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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 州 城 中 晒 硝 记
从 圣

一
刚来寿州时 ， 对季节的感受总是

被一种 “眼见为实 ” 的事物所迷惑 ，
比如还没到深秋霜降， 就已经在墙角、
地埂的地方看到一层薄薄的似霜的东
西。 霜降那天 ， 我又去了一趟西北菜
园， 这是秋天最后一个节气了 。 淮河
之南， 还没冷到下霜 ， 路旁沟边 ， 那
薄薄的白亮亮的一层， 菜农们告诉我，
那是硝盐。

古时城中 ， 有大片荒地 ， 后来辟
为菜园。 到了冬天 ， 硝盐从地下渗上
来， 沿着路基墙跟 、 菜洼地垄泛出细
碎结晶， 白白茫茫一片 。 所以 《天工
开物》 上说 ： “长 、 淮以北 ， 节过中
秋， 即居室之中 ， 隔日扫地 ， 可取少
许以供煎炼 。” 其中说到淮南淮北产
硝， 在天气寒冷时制硝熬硝 ， 与吾寿
情境， 如出一辙。

地势低洼的硝盐地 ， 对房屋侵害
最巨。 岳父家住在北过驿巷 ， 秋冬来
临， 一俟天气变化 ， 房间回潮犹如水
帘洞， 地基墙脚 ， 层层剥蚀 。 金克木
先生 1916 年 4 岁多时随家人回到故乡，
住在城东北菜园附近 ， 是硝盐最凶的
地方， 住的是 “太平天国时期盖起来

的房子， 保持着那时的格局 。 全部是
草房， 没有一片瓦 。 墙也不全是砖砌
的， 厨房和有窗的一面只有半截砖墙，
上半截是土坯。” 因为弄不起全砖墙 ，
这个下半截砌砖 ， 就是为了阻止硝盐
侵蚀而设。

二
从北大街北段拐进路西的一条幽

巷， 没走几步 ， 仿佛到了尽头 。 豁然
一户人家， 敞开大门 ， 门头上钉了一
块蓝底白字的搪瓷门牌： “晒场巷 ”，
证明过去这里是晒硝的地方。

西北菜园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已
经有一些毒辣了 ， 在地埂上与一位大
妈窄路相逢 ， 看她急急忙忙的样子 ，
问她干什么去呀 ？ 她笑说 ， 一早去抽
水浇菜， 身上热了 ， 回家才发现把外
罩丢在井沿上 。 她继续说 ， 这时节 ，
地里硝盐都泛出来 ， 什么也种不了 ，
连种个萝卜表皮也不光堂 （光滑）， 长
不大 ， 还好开裂 ， 只有 “黑叶白菜 ”
这一样了。

金克木先生在 《旧巢痕 》 里描述
了他家的菜园子 ， 种的就是 “黑叶白
菜”。 后来， 我翻 《寿县志 》， 再次看
到 “黑叶白菜 ” 这四个字 ： “县城内

畦地盛产 ‘黑叶白菜 ’， 叶浓绿 ， 黄
心 ， 棵株矮平 ， 梗少 。 烹食质细腻 ，
味鲜醇， 其汤如乳汁 ， 不同于外地所
产， 民间素有腊月白菜赛羊肉之说。” 这
个所谓外地， 出了城门洞， 品质殊异。

“黑叶白菜” 完全适应了城中硝盐
地的生存环境。

从晒场巷到西北菜园 ， 再返回北
大街， 路东边的臊泥塘巷南边有一条
巷子， 我原以为是无名小巷， 这一次看
到巷口挂有牌子， 上书： “余家硝场”。
巷口正对着武家巷西首， 与南北向的仓
巷形成一个小小十字路口。 旁有小店，
老汉虽不健谈， 却是有问必答。

他说 ， 小时候听老人说过 ， 寿州
城中， 熬硝制硝的硝场有好几家 。 仓
巷往北走， 拐进东岳庙巷与小马家巷
口有一家硝场 ， 是当时城里最大的一
家硝场。 西大寺巷东头洒金塘沿过去
有一家硝场 。 南过驿巷到头 ， 过棋盘
街， 状元巷里还有一家硝场 。 余家硝
场不算大， 原来这里没有房子 ， 是一
大片晒硝的空地 。 余家如今也没有人
住这里了， 老余走掉也有几十年了。

三
硝是怎么熬出来的 ？ 老汉说 ， 余

家硝场院内有一口口铁锅灶台 ， 有一
排排石头墩子 ， 上面放着直径近一米
的大缸 ， 缸底钻眼 ， 安上竹筒嘴子 ，
下面放小缸。 把晒好的硝土倒入缸中，
再放进水， 充分搅拌溶解 ， 过滤后的
硝水从大缸通过竹筒嘴流入小缸 。 深
红色的硝水 ， 把一个鸡蛋放里头 ， 鸡
蛋浮起 ， 以水面浮力判断硝水浓度 。
浮起鸡蛋 ， 是为达标 。 随着水不断注
入， 流出来的硝水越来越多 ， 颜色不
断变浅， 鸡蛋也渐渐下沉 ， 说明硝水
被稀释了， 浮力小了。

硝水可以直接出售 ， 因为是粗制
品， 价钱不高 。 熬制提纯后才有好价
钱。 大火烧开硝水 ， 小火慢熬 ， 蒸发
结晶， 再溶解于水后极速降温 ， 析出
硝酸钾晶体 ， 结晶成团 ， 是为上好的
“硝坨”。

解放前，寿地食盐紧缺，可当盐吃，
但是，多吃容易中毒。用得最多的是食
品厂、卤菜摊子和饭店等 ，用来肉食保
鲜，用作卤肉上色增香等 。过去街上的
卤菜摊， 卤制的猪头肉猪耳朵猪蹄子，
肉红皮白，晶莹透明，香味醇厚，咸淡爽
口。后来， 人们知道这个硝卤对人体有
害， 竟然矫枉过正， 现在人们吃卤菜，
都要吃那种不上色。

硝的另一大功用来制造火药 。 比
如过去遍布城乡的炮仗店要用硝 ， 还
有， 过去用火铳枪打猎打鸟 ， 需要用
硝自制火药。

硝最大功用是军事 。那时 ，古城内
硝场遍布，如果熬出来的硝都用来制造
枪炮火药， 寿州城就是一个超级军工
厂。

嘉靖《寿州志》把盐与硝同日而语，
其中课税，几近相当，可见寿地硝盐的
盛名。“额销小引盐一万四千六百二十
四引……岁办硝额一万一千斤……除
寿春营就近支用外 ， 余剩尽解藩库交
纳。” 可以看出， 硝这个东西， 除了能
当盐吃， 更大的用处是制造炸药。

四
李瑞鹏先生在 《寿县历史上的科

技成就》 中说 ： “南宋开庆元年 （公
元 1259 年） 寿春府人创造了竹筒内装
火药和 ‘子窠 ’ 的管形火器突火枪是
近代枪炮的雏形 。 管形火器的创造是
武器史上的一大进步”。 任何事情， 看
似不相干， 其实蛛丝马迹， 渊源有自。
寿州产的硝， “除寿春营就近支用外”，
余则上交。 明清之季， 寿春营和寿春镇
总兵都相当于今天的大军区级别。

1940 年 4 月， 寿州城第三次被日
本侵略军占领 ， 日军管控食盐专卖 ，
进行谋利， 老百姓吃不上盐 ， 也吃不
起盐 ， 只能用土硝代盐 。 这个硝土 ，
令日军日夜不安 ， 城中一律严禁晒硝
熬硝， 害怕老百姓制造炸药 。 日伪勾
结， 派出县政府保安队的 “鬼变 ” 与
汉奸日夜巡逻看守 ， 挨家挨户搜查 ，
如有发现， 严惩不贷。

我是学中医的 ， 李时珍在 《本草
纲目》 石部列了硝石众 ， 如硭硝 、 苦
硝、 焰硝、 火硝、 生硝、 北帝玄珠等。
尤其说到硝石的气味， 辛、 苦、 大温、
无毒。

说是无毒 ， 但是 ， 硝石与过去的
芒硝成份有差别 ， 有人认为 ， 是硝酸
钾与硫酸钠的主要成份不同 。 医圣张
仲景 《伤寒杂病论 》 上有一个著名的
方子叫 “大承气汤”， 其中用到芒硝 、
大黄 、 枳实 、 厚朴四味 ， 清热解毒 ，
软坚散结， 把握不准，这是一般中医不
敢轻易下手的方子， 因为针对实证，无
比峻猛攻下。记得当年在芜湖中医院实
习时，带教的杭连老师是省中医学院胡
璜玙教授的 《伤寒论 》研究生 ，精熟经
方，医技高超。他当时是这样跟我说的：
一个病人来了，大便几天没解，肚子痛，
不给摸，医学上叫“拒按”，这就是实证，
需要攻伐。 用大黄去实 ， 再用芒硝软
坚， 双管齐下。 但是， 年轻气盛时， 也
不敢轻易出手， 这种实战演练般的临床
教学， 让我终生难忘， 但是， 在以后的
岁月中， 我也没有遇到使用的机会。

中华名关———正阳关
王 轩

“淮河进入安徽境后， 两岸的支流
就像一棵树上繁茂的枝杈， 到正阳关这
个地方， 就都归在中游的主干上 (郭学
东 《人文安徽》)。” 这个比喻非常形象，
道出了正阳关作为淮河流域重要 “水
城” 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独特自然风貌。

正阳关 ， 古称颍尾 、 颍口 、 羊石
等， 中国古代八大名关之一， 位于寿县
古城西南淮、 淠、 颍三水交汇处， 民间
素有 “七十二水归正阳” 之说。 作为淮
河要冲和大别山门户， 正阳关千百年来
一直是沟通南北的要塞。 战争时， 它是
决定胜负的兵家必争之地； 和平时， 它
是物阜年丰的商贸繁华重镇。 两者的不
断切换， 使正阳关历史更加厚重， 文化
更加多元， 土地更加生机勃勃， 名贯古
今， 享誉中外。

据 《左传·昭公十二年》 载， 公元
前 530 年 ， “楚子狩于州来 ， 次于颍
尾。” 就此揭开正阳关的历史面纱。 正
阳关之为 “关”， 一为军事 “关隘”， 二
为国家 “税关”。 古代军事家认为， 淮
河流域有 “三大要害之地”， 分别指颍
口、 涡口和运口。 正阳关的战争史从楚
国南进开始， 延续两千多年。 前秦与东
晋南北对峙， 后周与南唐攻伐数年， 金
与南宋隔河相持， 清军与捻军、 太平军
殊死争夺。 上世纪 20 年代大革命时期，
这里曾是中共中央交通分站驻地。 1932
年 5 月， 红二十五军突袭占领正阳关，
打土豪分财物 ， 开展 “分富济贫 ” 斗
争 ， 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 铁打的古正
阳， 见证多少流水般的兴亡事， 留下多
少动人的故事与传说。

钱穆先生曾说， 所谓农耕文明， 往
往诞生于河谷地带或冲积平原。 淮河、
淠河和颍河， 分别发端于桐柏山、 大别
山和伏牛山， 浩浩荡荡曲曲弯弯奔流到
此， 孕生出肥沃富庶的淠东平原。 公元

前 360 年， 魏国开凿鸿沟运河工程， 下
游连颍入淮。 此处所说的 “颍” 即正阳
关。 那时候起， 作为楚国水陆交通主要
枢纽， 正阳关就已成为淠东平原上堪与
寿春媲美的繁华都市 。 1957 年 ， 寿县
城南邱家花园出土战国中期鄂君启节，
上书铭文可使后人对正阳关历史上无
可取代的通衢地位窥斑见豹 。 其时 ，
正阳关西达方城 ， 南通居巢 、 长江 ，
鄂君启经商范围北起河南， 南至两湖、
江西 ， 每年水路至少 150 条船 ， 淮汉
长江及湘资沅澧都留下其商队的足迹。
晋代伏滔在作 《正淮论 》 时 ， 也对寿
阳、 正阳关舟楫之利进行了详细记载：
“寿阳东连三吴之富 ， 南引荆汝之利 ，
北接梁宋……西援陈许。”

缺少现代交通工具的古代， 舟楫在

人类沟通与物质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 处于长淮水陆联运的枢纽位置， 正
阳关因水兴市， 盛极一时。 明朝朱元璋
称帝后， 寿州属其家乡所在的凤阳府辖
区， 正阳关北门至今尚存 “凤城首镇”
四个大字。 明清时期， 这里是官盐的集
散中心 ， 盐入正阳分发周边四十九州
县。 明嘉靖 《寿州志》 载， 正阳关 “东
接淮颍， 西通关陕， 商贩辐辏， 利有鱼
盐 ， 淮南第一镇也 ， 今设有收钞关 。”
收钞关直属户部管理 ， 收取盐税等关
税 。 清同治年间 ， 置通判 、 巡检 、 把
总 ， 并设 “淮北督销正阳盐厘督销总
属”。 那是正阳关最为繁华的年代， 作
为淮上官盐的集散中心， “盐入正阳分
发四十九州县”， “估帆市船出入于洪
涛颓烟之云杳霭之中， 咸衔尾而来集。”

江西、 浙江、 山西等 15 个省、 市在正
阳关设立会馆， 英、 美、 法、 德等国派
人在此传教、 行医、 办企业、 开银行。
这个时期的正阳关， 已在全国具有较强
影响力和较大知名度 ， 人口超过 7 万
人。 民间遂有 “金正阳、 银正阳， 二十
八省人经商在正阳” 之说。

正阳关现存南、 北、 东三座城门，
分别题字 “解阜 ” “拱辰 ” “朝阳 ”，
引经据典， 含义隽永。 “解阜” 出于舜
帝 《南风歌》 “南风之薰兮， 可以解吾
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 可以阜吾民之
财兮”， 意思是， 为官者要为百姓排忧
解难， 减轻百姓负担， 增加百姓收入，
使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 “拱
辰 ” 出自 《论语·为政 》 “为政以德 ，
譬如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说的
是做官从政要以德服人， 这样百姓就会
像众星环绕北斗那样团结在你的周围，
从而获得百姓的信任和拥护。

作为淮河上一个古老的港口， 正阳
关造船业一向比较发达。 时至今天， 正
阳关街面上仍有不少铁匠铺， 铁匠们守
着祖传的技艺不肯改行。 铁匠铺里每日
里叮当作响， 火星四溅， 宛如古老历史
与现实生活的碰撞和交响。 只是铁锤下
的锻造物由船锚铆钉换作了菜刀、 锄头
等生产生活必需品。 路过的观光客在此
打卡留念， 临走时捎上一件， 照顾一下
生意。

正阳关的老街尚保留着一些百年老
屋， 青砖黛瓦， 格门花窗。 悠久的历史
孕育灿烂的文化。 在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中， 这里的人民还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民
间艺术， 正阳关抬阁、 肘阁、 穿心阁，
素有 “空中舞蹈”、 “空中舞台” 美誉，
是在汉族社火仪式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民
间舞蹈， 被海外戏剧专家称作 “无言的
戏剧”。

物以类聚， 无独有偶。 在正阳关古
镇东、 南、 北各 30 公里处， 又分别坐
落有瓦埠、 隐贤、 寿春等古镇。 四座千
年古镇互为犄角， 遥相呼应， 在风云变
幻的岁月中 ， 记录着沿淮的文化与文
明， 也向世人昭示着这块土地曾经的辉
煌和繁华。

让沉睡的古籍重现光彩
老 君

岁月流转 ， 书缺有间 ， 有形的
纸张会随着岁月流逝而变得残破不
堪， 寿县图书馆人肩负起千钧重担，
恪守不渝 ， 妙手续命 ， 于故纸堆里
与历史对话 ， 化腐朽为神奇 ， 令文
化瑰宝焕然 “如旧”， 让沉睡在古籍
里的历史重现光彩。

寿县图书馆具有悠久的历史 ，
始建于 1934 年， 原名安徽省立第四
图书馆 ， 馆址原在寿县城内东街寿
州总兵署内 。 新中国成立后 ， 寿县
图书馆移至城内西街孔庙建筑群文
昌宫里。 2021 年 7 月， 迁入新建成
的寿县文化艺术中心 。 该馆藏有古
籍线装书 372 部 2028 册， 其古籍藏
有量在全省县级馆中位居前列 ， 馆
藏古籍文献条目入选 《全国古籍普
查登记目录·安徽省皖北地区二十六
家收藏单位普查登记目录》， 其中明
内府刻本 《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前集》
六十卷、 《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后集》
五十卷为国内罕见 ， 是该馆的 “镇
馆之宝 ”。 所藏清光绪 《寿州志 》、
民国张韬稿本 《张韬半生事略 》 及
不同时期木活字印本宗谱等 ， 都是
极其珍贵的地方文献。

自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 启动
以来 ， 寿县图书馆十分重视古籍文
献保护工作， 认真落实 “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 、 合理利用 、 加强管理 ”
的工作方针 ， 通过强化古籍保护与
修复 、 重视古籍整理和研究 、 推动
古籍活化利用 、 做好普及与宣传 、
加快古籍保护人才培养 、 推进古籍
数字化进程等举措 ， 使古籍保护利
用得到科学规范开展与高质量发展。
2018 年以来， 寿县图书馆与安徽省
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签署合作协议，
先后分两批对寿县图书馆馆藏 225
部 1276 册古籍文献进行修复， 分别
占馆藏古籍文献总量的 60%和 62%，
使一批珍贵古籍文献重见天日 ， 再
绽芳华。

修复的古籍文献都具有较高的
文化价值和史料价值 。 例如明内府
刻本 《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前集 》 六
十卷、 后集五十卷、 续集二十八卷、
别集三十二卷 ， 为宋代祝穆编 ， 新
集三十卷 、 外集十五卷由元代富大
用编 。 祝穆 （ ？ -1256） ， 字和父 ，
南宋徽州歙县人 。 师事朱熹 ， 刻意
问学 ， 隐居不仕 ， 以儒学名于世 。

富大用 ， 字时可 ， 四川南江人 ， 生
平不详 。 《古今事文类聚 》 为祝穆
晚年将其读书所记仿 《艺文类聚 》
《初学记》 体例加以整理编次而成的
综合性类书 。 全书分为四十九部 ，
每部之下又分若干类目， 条理清晰，
内容详尽 。 每类首录群书要语 ， 次
古今事实， 再古今文集， 引文完整，
且注明出处 。 宋人遗佚之篇 ， 间有
足征者 。 然精审未备 ， 讹误甚多 。
富大用依其体例续补而成新集 、 外
集。

祝穆以 “临事取给， 用便检索。
储材备用， 备诗文之助” 为主要功能，
此外还考虑了 “或赋诗以吟情性， 或
立言以发明理致， 讲学之士， 亦将有
取， 岂徒类书之云乎”。 写诗作文、 讲
学明理， 均可在此书中获益。

修复后的 《梦溪笔谈 》 二十六
卷为宋代沈括所撰 ， 宋本 《梦溪笔
谈 》 校字记一卷由王秉恩所订 ， 民
国四至五年 （1915-1916） 贵池刘氏
王海堂刻红印景宋丛书本 。 沈括
（1031-1095） ， 字存中 ， 号梦溪丈
人 ， 杭州钱塘人 ， 北宋科学家 、 政
治家 。 嘉佑八年 （1063） 进士 ， 历
任太子中允 、 检正中书刑房 、 提举
司天监 、 史馆检讨 、 三司使等职 ，
在天文、 地理、 地质、 水文、 气象、
军事 、 外交 、 医学 、 化学 、 音律等
方 面 均 有 建 树 。 王 秉 恩 （ 1840 -
1928） ， 字息存 ， 一作雪岑 、 雪澄
等 ， 号茶龛 ， 四川华阳人 。 同治十
二年 （1873） 举人 ， 光绪初官至广
东按察史 ， 曾被张之洞聘为广雅书
局刻书 ， 任提调 。 精校勘目录学 ，
著有 《养云馆诗存》 等。

《梦溪笔谈》 是沈括将自己一生
所见所闻和研究心得以笔记体裁写
下的著作 ， 是记录古代中国自然科
学 、 工艺技术 、 社会民生等各方面
内容的综合类笔记 ， 被英国科技史
专家李约瑟称为 “中国科技史上的
里程碑” 和 “中国科学史的坐标 ”。
全书共二十六卷十七目 ， 即故事 、
辩证 、 乐律 、 象数 、 人事 、 官政 、
权智 、 艺文 、 书画 、 技艺 、 器用 、
神奇 、 异事 、 讥谑 、 杂志 、 药议 。
又有 《补笔谈 》 三卷 ， 《续笔谈 》
一卷 。 这些古籍对研究宋代历史及
作者沈括的人生历程 ， 都有着极其
珍贵的史料价值。

古籍修复师正在对古籍进行修复 盛 磊 摄

正阳关迎水寺 赵 阳 摄

霞映母亲河 田 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