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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铜官山铜官山

狮子山地处长江以南，铜陵市东，
古称铜精山，现存的明清两朝《铜陵县
志》多次提及。据清乾隆丁丑年(1757
年)重镌的《铜陵县志》记载：“铜精山在
县东二十里，齐梁时置冶炼铜于此，遗
址尚存”。今狮子山的地理方位和距离
以及尚存的古代采冶遗址均与旧志记
载相符。故铜精山是狮子山的原名。
区域内东西狮子山两峰相对，状若一对
雄狮，地区因得其名。

狮子山属铜陵市——丘陵带的北
缘。丘陵带由低山组成，绵延十余公
里，自南而北逐渐降低之势。丘陵带北
端有一天然冲谷，名曰铜井冲。冲谷走
向南西北东，长约1400米，宽200米，
在这三山环抱的狭长冲谷之中坐落的
就是现在的狮子山（冬瓜山）铜矿的矿
部所在地。

据资料记载，早在南朝齐梁时，狮子
山的铜矿藏就得到了开发，比名重江淮

的铜官山略晚，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年的
历史。狮子山建矿初期仍见到大小百余
处的古掘迹和大量的炼铜炉渣，足以说
明古代采冶曾一度繁荣。后因矿床氧化
不深，富矿采尽，原生矿石又多较贫且不
便手选，以至后来长期湮没无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掀起
一股地质勘察热。1952年，原华东地
质局321地质队和杨子江普查队先后
来到狮子山普查勘察，321地质队在狮
子山定居下来。经地质勘察，发现东西
狮子山中藏有丰富的铜金属储量。
1958年4月22日，经国家批准，成立狮
子山铜矿，属铜官山矿务局管理。

狮子区域在成立狮子山铜矿之前
归铜陵县管辖。狮子山铜矿成立后，为
适应形势发展和便于管理，1961年1月
成立狮子山镇，隶属于铜陵市。1969
年5月，狮子山镇改名为红星镇。1969
年 12 月，撤销红星镇，改为红星区，

1980年7月，红星区更名为狮子山区。
狮子山矿区地跨铜陵市所辖的狮

子山区和铜陵县三个乡（西湖乡、顺安
乡、朱村乡）六个大队。狮子山地区除
有狮子山铜矿外，还有鸡冠山铁矿、红
星铁矿、以及狮子山脚下的被誉“安徽
省黄金第一村”朝山金矿。除此，周围
的小矿点星罗棋布，当年正处在热火朝
天的开矿场面。

为适应狮子山铜矿建设与发展的
需要，铜陵市在离矿部北部两公里处建
起了狮子山火车站和汽车(罗风安)站，
芜铜铁路、芜铜公路两条干线，自东往
西并行穿越。还开通了一条通往市区
的4路公交线路，每日往返其间。为便
于狮子山地区人民日常生活，在狮子山
铜矿三岔路口旁边建有“人民银行”（现
为中国工商银行）、邮电局、土产公司门
市部，以及钟表修理店等服务部门和行
业。狮子山铜矿为矿山建设配套设施，

先后办起了幼儿园、职工子弟小学（现
金狮小学）、狮矿中学（现市五中），让职
工子女能接受良好的科学文化教育。
同时还建起可容纳千人观看的影剧院、
一千平方米的工人文化宫和图书阅览
室，进一步丰富了矿内职工和周边居民
业余文化生活。

六十多年的风雨沧桑，六十多年
的春华秋实，狮子山铜矿（现更名为冬
瓜山铜矿）已进入花甲之年。对于一
个人来说，花甲之年意味着已进入老
年时代，而对于冬瓜山铜矿却正在青
年时期，是正在崛起的一座现代化新
型矿山，它对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年生产铜料已突破3万多吨，相当于上
世纪70年代铜陵市一年的产量。六十
年来，该矿已为国家生产铜料60多万
吨。而今的冬瓜山铜矿像插上腾飞的
翅膀，高歌猛进，奔向更加美好的明
天！

□徐成果

铜陵记忆——狮子山与狮矿
铜陵市区中心东南侧，一山耸立，

双峰峙立，远观则状如秀屏，巧夺天工；
登临则翠樾千重，空气清新。其与大铜
官山同为黄山余脉，山不高，却是一代
代采矿人艰苦创业的见证者，又是以铜
兴市、城区旧貌换新颜的亲历者，这就
是工人公园所在地笔架山。

清代之前，这里还不叫笔架山，它
有着很诗意的名字：石耳山。据明万历
十五年（公元1587年）《铜陵县志》记
载，石耳山在五松南，两峰并耸，形如笔
架。云覆即雨，早祷辄应。上有石，高
丈余，平坦可容十数人，即神姑台，有巨
人迹，鸟兽粪其上，即有大雨洗涤，又号
真人峰。明代弘治初年，铜陵县教谕杨
泰题曾经题咏过《铜陵八景》，“石耳云
根”是其一：“石耳双峰峻欲飞，兴云翕
炎妙天机。空中未睹成苍狗，顶上先看
冒白衣。有意从龙为雨去，无心伴鹤放
晴归。作霖更喜苏枯槁，多少疃氓望解
围。”其后，诗歌属和者甚多。石耳山便
成为铜陵名胜之地。后人依据其山形
如笔架，而命之为笔架山。

1949年底，中央同意铜官山恢复
建设，工人们在笔架山麓盖工厂建房
屋；山脚下，铜官山铜矿通往扫把沟的
运输铁道逶迤而过；山上的林木，成为
铜官山开发建设的宝贵资源。

1984年，由铜陵有色铜官山铜矿
赞助，市城建部门负责组织施工的笔架
山主题公园开始动工兴建，以山为园，
旨在铭记铜矿工人的创业历程，为铜矿
职工和广大市民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
场所。因此，公园被冠以工人之名，凸
显了我们这座城市的特色。1986年春
节，尽管一年多的建设，工人公园正式

对外开放。公园占地37.13公顷，以山
林取胜，因地建构，修建了数千级登山
台阶，长椅石凳星罗棋布。山顶建有一
座两层六角式飞檐翘角的望云亭，亦称
赏心亭。登高纵目，铜官山屹于东，背
有倚靠；市区呈于西，阡陌纵横；近观城
畿，车如流水马如龙；远眺大江，滚滚动
去流日夜。1999年，又依山取势建成
笔架山广场，花坛、回廊、小广场错落有
致，最醒目的是一组反映古代采冶工人
劳动场景的大型青铜雕塑，为工人公园
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笔架山曾经也是古代铜矿的开采
点，上世纪还可见的古矿窿已经堙灭，
在笔架山南侧的坡地上，堆积着厚厚的
古人开采铜矿遗留的矸石，这里因而成
为市区最佳的铜草花观赏点。

铜草花，学名海洲香薷，形状如牙刷，
矿工们叫它“牙刷草。”铜草花只在铜离子
富集区才能生长，因此，古人总结出这样
一个规律：“铜草花，开紫花。哪里有铜就
有它。”根据铜草花这一特性，古人把铜草
花作为找寻铜矿的指示植物。每到秋末，
到笔架山观赏铜草花的人比肩接踵，成为
山上一道迷人的风景线。现在这里作为
铜草花研究基地得到保护。

如今，笔架山工人公园不仅为市民
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晨练、休憩场所，同
时又是一座全市人民和年青一代回顾
历史、饮水思源的自我教育平台。它宛
如宜居城市的一叶绿肺，吐故纳新，云
遮雾绕。

如果说笔架山真的是一副笔架的
话，那么勤劳智慧的古铜都人，他们的
双手就是一支支生花妙笔，描绘山水之
城如此多娇。

□刘爱武

石耳云根话笔架

在铜陵,有一座山叫凤凰山,坐落
在义安区顺安镇凤凰山风景区。美丽
的凤凰山脚下，有一条小河，小河上生
长着一棵连理的枫杨古树，像一对拥
抱的恋人。于是，这里的老百姓称小
河为相思河，称这棵连理的枫杨古树
为相思树。

相传，在很古的时候，铜陵凤凰山
脚下有位俊秀的凤丹姑娘，给河东一
家药店老板种植凤丹皮，而在河西帮
地主耕地种田的是一位善良的小伙
子，名叫神农。凤丹姑娘与神农小伙
子，一个在河东种植凤丹，一个在河西
种植稻子，虽说两人能天天相见，但中
间隔有一条小河，只能是隔河相望。
有一天夜里，凤丹姑娘听说住在凤凰
山上的田大爷病了，便偷偷地给田大
爷送去上等的丹皮，她正要回去时，恰
巧碰上了给田大爷送稻种的神农。这
对美貌如玉、倾慕已久的年轻人，两双
柔情如水的眼睛，如痴如醉地注视着
对方。他俩的不期而遇，使两颗纯洁
而又善良的心迸发出爱情的火花。

从此，这对心心相印的恋人，觉得

白天短了，黑夜长了，一条小河，使他
俩饱受相思之苦。有一天，神农小伙
子请田大爷当月老，田大爷满口答应
了。谁知，凤丹姑娘与神农小伙子相爱
的事被药店老板和地主知道了。狠心
的药店老板和地主密谋，一心要拆散这
对鸳鸯。药店老板威逼凤丹姑娘嫁给
地主做妾，地主则罚神农小伙子给药店
老板当一辈子伙计。凤丹姑娘与神农
小伙子眼看情海难填，爱梦难圆，婚配
无望，为了表示对爱情的忠诚和坚贞，
在某天的一个夜晚，凤丹姑娘和神农小
伙子双双拥抱着跳进了河里。

离小河不远处的滴水崖，陪着田
大爷流泪，小河陪着乡亲们哭泣。田
大爷和乡亲们想把凤丹姑娘与神农小
伙子埋葬在一起，但狠毒的药店老板
和地主又出面干涉和阻挠，乡亲们只
好将他俩埋葬在小河的两岸，好让他
俩的魂灵永远相望。然而，谁也没有
想到，这对“生不能同床、死不能同穴”
的恋人，不久从两人的墓地上长出了
两棵小树苗来，并且渐渐向河心倾斜，
最后终于贴到一块，合在一起，长成了

一棵大树。这棵连体的枫杨古树，就
像一对生死相恋的情人，在拥抱、在亲
吻、在相互诉衷吐情，在那说不完、听
不厌的悄悄话。后来，这里的乡亲们
就把小河取名为相思河，把长在河上
的两棵拥抱在一起的树，称之为相思
树而流传至今，并成为凤凰山风景区
一道独特的景观。

据《铜陵古树名木》一书记载，凤
凰山下这棵相思树存活于明末清初，
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它原为两株，
其根分别植于小河的东西两岸，树干
高出水面2米处融为一体，树径为3
米，高约25米。远望相思树，异株同
干“连理枝”，如同一对恋人交颈相拥，
情意绵绵。所以说，在铜陵人的眼里，
相思树是大自然造化的一绝，也是皖
江一带的绝景。而凤凰山景区是铜陵
的重点风景区，相思树景点也被专家
评价为二级景源。保护好相思树，保
护好凤凰山风景区这一景点，是我们
这一代人的责任。

一个美丽的传说，一处美丽的风
景。如今，这棵大自然恩赐给铜陵人
民奇特的皖江绝景相思树，成为了现
代年轻人喜结良缘时拍照留影的最佳
景点，象征着爱情如同这棵相思树一
样，相伴相依、相敬相爱、永结同心、天
长地久。

□詹敬鹏

皖江绝景相思树

荷花的群舞完美谢幕之后
夏末的一场雨
掀开了秋天的门扉
季节的情怀便流淌在惬意的秋风里

芦花白、枫叶红，远山翠
万物用抒情的色彩
接受秋的检阅
辣椒火红的心事
一串串挂在屋檐之下
咀嚼着岁月呢喃中深沉的美
庄稼用金灿灿的的预言
诠释秋的遐想
面对乡村的守望
其实，成熟和厚重
早已写进父老乡亲的笑容里

行走在立秋时节
阳光饱蘸着浓情泼洒锦绣画卷
我用文字里的诗意
点击秋天
目光复制的诗情画意
收藏进感怀的文件夹
酝酿幸福

转 身
□阿 杨

黑夜转了个身
曙光就来了
回头再去看
心，已是一片澄明

冬天转了个身
春天便到了
仰着脸去看
雪，融成了满目的绿意

目光转了个身
泪水瞬间流出来了
闭上眼睛去看
咸，抑或掺杂着甜味

痛苦转了个身
笑靥又回到脸上了
那些起起伏伏的往事
都在眉宇间落入尘埃

少年转了个身
青春一下子就蓬蓬勃勃了
虽然稚嫩还如新鲜的乳汁
就让风雨丰满每一个梦想吧

远方的人 你在哪里
你的故乡在呼唤着你
赶紧转个身吧
纵然回不了童年
还能找回你留下的足迹

如 你
□周 凤

你从小城走出
如一束白月光
带着皎洁，温暖
你从山林走来
如山涧的溪水
带着甘甜，纯净
倾城了古老的城墙
倾城了岁月，时光
那颗美丽的朱砂痣
从此种在了我的心头……
小镇那个撑起雨伞
走在青石台的那个女孩
如水墨般的女子
从此再也没有走出我的眼睛
走出我的世界……
一段相遇 两份相思
如一轮明月 挂在柳叶梢
一张无染的宣纸
等你，点上朱砂

□胡巨勇

立 秋

每年回老家洞口过年，都会尝到很
多故乡特有的味道：柴火腊肉、猪血丸
子、甜酒汤圆、糯米糍粑，还有魂牵梦萦
的红米花。

米花，是家乡的特产之一。一个圆
圆的白玉盘镶上大红的珍珠粒，白得晶
莹透亮泛着青光，红得亮丽似火灼灼欲
燃。正面如日绯红、背面似月玉白，放
进滚烫的香油锅里一炸，美味飘香，酥
脆可口。在家乡，过年过节、婚嫁丧娶、
生日寿诞、新屋上梁进火都有炸米花的
习俗。“米花”的“花”与“发”谐音，米花
象征着兴旺、团圆、希望、喜庆吉祥。

小时候，家里并不富裕，想要吃到
米花并不容易。每逢乡邻新屋落成，都
有择吉日上梁的习俗。当日凌晨，新月
如钩，星斗阑干，热闹的爆竹响起之后，
我们便从被窝里爬起来，睡眼惺忪地走
到新屋底下。主事的泥水大师杀鸡祭
祖，一番吉言后，主人便把几大箩筐的
米花、糍粑、糖果、腊菜等从屋顶上撒向
新屋的四面八方，于是大人小孩都簇拥
在一起去抢米花。每捡到一块米花，立
即送入嘴中，那喷香酥脆的美味至今让
人回味。

母亲也会做米花。小时候，秋收过
后的晴朗日子是做米花的最佳时机。
母亲把新收的糯米洗净，浸泡一个晚
上，第二天入甑放进大铁锅内蒸熟。母
亲会邀请邻居三婶一起来制作米花，先
清洁八仙桌面，拿几个由竹蔑做成，直
径10公分左右的空心圆形模具摆在桌
面，三婶把糯米饭赶入圆形模具内压
平，铺成一层薄薄的饼状；母亲再把用

食品红染过的糯米饭，在饼上点缀出
“花开富贵”“日月同辉”“天长地久”寓
意不同的图案；看着她们你来我往，配
合默契地制作米花饼的场面，心中油然
而生温馨的暖意，那是邻里之间互助团
结的情意，就像这紧紧粘接在一起的糯
米一样，不分你我。母亲把制作精美的
米饼放在烈日底下晾晒，晒干的米饼通
常会密封在塑料袋子里。

春节前夕，母亲就会炸米花。绯红
的灶火燃烧起来，母亲把清亮的茶油倒
进炒菜的铁锅里，待油锅里冒起了淡淡
的青烟，再把米花饼沿着锅面送入锅
底，油锅里泛起了一层喜悦的浪花，咕
咕的油泡在锅里升腾，米花的香味开始
在屋内弥漫。香气挑逗着我们的味蕾，
待第一个米花出锅，立即被我们兄弟姐
妹几个抢个精光，贫苦的日子在红色的
喜悦中活色生香。故乡的米花红，就是
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一种在贫瘠的
土地里生长起的希望。往后的日子，不
管我走到哪里，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与
挫折，这份希望就像一缕光跟随着我，
照亮我前行的路。

今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年过古稀的
三婶突然到我家串门，迈着摇摇晃晃的
步子，手里捧着一盘刚炸出来的红米
花。三婶的脸上星斑点点的皱纹里满
是崎岖的笑容，嘴里轻语：“姆妈走了，
好久没吃到她做的米花了，这是我炸的
米花，快尝尝吧！”我接过米花的那一
刻，泪珠已不由自主地滑落。米花的味
道，已在心里发酵成一份对故乡的眷
恋，像一条丝线把我和故乡牵连。

□谭丁录

米花红

前几天，参加一个就业培训指导
会，讲课的是位头发花白的老教授。刚
开场，他在黑板上写下“母亲的档案”五
个字，让我们好好想一想，对自己的母
亲了解多少？

老教授走到学员当中，指着一位衣
着时尚的女生说，讲讲你了解你的母亲
有多少？女生没有回答，羞得满脸通
红。

教授又问：能说多少就多少，生日、
年龄、喜好、身高、体重……女生依旧没
开口，显然，她一项也不知道。

老教授又大声地喊：有谁知道？哪
怕一项都可以。然而两百多名学员里
竟然没有一个人站起来。

偌大的多媒体教室静得可怕。我
们深深低着头，多么希望有人能说出一
二，缓解一下气氛。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教授的步子在
讲台前，踱地有些重，调子有些急。我
们对自己的无知感到十分羞愧。最亲
的人，我们对她如此陌生；那些遥不可
及的名人明星，他们七大姑八大姨我们
却了如指掌。

最后，教授让我们抬起头。他讲了

一个自己的故事。
他的母亲两年前病危，办住院手续

时，医生问他母亲多大岁数。没想到，
这么一个小小问题却难住了他。母亲
都八十多岁了，他居然不知道母亲的生
日。老教授站在窗口前好长时间，心里
翻江倒海般酸楚难过，对一生辛劳的老
母亲有着深深的愧疚。讲台上，教授老
泪纵横，哽咽地说自己是世上最不孝的
儿子。

台下已有学员小声哭泣。我的心
被讲台上六十多岁老人的眼泪滴得生
疼。这一刻，想起了我那在乡下起早摸
黑挑水砍柴的母亲；想起了炊烟中操持
一日三餐的母亲；想起了每年生日那天
给我打电话的母亲……

从小到大我都不知道母亲喜欢什
么，我们爱吃的，母亲统统不爱……母
亲的喜好被一句句美丽温情的谎言遮
盖，而无知幼稚的我却从未揭开。

母亲的档案在我心中就是一张白
纸，这些年未曾填写一个字。

周末，赶一趟回家的列车，我要将
这三十多年遗漏的档案一一填满，给伟
大的亲情交一份迟到的答卷。

□汪 亭

遗漏的档案

工区区长召见，老李就知道这是
要写重要材料。作为从事文字工作三
十多年，单位公认的笔杆子，现在单位
一般的文字材料，一般都不用老李动
手了，偶尔需要老李动手，领导在电话
里说一声就行了。

果不其然，区长召见老李，边递香
烟边说，全矿召开表彰大会，要我们单
位准备工作经验汇报，这个材料准备
的重要、光荣的任务，舍你老李还能有
谁？

接到任务的老李，不敢懈怠，花了
几天时间构思腹稿初拟提纲，又用一
个晚上一包香烟伏案完稿，次日，喜气
洋洋地来到区长办公室，呈上第一稿
请领导审阅。区长招呼老李坐下后，
拿起材料看起来。

“老李啊，这篇材料总的来说还可

以，就是深度不够，篇幅也不够长，单
薄了点，还需要修改加工。”区长看完
材料，咳了两声啧了一下嘴说。

老李又苦思冥想，反复推敲，几天
后将修改好的材料呈给区长审阅。区
长见老李是按自己的要求修改了材
料，领会了自己的意图，很高兴，乐哈
哈地同意上报矿部办公室审阅。

几天后，老李接到一个电话，矿部
一名秘书对老李说，你们的发言材料
有几处要修改，希望尽快完稿。接完
电话，老李马上就改稿，改好后立即将
电子稿发到打电话给他的秘书信箱，
时间不长，收到回复通过，老李一颗紧
张的心才松弛下来。不料一天后，区
长电话通知老李来办公室，说矿部一
科长对发言材料提出修改意见，老李
一听，头上血一涌，脑子差点就炸了。

唉！老李叹口气，从区长办公室
回到自己办公室，修改材料，改完后呈
报矿部，时间不长，矿部一位副主任回
话，说发言材料太长，语言要精炼，段
落不宜过多等等。老李茫然了，区长
没有批评老李，大气地给老李鼓气：

“老李呀，上面的水平高，你辛苦一下，
按照他们的意见修改吧。”

改，改，怎么改？百思不得其解的
老李，索性将初稿发给了矿部，不料很
快得到回复，说材料写的很好，条理清
晰，结构合理，重点突出，简明扼要，就
用这材料发言。

老李赶忙将发言材料打印一份，
兴冲冲地赶到区长办公室，说：“材料
通过了，矿部叫你熟悉材料，准备在表
彰大会上发言。”

区长笑眯眯地接过材料翻阅着，
不一会儿突然拍着桌子说：“哎，老李，
这不就是写的第一稿吗？”

“正是。”老李很响亮地回道。
“怪事，怎么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呢？真是怪圈！”区长声音不大，仿佛
自言自语，又仿佛在问老李。

□汪黎明

怪 圈（小小说）

天井小镇晨曦 王 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