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井湖是铜陵一个重要的地标，也
是我心中的湖。

我以为，凡铜陵人几乎没有不知道
天井湖、没去过天井湖的；而到过铜陵的
人，我也相信有不少人游览过天井湖、赞
美过天井湖、最终记住了天井湖。我与
天井湖有三次重要的感情交集。

第一次走近天井湖是上个世纪七
十年代中前期，那时我初中还未毕
业。有一个平时跟我们玩耍的小伙伴
当时在天井湖建筑队找了一份临时
工，他约我到天井湖玩。那时候天井
湖是原生态的，都是土石路,绿化规划
尚未成型，放眼望去杂草比树木还多，
九曲桥仅仅铺设了桥面，两侧的栏杆
还没有建成。记得当时我是骑着自行
车穿过九曲桥的，少年轻狂，现在想起
来还有些后怕——万一从桥上栽下去
怎么办？在天井湖建筑队的临时工棚
里找到了小伙伴，他领我在湖边走了
一段，然后带我去看天井湖公园的平
面图。他告诉我：哪里是通天阁，哪里
是梅亭，哪里是通向玉带河的步道，哪

里马上就要铺设
水泥路了……

小伙伴还指
着平面图告诉我，
天井湖日出的最
佳观赏点是“在横
塘埂中段”，也就
是现在的井湖路

东侧，他说站在天井湖的东边可以欣赏天
井湖夕照。他讲得津津有味，我听得云里
雾里。那一刻，他仿佛就是天井湖的主
人，我羡慕他找到了一份建设铜陵未来的
工作，至今我还记得他当时的神态是那么
自信自豪还充满着骄傲。

第二次走近天井湖是上个世纪八
十年代中期，我参加工作之后的一次

“命题作文”。有一天快下班的时候，当
时铜陵电视台台长曹秀钧在楼梯口拦
住我，要求我写一篇介绍天井湖公园的
文章。他说，希望你能把天井湖的特点
写出来。我知道，最熟悉的场景可能最
难描摹，笑着说：“领导给我出难题
哈”。话虽这么说，命题作文更需要思
考，才能不落窠臼。

天井湖公园是自然和神话的机缘，
是人工与造化的巧合。天井湖的美是
整体的，美在一条条湖堤勾勒出的线
条，美在一湖碧水中浮动的亭台楼阁，
美在日出日落的瞬间幻化出的明艳与
辉煌，美还在仿佛已经远去又近在眼前
的神话故事。天井湖通天阁旁边的一
尊石刻记录着天井奇观的史料：据《铜
陵县志》记载,“天井湖在铜东门,通引
河口,大江水涨则盈、落则涸,湖心有
井,冬夏不竭。”

至于天井奇观何时形成、怎么形成
的？智慧的铜陵人早已把它融进了神
话传说。相传很久以前，一位仙界盗贼
深夜潜入铜官山欲窃山中宝藏，盗宝仙

舟行至湖心，被守山老神发现。老神想
了一个既要驱赶盗贼又不至于让仙界
难堪的办法：模仿公鸡打鸣。不料一声
鸡叫引得天下雄鸡齐鸣，声震天地，东
方欲晓。“仙贼”怕在光天化日下丢失体
面，情急之中用力过猛，一篙戳穿湖底，
顿时水柱冲天，把他送回了仙界。从此
这个窟窿里的水常年高出湖面两米左
右，铜陵人认定这个窟窿上通天下通
海，是一口“天井”，并修建了“通天
阁”。湖因“天井”而名弛天下。

大约在1972年前后，铜陵把天井湖
规划成公园进行建设。作为工矿城市，
天井湖公园别具一格：水榭亭台，古色古
香；水清岸绿，樟柳成行；曲径可漫步，湖
面可荡舟，是市民休闲娱乐的极佳处。

有一位铜陵籍诗人面对天井湖吟
唱到：“私底下 我已固执地认定/你就
是我内心那片圣水圣域/我甚至认为你
不肯奔赴东流/只是为我而来 为我而
留/只是为了时刻关照我内心/那份敞
亮 宁静与干净……”

有一年春天我和家人在公园拍照
片，妻子突然感叹：还是我们的天井湖

“好看”、“耐看”！她说自己去过不少地
方，也在国外旅游过，很少看到像天井
湖这样的风光。并说有些地方乍一看
很好，再端详就觉得一般般了。

见多识广的前外交部长李肇星
游览天井湖时，把天井湖比作杭州
的西湖，大加赞赏；著名书法家、安

徽省前政协主席张凯帆曾为天井湖挥
毫泼墨：“绕堤杨柳万千株，山外有山湖
外湖……”这些名人对天井湖不约而同
的溢美之词现在镌刻在天井湖公园湖东
路的入口处。

第三次走近天井湖是在我退休之
后。与许多“发烧友”一样，我经常拿着
相机（手机）随走随拍，热心于把铜陵及
周边的美人美景发在朋友圈“炫耀”。在
我心里，每天的日出日落都不一样，但
是，每天的首选都是天井湖。摄影人都
知道，凡是赶上的，拍到的都不一定是最
好的；凡是没赶上、没拍到的，想象中那
一定是最美的风光！每一天的日出、每
一天的夕阳都会引起我内心的不安和躁
动，生怕漏掉了最好看的一刹那。

摄友汤卫红一年四季围着天井湖
拍照，把天井湖拍得神采飞扬。晒朋友
圈时，他给这些照片取名“家门口的风
景”。在天井湖边上，在日落和日出的
霞光里，我经常能遇到上个世纪八十年
代九十年代活跃在铜陵摄影圈的故交
旧友，他们也是在捕捉天井湖最美时
光。每次看到他们，我心里都有一种

“遥想当年”的梦幻。
如今，离我第一次来天井湖游玩已

近半个世纪了，当年小伙伴指点我看日
出日落的往事清晰如昨，那些地方已经
成为市民们流连忘返的“网红打卡
地”。人生就像是在画一个圆，而我的
圆心就是天井湖。

□金 忠

天井湖，我生活的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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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黄昏是
宁静的。在黄昏散
步，是理解生活的一
种方式。于我来说，
能养成这样一种习
惯，则得益于多年前
所处的工作环境，那
一方叫我恨过、爱
过、苦恼过、激动过
的乡村。

是一张我料想
不到的调令把我安
置在那地方的。那
一年，我十九岁。
那块土地是我极熟
悉 的 。 那 片 天 空
我 也 不 止 一 次 地
阅读过。那是一片
并不丰饶的土地，
座落着一所破旧却
有着辉煌历史的乡
村高中。

校舍在一颇为幽静的一处小山丘
上，夏日里，高大的法国梧桐遮盖着
它，严严密密的。从不远处的公路上
走过，你能看到的，仅仅是一段不算高
的围墙和通往校舍的一条坎坷不平的
沙石曲径。

也许，偶尔来这里走一趟你会觉得
新鲜，但要长期在这里生活，则不是那
么惬意的事情。我万般无奈地接受了
生活的这一馈赠，而后满腹惆怅地陷入
了这一无可奈何的工作和生活的环
境。单调、无聊、枯燥、乏味，层层的寂
寞，重重的孤独……

日复一日，渐渐适应了，习惯了，渐
渐学会忍受了，然而，心头总抹不去那
份忧愁和郁闷。

终于，有那么一个黄昏，老王——
一位执教三十多年，已然是满头白发的
一位老教师敲响了我的房门。“年轻人，
出去走走吧。”我默许了。如他日后所
说，散步是健身之道，对于长期从事脑
力劳动的人来说，散步不啻为一剂良
药，边走边谈，既长了见识，又长了精
神。于是，一老一少的身影嵌入了这一
方乡村黄昏的背景中。

他告诫我：“人生是一个不断地同
困难作斗争的过程。”并且说：“并不是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伟人，但谁都可
以成为有作为的人。”

二十多年前，他曾经工作于城市、
有优裕的条件和环境，但由于历史的
原因，下放到了这里，一干就是几十
年。起初他也烦恼过、苦闷过，但不曾
沉沦。这期间，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
学生，这些学生遍布天南海北，当然，
很多学生取得成功时，忘不了给他来
一封报捷的信。他感到幸福，感到安
慰。虽然，这辈子只能是个平凡的教
师，但来到这个世界上总算没有白走
一遭。

他是坦诚的。好长的时间，我聆听
他的教诲，就像面对我慈爱的父亲。我
感激他。是他，给了我许多思想的启迪
和生活的灵性。

不幸的是，他去了，在一个霜花溅
落的清晨。尔后的黄昏，惟有我孤单的
身影。独有一个声音伴着我：“逆境也
好，顺境也好，只要你有心，都能成为有
作为的人。”

再后来，虽然有了新的同伴，但
是，黄昏美丽的天空使我觉得：他与我
同在，并且在人生的道路上永远携我
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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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下班时，我从一位
好友处，拿到了最新版本的
铜版纸本地行政区划图。
这已是本地行政区划调整
后的第二版了。

再望新地图，家乡的政
府所在地已经搬迁，新设立
的两个办事处第一次有了
新的标注，县属一个乡镇已
更名，另一个区的区划范围
已有了三个乡镇的加入。
一张纸质地图，反映出一个
地方多年沉淀下来的人文
风貌，折射了一座城市不断
发展变化、奋力前行的历史
轨迹。当你站在地图前，目
视你熟悉或陌生的山川风
物，观察一段时期以来的区
划流变，自会引发许多你对
昔日的追忆和未来的期
冀。一个村镇一座城，一处
河湖一片景，交织的路网，
各地的勘界，色彩的分块，
从所在城市、省到全国和世
界，你瞬间成了地图前的主宰，你尽
管放飞无尽的想象，于心底翻涌起朵
朵生活的浪花。

“地图罗四渎，天文载五潢”。打
小起，我对地图有着特别的喜好，就像
老鼠爱大米，美女爱新衣。一个个五
彩斑斓的地名，一座座远远近近的村
镇和城市，像是诱惑孩子的玩具和零
食，多么痴迷，多么陶醉。喜欢地图，
等于你喜欢了一座城市，一个省份，喜
欢了一个国家或整个世界。都说，一
个人或许代表了一座城，也就幻化为
地图上的一个小点和方位的所指。我
甚至有些执意地以为，办公室或者家
里，没有地图的点缀，仿佛菜里没盐似
的缺少了什么，就会少了精神世界里
天马行空的驰骋与快意，少了无拘无
束地在山川大地自由地奔跑与呼吸。

去过的地方，留下我的足迹和记
忆，带我重温曾经的岁月和过往，或
深或浅，点滴依稀。而那么多未曾踏
足之地，触发我持续向往的情意，心
心念念，期待神迷。远方定然有些什
么，如巨大的磁场，呼唤着我，吸引着
我，待我抵达开启。只要有合适的时
间，允许的条件，说走就走，毅然决
然，决不辜负，无论东西。

站在地图前，我一次次感到了个
人的渺小和卑微。一个人，大抵只能
生活在相对固定的区域，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我仅仅去过几个地方
呢？不过沧海一粟，微不足道。那就
神游吧，又有何妨？把小小的自我投
身广袤的疆土，在思想的维度里纵横
开阖，独步天下。你可以在一屋之
下，胸怀坦荡，指点江山。你与每一
处的遭逢相遇，都会飘逸灵动，如诗
如画。学然后知不足，行然后知路
远。我想起大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
客，一生游历，寄情山水。“大丈夫当
朝碧海而暮苍梧”“生平只付云小梦，
一步能登天下山”。多想在可能的范
围内，去远足踏访，去驶向梦想，不负
对地图赋予的一片深情。地图中大
小不同的比例尺，让人们领略了微观
与宏观的时空，以及周边近处和遥不
可及的距离。置于现实与遐想的边
界，我尝试一点点地靠近和弥补，好
填充自我世界的凉薄和荒芜。多羡
慕那些醉心于自驾游的朋友，辅以地
图的陪伴，国内国际，酣畅淋漓，丈量
山河大地，见证着地图里的实景与心
中的远方。

站在地图前，我一次次观照了自
己的浅薄和不足。从文字来看，各地
专用的地名用字，博大精深，彰显地

域特色，足见汉字文化之深
蕴；从地名而言，太多的地名
背后折射出多少人文历史、精
彩故事，又有多少人在意和知
晓呢？从调整变化来解读，则
更有深意，更具内涵。乡镇撤
并、撤县设市、县市改区、区划
微调等等，可以看出国家近些
年来慎重、稳健地推进行政区
划的改革变迁，一定会牵扯到
当地人内心情感的波澜与起
伏。才会蓦然记起，如何摒弃
浅薄，学会放大格局，关注别人
的关注，幸福别人的幸福。我
想到了张昕宇和梁红，一对可
敬的中国夫妻，环游世界，行走
人间，拍摄了那么多纪实作品，
带给世人震撼和惊艳。他们，
用行动完成了对庸常生活的一
次越狱；他们，才是真正读懂了
地图、穿行了地图的人。而在
战争年代，本地“浴血智送江防
图”的故事，穿越70多年的岁
月，至今闪耀着“江南解放第一

城”的历史红色传奇。一张江防图，现
已成为国家一级文物，为百万雄师过
大江立下汗马功劳。地图的作用又上
升到保家卫国的层面，意义和影响非
同一般，极为深远。

站在地图前，一次次触发了我许
多的期待和憧憬。我曾经怀揣地图，
奔赴武当山、青城山；我与好友同道
交流探讨，沉迷其中，分享着地图世
界带给我们的快乐和欣喜；每到一座
城市，我必先买城市地图，带我乘坐
公交地铁、游览名胜古迹，直达各个
目的地。感谢地图，它就是导航和灯
塔，为你呈现眼前真实的世界，为你
指引出发的方向和安稳的归途。你
的父母子女，你的好友亲朋，他们处
在远离你的城市乡村，求学入伍，工
作居住，或是种种其他的形态，那么
这里，一定是你目光最聚集之地！你
会一次次规划或设想到达的路径，沿
途经过的地点，你要前往，你要经历，
这是你不得不与地图之间必然产生
的联系和交集。满怀殷殷的期待吧，
余生又有多长？你会选择奔向哪
里？一路上你又会遇见怎样的人与
事，怎样的场景和不可预知的画面？
你的身体、时间和金钱，都可以完好
地展现和配合吗？你的顾虑、安全和
心情，都会有一个恰到好处的处置和
平衡吗？希求答案更为圆满，所思所
悟皆成曼妙的景致。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百度、高
德、凯立德等电子地图日益普及，AR
虚拟世界的运用，实景功能，线路选
择，更加便捷地服务于民，成为有车
一族和游客的得力助手。只要外出，
轻轻一点，随时随地，精准导航。这
是时代的进步，谁又能离得开地图本
身所独具的魅力呢？而与邻国领地、
领海等国土的划分，或睦邻友好，或
剑拔弩张，或搁置争议，都是为了地
图上的领土完整，不容侵犯，再次上
升到国家主权和尊严的高度。

我又一次站在地图前，做一些或
远或近、或厚或薄的联想和思虑。从
纸质到电子，从大致地点到精准定
位，从区划调整到不断更新，这看似
平常不过的地图，一点一滴地映照出
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的真实记录。饱
含家国情怀，坚守情感底线。只有祖
国的日益强盛，这张地图才会青春永
在，蓬勃生辉。于你于我，于每一位
炎黄子孙，学习精进，发愤图强，共筑
伟梦新景，共享美好生活。

哦，这一份地图情结，如故乡向
阳坡上的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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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路过门前的荷塘，叶和花皆
已亭亭，驻足欣赏间，突然想起《西洲
曲》里的句子：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
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西洲曲》是南朝乐府民歌中比
较长的一首，共有32句，全曲清辞俊
语，连翩不绝，而这几句语言虽朴素，
形象却丰富，情感极动人，最令人情
魂摇荡。

正是这样初秋的天，她在南塘采
莲，荷叶田田，莲花亭亭，把她罩在一
片花阴之中。

在这里，“莲”与“怜”字谐音双
关，“怜”在古诗文中是“爱”的意思，

“子”，你也，莲子，怜子，就是爱你的
意思。

她一边采着莲，一边想着她的心
上人，荷下的水是那样的清澈，如她
想他的心。

这样写似还不够，接着又写了一句：
“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

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
“莲心彻底红”是一份直接地表

白了，情感瞬间浓烈起来，但郎君并
不在眼前，甚至不知在哪里，低头弄
完莲子，只能仰头怅望着飞鸿，这一
份情，从轻柔到深浓，最终是淡淡的
忧伤。

莲花很美，因而古人常把莲花和
美人放在一起写，花面交相映，清新
脱俗。

王昌龄的《采莲曲》写得更加生
动形象。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
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
人来。”

采莲少女的裙子和荷叶一色的
绿，鲜嫩活泼。“芙蓉向脸两边开”，

“芙蓉”即荷花，采莲少女红润艳丽的
脸庞和刚刚绽放的荷花交相辉映。

荷叶和罗裙本来就分不清，现在
人面和芙蓉更难分得清了，所以诗人

用了一个“乱”字。
因为分不清，自然“看不见”，他

的心上人，现在混入了这绿叶和红花
中，刹那之间，有了一种变化的惊奇
与莫测的惆怅，他以为他丢失了心爱
的姑娘。

就在惆怅之际，就在迷茫之时，
莲塘中飘起了清脆的歌声，方才让人
意识到，他的心上人仍然在这片荷塘
里，在这青翠的叶和这鲜艳的花中，
他的心又明朗起来，饱满起来。

手法真是高超！诗人并没对采
莲女有任何的正面描摹，始终把她置
于田田荷叶、艳艳荷花间，若隐若现，
与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让我们自
己去想象她的风姿，清水出芙蓉，天
然去雕饰。

大诗人李白除了爱月，也爱莲，
他的号就叫青莲居士，他写过多首
《采莲曲》，很有情致。

“若耶溪傍采莲女，笑隔荷花共
人语。日照新妆水底明，风飘香袂空
中举。岸上谁家游冶郎，三三五五映
垂杨。紫骝嘶入落花去，见此踟蹰空
断肠。”

若耶溪旁，荷叶青青，芙蓉朵朵，
采莲的女孩，在荷叶穿行。“笑隔荷
花”，心情挺好，“共人语”，当不止一
个人，而是一群年轻的女子。她们隔
着荷花开心地说笑，互相嬉戏，荷香
体香四起，轻音软语频传。

正如徐志摩所说，“最是那一低
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
娇羞”，这欢声笑语吸引了岸上的游
冶郎，三三五五似隐非隐在垂杨下。
采莲女不知是在挥手还是在故意摆

弄，将香袖高举挥动，河面倒映着她精
心准备的新妆，露出她娇羞的神态。

“菱歌唱不彻，知在此塘中。”岸
上的小伙子们被眼前的景深深吸引，
深深打动，徘徊踯躅不忍离去，身边
的马儿嘶鸣声声，落花纷纷飞去。

这一幕，多像《陌上桑》中“耕者
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
但坐观罗敷。”从此相思入骨，愁肠空
断。实际上这是诗人采用反衬的手
法来表现采莲女的美，写得活泼大
方，清新脱俗。

白居易的《采莲曲》写得也很有
意思：

“菱叶萦波荷飐风，荷花深处小
船通。逢郎欲语低头笑，碧玉搔头落
水中。”

在古诗文中，菱和荷常为一体，
采菱和采莲常同时。在一湾清塘，菱
叶随着水波飘荡，荷叶在风中摇曳，
在荷花深处，采莲的小船轻快得像飞
梭一般。

不知是刻意地等待，还是偶然相
遇，采莲的姑娘看见自己的心上人，
多想跟他说话，此刻何止千言万语？
但因种种的原因，她却只是低头羞涩
微笑，一句话也说不出，在她抚弄黑
发的一瞬间，玉簪掉落到水中。

你看写得多生动，特别是“碧玉
搔头落水中”这一细节，初恋少女那
一份喜悦、娇羞又微带紧张的情态，
跃然纸上，让人想像不尽，余味悠长。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眼前
的莲花也过人头了，但并没有采莲
人。莲花固然美，但如果没有人，便
少了风致，失了情韵。

□熊代厚

莲花过人头

荷塘晨曦荷塘晨曦 周文静周文静 摄摄

食粥

粥稀宜小菜，食少减人肥。
且待秋风至，翩翩共叶飞。

饮茶

闲斟消暑茶，一缕细烟斜。
遥想云山里，流泉润碧芽。

午睡

释卷伏书案，宁神俗虑空。
诗蝉吟远近，午梦入唐风。

折扇

长夏此佳物，轻摇山水吟。
莫言风息小，明月抱胸襟。

□吕达余

伏天绝句

汪
浩
然

汪
浩
然

作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