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天，我醒了
脸上一片浅浅的葱绿
走在田畈里
有那么多的雪
长出翅膀，向蓝天翱翔

曾经有许多个春天
我们都似乎早已淡忘
只有最近的春天
才让我们的眼睛明亮
腊梅花依然久久不愿离去
而迎春花早已蓄势待发

我想唱一首送给春天的歌
却将旋律遗忘在田埂上

抬头仰望，归来的风
在仔细酝酿，有谁知道它
将要梦寄何方

与春天一起奔放
骑在清晨的阳光里
马蹄踏碎惆怅
跃起的刹那
绽放出许多芳香
它将随我追向远方

举起一杯红酒
洒在春天的山岗上
远处，有一朵海浪
正在向我遥望

□杨勤华

春 归

1949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恢
复铜官山铜矿建设，千年矿山焕发生
机。矿床规模较大的老庙基山、松树
山、小铜官山和笔山成为铜官山铜矿的
主力矿山。1950年7月，首先修复老庙
基山坑口62米平巷，铜陵有色第一车
铜矿石从这里出窿。不久，我国第一个
有色金属中型露采矿山在老庙基山开
工。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产建设
大事都发生在老庙基山，创业初期的工
作重点也都集中在这里。因此，人们皆
把铜官山铜矿叫作“老庙矿”，至少有两
代老铜陵市人熟悉这个温馨的简称。

至于老庙是什么庙？在当时大概
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

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盛世修
志蔚然成风。铜官山的历史也从故纸
里梳理出来，频频见诸文字。人们这才
知道了老庙的来历：老庙是灵祐王庙，
灵祐王本名张宽，晋朝人，做过浔阳（九
江）太守。传说他死后成神，乘铁船到
铜陵，人们为他在铜官山麓立庙。唐宣
宗年间，户部侍郎兼盐铁转运使裴休曾
经到铜官山瞻仰张宽庙。大中六年裴
休升任宰相，他奏闻皇帝，说张宽在贞
元年间大显神通、帮助他父亲江东观察

使裴肃平息山越叛乱有功。于是皇帝
下诏加封张宽“保胜侯”，一方土神从此
升格为国家奉祀的神灵。后来又加封

“保胜公”、至南宋封为“灵祐王”。今
天，凡是介绍老庙历史的结尾还说：解
放初期庙基尚在，1958年（也有说1956
年）开露天矿的时候才彻底消失。

可是，老庙究竟在铜官山什么位
置，均语焉不详。

好在千年前裴休游览铜官山张宽
庙时作的诗流传下来，透露了张宽庙的
大致位置。“浔阳贤太守，遗庙古溪边。
树影入流水，石门当洞天。幡花凝宝
座，香案俨炉烟。若到千年后，重修事
宛然。”（唐·裴休《题铜官山庙》）过了
600多年，明朝弘治年间铜陵县教谕杨
泰作《旧建灵祐王庙记》开篇即说：“灵
祐王庙，居铜官山之阳。”明朝贵池人孙
镃《和裴休题铜官庙韵》诗句：“云林峨
古庙，掩映石门边。”这些到过灵祐王庙
的古人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庙在铜官
山朝南的地方、在“古溪边”、在“石门洞
天”边。

查阅明清两朝铜陵县志得知“惠
溪，在县南十五里，其源出铜官庙侧，
流至樊港（或作矾港）入江”。“石门山，

在县南十五里，两山石壁相对如门”。
我又找来1986年出版的《安徽省铜陵
市地名录》，看到里边有：“惠溪河，从
碎石岭流向狼尾湖”。“石门路，铜港
路上段至碎石岭煤矿，路长2公里宽
7米，以自然山口‘石门关’命名”二条
记载。我想起来，那地方五十年前我
去玩过。那时没有“宽7米”的公路，
而是一条曲径通幽的石板路。那是
一个端午节又是星期天，我们几个年
轻人到大倪村玩。大倪村在铜官山
的南麓。我们从铜官山北边住所出
发、向西走老庙露天矿边坡小路，绕
过铜官山西边山脚，进入一条光洁的
石板路，伴着汩汩溪流的山谷，这是
铜官山南边的山谷。记忆中的谷口，
一边山崖如弯月，过溪流，对面的山
崖则如斧削。现在想起来的确像“石
门”。那条溪水当然就是“惠溪”了。
印象中附近只有几间农舍，没见有寺
庙建筑。今年元旦，我趁着回铜陵小
住几天的机会来到这里，打算探访老
庙踪迹。但见山谷拓开，“石门”消
失，路面抬升加宽，成了通衢大道，不
时有车辆呼啸而过。桥头路牌上书

“天店路”，唯有惠溪水仍在八米高的

桥下静静流淌。“沈园非复旧池台”，
我怅然若失。

隔天出门，途中遇见曾担任过铜官
山铜矿党委书记的老王。我知道王书
记对铜矿工业遗产保护一直很关注，便
同他聊起老庙的典故。他说灵祐王庙
就在宝山以南、往大倪村方向的山脚
边。当年，他是通过老徐的叙说知道
的。老徐是笔宝坑口的工会干事，家在
大倪村，来去都要经过灵祐王庙，庙只
剩一间大房子，里边住着工人。一天，
老徐说灵祐王庙失火烧掉了，好在没烧
死人。失火事情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
年代。这是一段极为珍贵的关于灵祐
王庙具体地点的口碑资料，而且经得起
推敲。老庙基山露天矿区位于铜官山
的北边，与灵祐王庙“居铜官山之阳”相
反，也挨不上惠溪流水，更无石门洞
天。开露天矿的
时候的确有个老
庙基，被人们误
作灵祐王庙。

我想，我可
以为这篇《寻访
记》画上了一个
完美的句号了。

□朱益华

铜矿“老庙”寻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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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红王丽红 作作

行走在徽州
老街老村落，参
观民居、祠堂和
牌坊是必不可少
的内容，三者统
称为徽州“古建
三绝”，用以彰显

一个村落或是家族荣耀。而其中的牌
坊更是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镌刻着
主人的功名伟绩，以供世人瞻仰。

从明朝至清朝名列三大商帮的徽
商富泽天下，衣锦还乡光耀门楣不惜
以重金修建住宅，并且为张扬宗祖先
贤、传承族制、激励后嗣而修建祠堂。
但牌坊不可以，不是有钱便可随意树
立。建牌坊在古代有规定，需得有功
名功德，还得依其规格经过上至皇帝、
下至所在地州府不同级别批准方可。

徽州的牌坊就其建造意图来说，
大致可分为三类：标志坊、功德坊、科
举成就坊。设有四种等级，依次为御
赐、恩荣、圣旨、敕建，从内容看牌坊又
分为忠、孝、节、义坊。

自古徽地有“贾而好儒”风尚，信
仰以读书谋仕途以传承家业，因此徽
地人才众多。有统计表明，自唐代以
来徽州进士共计两千余人，其中明清
时期约占三分之一。又由于明清时徽
商纵横商界，成功之后惠泽乡里，因此
无论是颂扬功名伟绩或是为表率贞
孝、或是为倡导民风，牌坊成为徽州大
地特有建筑形式形成一种人文标签。
使得牌坊如今成为徽地文化的一项重
要内容，具有典型的地域特色。

徽州牌坊能以地方文化呈现，一
方面它在数量之多覆盖之众占居的优
势。据数字记载，徽州原有牌坊一千
多座，其中经历自然损毁以及特殊年
代破除腐旧，至今完好保留的尚有一
百余座。其中歙县最为突出，独占八
十余座。有集中排列在古村镇，有掩
映在青山秀水间，也有散落在民居庭
院，分布之广足见牌坊作为徽州文化
一部分，镶嵌在徽地人们生活中。

著名的许国石坊，俗称“八脚牌

楼”，影响力之大，居牌坊之首，是全
国独一无二的牌坊。因为牌坊建造
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除了皇室家族
可建八脚牌坊，其他臣民只能建四脚
及以下。独一无二的许国石坊，其形
制特别，既不似四足鼎式，又不似门
板式，而为“口字形”牌楼结构，占尽
牌坊风光，也成就徽地牌坊独占鳌头
独领风骚。

许国石坊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坊
主许国是歙县县城人，是嘉靖、隆庆、
万历三朝重臣。万历十二年九月，因
平定云南边境叛乱有功，许国又晋升
为少保，封武英殿大学士。石坊上刻
制的“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
殿大学士许国”，便是许国全部头衔。
许国石坊建造有一段传说：云南边乱
平息一月之后，万历皇帝重赏群臣，许
国被赞为“协忠运筹、芪著劳绩”受到
了“加恩眷酬”，上沐皇恩，回到老家歙
县建造功名石坊。由于当时徽州达官
显贵、乡绅巨贾众多，四脚牌楼林立。
许国是地方的骄傲，如果只是造一座
四脚牌坊，无法体现他的官重威显。
许国灵机一动，想了个“先斩后奏”的
点子。这座牌坊前后共拖了七八个
月，许国才回朝复命。见到皇上久跪
不起默不作声。皇上迷惑，责备说：

“朕准卿四月之假回乡造坊，为何延为
八月？建坊这么久，不是说是四脚，就
是八脚也早就造好了”。许国听了，顿
时口呼万岁，奏称“谢皇上恩准，臣建
的正是八脚牌楼。”

徽地民居建筑艺术上，讲究富贵
不失雅致、奢华不失庄重、精致不失纯
朴、美观不失实用。而徽州牌坊在建
筑上也呈现出与徽派建筑融为一体的
特质，无论是在其内容上体现其独有
的彰显、颂扬、光耀之功能，还是在形

制上衬托出其门庭富贵、显赫、腾达的
醒目，牌坊从题字、选材和石雕工艺上
都能体现徽建筑共有特性，以及固有
的个性相结合。在曾经见识过的各种
不同类型的牌坊中，如“进士第”“同胞
翰林”“节孝坊”“节妇坊”“棠樾牌坊
群”等，其石雕之精美、构思之巧妙令
人赞叹。

徽地以“程朱理学”为底蕴的“重
读书、明义理、倡和睦、崇勤俭”等风
尚，在牌坊石板上以篆刻的字画传承
了下来。 这些都让徽州牌坊以古老
的文物让现代人为此惊艳，同时也会
让人沉重，甚至如桎梏般令人窒息。
在这里看到最多的却是用来赞美妇女
的功德牌坊。

徽地人口多，特殊的地理环境山
多田少，人们以出外经商寻求生计，徽
商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这其中能够
富庶一方的毕竟少数，大多数只是为
生计而奔波，四处游走。商人轻别离，
这种生活环境下，很多妇女便成为如
同今日的留守群体：务农、持家、照顾
老人养育孩子。也因此面对在外的男
人出现的情感或是生命变故，这些妇
女便会独自挑起生活艰辛，甘愿或是
不甘愿地付出自己一生，去面对世俗
对于她们的评判，哪怕是付出生命的
代价。世人在意的是她们怎样活，并
不在意能不能活得下去。

在原为徽州府中心的歙县地界，
存留下来的82座牌坊中，功名坊36
座、贞节坊33座。每座树立的贞节坊
都是一个女子付出一生并广为人知的
泣血故事。

如今的人们在露天博物馆观看这
些公开的文物时,带着敬仰和敬畏。
敬仰，这些被历史记录下的用作标榜
的人物；敬畏，这段真实的历史。在历
经几百年后的今日，当我们在牌坊下
仰视这些倔犟站立于历史风尘，经历
过无数人目光审视、手指摩挲以及精
神审判，依然沉默地矗立着石坊，听它
以特有方式向人们讲述在这片土地上
尘封的往事……

□陈玲琍

徽州牌坊

偶见白鹭赏红梅偶见白鹭赏红梅 周文静周文静 摄摄

第一次见到小强和小明的人肯定
会以为他俩是亲兄弟——相仿的年
纪，相近的身高，每天都形影不离地走
在村间小路、追逐于乡间地头、来往于
学校和村庄之间。闹累了，两人就躺
在山坡上，安静地看着山脚下村里升
起的袅袅炊烟。

“你看，村里好几家都买汽车了，
我以后也要买。”小强指了指山脚的汽
车，先开口道，“我也要像村长一样，管
着那么多人，多威风。你呢？你长大
后，想干啥？”

小明挠挠头，说：“以前村里没水
没电也没路，去隔壁村姥姥家来回要
一整天。”说着，他抬手指着远处，继续
道：“你看，村头那边是两台推土机
吧？听村里大人说，政府在给我们修
路，以后，生活一定会好起来的！只要
勤奋努力，一定会的，你一定会有你自
己的汽车的！我嘛我要把我们村建成
世界上最好的村。”

小强没有答话，接下来是长时间的
沉默。夕阳的余晖里，两人慢慢往回
走，没有打闹，似乎两兄弟各有心事。

时光流逝，两人升了中学，考了大
学，各奔前程。昔日亲密无间的伙伴联
系得越来越少。小明毕业后回到了家
乡，实现了当初的诺言，用自己所学的知
识，干起了特色农业。听村里人说，小强
很出息，到了大城市，进入了机关。后
来，又听说小强当了很大的官，住进了大
房子，出入都是豪车，很多人求他办事，
很是威风。小明若有所思，继续忙活自
己的事，他一心只想把村里的事办好。

再后来，听说小强贪污受贿丢了
工作，还被罚了很多钱，之前围在他身
边的人也瞬间消失了。

再之后的某一天，两个耄耋老人坐
在山坡上，看着村里一排排小楼房鳞次
栉比，一条条乡村柏油路四通八达。

“你看，当年想要的，我们现在都
有了。”这次是小明先打破了沉寂。他
精神矍铄，满是自豪地说，“记得小时
候，大人们都说奔小康、奔小康。当
时，我就想，只要勤奋就一定会实现
的。如今政府真的带领大家实现了小
康。你看，现在几乎家家都有自己的
小轿车了。”

两人再次安静下来，陷入沉思。
小强早已显出与实际年龄不符的

老态，白发斑斑。许久之后，他说：“如
果当年我没有心存侥幸，没有动那贪
念，没有第一次的伸手，没有……”他
颓然低下了头，暗自叹息。

……
夕阳下，两位老人步履蹒跚，向山

脚下的家走去……

□苏 帅

初心(小小说）

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经过17
天的角逐，已经降下帷幕。有着“冰上
国际象棋”之称的冰壶运动，在本次冬
奥会上可谓“大出风头”，其神秘与高
雅的面纱也随之揭开。

冰壶于14世纪起源于苏格兰，它
采自苏格兰不含云母的花岗岩凿琢而
成。1795年，第一个冰壶俱乐部在苏
格兰创立。1927年，加拿大举行了首
次全国性冰壶比赛，冰壶于1955年传
入亚洲。1924年冰壶作为表演项目被
纳入第一届冬奥会。冰壶运动在我国
起步较晚，中国冰壶协会成立于2004
年10月12日。其实，就“冰壶”这个词
语来说，在我国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

南朝学者、文学家刘峻送鲜橘给
友人，在其所附的一封小启《送橘启》
中，首次出现了“冰壶”一词：“甘逾萍
实，冷亚冰壶”。以此来形容江南的橙
柑（都属于橘类）的鲜美。“冰壶”意为

“盛冰的玉壶”。早在商周时期，为了
食品防腐保鲜，我国就开始冰的开发
和利用。每到冬日必须凿冰、藏冰，春
天来临，要开冰、出冰。当时的王室或
朝廷都将其作为一件大事安排，设有
专门机构和官吏主持管理。周代掌冰
的官吏称为“凌人”，积冰日凌，凌即是
冰。《诗经·豳风·七月》有“二之日凿冰
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的描写，说的
就是农民在冬天为王室采冰和藏冰之
事。当然，玉壶盛冰，这种奢侈的生
活，只能王室和贵族享用。到了唐代，
瓷器业逐步兴盛，开始出现用瓷器制
成的“冰壶”，其使用方法是“浸太液冰
壶里”（明《宣宗皇帝御制诗》）。人们
将冰壶注水后，经过低温井水、池水浸
泡降温，用来抚摸或贴脸部降温。唐
代姚崇还著有《冰壶诫》，赋予“冰壶”

以崇高的人文意义：“内怀冰清，外涵
玉润，此君子冰壶之德也。”

此后，“冰壶”一词大多比喻品德清
白廉洁：“冰壶通皓雪，绮树眇晴烟”
（唐·元禛《献荥阳公》）、“布衫漆黑手如
龟，未害冰壶贮秋月”（宋·苏轼《赠潘
公》）、“人间何处冰壶是，身在冰壶却道
非”（宋·杨万里《中秋前二夕钓雪舟中
静坐》）、“官况托冰壶，友谊敦芳醑。数
载梦中孤，今日一博前聚”（明·孙柚《琴
心记》）等。人们耳熟能详的莫过于唐
代诗人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中这句

“一片冰心在玉壶。”
冰壶其皎洁无瑕的特性，人们也

有用来比喻月亮。唐·杜甫《寄裴施
州》诗：“金钟大镛在东序，冰壶玉衡悬
清秋。”元·郑光祖《倩女离魂》：“看江
上晚来堪画，玩冰壶潋滟天上下，似一
片碧玉无瑕。”可见“冰壶”一词寄予了
古人多少美好的希冀。

现存最早的冰壶实物是明代宣德
年间所制。冰壶大可掬捧，顶部开5毫
米小口，用以注水，口小，壶内之水不易
外溢；口呈坡形，外大里小，既便于塞紧
壶口，又不使壶塞掉入壶内。可谓巧夺
天工。

“冰壶”除了实用器，有一种观赏花
卉也以“冰壶”名之：“冰壶献玉”。花呈
皇冠型，圆形花蕾，花初开浅粉白色，盛
开白色，微带蓝色，花径大者达15公
分，中缀黄蕊，绿叶相衬，宛如仙品。另
外，还有以冰壶命名的洞穴，无不为赏
游佳处。

溜了一圈“冰壶”，再回到冬奥会
上比赛用的冰壶，如果从材质上说，只
能称作石坨或冰石，冰壶运动就是溜
石坨或冰溜石。不过，冰壶一名如日
中天，冰壶运动正方兴未艾。

□沈成武

“溜溜”冰壶

一次去朋友家，见
到他孙子的房间里有一
个鞋柜，是一双鞋一格
还有一扇玻璃门的那
种，看上去很上档次。
鞋柜里有十来双式样相
仿颜色各异的鞋，颇有
展柜的味道。其中一双
全白的鞋拴住了我的视
线，勾起我的
浮想，久久难
以平静……

那是1976年的5月上旬，
读小学一年级的女儿筱梅放学
回来，说了好几遍“白衬衫，蓝
裤子，白鞋”。问她是什么意
思，刚入学三个月（那时是春季
招生）的女儿十分认真地告诉
我们：老师说，六一儿童节学校
要开大会；老师说，同学们要穿
一样的衣服；老师说，要穿白衬
衫，蓝裤子，白鞋。

这天的中午饭吃得很沉
闷，因为这三样东西她一样没
有，而且筹备的时间只有二十
来天了。但三个“老师说”，对
于学生和家长来讲，相当于红
头文件，那是非执行照办不可
的啊，怎么办？

吃晚饭时，她妈提出拿三
尺布票扯块白布给女儿做件
新衬衫，这个提案当然全票通
过，于是解决了第一个难题。蓝裤子怎
么办，我对妻子说，你的新工作服不是
发下来了吗，能不能把你那件旧工作裤
改一下呢，不算太旧，又是蓝色的。说
罢，我看了看女儿的表情，她连声说好，
欣然同意，蓝裤子的问题又解决了。

此后的好多天，大家都不提白鞋
的事。因为5号发工资，首先把白米黑
煤买回来，交两块钱的互助金（年终会
退回来的），交工会会费，交房租、水电
费，给乡下亲戚寄钱。除了留一个月
的日常零用钱之外，还要留特殊需要
的备用金。比如出远门的车旅费啦、

购买书籍文具、往来应酬啦等等。这
个月已在买布加工、改衣服上把备用
金用得差不多了，再说当时小女孩穿
的白鞋不仅贵而且不大好买，所以白
鞋的解决方案一直没有形成。

大概是5月下旬的一天，我下课回
来，发现备课本里夹了半支白粉笔。女
儿灵机一动，用粉笔在她的一双穿泛白
的蓝布鞋上涂一层，旋即，一双白鞋诞生

了。她很兴奋，下午便穿着上学
去了。可等到放学回来一看，白
粉全飞了，仍然是双蓝鞋。

不知是女儿自己想的点子
还是别人为她出的主意，第二天
下午放学时，她在学校的垃圾堆
里捡回来许多白粉笔头，用小锤
子把它锤碎，放在碗里，和上水，
搅拌成糊，先把鞋帮润湿了，然
后把粉笔糊均匀涂上，待干后，
一双白鞋又出现了。这回她穿
上只在外面走了一圈，跺了几
脚，一看白粉没像上回那样一动
就飞了，就小心翼翼地把鞋收
好，直到六一参加大会时才再次
穿上。那天散会到家，她第一句
话就是老师没发现她的白鞋是
假的，为此感到庆幸。我们不仅
也为之高兴，同时心中更有一种
难言的苦涩。

不知不觉中四十多年过去
了。如今，对于绝大部分家庭来
说，解决孩子的“白衬衫，蓝裤

子，白鞋”，不再是什么难题了。学校
统一做校服更免去了家长们为此事苦
心操劳。

现时享受幸福生活的一代小青年
们，如果永远能获得这份父母给予的
丰实生活的话，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
理解父母亲为什么要那样辛苦劳作；
只有当他们失去依赖或遇到危难时，
才会慢慢读懂老一辈每一滴汗水的内
涵，甚至为没有经历过老一辈经受的
磨难而遗憾，从而用一种仰慕来注视
他们，进而转化为自己创造幸福生活
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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