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上有一座三千年炉火不
息———集探采冶铸铜于一地的热土
吗？

放眼全球，唯有铜陵！
铜陵作为中国古铜都，历史至

少提供给世人五大佐证。
一是夏商至秦汉延至明清的星

罗棋布的采铜遗址。以今天的铜陵
为圆心，周边有近百处的采矿遗址，
分布面积超过了 2000 平方公里。
铜陵已先后发现历代铜矿采冶遗址
30 余处，点多面广，规模宏大，这些
遗址群落不仅国内仅有，而且世界
罕见。

二是层出不穷的青铜冶铸遗址
和铺天盖地的大炼渣。在铜陵，近
年，发现了长江中下游最早的青铜
冶铸遗址———钟鸣师姑墩遗址，科
学家和考古专家一致推断，其年代
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开始，西
周中晚期最为兴盛。据此，足以断
定，铜陵地区先人铜采冶铸历史最
早可追溯到夏商时代，以铜陵为中
心的周边地区的表面的古铜炼渣远
超过 1000 万吨以上，其中，被誉为
“中国之最，世界奇观”的罗家村大

炼渣，更凝结与透视着铜陵青铜冶
铸的沧桑历史与壮丽画卷。

三是铜陵地区出土的林林总总
的青铜重器。它们无言而又逼真地
告诉人们，铜陵作为中国古铜都的
如山铁证。如：俗称“国家一级文
物” 的就有 1971 年在原铜陵火车
站出土的商代鸟盖兽耳盉，还有
1983 年铜陵西湖出土的商代饕餮
纹爵、斝，还有 1981 年铜陵钟鸣出
土的春秋礼器———兽面纹大鼎。铜
陵出土的青铜器构成了一个庞大的
中国青铜器家族，可谓蔚为大观，儿
孙满堂。仅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发现
发掘近 3000 件古代青铜器皿，生
产这些青铜器皿的年代可上溯到商
代早期，早到 3500 年前，中国青铜
时代的童年。

四是古代世界领先铜冶炼技术
与铜铸造工艺的科学支撑。世界上
开采硫化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3000 年前，而我国硫化铜开采文献
记载最早的是宋代———北宋沈括的
《梦溪笔谈》。而上世纪 90年代铜
陵木鱼山冰铜锭的发现，一下就将
我国硫化铜采冶历史前推了 2000

年，由北宋推溯到商周时期。因为冰
铜锭是硫化铜冶炼的遗物，基因似
地测定了铜冶炼技术的前世今生。

中国传统青铜工艺以范铸为
主，一次性浇铸成型的为 “浑铸
法”，数件翻范浇铸并拼接为一个
完美器皿的称为“分铸法”，而以绳
状物为模，通过焚烧，并在中空范中
浇铸铜液，最终成型的较为复杂精
致的浇铸工艺，被称为“失蜡法”。
铜陵出土的六件铜甗———年代测定
在商周，他们都有“失蜡法”的烙
印，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在三千年
前就已经掌握了这一高超的技术，
这些青铜器的珍品就已展现了非凡
之地铸造工匠的绝世技艺。

五是历史文献资料的指认与旁
征。铜陵夏商周时期属于古扬州淮
夷之地。周王朝曾几度用兵，抢掠江
南的青铜原料。《诗经·鲁颂》记载：
“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
大赂南金。” 淮夷人自愿献宝，难
说，周王朝俘获淮夷的所谓“南金”
———青铜倒是真。《仲爯父簋铭》记
载：“仲爯父伐南淮夷，俘吉金”，说
的就是仲爯父征伐南淮夷，俘获了

很多优质的铜材。还有 《汉书·地理
志》载：公元前 109 年（汉武帝元封
二年），在丹阳设置了唯一的铜官，加
强中央对铜产地，铜原料及铜冶铸的
管理。专家们确认，铜官设置所在地就
在今天的铜陵，唯一铜官在铜陵的设
置，明确无误得标明铜陵作为采冶铸
铜的首都地位。还有，唐宋以来，诸多
骚人墨客所唱颂的采冶铸铜的诗文歌
赋，也都让铜陵作为古铜都而独领风
骚，大放异彩。

铜陵作为中国古铜都已无可争
辩。伴随着古铜都的形成、生长，我们
的祖先更创造了源远流长、汗牛充栋、
魅力四射的铜文化，铜文化已成为我
们这座城市繁衍壮大的根祖文化和主
流文化，对古铜都铜文化的轻视，与其
说是一种盲目，不如说是一种无知。对
铜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将给我们这座
城市注入难以估量的青春与活力。而
自新中国诞生六十多年来，铜陵的成
长史，一再诠释铜文化的深厚伟力与
美妙价值。薪火相传，今天，铜文化的
浸润与认知，运用与升华，将会怎样
提升我们的个人与这座城市？这可是
考量我们铜陵人的大智慧与大幸福。
我想，沿着我们引以自豪的青铜文明
之路，去发掘和传承悠久灿烂的铜文
化，可以让我们找到根的认同，找到城
市灵魂的支点和血液中澎湃的创造激
情。

致敬古铜都 辉煌铜文化
□吴 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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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乡村游持续升温，私家车度假游倍
受人们青睐。恰逢雨季，给扎堆乡下游的旅客
带来诸多不便。今天突如其来的暴雨不停，引
发山洪肆虐，许多人被困景区。

百花争艳的群山里，只见一辆高档轿车，
陷进出山拐弯处的深坑，车后着妆靓丽的女
人与活波可爱的孩子推车，车内驾驶室的男
人加足油门试图冲出。任凭他们怎么努力，后
车轮一直打滑，无法驶出泥泞。

他们驱车游玩的景区，山深谷险，风光奇
秀，除游客赏景，当地人很少来。一家人发动
车子和推车，足足辛苦有两个小时，也无济于
事。眼看天至将黑，年轻夫妇不时地向四周张
望，希望有人来帮忙。

天无绝人之路，不该让他们在山中过夜。
从后山走来四个淋雨的孩子，赶着湿漉漉的
羊群匆匆回家。男人朝孩子们使劲大声吆喝，
女人不停地瞒怨：“不让你到深山里来玩，却
偏任性。”男人没理会，惊喜地说：“有希望
了。”

四个孩子见山底险滩路上有轿车停放，
处于好奇就一路下山近前。女人先开腔：“你
们能不能帮忙推下车子？”四个孩子没回话，
笑呵呵地站在旁边。男人央求说：“过来推下
车，好吗？”孩子们站在原地，一言不发地围
观。

女人见状，忿忿对男人说：“我就不信他
们不帮，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边说边冲进车

内，取出一个精致皮包，掏出一张崭新的一百
元，“你们肯帮，这张大钞就是你们的。”女人话
音刚落，其中一个十四、五岁的大男孩，对着伙
伴小声说：“有钱人的话，信不得。”

男人一脸无奈，从女人手中夺过钱，“如果
你们嫌少，我可以在多给。”说着就从西服上衣
里袋掏出一张五十元。“这总可以了吧。”四个
孩子楞了片刻，仍有两个不肯站出来，一个胖墩
上前不停地拉他们过去。

孩子们鞋没脱，裤腿也没卷起，扑通扑通跳
进泥泽中，齐刷刷一排站在车后，男的手握转向
盘，脚踩油门，车尾的排气管冒着黑烟，孩子们
使出浑身力气朝前推。十多分钟后，小轿车终于
驶出泥坑。

男人和女人下车仔细检查着车况，孩子们
喘着粗气边擦脸上的汗，边用期待眼神看着男
人，男人刚想把一百五十元递出，却被女人拦
住：“你还真打算给他们一百五啊？一人给十块
就够多了。”男人从女人手中接过四张十元递
去，孩子们摇了摇头。

女人见孩子们不肯接，又掏出十元放进男
人拿钱的手中，“这下你们该满意了吧。”孩子
们仍摇着头。男人有点生气，“你们嫌少？再嫌
少，这五十块一毛都不给你们。”

“不，我们不嫌少，老师常教我们，帮人所
难是不要报酬的。”男的蒙了，“那你们怎么还
不走，等什么。”孩子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我
们在等你们安全离开。”

诚 信（小小说）
□宋伯航

喜欢吊兰的绿 绿萝的绿
草坪的绿
森林的绿
大草原的绿
大山深潭里清澈的绿

我想我的眼睛是绿色的
我的皮肤是绿色的
我的心是绿色的
绿是我生命的水 生命的水呵
没有绿我会渴死的

也许我的前身就是一株草？
宁静 是我的性命
我的魂魄

晨之鸟鸣

什么鸟儿叫的这么好听？
从黎明的静悄悄处
将一串细细的清脆送至枕畔
时断时续的轻吟
在朦胧中撩拨我
似醒还睡？似睡还醒？
多么清净的早晨
多么美好的诗韵
我不想动弹 不想起床
也不想打开窗帘
空白的脑子里？
只录下一段天籁的声音

绿色（外一首）
□吕达余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
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
总相宜。”写的是杭州西湖，西湖却
因了苏东坡这位大文豪而名闻天
下。凡西湖，尽妖娆！潮州西湖，便是
一例。

说起潮州古城，很多人想到的
也许不是西湖，毕竟做为有一千多
年历史的古城，她所积淀的深厚人
文底蕴，可圈可点处甚多。然而，在
这个金蝉鸣翠的夏日，我却突然想
到了西湖，想到了那一方翡翠般的
温润、清凉意。老城巷七弯八拐，而
我已熟稔于心。在滨江长廊寄车点
存放了车子，我执意不坐三轮。走老
城巷，到西湖。

我的足趾还没尝够老巷千回
百转的意趣与亲切，湖边路已横

在眼前。好友同行，一路喋喋不休
的是曾经的熟悉，湖心亭、仙脚
印、划艇……每一个亲切的回忆，
都能唤醒一段过往的快乐时光。
而无论倾听与诉说，都能让快乐
增值。

树是天然的遮阳伞，而排排壮
硕的古树，更具慈母情怀，庇荫众
生。午后的西湖，静极，游艇闲着，划
艇的人都看龙舟去了。树下的石凳
也闲着，设若再年轻些，一准联想到
等待与惆怅。而此际，人淡如菊，看
山是山。蝉时鸣时歇，似有若无，道
不清是新手的羞涩，还是故意吊胃
口。我们一路向前，涵碧楼是内蕴深
厚的“才女”，关于她的一切听说得
多，此际似不必去打扰她。倒想看一
看四望楼前那一堵古城垛。带古字

号的东西，日益稀缺，哪怕所见只如
杜丽娘眼中的“断井颓垣”，却也让
遐想多了几分古典味。

西湖，山不高，但树多而润，随
处可见同根多株并生的老树。西湖
山是我叫的，其实这山正名叫葫芦
山。山上许多景观我们并不陌生，只
是相隔几年，旧貌已换新颜。一条新
开辟的蜿蜒环山小路，如银带系在
绿树环抱的山腰上，可谓西湖山的
点睛之笔。以此为轴心，向上或向下
辐射出去的一条条通往各个景观的
石蹬道，隐约在错落有致的成片热
带蕨类植物中，经纬分明，却又曲径
通幽，充满神秘感，令人似置身于异
域风光。这种感觉很受用，既现代又
不失古意。

树多处蝉必也多。什么时候，我
们又想起了蝉，这个入门就置于第
一位的访客，想不到在兜兜转转中
反被淡化。然而，它哪里又让你淡化
得了！听，那边相思树上早有大合奏

了。再细听，这蝉声竟与平素听的不大
一样，往日听的蝉声只有一个调调，一
声领唱后，便为大合唱，交织成了音乐
的海洋。音量也从低到高，然后就卡在
那个调上，继而又渐走低，略作停顿，
又上去了。西湖山的蝉不这样唱，引子
依然是一只或几只领唱，音阶有好几
个呢，像小孩手中的一串弹珠，随着玩
手一弹一收，发出金属碰击的清脆响
声，伸伸缩缩，起起落落，形成反弹，百
听不厌。

我们干脆在晴雨亭坐下来，蝉一
生只为这一夏的吟唱，还有什么故事
比这更扣人心弦呢！……

日暮蝉吟未暮，依然“长相思”。
而我们，却似投林暮鸟，出发与回归，
天天重复着同样的节率，而每一次出
发，看似空无，而心灵因际遇而上的釉
彩有无与深浅，又岂为常人所知？黄昏
的暮霭已上高楼。而此际，我们似又不
急于归去，悠着走进旧潮州老城巷，又
会变幻出一番什么情景呢？

西湖听蝉
□一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