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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资：整合文旅资源，讲好古镇故事

清代医学家、杂家缪镔

清代书法大家王文治

冷遹题“古香山寺”门额
王礼刚 摄

肩舆晓踏新晴出，
山色青青上客衣。
昨日千林风雨过，
满田白水鹭鸶飞。

元代诗人萨都剌所作的七言绝句《题
京口高资包氏壁》，是一首游山玩水途中
的“题壁诗”。身为镇江官吏的作者一大
早坐着轿子出游，看到天气放晴后山色青
青。昨日山林遭遇了一场风雨后，农田里
积满了白水，鹭鸶纷飞。诗人心旷神怡，
欣然在高资一户包姓人家的壁上题诗“留
念”。

丹徒高资北临滚滚大江，南面群山耸
立。古时秣陵（今南京）通往京口的驿道，
高资是必经之地，由此带动了高资的兴
起。

传说高资地名来源于北宋末年的四
大奸臣之一高俅。在高资金家边高姓人
的口中，高俅是他们的先祖。传说高俅曾
出资修过一条由江边码头至老家高家边
的青石板路，当地百姓为纪念他，便将当
地改称为“高资”，寓意高俅资助。

高资所属唐驾庄村的地名更为霸气，
传说唐初魏征就隐居在高资的山中，唐王
李世民倾慕其才华，亲自前来请魏征出山
辅佐，唐驾庄就源于这个传说。

当然，历来传说中杜撰的成分居多，
这两个传说没有实证，很可能是攀附古代
的名人。

清初时期，高资成为丹徒八大镇之
一。也正是从清代起，高资文化名人辈
出，清代书法大家王文治和清代医学家、
杂家缪镔是其中的佼佼者。

王文治 (1730-1802)，字禹卿，号梦
楼，丹徒辛丰镇东石村人。王文治少年时
极聪慧，以文章、书法、绘画闻名乡里，乾
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及第，殿试第三名
（探花），授编修，与纪晓岚编撰《四库全
书》，后升翰林侍读，乾隆二十九年（1764）
出任云南临安（今云南建水）知府，晚年择
居高资水台青山村。

王文治书法运笔柔润，墨韵轻淡，行
间布白疏朗空灵，气格风神婉美，当时有

“天下三梁”（指梁同书、梁国治、梁衍）不
及江南“一王”的说法。他喜用淡墨，与喜
用浓墨的刘墉成鲜明对照，分别有“浓墨
宰相”“淡墨探花”之美誉，著作有《梦楼诗
集》24卷、《王文治诗文集》《快语堂题跋》

等传世。
缪镔（生年不详，1810年左右在世），

清代医学家、诗人、书画家。字尔钧，号洪
阳，又号香山居士。丹徒高资镇人。自幼
喜读书，因其消瘦体弱，父母禁止夜读，乃
置灯帐中，继续苦读穷研。念及医学可济
世养生，遂从赵雪蓬学医，不久医业大
进。著有《心得余篇》《伤寒一百一十三方
精义》。40岁时客居扬州选编《香山集》4
卷。书画亦佳，书法得晋人笔意，画松则
簌簌如闻风声自来。飞舞秃笔，作山水
画，时烟时雨，淡远磅礴。

进入 20 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高资开始“爆发”，成为令人刮目相看
的人才高地。闻捷便是从高资走出的当
代著名诗人。

闻捷（1923-1971），原名巫之禄、巫
咸，后改名赵文节。丹徒高资巫岗村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流亡武汉，参加救亡演剧
活动。1940 年到延安，1952 年任新华社
新疆分社社长。1956年诗集《天山牧歌》
出版，驰誉诗坛。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
焰》第一部《动荡的年代》、第二部《战斗的
草原》问世后，广受欢迎，备受推崇，成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代表性和广泛影响
的诗人之一，展示了非凡的才华。

金秋十月，天高云淡。10月17日，记
者随镇江老干部诗协、市老年大学作协会
员们，追逐着秋天的脚步，来到古镇高资
联合寻访、采风，感受到了高资深厚的文
化底蕴。

走进高资文化名人馆，四面墙上悬挂
着清代至今的高资文化名人介绍，除了王
文治、缪镔和闻捷，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陈
恭禄、著名国画家戴敦邦、著名国画家缪
法宝、著名书法家吴福宝等均位列其中。

据介绍，高资文化名人馆由 81 岁的
高资退休干部姜哲联手市科技局退休干
部、高资籍知名农业专家沈晓昆创办，50
平方米的展馆内，汇集了 20 多位与高资
有关的文化名人事迹，涉及书画、诗歌、戏
剧、电影、历史等多个门类。名人馆自今
年5月开放以来，吸引了很多周边群众及
游客前来参观。该馆作为传播地方历史
文化的平台，与闻捷诗歌馆、王文治书画
馆共同形成高资竞相绽放的文化盛景。

横跨高资河、2004 年重建通车的东
方桥，看起来是一座普通空心板梁桥。但

在李德柱、王礼刚两位镇江地方文史专家
眼里，这里是古桥东方桥遗址，是一座有
故事的桥。李德柱介绍，清末常镇通海道
蔡钧《东方桥记》说此桥相传为唐代名将
尉迟恭创建，便利了秣陵通往京口的驿道
往来。此后该桥屡圮屡建，桥也越造越
大，越造越好。

高大气派的四柱三门牌坊，唐朝风格
的三重翘角飞檐，著名书法大家题额，唐
驾庄新建门楼威严雄壮、气势磅礴，喜迎
八方来客。市住建局退休干部、文史专家
庄超介绍，村里不仅规划设计了牌楼，还
复建了接驾亭，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变
化。“过去有女不嫁唐驾庄，现在唐驾庄村
民的幸福指数显著提高。”

位于高资唐驾庄香山北麓、坐南朝北
的香山寺，虽没有招隐寺等寺庙的名气
大，但亦有 1300多年历史。据介绍，古香
山寺始建于唐代，寺内有一奇泉——观音
泉，泉水清澈见底。历史上古香山寺屡毁
屡建，民国二十一年（1932）六月，冷遹受
广缘和尚邀请，为香山寺题“古香山寺”门
额。2019 年起，满如法师化缘将原有旧
殿堂全部改建，重建后的两层文殊殿、普
贤殿、观音殿、地藏殿和山门皆为明清式
样，庄严且古朴。“香山环境清幽，寺内建
有多处客堂，是居士和市民修心养性、享
受静谧时光的佳处。”香山寺住持满如说。

高资盛产远近闻名的“高资白”大理
石，其质地细腻、“绵软”，是雕、刻、塑的理
想材料。走进石雕传人金之锋创办的镇
江润典石刻文化艺术馆，其收藏和创作的
一件件精美石雕作品，显示出传统民间工
艺的精湛技术、巧妙构思和丰沛创造力。
据介绍，在丹徒高资，取石雕刻的历史可追
溯到明代，距今有 400多年历史。在工艺
上充分吸收了木刻和玉雕的技艺长处，有
圆雕、线雕、浮雕、平雕四类之分。既有古
老的雄浑瑰丽，又有典雅明快的现代风格，
享有“巧夺天工”“石破天惊”之美誉。高资
石雕2006年12月入选镇江市第一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类名录。 （方良龙）

石雕传人金之锋（左）赠送书法作品

唐驾庄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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