代的偶像人物---雷锋$ 我们唱着&学

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爱憎分明不

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歌曲!&雷锋做啥我做

啥'!看到学校的路上"操场上有遗失的东西!

就想赶快捡起放进学校的&失物箱'(在外边看

到老奶奶!或者比自己年纪小的孩子!就恨不

得他)她*迷路!好送他们回家..在那物质极

度匮乏的时期!我们的校风纯正!同学们精神

富足$

读书乐

当我们上了几年学!有了一定阅读能力和

读书欲望时!

*+##

年&文化大革命'来了!无数

的好书 %古籍被封存 %投入造纸厂 !被 &破四

旧'的烈火焚毁$ 无书可读是当时的事实!是

今天人们难以想像的一种状况$ 天下爱读书的人把阅

读当是一件乐事!总是利用各种机会 !捕捉各种可能

读到书$ 在&无书可读'的大环境下!我们板闸的小伙

伴为了读书而抱在一起!抱得很紧 !形成一个长长的

联系网$ 一人手里有好书!必然有好几个人在&盘算'

什么时候自己能分享!为了能够达到分享目的 !下家

)借书者*好话说足!向上家)持书者*表达想读书 %爱

护书%速还书的诚心!不过书到手以后!借书者延迟还

书时间的事情常常发生!或许他们把书已悄悄传到其

他渴望读书的好友那里!让他们&偷看 '一两天 !看书

的速度和图书流转率可以想见$ 至今我记得书友陈振

海等人借书时发出的诚信目光!以及还书时畅谈读后

感那种眉飞色舞%心满意足的神情$ 当时我们互相借

阅的主要是红色经典小说!比如/红日0/红岩0/林海

雪原0/欧阳海之歌0等$ 鲁迅作品是我当时读到的另

一种口味的书$ 我得到一个信息!附近有名中学生从

解放中学带回家一些/鲁迅全集0)分册*!我有幸粗阅

了好多本$ 我们小孩子看鲁迅的书!觉得挺深奥!这位

文学大师的辛辣% 冷峻的文笔太不为我们所熟悉!同

时也觉得鲁迅的作品那么多!真了不起$

关于童年读书!还有一个故事$ 一天下午!我在关

口附近河堤上玩!镇西头儒雅的周万林老人)人称他周

大先生*!手拿着一个纸扎!沿河堤由西向东!颤巍巍走

来$ 他与我打招呼!我心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是七

十多%快八十的老人!我虽然认识老人家!知道他早年

是私塾先生!但并没有和他打过交道$周老先生没和我

说多少话!他夸奖我几句!然后告诉我!他手上这个纸

扎送给我了$我当时糊里糊涂地收下来!有没有向他致

谢都记不清楚了$回来仔细一看!这是他自己订的白纸

本!每页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印象中内容是他写的

古汉语和古代典籍探求心得!我受到水平限制!也不尽

理解他的想法!收到他珍贵手稿以后!居然随便放在家

里!以后就找不到了$多年以后我一直感到愧对周老先

生$在那普遍弃学的年代!博学通儒的周老先生把他孜

孜以求写的心得手稿送给我!可能觉得我是他的知音!

此举在他心中大概考虑已久了$他可能是听别人说了!

我比较喜欢看书求知$ 估计是他的外孙赵棣永与他谈

起过我$棣永兄是我的邻居%书友!他已经二十出头!做

起了钟表匠!我还是个小学生$在他单身住的房子里放

了很多藏书!而来串门的人特少!我一到!他就与我海

阔天空大侃$ 他是我小时候接触到的知识面很宽广的

人!对于我的借书要求!他总是显得慷慨大方$ 在他家

里! 我看了和借了一些当时难得见到的科技和美术方

面的书$感谢这位嗜书的真性情之人!为我小时候增进

知识推开一扇窗户$

最后补上几句!我姐姐家二十世纪
#"('"

年代成

长的几个孩子!小时候特别喜欢来板闸外婆家任&常驻

大使'!每每住下来!就不想走了$他们被这里绿色美景

吸引!被一会捞鱼虾%一会捉蜻蜓的快乐生活吸引!被

这里的民风和民间故事吸引$ 我们这边有时不得不哄

着他们离开板闸%回家$至今他们谈起童年在板闸的往

事!还连声说+&有趣有趣, '和我一样乐在其中$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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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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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牢 树 绿 色 发 展 理 念 共 建 美 好 生 活 家 园

板闸是淮安榷关所在地!北上南下!每天

都有成千上万人在这里停留$ 这就促进了板

闸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的繁荣昌盛$ 吃饭是

头等大事!板闸面食的有&四绝'$

名点炝饼

炝饼是配餐名点! 早上买块炝饼夹上油

条! 再来碗豆浆或辣汤就着吃! 真是甜中带

香!香脆可口!是一种既耐饿又美味的早餐 $

还有!午饭后到晚饭前这段时间较长!傍晚饿

了!特别是有人下午洗澡饿了!买一块炝饼夹

上一片猪头肉! 吃起来那个香脆美味的享受

真是无法言表$

香甜绵脆的炝饼打造起来是有讲究的 $

一%和面$和面是打好炝饼的头道工序和关键

所在$把头一天留下来的面头)也叫糟头*!和

生面一起用
-"

度以上的温水将面和均匀)过

去没有发酵粉!就用糟头发酵*$ 面要和得适

中!不软不硬!放在面盆里用棉被盖好发酵 $

等面发酵起泡时!再兑食用碱水去酸$兑碱水

是门绝活!兑少了炝饼有酸味!兑多了炝饼发

黄有碱腥味! 只有兑得适中才能做出好的炝

饼$ 二%打饼工具$ 打炝饼要一只一尺五寸直

径的大炉子!一只和炉子相配套的平锅!一根

二尺长的擀面杖和一根呈齿轮状的方格擀面

杖!两只端平锅用的铁手钩!还要一只大圆套

小圆垫饼用的铁丝圈$ 三%制作程序$ 先用无

烟碎煤生旺炉火!后将平锅放上$取一团几斤

重的面剂!兑上生面和在一起!反复搓揉成圆

型!用擀面杖擀成略小于平锅的饼状!再用方

格擀面杖将一面压成横竖方格$ 这时用长面

刀铲起生饼穿上擀面杖! 将方格纹向下放进

平锅$先炕炝饼正面让方格纹定型!随后将定

型炝饼慢慢旋转!等炝饼发黄溢出香味!再将

平锅放在盖上一层死碳灰的火炉上慢烤 !防

止将炝饼炕糊$炝饼正面炕好后!再将背面戳

上密集的细眼! 翻过来垫上铁丝圈又不停地

旋转!炕至炝饼的背面有五毫米厚的盖子!炝

饼发黄溢香就熟了$ 这时炝饼正面横竖条纹

清晰!背面金黄坚脆!闻起来喷香$ 用小刀对

准正中条纹划开! 呈半圆型的两块炝饼就站

立在桌上了!顿时香甜扑鼻 !入口品尝 !外硬

内软!香脆绵甜$

板闸炝饼历史悠久!名扬两淮$ 即便是生

活在天南海北的板闸人!回来探亲访友!除了

自己饱食炝饼外! 临走时还要买些炝饼带回

家去!让家里人尝尝鲜!过过瘾$

板闸朝牌

&朝牌'是烧饼的一种$ 朝牌呈长方型!长

约三寸!宽寸半左右$ 说起朝牌来!还有一段

动人的故事$ 传说清朝宣统元年)

*+"+

*!在京

城候任的江苏候补道程大人!每天上朝点卯!

身上都带一块腰牌$腰牌就是笏)音户*!是用

木%玉或象牙制成的长方形板子!朝见皇帝时

双手捧在胸前!可作记事用$ 也叫手板!民间

误称腰牌$又因是朝见圣上的牌子!也有人叫

它朝牌$ 这天他忘了带腰牌!吓得浑身大汗$

跟班家人 想起随身带的早点长方形烧饼和

大人的腰牌相似! 就慌忙将烧饼塞进大人的

腰牌袋里!蒙混过了关$

后来这位官员外放到淮安板闸钞关任监

督$到任第一天的早上!他亲自上街到一家烧

饼店!叫师傅给他做&朝牌'!并拿出腰牌做样

子$烧饼店师傅按照他的吩咐做好了烧饼!以

后还要每天早上给他送&朝牌'去$从此!烧饼

又有了另一种做法! 不是圆的! 而是长方形

的!名字也不叫烧饼!而叫&朝牌'了$ 多少年

后!在板闸十几家的烧饼店都有
.

朝牌
.

出售$

到
*+)"

年以后!板闸人生活有了改善!在&朝

牌'的口味上又增加了好多品种 !有插酥的 %

葱油的!有咸的%有甜的!形状也有圆形的%三

角形的!多种多样的朝牌烧饼先后应市$

灌汤包子

板闸更楼向南有一家灌汤包子店! 老板

姓郑$他做出来的灌汤包子皮薄馅鲜!吃时先

要将包子趁热咬破一点皮子!再吸掉汤汁!最

后连皮带馅一起吃光!那种滋味真叫过瘾$ 郑

师傅的灌汤包子和河下文楼汤包大同小异 !

文楼汤包着重味道肥厚腻口! 而郑师傅的灌

汤包子却清爽鲜美!肥而不腻(且品种多种多

样!有荤有素$

郑师傅的灌汤包子之所以好吃! 是因为

他在制作方面潜心研究!下了很大功夫$ 首先

在选用面粉上很讲究$过去没有面粉厂!用面

粉)过去叫干面*都是靠磨坊驴拉磨或手拉磨

加工出来的头高)方言!即头遍*面$这种干面

洁白有筋!包出来的包子不易破皮$ 在馅料上

也很有一番功夫+ 馅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荤

汤冻块!由猪皮和老母鸡汤熬成!冷却后呈冰

冻状)夏天沉到深井存放即可 *!然后加上各

种食材$这时就可以包灌汤包子了$郑师傅用

的是精制的发酵面! 包出来的包子上笼蒸熟

后!包子里面的冻馅料经高温化成汤汁!出笼

后皮薄透亮!能看见里面的馅料$手抓包子上

盘也是个绝活!要乘热抓!还要不坏薄皮不漏

一滴汤汁$ 这就是郑师傅的独门绝技!板闸有

近十家包子店! 没有第二家能做出这样的灌

汤包子$ 因此!郑师傅的灌汤包子名扬两淮!

成为面点小吃的一绝$

饺子四吃

板闸饺子有四种吃法+水煮%干蒸%生煎%

油炸$ 水煮饺子是一般的吃法!不算稀奇(如

果煮熟的饺子上顿没吃完!晚上再煮点稀饭!

将剩下的饺子再下油锅一炸!就稀饭吃!那也

是一顿美餐$

而干蒸饺子却有些技巧$ 蒸饺也是采用

猪肉皮和老鸡汤制作成冻状 ! 再加虾仁 %肉

末%笋丁等!一起拌成馅料备用$ 再用上好的

面粉擀做成薄饺皮 !包上馅料 !然后上笼干

蒸$ 蒸出来的饺子明晃晃通体透明 !蒸饺师

傅快速手抓饺边装进盘里 ! 不能漏出汤汁 $

这时食客先吸汤汁 !再吃饺子 !口味鲜美无

比$

还有一种饺子做法叫 &生煎饺子 ')现在

有人叫锅贴*$ 饺子馅料多种多样!有猪肉馅

的 %牛肉馅的 %青菜馅的 %芹菜陷的 %荠菜陷

的%三鲜馅的等等 $ 制作师傅也是先用上等

面粉擀成饺皮!包上各种馅料 !捏成饺子 !将

平锅放在炉火上先预热 ! 擦上菜籽香油 !再

将包好的饺子整齐地排放在锅里 !略放些水

盖上锅盖先蒸熟$ 等到锅里发出吱吱的炸锅

声 ! 揭开锅盖在煮熟的饺子上喷上菜籽香

油 !用平锅铲略加铲动 !使香油能浸透到饺

子底部 !半炕半炸 $ 不多时 !生煎饺子就熟

了$ 由于菜籽香油的作用 !生煎饺子金黄透

亮 !香味扑鼻 !吃在嘴里又软又绵 !香脆可

口$

清江浦河开凿之前 ! 北上的漕船入

淮 ! 最初须经淮安老城北边的北辰堰翻

转 $ 自南宋黄河夺淮起 !山阳湾水流变得

异常湍急 !为确保漕船安全 !明洪武年初

在下关建筑仁字坝 ! 废弃使用了
*)""

多

年的北辰堰 $

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后 !&南粮岁漕

四百多万石 ! 全恃运河为转输 $ 漕舟益

多 !转输益艰 '$ 于是 !命平江伯陈蠧坐镇

淮安 !总理漕运 $ 永乐二年 )

*-"-

*!陈蠧

在山阳湾南岸挨着仁字坝 ! 向西北相继

兴建了义 %礼 %智 %信四坝 $

这五个坝 !并非拦河坝 !而是坝体与

水流方向平行或呈钝角的 &顺河坝 '!巧

妙避开河道主流的冲刷 $ 所以这五坝既

是护岸工程 ! 更是漕粮及大宗货物的转

运码头 $ 按总督漕运部院的规定 !漕船由

仁 %义二坝入淮 !商船 %民船由礼 %智 %信

三坝入淮 $ 五坝的并存 !维系了南来北往

交通大动脉的畅通 $

过坝场景非常壮观 !亦颇费周折 $ 当

南方北上的船只抵达某一坝的脚下 !均

像以往抵达北辰堰一样 ! 卸下漕粮或货

物 !借助坝顶两端的辘轳绞拉 !将空船车

盘过坝去 !复装船入淮 $

陈蠧目睹车船盘坝入淮的艰苦劳

费 $ 后他访问淮安故老闻知 +淮安城西的

管家湖 )亦称西湖 *西北 !距淮河鸭陈口

仅十公里 !与清口相值 !宋代淮南转运使

乔维岳曾在这两地之间凿 &沙河 '(如若

沿着故沙河的旧河影开掘深浚 ! 引入湖

水 !定可减少车船盘坝入淮之劳费 $ 陈蠧

采纳了淮安故老的建议 ! 于永乐十三年

)

*-*!

*!亲督役夫沿故沙河旧影 !开掘成

清江浦河 $

为遵循 &河水常平 !船行自易 '规律 !

有效阻隔黄淮内夺倒灌 !于永乐十四年 !

沿清江浦河筑移风 %清江 %福兴 %新庄
-

闸 ( 次年 ! 在移风闸上游两华里的湖口

处 !增建 &上移风闸即板闸 '$ 因石料不

足 !在密密扎扎打下的粗壮木桩之上 !架

以厚厚的木板为闸身 $ 这独特的板闸给

人印象极深 ! 以致原本颇有内涵的地名

凤里竟被这独特而别致的 &板闸 ' 所代

替 !尽管次年就改为石砌 !但木质基础未

变 !作为地名的 &板闸 '!一直活在人们的

口头上 !遂被地方志与水利志所采用 $

五闸显然是现代船闸的雏形 !其五闸五门的长线规模 !即

便是现代人也会啧啧称奇 $ 对这五闸的使用 !当时还规定 &单

日放进 !双日放出 '! 强调 &严司启闭 '$ 在平缓水流 %渠化航

道上 !我们的先人作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 $

陈蠧 &修五闸 !复五坝 ' !一时传为佳话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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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淮安五坝及清江浦五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