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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
……”潜山十番锣，是乡亲们最熟悉的
音乐。那悦耳动听或喜或悲的声调，在
乡村时空传承千百年，承载了农民几多
悲喜乡愁。

十番锣，又称十番、打十番、十番锣鼓
等。十番锣并非潜山独有，而是流传于福
建、江苏、浙江和安徽等地，从唐至今已有
千余年传承史。《红楼梦》第十一回讲到宁
国府为贾敬做寿：“贾琏，贾蔷到来，先看了
各处的座位，并问：‘有什么玩意儿没有？’
家人答道：‘……前日听见太爷又不来了，
现叫奴才们找了一班小戏儿并一档子打十
番的，都在园子里戏台上预备着呢。’”

相传潜山十番锣，正是盛行于《红楼
梦》描写的那个时代。当年程长庚率徽班
进京时，伴奏所用打击乐，正是十番锣曲
目。后来随着徽剧、弹腔、高腔等戏剧流
行，特别是近年黄梅戏在天柱山乡村广泛
普及，各套路锣鼓随之发展，从而不断丰富
了十番锣的内涵。十番锣音乐轻松活泼，
节奏感强，音律和谐，绵延起伏，群体演奏，
独具特色，深受群众喜爱。乐器由大鼓、大

锣、大镲，小鼓、小锣、小镲组成，同时可加
入木鱼、梆子、板鼓、京鼓、长尖、唢呐等。
有时为加强气氛，还可加入二胡。根据所
用乐器不同，可分为清锣鼓、吹打锣鼓、戏
乐吹打锣鼓等三种音乐形式。演奏分为坐
奏和行奏，其排列位置讲究，一般由10～14
人合奏，多时二三十人同时表演。

十番锣之生存，同日常生活中的礼俗
文化紧密维系。借着音乐反复再现，在人
们一生重大的仪式中做全程礼赞。其演出
无外乎服务于人生礼仪、节日时令、神灵信
仰等场合，应用于迎神赛会、百姓婚丧嫁娶
以及家宴等民俗活动。音乐曲牌大多取材
人与自然社会关系，体现一定意境，有的则
表现古老传说故事。整个乐队在鼓手指挥
下，以繁花流彩的鼓点节奏应和着优美的
唢呐吹牌子曲，就能奏出阵阵乡土雅音。
根据不同环境，表演时注意强击弱击的此
起彼伏，控制节奏速度缓急以及击鼓手法
等不同技巧，或节奏明快、旋律优美，或浅
吟低唱、哀戚悲歌，整个演奏气势恢宏。

之所以冠以十番，是因为演出曲目包
括凤点头、长锤、望家乡、八哥洗澡、扑灯、

得胜令、工择字等十套，反复演奏，一气呵
成，如行云流水。与流丽婉转的黄梅戏相
比，十番锣在烘托气氛，迎合人们情绪方面
显然更能发挥所长；由于自身种种特性所
致，加之演出中十番锣常处于从属戏剧相
对被动地位，因而其在受众面、传播形式
与生存空间等方面较戏剧而言也就相对狭
隘许多。“十番锣鼓敲起来，舞灯唱戏离
不开；娶亲嫁女场场到，喜庆活动回回
来。”“一番喜得贵子，二番珍珠满堂；三
番三元及第，四番五子登科，六番黄金万
两；七番仙鹿献瑞，八番吉福呈祥；九番
一禾九穗，十番世代团圆”。这都是说十
番锣所诠释的喜庆情感基调。而在另一
端，通过曲调的婉转变化和吹拉乐器的点
缀介入，十番锣亦可衬托与渲染悲怆哀思
场面。主要用于宗教超度亡灵、醮事与丧
葬活动等，演奏优美雅致，哀而不伤，僧
道两家称之为梵音，民间则称之为吹打，
兼用丝竹乐器者称丝竹吹打。

据八九十岁老人回忆，旧时潜山乡村，
每年二月初一开始就要起锣，初二龙抬头
出巡，队伍很壮观，绵延几里长。那时，每

村都有祭祀的“社”，每社都有锣鼓队，举着
自己做的大旗。出巡时，乐队聚在一起，家
家都会迎接，一直到二月初十才结束。但
随着历史的演进，文化传媒的发展，农民文
娱生活发生变化，这一传统技艺渐渐失去
昔日的繁华。加上十番锣传承一直是一辈
辈传授，而老艺人年事已高，年轻人没人愿
意学。再则，长期缺少专业人士指导，在表
演上缺少创新，演奏方式显得老套。因而，
至上世纪90年代，这一优美古乐在潜山已
濒临失传。为此，该县文化馆和非遗中心
一班人，本着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初心，安
排经费，申报非遗，专门搜集整理曲谱，组
织专家培训，添置服装乐器，搭建平台，推
荐演出，从而使其得以传承保护。

“锵锵咚，锵锵咚，锵咚锵咚锵锵咚
……”耳畔似乎又响起了十番锣，我仿佛又
回到了儿时喜庆的乡村……

通讯员 储北平

潜山十番锣，演绎人生喜怒哀乐

有清一代，科举勃兴，官学鼎盛。朝
廷在发展官学的同时，始终以科举为先
导。官场流行语中有“科举专选进士，非
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之说。
拿现在的话说，学人只有通过考试，取得
相应的“学位”，才能当官，才能进入政府
高层机关。由此社会风气一开，百姓对官
本位价值取向趋于认同，读书——中榜
——做官的社会观念深入人心。

1898年，25岁的安徽安庆府宿松县
秀才李启第，为获得举人资格准备去南京
参加江南乡试；而乡试之前，为了进一步
深造，他求学于江南的中、小学堂。在进

江南学堂之前，还需要哪些手续呢？笔者
家中藏有他的一套档案资料。

李 启 第 这 时 已 拥 有 了 初 等 “ 学
位”——附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秀
才。只有取得“附生”称号的人，才有
资格参加乡试。除此之外，也有朝廷规
定的特例。如近代闻人康有为就是因为
获得“荫生”这样的特殊称号而免秀才

考试直接参加高一级的考试（荫生：指
已故祖先当了大官立了大功，后代就能以
秀才身份直接参加乡试）。宿松的李启第
哪有这样的机遇？只得凭本事硬考。在
他没参加“举人”学位考试之前，是怎样考
取“附生”（秀才）的？

当年，童生李启第在太湖私塾读书。
六岁开学那天，母亲给他洗了澡，换身新
衣，把笔、墨、纸、砚供于李氏祠堂祖宗牌
位前，擎香、叩首、祭拜；父亲找来块红布，
把《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三册书
包好，把印有“上大人，孔乙己”的大字簿
放入胸襟，送到学校，交上一些礼品，请先

生启蒙。启蒙之后，开始背四书五
经。背了四、五年的书，又练习馆阁
体楷书，火候差不多的时候，开始学
做试帖诗和八股文，以应付县里举
办的童子试。县考录取后，他刚满
16岁，接着到安庆府参加府考，六县
学生集中到安庆府考棚（今安庆一
中）考试，榜上有名的话，再参加安
徽省学政主持的院试。

那年的农历三月初五日，李生
院试中榜，有捷报发往家中。捷报
上说，“贵府令亲相公李启第科
试，奉钦命三品衔翰林修撰、经
略馆纂修安徽全省提督学院吴
（即吴引孙），拔取入泮，联登及
第。”至此，李生取得附生资格，
获准在安庆府龙门口半月形的泮池
桥上走了一遭。

安庆贡院（试院）是安徽师范学
堂前身，旧为明代察院遗址督学行
台。清顺治六年（1649）操江巡抚李
日芃于此檄建东西文场各六楹，于

仪门外设屏门，号龙门。督学御史李嵩阳
《新建试院棚场记》有记载，“为堂为轩，廊
庑周通，房闼相次，列凡八百”。可见当年
的规模之大。咸丰三年（1853），试院毁于
兵火。同治元年（1862），两江总督曾国藩
檄建，同治二年（1863）建成。

李秀才在前往南京求学的过程中，需
要取得两种手续：甘结和印结。它们类似

于今天的人事介绍信，实际上是一种信誉
担保。清代考试前或求学前的制度规定：
每个考生或求学者要有两个人担保，一是
认保，一是派保。认保由考生自己找，对
方必须是取得功名的知识分子或当地德
高望重的乡贤，为考生出具“甘结”，相
当于私人担保书，以示向官府主动承担
连带责任。派保则是由上级官方指定下
级官署为考生出具“印结”，类似于官方
介绍信，印结有别于甘结的地方就是必
须加盖当事人所在地官署官印。有了这
两种公、私保书，考生才获准到指定地
点应试、求学。

安徽宿松考生李启第去了南京后，
是否取得功名？是否参加了江南乡试？
史无记载，不得而知。为了弄清旧时的
科场“中级、高级”考试，也就是民间
盛传的“解元”、“状元”，我不得不借助
先贤的文字作些补遗。最有代表性的就
是陈独秀的“江南乡试”那一节文字表述：

“那时到南京乡试的人，很多愿意坐民船
……船头上扯起一条写着‘奉旨江南乡
试’几个大字的黄布旗……南京每逢乡
试，临时增加一万多人……到了八月初七
日，我们要进场考试了。我背了考篮、书
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
（走进考棚），……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
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里面蜘蛛网
和灰尘满满的，好不容易打扫干净，坐进
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
睡起觉来，不用说就是坐在那里睡。一条
号筒内，总有一两间空号，便是这一号筒

的公共厕所，考场的特别名词叫做‘屎
号’……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只能容
一个半人来往的，一条长巷，上面露着一
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也
一线不露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
面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
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
煮饭做菜，我一窍不通，三场九天，总是吃
那半生不熟或者烂熟或围成（团）的挂面
……”这就是声名显赫的清末南京考棚。

安庆府龙门科举档案（上）

——兼及江南（安徽）上江考棚
□ 老屋 文/图

“档案里的故事”有奖征文

安庆市档案馆安庆市档案馆 安庆日报社安庆日报社 主办主办
安庆市档案事务所安庆市档案事务所 协办协办

附生清册

附生档案

日前，在潜山市梅城镇潘铺村，非
遗节目“木偶戏”演出吸引群众围观。

木偶戏又称“菩佬戏”或“扁担
戏”，是由演员在幕后操纵木制玩偶
进行表演的戏剧形式。据潜山市志
记载，木偶戏在潜山已有 150 多年的
历史，清末以来木偶戏风行，深受群
众喜爱。2010年，木偶戏被列入安徽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近年来，潜山市将潜山弹腔、木
偶戏、打鼓书、三句半等非遗节目纳
入到文化惠民演出中，每年演出超过
百场，使群众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本报通讯员 程斌 摄

非遗演出受追捧

稍稍对三国历史有些概念的人，都不会对鲁肃和吕蒙
这两个人名感到陌生。桐城市区以北5公里处的吕亭镇，
竟然同时留下了这两位“东吴大都督”所制造的地名。

吕蒙与吕亭

在《三国演义》中，吕蒙“白衣渡江”奇袭荆州，直接造
成无数人视为偶像的关羽战败被俘，最终被安排成“因关
羽追魂索命，七孔流血而死”，基本上算是负面角色了。

然而，作为“吴下阿蒙”“士别三日”“刮目相待”等成语
的制造者，以好学而闻名的一代名将吕蒙，在人们不会被
小说和影视剧左右情感的年代，还是有不少人会以地名来
纪念他的。吕亭，就是这样一个地名。

作为他军旅生涯的重要活动区域，吕蒙在安庆留下
了深刻的印记，诸如攻克皖城，被任命为庐江太守，以
及修筑“吕蒙城”等。在这段岁月中，他曾经过一处名
为张家岗小山坡。

吕亭镇吕亭村村委会主任方海青，是土生土长的吕亭
人，对于“吕亭”一名的由来如数家珍。

“当时，在张家岗，吕蒙驻马四望，只见此处道路四通
八达，北有青山巍峨，南有原野广袤，是一处极佳的驻军
点。随后，他在这里安营扎寨，并修建起一座路边长亭，在
长亭下还凿起一方泉水池。”方海青说，人们为了感谢吕大
将军，就将长亭称作“吕亭”，泉池称作“吕泉”。

南北朝时期，又有一位优秀的军事将领看中了这
里，那便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寄奴”，即
宋武帝刘裕。刘裕在此设置了“吕亭左县”，并修了一道
城池，以为据点。

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1383），这里
设置了驿站，称为“吕亭驿”。

这样，“吕亭”的名字，就这样世代相传了下来。

鲁肃与鲁王墩

吕蒙是不是在吕亭修建了“吕亭”，已经没有实物可供
考证。然而，关于他的前任的另一个传说，在吕亭却是有
迹可循，毕竟还有一处桐城市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所能见到的鲁王墩，只是一处黄土构成的台形
高地。然而，这里的每一层黄土，都是厚重的文化所积
淀而成。

“这里集遗物有石斧2件、石锛4件，其中大石斧长
28厘米、顶宽7.5厘米、腹宽10厘米、刃宽10.5厘米，双
面刃，均磨光，通体为长方形。石斧和石锛都是当时人
们的劳动工具。出土的红色、灰色实足绳、篮、印、
叠、回纹陶器和陶片，为当时人们的生活用具。遗物经
鉴定为新石器时代遗存，现由桐城市博物馆收藏。”吕亭
镇文化站站长杨俊介绍说。

新石器时代的先民没有在这里留下属于他们的地
名。“据传说，后来鲁肃将这个土墩作为点将台，屯兵操
练。这在《桐城县志》上有记载。”杨俊说，当地的传说
故事里，鲁肃长期居住于吕亭一带，留下的地名故事远
不止于鲁王墩。

在吕亭镇吕亭村与洪桥村交界处，有一处古寺名叫谷
林寺。寺前有一亭，被称为鲁肃读书亭。在屯兵鲁谼山的
日子里，他常常在此读书。

吕亭最著名的山，莫过于鲁谼山了，据传也是得名于
鲁肃。山上有一试剑石古迹，石上有阴刻行书三行：“此
石，三国吴鲁子敬试剑古迹。士人汪天孝叙。”试剑石所在
的山岗，被称为试剑岭。

鲁谼山下有一条河，原名长河，也是因鲁肃率军民
治水，化水患为水利，大得民众之心，百姓感其德政，
改称为鲁王河。

吕洞宾与洞宾泉

实际上，前文提到的“吕泉”，还有另一个传说版本。
这就要说到这处泉水的另一个名称——洞宾泉。

现在能见到的洞宾泉，是一处寿桃形泉水池，东南两
面为草堤，北方为菜园，西岸为垒石，方圆半亩，水深数米，
池水清澈，四周有多棵古树。

提起“洞宾”，会想到谁？当然是“八仙”中的那一位，
吕洞宾。

“传说是在唐咸通年间，我们这里久旱不雨，连人畜饮
水都很困难。我们这里有一户人家，老母亲病重在床想喝
水，姑嫂两人就走出十多里路去大河里担水。就在两人快
要到家时，遇见一位老乞丐向她们讨水喝。两人见老乞丐
可怜，就任由他喝了一碗又一碗，直到将她们挑回的几桶
水全部喝光。”这个故事，方海青同样熟悉。“见到姑嫂两人
如此善良，老乞丐边笑边唱到‘天无绝人路，此间有甘泉。
孝心动天地，苦水亦变甜’，随后拔出宝剑插入地上。顷刻
之间，泉水就从宝剑插入处喷涌而出。大家伙一尝，发现
泉水清冽明澈，甘甜爽口。这时候大家才知道，这位老乞
丐是神仙吕洞宾变化装扮的。”

为了保护泉水，后人在此垒石砌池。时至今日，即使
久旱，洞宾泉的泉水也不会枯竭。

“子敬去已久，河山仍旧名。尽穷今日胜，因见昔人
情。”明代大学士、桐城人赵钺，在故乡的土地上追忆鲁
肃时所发出的感慨，不正是我们寻找“安庆地名故事”的
初衷吗？ 记者 何飞 通讯员 王艺

昔人去已久 吕亭仍旧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