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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滁州市南谯区，生活着这样的一支张姓，他们
散居在滁州市乌衣镇各乡村。每年春节，都会有人家
贴出这样的一副对联：西川节度使，刑部尚书家。无
独有偶，滁河对岸的南京市浦口区也有张姓会在春节
贴出同样的对联。这是一副怎样的对联？为什么隔
着滁河的两省张姓同时张贴呢？

今年夏天，我正在撰写一篇有关滁州历代方志纂
修情况的文章，发现清代康熙、光绪年两种《滁州志》
中都缺少一篇明人张瑄写的序。明代弘治《滁州志》
的主纂人是时任滁州知州的曾显。新志结稿后，曾显
专门派两名州学生刘钟岳和石允高去滁河对岸的江
浦县孝义、任丰二乡，请邻县两位进士庄昶、张瑄各写
一篇序，作为对新志的总结。弘治《滁州志》已失传，
但张序在万历《滁阳志》中仍有保留。

张序除了对主纂人常识性赞美之外，还提供了一
些宝贵的信息：“徐玲，余祖母之父也。初，高皇帝兵
至汤泉，玲偕弟璋谒见于军门，大悦，籍记姓名。不旬
日渡江，即改汤泉为香泉，授玲香泉县知县。中书省
符牒尚存，印识宛然可考。后革香泉并入江浦，调安
仁县。璋亦授杭州府推官。今俱绝州志。‘玲’讹作
珍，‘璋’作‘彰’。今志恐不可不改。如是，则可垂后
传远，使人无指訾。”

原来，滁州人徐玲是张瑄祖母的父亲，他们与洪
武皇帝还曾有过一面之缘。而康熙《滁州志》上记载
的却是：“徐珍，字廷辉。洪武初，以人材选，历香泉、
安仁二县县令。俱有能声。后致仕归，卒。”“徐璋，字
元辉，珍弟也。以孝廉举，授杭州府推官。卒于邸。”
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部清代编印的《滁州志》，“徐彰”
改了“徐璋”，“徐玲”则仍旧是“徐珍”。

这一段史实的矛盾，我们最终在《张氏宗谱》中找
到了答案。据《得宜堂张氏宗谱》记载，元末句容人张
宣来滁州任州学教谕，时逢乱世，他的老父亲张文忠
也跟着儿子来滁州生活。随着元末政治日渐变坏，张
宣任职期满后并没有接到新的任免通知。他只好在
滁州城北找个地方安居下来。儿女成年后，他就在滁
州托人说媒成亲，老父亲去世后，他就在城西乌兔桥
边找块风水地将父亲安葬了。自从安葬了父亲，张宣
就不打算再回句容了。

丢了官的张宣没有了俸禄，只好买田置地重新规
划自己的生活。滁州南乡当年称“丰城乡”。元代的
丰城乡，面积广大。乌衣河以南、滁河以北、今天的浦
口区东、西葛二镇都是丰城乡辖地。滁河之阳，偌大
一个皇庆圩，当年是滁州有名的鱼米之乡。张宣要买
田置地，丰城乡是最好的选择。

有人告诉张宣，要想在丰城乡买田，最好能和当
地徐姓攀上关系，张家单门独户，客居本地，日后能有
个照应。张宣也觉得此话有理。丰城乡徐姓，是一门
大姓，在当地赫赫有名。徐姓中有户叫徐玲的人家，
女儿与张宣的儿子张克逊年龄仿佛，张宣托人到徐家
说媒。徐家觉得，张宣做过州学教谕，即便算不上官
宦人家也算得上书香门第，嫁女当然要嫁这样的人
家。就这样，两家你情我愿，都没意见。

元至正十三年（1353），朱元璋率领军队占领滁
州，州学的几个学生范常、杨元杲，还有阮弘道都去投
奔了朱元璋，北门的张宣早知道此事。以后，三个学
生在元帅府得到朱元璋的重用，滁州人更是羡慕不
已。特别是那个范常，家住南乡的乌衣镇，与徐玲的
家相距不过四五里地，最受朱元璋信赖。不仅张宣了
解此事，徐玲与弟弟徐璋也都早有耳闻。徐玲的弟弟
徐璋也想去。只可惜，范常在州学上学，朱元璋恰好
驻兵滁州，这会儿，朱元璋已经移兵和州，正准备过
江，徐璋怕弄不好有闪失。正在犹豫不决之际，张宣
催促亲家弟弟要去赶紧去，否则，大军一旦过江，再去

真的迟了。
元至正十五年（1355）五月的一天，徐璋得到消

息，朱元璋正在滁河对岸的汤泉、星甸庙一带。丰城
乡去汤泉，过滁河几步路就到。徐璋觉得这是个机
会，机会稍纵即逝，徐璋请哥哥徐玲陪着，抖擞精神过
河去见朱元璋。徐璋的到来，使朱元璋非常高兴。正
在用人之际，兄弟俩孔武有力，看上去又通情达理明
辨是非。他留下了徐璋，让书记官也记下了徐玲的名
字。不几天过江，朱元璋将高旺、汤泉、乌江等滁河以
南、长江以北一带划为香泉县，一纸命令让徐玲担任
香泉县知县，负责香泉县的一切善后事务。

徐玲当了香泉县知县，张宣第一时间就得到了消
息。他为亲家高兴的同时，也赶紧过河，来香泉县为
亲家帮忙，尤其是文字笔墨方面的事务。令人想不到
的是，自从朱元璋任命徐玲为香泉县县令后，大军便
过了江。先是攻下了太平（安徽当涂），将太平交给滁
州人范常来管理。第二年二月，又攻下集庆府（南
京），改应天府。之后，转战湖州、徽州、九江、湖北，戎
马 倥 偬 ，一 转 眼 21 年 就 过 去 了 ，直 到 洪 武 九 年
（1376），才撤香泉县，割六合县孝义、滁州丰城以及和
州遵教、怀德、任丰、白马等六乡组成江浦县。徐玲在
香泉县就这样悄然做了21年县令。之后，被调往湖
南的安仁县任知县。

就在这21年间，张宣一家发生了很大变化。他
们早已不住滁州城北，而是干脆去了丰城乡。张克逊
则带着妻子儿女去了乌江镇，跟在了老丈人身边谋点
事做。以后，见汤泉地方不错，依山傍水，离丰城乡又
近，便在香泉县汤泉集西（今汤泉小学）一处溪流环绕
的地方建造庄园美宅，定居了下来。

从那时起，张宣一家一分为二：张克逊住江浦，子
孙成了江苏人；张克逊的哥哥弟弟则住滁州南乡，后
代成了安徽人。定居汤泉的张克逊与徐氏一共生有
五个儿子，四子张俊最聪明，从小爱读书，二十岁即成
了江浦县的食廪生。永乐初，朝廷编纂《永乐大典》，

向各州县征集在校优秀学生进京誊稿，张俊毛笔字写
得端正，被朝廷选中。《永乐大典》完成之后，张俊被留
在国子监读书，后分配在左军都督府任都事。54岁时
于德清县（浙江德清）知县任上回到汤泉。

张俊长子名张瑄，比父亲更强。26 岁即考中进
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成了明代江浦县官衔最高的
人。张家出了人物，苏滁两边分宗续谱，将葬在滁州
西门外乌兔桥边的张文忠奉为句容迁滁的始祖；滁州
任教谕的张宣为二世祖。二世祖以下，分汤泉张克逊
五子为江浦老五房；留在滁州南乡的张克逊哥哥与弟
弟的七子为滁州老七房，立堂号“得宜”，合称“得宜堂
浦滁张氏”。以后，即按“卫国朝天定，宏仁化嗣昌，广
德思远义，良善继中和”的字派往后排序。

根据张氏旧谱，浦滁张氏最早可上溯至宋代。
北宋名臣张咏为这支张氏的远祖。张咏是北宋太平
兴国五年（980）进士，曾任大理寺评事，崇阳县知县，
麟、相二州通判，荆湖北路转运使等职。宋真宗在张
咏二次赴益州任职时赞扬张咏：“得卿在蜀，朕无西
顾之忧矣。”

益州即今天的四川成都。唐代称剑南西川节度
使，到了宋代又于此设西川路，因此，四川中西部地区
成都一带又称“西川”。因为有了宋明两代这两位显
赫的政治人物，所以才有了前面讲到的“西川节度使，
刑部尚书家”对联。严格意义上讲，“西川节度使”是
他们的共同祖先，而“刑部尚书家”则是浦口区张氏的
先祖。

目前，浦口区张氏在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均优于
南谯区张氏。汤泉镇不仅很好地保存了张瑄曾居住
的“尚书宅第”，浦口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走在南谯区
前列。至于滁州这边的这一支张氏，虽然没有人像张
瑄那样官居二品，但辛勤耕耘，世代务农，倒也人丁兴
旺，生活富足安康。相信不久的将来，浦滁两地张氏
一定会在这次长三角一体化大发展的机遇中迎来一
个共同发展的美好前景。

明代贤臣张瑄与滁州得宜堂张氏家族
○张如奇

初闻蒸谷米，是2017年春。那时候，为了写作

《小岗村40年》，我到凤阳采访，时任凤阳县畜牧局

局长赵家龙告诉我，严伟龙想把蒸谷米引进小岗工

业园。因为不了解蒸谷米，就没有跟踪采访。去年

秋来到小岗，午间有米饭端到桌上，色近琥珀，饭粒

舒散，第一感觉是米陈了。待吃到嘴里，才觉丝丝稻

花香沁肺，舒散的米粒弹性十足，咀嚼有劲道，馨香

绕唇齿。“这就是蒸谷米，严伟龙在小岗工业园生产

的。”当晚，我跟随赵家龙走进位于小岗工业园的安

徽省蒸谷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参观了蒸谷米的生

产线。

蒸谷米是新型纯天然、营养型大米，属于联合

国粮农组织认定的第三类米种。和我们日常食用

的精白米相比，在于其加工方法独特和营养价值丰

富。蒸谷米生产线上，首先进行的是稻谷原粮的除

尘、初选，其后经过浸泡、蒸煮、烘干、缓苏和冷却

等系列水热工艺加工后，再进行脱壳碾制，生产出

蒸谷米。这种加工工艺流程，使稻谷谷皮、糊粉层

中天然的维生素、无机盐类等多种营养元素，在水

热作用下，随着水分渗透到胚乳内部。稻谷胚芽中

γ-氨基丁酸等核心珍稀营养物质在加工时被激

发而出，同时淀粉结构得到优化，升糖指数大幅降

低。所以蒸谷米具有“米皮营养+米胚营养+米粒

营养”的三重均衡原营养。经权威检测，蒸谷米的

B 族维生素、膳食纤维、多种矿物质等含量均是普

通精白米的2-4倍，稻谷综合营养留存率高达80%

以上，远远大于精白米仅 5%的稻谷营养留存。而

且升糖指数值相比精白米降低了45%，是国际上公

认的低升糖指数健康主食。由于蒸谷米具有营养

价值高、升糖指数低、出米率高、出饭率高、出油率

高、储存时间长、蒸煮时间短等优点，特别适合成

长中儿童、孕产妇、高血糖人群、减肥瘦身人群及

需要补充天然营养素的亚健康人群等长期食用。

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泰国等60多个国家消费

者，特别青睐蒸谷米，称其为“米中贵族”。

小岗的秋夜，空气中氤氲着收获的愉悦。漫步

在田野的水泥路上，严伟龙告诉我，他的公司是专业

从事安全健康食品的主粮深加工产业集团，经过12

年沉淀，掌握了56项核心专利技术，形成了以蒸谷

米为核心的水稻育种、产品研发、设备制造、原粮种

植、生产加工和品牌营销六大产业板块。企业成功

地对蒸谷米进行了工艺革新并重新定义行业标准，

现已成长为中国唯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亚洲最顶

尖、世界第一流的蒸谷米全产业链高科技企业。目

前的工厂区于2019年10月全面建成投产，是项目一

期，占地40亩，年产2万吨，建筑面积1万㎡。企业

坚持科技核心发展观，成立了蒸谷米健康食品研究

院与蒸谷米设备研发中心，制定了国内首份蒸谷米

行业省级团体标准，填补了国内蒸谷米营养机理研

究、蒸谷米水稻原料研究、蒸谷米关键设备研究、蒸

谷米产品贮藏研究等多项行业空白。

为了确保小岗蒸谷米的品质纯正，严伟龙和在

小岗生产优质水稻的黑龙江七星农场建立合作，并

以此延伸，通过持续流转建设企业自有及认证的标

准水稻基地，使蒸谷米原粮基地已达42700亩，2020

年底收储入库的当季新粮达9000吨。其中小岗村

一半以上的水稻，都被公司定向收购。此举延长了

蒸谷米产业链条，推广了订单种植，优质优价，也实

现农民丰产丰收。2021年初，严伟龙与袁隆平团队

合作成立了小岗袁氏种业有限公司，进行蒸谷米专

属水稻品种的育种，以蒸谷米为核心的水稻育种、产

品研发、设备制造、原粮种植、生产加工和品牌营销

等六大产业板块正式形成。集56项核心专利技术

于一身的蒸谷牌蒸谷米·五星尊贵蓝产品，不仅让吃

饭变成一项美食享受，还让生长期儿童、高血糖人

群、孕期及特殊营养和健康需求的人群营养补充得

到满足。

蒸谷米越销越火，江苏的、浙江的、上海的这一

块客商，是长三角一体的，近水楼台，捷足先登，纷纷

前来看样订货。深圳的、北京的、西安的客商，闻风

而动，后来居上，捧来了更多订单。日本、新加坡、尼

日利亚等外国客商也踏上小岗土地，指着要蒸谷

米。蒸谷米正在成长为小岗的新形象，成为小岗农

业产业化的助推器。

秋冬时节，小岗袁氏种业种植的蒸谷米专属水

稻品种小岗香优1号、小岗香粳1号陆续开镰，饱乎

乎、沉甸甸的种子闪着金光，散发着诱人的香味。这

些种子，将会给琥铂色的蒸谷米增添更多的芬芳。

小岗蒸谷米
○贾鸿彬

□责编：陈姝妤
□电子信箱：czrbxjzk@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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