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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学 副 刊

背靠木鱼山
面朝天井湖
波光潋滟
长天一色

你从结绳记事的洪荒年代走来
你从鼎礼春秋的青铜时代走来
你从汉武帝南巡枞阳的烟火中走来
你从盛度出使西域的尘土中走来

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
湖水纯净了空气
鲜花芬芳了四季
书香滋润着铜都
文脉温暖着心怀

滨江临湖碧空净
奔流不息向东海
九曲桥头望天井
湖光云影共徘徊

白了梨花
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
紫了罗兰
诗和远方
凝结在眼前散发墨香的书卷里

我爱铜官乐
千年未拟还
爱上了书院
就爱上了铜陵
看看展览 闻闻书香
点点抖音 拍拍快闪
小手拉着大手
与书院国学堂里的陈翥、左光斗、方苞
来个亲密合影
唐诗宋词 国学经典
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
新出炉的区块链、民法典
凭窗揽湖 聆听细读
让岁月在这里静水深流

铜草花开
仿佛有铜金属在地下呐喊
有铜草花的山冈
就有铜矿石的宝藏

你从沪陵线绿皮火车中走来
你从轰鸣的开山炮声中走来
你从“醒来 铜陵”的呼唤中走来
你从高质量发展的号角声里走来

移民城市的基因
激活对知识的渴求目光
宛若一泓清溪
仿佛一缕春风
天井书院
走进铜陵人的心田
融入铜都的市井烟火
走向江南江北文化的融合
走向千年铜都璀璨的未来

天鹅贴着湖面飞行
天鹅贴着湖面飞行
划过一道美妙的弧线
溅起一弯耀眼的涟漪
爷爷沿着天鹅飞行的方向
为孙女拍下天真的笑容
外公指点飞行的天鹅
帮外孙校正5G手机拍摄的焦距

天鹅贴着湖面飞行
这里曾经是气味难闻的沼泽地
如今已是5A景区的城中湖
不知家在何方的6只天鹅
从春天开始就来此栖息
显然她们将这片湖
当成了自己的家

春去秋来 天鹅怡然自得
夏蝉仍在一阵接一阵的鸣叫

沿着天鹅飞行的方向
我看见了白云朵朵
还有苍穹的模样
看见了不远处的滔滔长江水
听见孩童在湖畔
快乐的牙牙学语
沿着天鹅飞行的方向
听到风滑过湖面
还有少年湖中戏水的声音

菜子湖
菜子湖
与鱼米之乡
和盛产油菜有关
油菜花开的时节
菜籽油香从油坊飘出
隔着几里地都能闻到那淳厚的香味
菜子湖水质优良
鱼虾活蹦乱跳
滋养一代又一代湖边人

小时候
跟着大人在菜子湖畔放牛
日出而作 日暮而归
水草丰美的大片滩涂草地
是牛群乐不思蜀的沃土
也是我们心中快乐的伊甸园
蓝天上白云飘荡
像极了村子里打谷场上的棉花垛
绿草如茵
湖水倒影着湛蓝的天空
黄牛 水牛 仔牛三五成群
饱尝它们的美食
我和小伙伴们玩累了
在草地上打个盹
空气里弥漫着青草和野花的清香
渴了 捧一把湖水仰脖喝下去
那冰凉甘甜的滋味
至今仍唇齿留香

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湖水
那时在未启蒙的孩童心中
是比大江大河还宽广的大海大洋
父亲说
菜子湖是我们庄稼人的活命湖
启蒙老师说
菜子湖是我们的生命源头
奶奶说
走出了菜子湖
就走出了杨树湾
你就有出息了

走出菜子湖的我
如今又走近菜子湖
湖水还是那么丰盈
那丰美的水草却不见了
菜子湖两岸的高楼房舍多了
牧童短笛的场景却消失了

今年夏天梅雨季
菜子湖水位居高不下
超警戒 超保证水位
县城边的长河成了“悬河”
人民子弟兵和千余干群
日夜坚守
与菜子湖同呼吸共存亡
小时候那热乎乎的本鸡蛋
熟悉的杨湾挂面
在湖畔杨湾圩堤上又发出了
迷人的味道

洪水终于慢慢退去
菜子湖恢复了往日的安澜
但时过境迁 物是人非
儿时的伙伴大都留在了异乡
那片湖畔绿草地
那座心中的伊甸园
也不知到何处寻找

□张文林

天井书院（外二首）

谁唤醒少年最初的美感
重度赤裸的我由惊呆而迷乱
一朵朵……躲躲……出浴的美人
旋转草房后清亮亮的池塘

美只有牵手妙才有仙样
那七分天真 三分野性
出污泥而不染
亭亭玉立的羞涩
你推我挡的欢嚷

哦 这才是美的高贵
无须人小心翼翼的呵护
金玉霓裳的盛装
自然 自信 自在
荷
从没有祸水万里江山的不安

但我 因为拥有如此的
万千宠爱

人世间
总傲视所有的君王

桂花树下
意识到美的极致
也并非大红大紫
真的成熟了
就是绽放自己
而每一朵花的极乐
就是美妙的呈现……自我本质
怕什么米粒之光
有一种炫耀叫谦虚
何况还拥有了高枝
只是不愿摇曳那些油亮的脑袋
——不惜你不懂你
斑斓季节
这人间
更需一缕真香 万古清气

□吴 笛

感念荷花（外一首）

电影《铜草花》近期又在央视六套
黄金时段再次播出。《铜草花》是首部反
映铜陵人民抗日斗争史的电影，也是展
示东乡武术作为全国首批体育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电影。

铜陵市郊区周潭镇大山村是著名
的“东乡武术”的发源地。东乡武术文
化基因，源远流长。据周潭镇《章氏族
谱》记载：“章氏家族祖居福建浦城”。
唐代中叶，章氏出了一员武将仔钧公，
武艺高强。唐末，仔钧公一支后裔迁居
安徽泾县马原，在宋代也出过几位武
官。南宋末年，马原章氏天武、天禄两
兄弟迁居桐城东乡发洪山边，是为山边
章一世祖。据《鹞石周氏宗谱》记载：也
在南宋末年，文一公讳仕龙从宜兴柯山
迁居桐城东乡鹞石山，是为鹞石周一世
祖，文武双全，设馆授徒。是以东乡习
武之风代代相传，武术人才层出不穷。
东乡武术初属福建少林门派，在不断发

展和完善过程中，汲取福建浦城拳、河
南少林武功、湖北武当器械、山东济南
套路等流派的武术精华，逐渐形成具有
地方特色的传统武术。明清时期，习武
强身、以武强村之风，由周潭、大山迅速
扩展到陈瑶湖、横埠、汤沟和项镇铺等
广大村镇，由于这一地区属于桐城东
乡，故称东乡武术。

东乡武术的全盛时期在清道光年
间（1821—1850年），著名的代表人物
有三十六名教。当地称呼会武术的人
为教士，称武功高手为名教。三十六名
教最成功的善举就是应九华山乡民密
约，化装成香客，冒死进庙烧香拜佛，利
用扁担棍棒甚至徒手进袭暗设机关、自
恃武功高强的恶僧团伙，一举擒获首
恶，荡平巢穴，解救众多惨遭幽禁践踏
的女香客，发还山民和香客被劫掠的钱
物，一时惊动官府，威震大江南北。这
一除暴安良、伸张正义的故事，至今在

周潭大山一带仍然引以为荣，乡亲们谈
起来仍然眉飞色舞。

周潭大山一带，是老桐城东乡的东
乡，民风淳朴，崇文尚武。崇文，就是富
不丢猪，穷不丢书。尚武，就是习武强
身，以武强村。我记得小时候，从农
历正月初三，周氏宗祠就敞开大门，
在震耳欲聋的鞭炮铁铳声中举行隆
重的祭祖仪式，称之为给列祖列宗拜
年，随即在门前广场上开展一年一度
的习武活动，直至出元宵结束。按照
族规，周姓男孩满五岁即可自愿参
加，不收礼金，祠堂还动用公田收益
提供免费午餐。习武前，先听主事长
者训诫：主旨是习武防身自卫，不可
主动伤人；要养成“平时亲兄弟，上阵
父子兵”的良好作风，危急时刻必须
挺身而出。我很羡慕大哥哥们跟高
手练习单刀、铁尺等器械，我们小孩
只能跟师傅学些蹲马步、打飞脚等简

单的一招一式。随着年龄的增长，跟
着教士学了些诸如顺手牵羊、板凳花
之类的套路，可惜那只开花未结果，
后来只成了美好的记忆。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有关部门因势
利导，破除东乡武术传内不传外、传媳
不传女的陈规陋习，将民间武术活动加
以挖掘整理，突出地方特色，弘扬传统
文化。改革开放以后，东乡武术教武习
武之风蔚然兴起。20世纪80年代，安
庆地区即拍摄专题电视片，向省内外介
绍推广。进入90年代，枞阳县城乡先
后创建民间武馆，以县城长江武馆和周
潭龙华武馆闻名遐迩，不仅培养的武术
人才多，而且在全国各项武术比赛 中
荣获金杯6座、金银牌88枚，为体育院
校和国防保险事业不断输送新鲜血
液。近年来，东乡武术视频经央视和凤
凰卫视播出后，知名度和美誉度又上了
一个新台阶。

□周大钧

漫 话 东 乡 武 术

一片树叶带来秋讯，捣衣声在寂
寥中传来，蝉在残月下悲鸣，萤火虫在
夜空中冰蓝闪烁，一幅生动的清秋图。

秋天的天空湛蓝清远，像收割后
的打谷场，清爽疏旷。莲花瓣似的云
朵漂浮在半空中，银子一般耀眼。灰
褐色的树叶是一只只疲倦的蝴蝶，在
秋风中簌簌而下，那是离别的眼泪。

几茎枯黄的狗尾草在风中摇曳，
黄色的草尖轻沾水面，流泻幽深的诗
意。长空中飞过一行大雁，那高亢嘹
亮的鸣和之声汇成激越的浑天清响，
久久回荡于旷野。

夕阳是一曲月楼上传来的缥缈的
凤箫，是一声萦绕在碧空里悠长的雁
鸣，是一坛陈了几十年的状元红酒。
天上的青光透着嫩寒，如案几上青花
瓷隐隐的绿光。几朵云在天空徜徉，
如雨后老水牛留在软泥上的脚印。

雁鸣长空，如一首秋日小令，吟哦
着不舍与留恋。草堆如臃肿的贵妇，
站在村庄边缘，绵羊一样咀嚼着乡村
的一年四季。池塘边的芦花轻盈飘
逸，是仙家的拂尘。映着苍苍秋水，令
人想起采薇蒹葭之章。水边菰蒲和红
蓼，简洁得如同先秦典籍里的文字。
一泓秋水如在冥想，含有睿者才有的
慧光。

清秋田野，裸露着黝黑的身子，如
新婚的女子，热烈而羞涩。圩堤两旁
的意杨和水杉，叶片灰褐，翩跹而下，
演绎着周而复始的生命哲学。芦竹长
长的花絮，似无数的唢呐，吹奏凄婉的
歌谣。卤汀河涨起秋水，岸芷苍黄，有
着古中国水的意境。秋风扁豆花，将
我们的目光缓慢、安静、从容地引向秋
天深处。那里泊着乡愁和乡情。

秋夜静美，月儿，静静地悬挂在老

槐树的枝丫间，似少女光洁的面额。
月光，清纯活泼，澄净素美，夜空柔波
流转，大地寂静无声。秋虫们开始了
激情演唱：“唧唧”、“嘟嘟”、“吱吱”、

“嗤嗤”……那声音是蟋蟀的、金铃子
的、蝈蝈的，还有纺织娘的，时而急促
如流畅的江南丝竹，时而婉转如幽怨
的二胡曲。秋天因为虫鸣，季节有着
层次和质感，生命因之丰富而温婉。

清秋时节，草木卸妆，沉静内敛。
秋菊临风，幽香弥漫。长风浩荡，清凉
怡人。鸟雀俊郎，妙曼腾挪。水墨清
秋，是纯粹坦荡的，是激情诗意的。随
之而来的是深秋的简练和萧疏，冬日
的强劲和凝重。

清秋静美，岁月如歌，让我们摒弃
春的轻佻和夏的轻率，收获内心的丰
盈与柔软，让生命落到实处，结出灿然
而风致的果实。

□宫凤华

静美清秋

南京，古称秣陵、建业、建康，明朝
时改称南京，是我国六朝古都，更是我
国文化名城。南京离铜陵不过一二百
公里，笔者曾多次到南京采访、开会、
游览过。市内著名景点中华门、中山
陵、明孝陵、燕子矶、灵谷寺、石头城、
雨花台、鸡鸣寺、玄武湖、秦淮河、孔
庙等等都在我脑海中留下深刻的记
忆，唯独莫愁湖一空二白。今年6月
初，已退休的老朋友、南京晨光机械
厂宣传部原部长周冠生发来视频“莫
愁湖边走，春光满枝头，花儿含羞笑，
滴水也温柔，莫愁女前留个影，江山
秀美人风流……”的歌曲。这首很久
就熟悉的歌声，把我引到了“粉黛江
山留得半湖烟雨”的莫愁湖。

莫愁湖位于南京市水西门三山
桥外，周长约五公里，乃六朝胜迹，自
古便有“江南第一名湖”“金陵四十八
景之首”等美誉。园内古杨遮天，浓
荫覆地，花木繁茂，松竹相映，山石耸
立，岸汀柳烟，丰艳多姿，景色迷人。
进入湖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华辕
轩”。这里松竹齐茂，山石耸立，花卉
芬芳。“华辕轩”对面是著名的胜棋
楼。据说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与
他的开国元勋中山王徐达经常下棋
的地方。据史料记载，徐达棋艺超
群，很受朱元璋的欢崇，为表彰他，朱
元璋把这座楼连同莫愁湖都给了他，
由此该楼得名“棋胜楼”。楼内陈列

着明清时代的红木家具、复制的龙袍
和衣冠、古玩玉器、名人字画等。正
门与中堂之间有一张红木棋桌，周围
放着方凳，这就是朱元璋与徐达对弈
之地。中堂北墙挂着朱元璋的画像，
南墙挂着徐达的画像。与棋胜楼相
毗连的四合院，名叫郁金堂，传说是
莫愁女的故居。因莫愁女最喜爱药
草郁金香，又经常给人看病，深受大
家的尊爱，邻居们便把她的住所叫郁
金堂。在郁金堂的墙壁上嵌有清代
莫愁女的石刻像和南朝梁武帝肖衍
为她题的诗词《河中之水歌》。

梁武帝为什么要给一个普通民
女题诗词？相传莫愁女是六朝齐梁
时出生于河南洛阳一个贫苦家庭的
姑娘。因为生于秋天，取名秋女。秋
女聪明、美丽、勤劳、采桑、养蚕、纺
织、唱歌、赋诗样样都会，还跟着父亲
学会了采药治病的本事。15 岁那
年，老父在采药时不幸坠涧身亡。为
卖身葬父，她有意隐去自己的真实姓
名，在“秋”字下添了个“心”字，变成
了“愁女”。来到洛阳经商的建康（今
南京）人卢员外，一眼就看中了她，答
应帮她料里丧事，事毕，“愁女”挥泪
辞别了老母，跟着卢员外来到建康做
了他的儿媳。婚后，夫妻倒也恩爱，
但“愁女”不恋卢家的荣华富贵，常常
思念父母和故乡洛阳。丈夫为了宽
慰她，在房间里插上许多她喜欢的郁

金香花，又在她名字前添了个“莫”
字，从此，莫愁女的名字就叫开了。

据说，卢员外原是梁朝的将官。
一天，梁武帝来到卢家花园与卢员外
商议军事，碰见了采药归来的莫愁
女，她那美丽动人的容姿，勾起了梁
武帝的邪念。回宫后，梁武帝就把莫
愁女的丈夫征赴辽宁辽阳边塞，从此
杳无音讯。不久，梁武帝又设套害死
了卢员外，然后下旨征召莫愁女入
宫。莫愁女识破了梁武帝的阴谋，心
中万分痛恨，第二天天未亮，她在乡
亲们的深情呼唤声中上了小船，颠簸
前行，经过的地方马上生出一条圩
埂，围成一个大湖，莫愁女趁机跳湖
而死。梁武帝听说后，十分羞愧，于
是就为她题了诗：“河中之水向东流，
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
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嫁为卢家妇，
十六生儿字阿侯……”

走出郁金堂，来到赏荷厅，这里
曲径回转，月门洞开。厅前的荷花
池中，亭亭玉立着一尊莫愁女的汉
白玉塑像——她手挎桑蓝，发髻高
绾，似姗姗而来。这尊用汉白玉雕
塑的莫愁女，就是取梁武帝“十四采
桑南陌头”的诗意而作的。看着莫
愁女雕像，想想莫愁女的悲剧下场，
看着荷花池中那亭亭玉立、出污泥
而不染的荷花，我心中不禁升起爱
和恨的火焰……

□殷修武

莫愁湖边走一走

有些事好像冥冥中注定机缘巧合，
你想安排都不会有这么巧。就像这回，
我早上收到因疫情耽搁而迟来的长春图
书馆第二十二届有奖征联获奖证书和奖
品。奖品是书，其中有一本《万物有灵》，
一看作者，贾平凹，哇，《废都》的作者，还
有之前带学生们学过他的散文《月
迹》……我把这一切联系在一起，决定抽
时间好好看看《万物有灵》。下午上课
时，翻开课本，咦，也真是奇了怪了，今天
我们要学习的是贾平凹的散文《一棵小
桃树》。下课后，赶紧翻开《万物有灵》，
打头第一篇就是《一棵小桃树》。怎么就
这么巧呢？

就这么巧，万物皆有灵。
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

文学大师。他是一位极具叛逆性的作
家，但又不失淳朴的本色。贾平凹，生于
1952年，陕西丹凤人。1967年初中毕业
在家务农。他是中国少有的高产作家，
更为可贵的是，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堪称
精品。毫无疑问，他也是当代中国可以
载入世界文学史册的文学家之一。他曾
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娜文
学奖和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以及矛
盾文学奖等数十个国内外文学大奖。贾
平凹不仅小说创作成就斐然，他还是一
位散文大家。静观万物皆自得，总能看
到本性和灵性，将质朴文字写得妙趣横
生，智慧隽永。他的散文上承古代文化
精髓，近接20世纪20-30年代散文名家的
风范，同时吸收绘画、戏曲和秦汉地域文化
的韵味，形成了空灵蕴藉的风格。

贾平凹低调冷智、谦和厚道，他是一
位世间的智者，借用文字感动启迪千万读
者。孙犁在读了贾平凹《一棵小桃树》后
说，自从读了《一棵小桃树》以后，不知什
么原因，遇见贾平凹写的散文，我就愿意
翻开看看。这种看，完全是自愿的，很自
然的，就像走在幽静的道路上，遇见了叫
人喜欢的颜面身影，花草树木，山峰流水，
云间飞雀一样，自动停下脚步，凝聚心神，
看看听听。

说了这么多，现在我想把剩下的文字
留给《一棵小桃树》。

这是一篇状物抒情、托物言志的精美散
文。文章通过描述一棵小桃树曲折艰难的
生长过程，赞颂了与命运抗争的顽强精神，
并借小桃树抒写自己的情志、理想，那就是：
面对生活的困苦和磨难，要顽强地斗争，不
懈地追求。作者由小桃树推及自己，把自己
的命运和小桃树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
小桃树生长在院子的角落里，见不到多少阳
关，被猪拱折过，还险些被砍掉。“我”则生长
在农村，后来到城里才发现自己的“渺
小”，可见其最初在只属于别人的城里，作
者的成长环境不尽如人意。小桃树开花
时，即遭受了风雨的摧残，枝条被摇撼，花
瓣一片片落下，容颜褪尽。而“我”也同样
遭受生活坎坷：“我”满怀要轰轰烈烈地干
一番事业的愿望，但却“发现我的幼稚，我
的天真了”，经受着人生挫折。面对挫折，
小桃树虽然遭受不幸，它却不屈不挠，以
其特有的生命力，顽强地生长着。而

“我”脾气一天比一天坏，“心境似乎是
垂垂暮老了”。小桃树“千百次地俯下
身去，又千百次地挣扎起来”，“像一只
天鹅，羽毛渐渐剥落，变得赤裸了”，可
是它没有屈服，勇敢地与风雨斗争，“抖
着满身的雨水”，在高高的枝儿上保留
下一个欲绽的花苞。这花苞在“我”眼
里“像风浪里航道上的指示灯”，使“我”
内心里得到安慰。从小桃树身上，“我”
看到了希望，坚定了信心，明白了希望
要在与艰难困苦的顽强斗争中才能得
以实现。因此，“我”重新振作起来，激
情满怀地期待小桃树开出灼灼的花，孕
育出一个桃儿来。

万物有灵。小桃树如此，人生亦如
此。我想，这应该就是贾平凹《一棵小桃
树》想要告诉我们的吧。

□阮胜明

万物有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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