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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恩的晚年生活
■赵长顺

有研究吴承恩的专家学者

认为，吴承恩的晚年生活十分寂

寞，原因是其中年丧子，晚年妻

子叶氏也先他而去。又因吴家

几代是男丁单传，他连一个近枝

本家都没有。同时，吴承恩晚年

是因为被解职而归乡的……由

此推理，说吴承恩的晚年寂寞、

穷困潦倒不无道理。而据我分

析，能写出《西游记》这样恢宏巨

篇的作者，晚年虽落寞，但并不

寂寞。据《吴承恩小传》《吴承恩

年谱》等书籍记载，吴承恩的晚

年生活主要有三个方面。

耕读传家
中国古代盛行“耕读文

化”，一些知识分子以“耕读传

家”、耕读结合为价值取向。一

些在外做官的乡绅，告老还乡

后，也以种一亩三分田为乐，因

此有解甲归田一说。淮安平桥

乡绅叶洋的女婿潘埙，曾任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明嘉

靖年间，遭谗退位后，即在今平

桥镇九洞村境内置田买地，共得

“水田千亩，旱田五百亩”。吴承

恩的妻子叶氏是叶洋胞弟叶淇

的孙女。潘埙作为长辈，很器重

吴承恩的才华。吴承恩也很尊

重潘埙，为此，常去平桥探望这

位前辈，非常羡慕他的田园生

活。因此，吴承恩在一首《平河

桥》的七律诗中写道：“会向此中

谋二顷，闲搘藜杖听鸣蝉。”感慨

想在此地置办两顷田，居住下

来。没事的时候，拄着藜杖行走

在乡间林荫下听着蝉鸣。因此，

吴承恩解职归乡后，经常往来于

河下与平桥、二堡一带，一来是

因为他的姐姐吴承嘉和姐夫沈

山都是平桥人，二来是因为吴承

恩在二堡灌沟也有薄田，吴承恩

的晚年生活所需也部分来于

此。我国古人的晚年生活都以

含饴弄孙为乐，吴承恩他自己虽

然没有孙子，但他在平桥姐姐

家，将姐姐和姐夫的孙子沈森、

外孙邱度当作自己的孙子看待，

晚年花了很大一部分的时间和

精力来教他们读书。《射阳先生

存稿》作者吴国荣说，邱度与吴

承恩“亲犹表孙，义近高第”，意

思是说邱度的学问是从吴承恩

那里传承来的，差不多是吴承恩

的高足弟子。在吴承恩的教诲

和影响下，邱度于明万历五年中

了举人，次年，中了进士。由此

看来，吴承恩的晚年也与许多古

代知识分子一样，过起了耕读传

家的生活。

诗文自娱
文人是不甘寂寞的，晚年的

吴承恩也不甘寂寞。他不仅作

有自娱的诗文，仍然像年轻时一

样给人作幛词，或者代别人作

文，一来是为了自娱，二来是为

了以此用来换些衣食之资。段

朝端在《楚台闻见录》里说，淮安

大商人阎双溪用高价购过吴承

恩的锦幛词。《射阳先生存稿》收

有《贺阎双溪令嗣登科幛词》。

阎双溪是在淮的山西晋商，有

“三晋名家”“三晋高资”之称，当

年他请吴承恩作幛词是为了庆

贺其二儿子中得举人。一些文

人在过生日时，也喜欢找吴承恩

创作诗文纪念。吴承恩的叔丈

人叶筌，号笛溪。是年七月，叶

荃七十寿辰，有柬来请。吴承恩

写了一篇《贺笛翁太丈七十寿幛

词》，誊好裱起送至叶家。评介

他“处则为贵公子，出则为贤士

夫，倦而归也，则为乡耆俊”。同

时，还说他生平有三变：年纪轻

时，“云兴电飞，跃俊骑，鞴[bèi，

音备]名鹰，雄剑良弓，辉映驰

逐。”“人则羡其豪。”中年时期

“悬箔而有琴棋，挥金以收书

画。横长笛，撰小词，寻奇春雨

之亭，避俗水西之馆。论襟投

分，皆海内知名士也。”“则又豪

而变逸”。到了老年，“目前万

幻，付之云烟。我忘冠裳，冠裳

忘我，谢去一切。则又由逸变而

为达。”用“豪”“逸”“达”总结了

叶筌少年、中年和老年三个阶

段。叶筌看后大为赞赏，当即让

家人把正堂的山阳县令所赠的

“寿”字撤下，换上幛词。除了写

幛词，吴承恩晚年还帮人写过寿

启、墓志铭、序文、颂文等，既充

实了晚年生活，又聊补家用。

以文会友
吴承恩虽然被解职归田，但

他毕竟经历过科举，饱读诗书，

又在官场上走过，有丰富的社会

阅历和人脉资源，因此，他虽然

归乡，但也得到当地官府人员和

商贾财东的敬重，他与曾任职淮

安知府和漕储参政的陈文烛忘

年之交就是实例。陈文烛在淮

安任职期间，对吴承恩执礼甚

恭，曾亲往吴宅拜访，又经常聚

在一起谈诗论文，称“友”。陈文

烛在《花草新编序》记此情景云：

“忆守淮安，汝忠罢长兴丞，家居

在委巷中，与不佞莫逆，时造其

庐而访焉。”他们经常在一起喝

酒作诗，撰写商评。陈文烛印象

最深的他们之间一次聚会，是诗

友徐中行来淮，三人在韩侯祠内

喝酒论诗文。陈文烛在《花草新

编序》中写道：“徐中行过淮，访

之，谓汝忠高士，当悬榻待之，而

吾三人谈竹素之业，娓娓不厌，

夜分乃罢。”后还在《射阳先生存

稿》序中，也有对此情景的描

写。陈文烛、徐中行两人都是当

时文坛名人，又都与吴承恩情投

意合，亲密无间，所以当酒酣耳

热之际，兴致勃然，发宏论，抒卓

见，无所顾忌。陈文烛离开淮安

后，继任知府是邵元哲，邵与陈

是同科进士，也许是陈将吴介绍

给了邵元哲，邵和吴的交往也甚

笃。吴承恩在文章中说，诗人郭

次甫到淮安，邵元哲在招隐庵招

待他，特意邀请吴承恩作陪。而

且邵元哲对吴承恩的外孙邱度

也特别器重，从另一个侧面也说

明邵元哲对吴承恩特别敬重。

在寻访运河摆渡人时，到淮安区平桥镇北八

涵洞地段，看到运河中好几艘挖泥船，在忙着挖

河中的淤泥，一艘大铁驳船上竖着一架起吊机，

将大铁罱子从吊机顶端落到河中水底，然后开动

按钮，铁罱罱起河底淤泥。随着绞绳收缩，铁罱

带着一罱淤泥，钻出水面，罱中的泥水哗哗落到

水中，吊机转动，吊放到旁边等候的大铁驳船舱

里，装满船舱后，开船到指定地点将淤泥卸上

岸。

现在，人们称扒挖运河中的淤泥叫“疏通航

道”，而历史上则叫“运河捞浅”，其实是一回事，就

是把运河中积淤的泥沙捞走，以便于运河水通船

行，防涝抗灾。运河捞浅由来已久，可以说从吴王

夫差开凿从扬州长江边到淮安末口这段运河（历

史上称邗沟）开始。现在运河水中无论是从长江、

淮河来水，还是从黄河、海河、钱塘江来水，都含有

大量泥沙，淤积到河底，不捞起沉在河底的泥沙，

越聚越多，越积越高，河床就会被越抬越高，不仅

带来流水不畅，行船不便，河堤也不安全。去年我

在寻访运河涵洞时，就有多位七八十岁家住运河

边上的老人，向我讲述他们的祖上捞浅的事儿。

历史上四涵洞和五涵洞之间，就有个捞浅点，点上

有十来间土坯草房子，七八条平底大木船，每条船

能装百来吨，有二三十个捞浅人。捞浅人或住在

捞浅点上，或住在涝浅船上。四个人合弄一条捞

浅船，船尾后舱里有铺和做饭炊具。捞浅工具有

铁罱、竹篾罱和弯刀。铁罱、竹篾罱是罱河泥和水

草，弯刀是用来割水中的柴、蒲和水草。铁罱子上

端是两根一手抓的竹竿，竹竿一头细一头粗，粗头

连接着铁制可漏水的罱子。弯刀也是绑在一根竹

竿上的。

捞浅罱河中淤泥是苦力活，须是青壮年。官

府管吃管住还发银子。捞浅人将船行到捞浅河

段，站在船舷边，双手支开铁罱下到河底，用力收、

支开、再收，水底的铁罱子也支开、收拢，然后双手

用力把铁罱子往上提，两手轮流，一把接一把，一

口气把铁罱子提放到船帮处，让水从铁罱子缝隙

中流出，再把罱上来的淤泥放到船舱里。一船淤

泥罱满后，将船行到指定位置，把淤泥用泥舀舀上

岸，淤泥风吹日晒干后，用于填运河堤内侧河塘。

历史上运河两岸湖荡很多，为开耕种地，被逐渐用

罱上来的淤泥填成良田。

据史料记载：古时自淮安至临清，依据河势

建节制闸47座，每座都有相应的管理制度。自

淮安至扬州，置平水闸数十座，各置官，使上河

之水蓄泄有常，下河之水涨落有渐，水年不至于

淹漫，旱年不至于干涸，并沿淮扬运河十里置一

浅铺，额选浅船，编设浅夫，责令浅夫常年捞

浅，于是漕运始达通州。现在，淮安区运南闸运

河东堤向南的头浅头洞石洞、二浅头洞石洞、三

浅二洞石洞，就是根据涵洞在哪个捞浅点上而命

名的。

人/物/春/秋

山芋生长在土里，块茎是椭

圆形，山芋没有种子，繁殖后代

是靠芋块出的芽。每年在清明

节前将山芋挨个“秧”在土排

上。土排称山秧排，排的宽度大

约在80厘米，不能太宽，太宽了

将来人坐下来剪山芋秧子不方

便，山芋排两边坐人，手够着

剪。在秧山芋之前必须将土弄

碎，上足基肥，基肥一般都是人

粪尿和猪肥，秧排要湿润，几乎

天天要浇水。

半个月后山芋出牙，等芽长

到五六寸长时就可剪下栽插。

在栽插时，为了保潮最好将下面

山芋叶子裹在根部栽下去。山

芋秧适应性很强，栽时在根部浇

些水它就能生长，每亩地能栽

3200到 4000棵秧子，按每棵2

到3斤计算，一亩地能收上万斤

山芋。

山芋顾名思义，要栽在像

“小山”一样的高地上，人们在栽

山芋时必须将山芋行筑得高高

的，高度一般在40厘米左右。当

山芋藤长满沟子时，必须用翻山

芋棍将藤翻过来，时间长了会在

沟底扎须长小山芋，影响产量。

山芋淀粉很多，可以将山芋

淀粉做成粉丝供人们食用。做

山芋粉丝的过程是：将山芋磨碎

兑水，将芋渣放在布袋里吊，芋

汁中淀粉沉到缸底，头遍吊过还

可以吊二遍或三遍，将淀粉吊

尽。将芋粉和成糊状放在漏勺

里，粉丝从漏勺里漏出，落到开

水锅里成粉丝，捞出挂在竹竿上

放在阳光下晒，晒干后切成40厘

米长包装好可以吃可以卖。我

1960年在淮阴南赵集初中教书，

赵集乡家家栽山芋。人们称赵

集大山芋。后来赵集不少人做

山芋粉丝运往江南，号称洪泽湖

水晶粉丝，畅销全国。

在淮安未旱改水之前，山芋

是农民的主食物。

山芋在小满时栽插。霜降

前收入，储藏在地窖里，山芋窖

要留通气孔。还可以将山芋切

成小块或剖成条晒干，能保藏几

个月，也可以将山芋煮熟切成块

晒干保藏，可随时食用。山芋

干下在稀饭锅里，一般都是剁成

段下在稀饭锅里煮熟吃，吃起来

美味可口。山芋可以放在火里

烧吃，也可以炕熟吃。我最爱吃

山芋，我曾跟人说过，如果有人

拿来小麦面卷子和山芋，我吃山

芋不吃小麦卷子，因为山芋吃在

嘴里细腻，且甜丝丝的。

山芋品种不同，长出的山芋

也不同。过去有一种叫小白藤

的山芋，其藤能长三四丈长，但

芋块内有丝子，不好吃。经过科

技人员改良，现在山芋藤不长，

且芋块内没有丝子。山芋有白

皮的、红皮的，还有紫色的。皮

肉都是紫色，称紫山芋，据说有

人用紫山芋做蛋糕。

山芋浑身都是宝，山芋皮及

漏粉丝的渣滓及山芋藤机成粉

可喂猪，干山芋叶子碾碎泡泡也

可喂猪，猪吃肯长膘。山芋叶子

可下稀饭吃。叶梗剥去皮可炒

菜吃。山芋藤还可以喂牛。可

以将山芋叶子晒干保存，随时食

用。

山芋最适宜在沙土地生长，

黏土地不适宜。现在旱改水了，

栽山芋的人少了。有人从山东

运来山芋，好多人去买。

山芋
■郑志明

故/乡/明/月

运河捞浅
■怀 庚 文/图

运/河/物/语

运河小景

■周志龙 摄

钵池山
三仙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