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城，秋风中飘落一片树叶，暑热
中夹杂着一丝丝凉意，期待“天凉好
个秋”。

立秋不代表暑热全然消退，此时
“秋老虎”余威尚存，中午仍有些炎热，
但一早一晚比较凉爽了。树木翠绿还
是季节的主色调。前几日烧烤模式下
的酷热，悄悄切换到秋凉模式。一阵阵
惠风拂面，仿佛有三月小阳春的感觉，
但到真正凉爽的秋日还需要一些时日，
小城“秋老虎”的余威未尽，还要在江南
小城中反复肆意几回。

立秋有三候：“初侯凉风至”，秋风
在树林间穿行，拂过衣袖，即便那么轻
灵，也觉丝丝凉意袭来；“二候白露降”，
白天日照仍很强烈，夜晚的凉风刮来形
成一定的昼夜温差，空气中的水蒸气在
室外植物上凝结成了一颗颗晶莹的露
珠。清晨，微微的凉风拂过面颊，舒爽

宜人；“三候寒蝉鸣”，这时候的蝉，食物
充足，温度适宜，在微风吹动的树枝上
得意地鸣叫着，但声音一日比一日减
弱，秋凉的气息渐渐浓厚，它好像也在
告诉人们：炎热的伏暑已经过去了。
一候为 5 天，立秋 15 天，逐渐变凉。
此时，小城道路两旁的紫薇树花开得
正艳，有粉红、大红、白色，在初秋季
节里灿烂地绽放；东联镇乡村田野稻
浪滚滚，田野里一片金黄；西联镇荷
花送来阵阵幽香，亭亭玉立的莲蓬频
频向人点头致意……

唐代齐己在《新秋》一诗中写道：
“始惊三伏尽，又遇立秋时。露彩朝还
冷，云峰晚更奇。垄香禾半熟，原迥草
微衰。幸好清光里，安仁谩起悲。”这首
诗清雅有趣，写尽初秋景色，生活味浓
郁。在这样一个初秋，我带着一份美好
的心情，选择一个周末，远离城市繁华

和喧嚣，走进市郊农林村，观赏城市后
花园美丽初秋景色，一个群山环抱的昔
日封闭小村，如今成小城人休闲之地。
路旁毛栗树、梨树、柿子树、石榴树等挂
满累累果实，农家姜田里生姜正在拔节
成长，村民家鸡鸭在小院悠闲行走，大
叶菊、紫薇花等成了一片花的海洋。丝
瓜吹着金黄的小喇叭，冬瓜挺着大肚
子，亭亭如盖的叶子再也遮不住它的身
子，田野里水稻茂盛，稻穗已伸出大半
个头，穗上的小花随风抖动香气。我躺
在青草地上，仰视高旷的蓝天，看云卷
云舒，聆听山林中潺潺的溪流之声不绝
于耳，田垄上禾稼已经半熟，田野远处
绿草显出微微衰枯之意；清朗皎洁的秋
辉映染其间，让人领略江南初秋田野的
靓丽和成熟之美。

初秋的雨少了一份急躁，多了一份
柔媚。雨，滴在手背上凉凉的，沁到心

间，一股凉爽从心底漾起。秋雨，缠缠
绵绵，像剪不断的丝，密密麻麻，轻柔地
飘下来，落在草木上，沙沙作响，一片
叶缓缓飘落，落得轻柔、落得坦然。这
样秋雨中，我漫步在天井湖畔，一边听
雨滴落地声音，一边吟咏着戴望舒的
《雨巷》，朦胧中，一个丁香般的姑娘，
那个举着油纸伞消失在烟雨蒙蒙的巷
口，留下的背影让人遐想。这里的一
切都如一首婉约的诗，湖畔一花一木
在秋雨中都充满了灵气，营造着小城灵
动和诗意。

“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季
节正悄然转换，自然界万物忽然“惊
起”，觉察到秋的来临。走在小城道
路上，行道树绿颜色更深了，微风中
飘来一阵阵树木花卉的清香，踏着秋
天的节律，融入小城多姿多彩的美丽
秋景之中。

□陈之昌

风吹小城一片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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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聊斋传千古，十万进士化尘
埃。”这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
奖获得者莫言曾写的一句诗。

莫言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演讲时，
自称是蒲松龄的传人。他说：“二百多年
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
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
我，都是他的传人。”在别的场合，莫言还
说过：“如果蒲松龄金榜题名，蟾宫折桂，
肯定也就没有《聊斋志异》了。从历史的
角度来看，蒲松龄一生科场不得意，其实
是上天成就了他。因为在山东淄博历史
上考中进士的人就达数百人，但都没法跟
蒲松龄相比。时至今日，蒲松龄不仅是淄
博的骄傲，是山东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
傲，全人类的骄傲。”

笔者从高中一年级就读过《聊斋志
异》，后来参加工作又仔细看过一遍。在
我心中产生了对蒲松龄的敬慕之心。因
此，便趁着采访的机会曾两次到蒲松龄的
故居参观。《聊斋志异》共收集 491 篇小
说，其中多属于写鬼写妖、刺贪刺虐之
作。蒲松龄一生坎坷，清贫寂寞，忧愤难
平，故在其著作中借鬼狐揭露贪官污吏的
贪婪、奸诈、昏庸、无耻，辛辣讽刺了假恶
丑现象。但是，蒲松龄生活在普通老百姓
之中，内心深处蕴藏着对真善美事物的深
切关爱。在他的笔下不仅写了很多诚实
坚毅的人，如《席方平》等；还写了一些善
良、忠义、知恩善报的义兽善禽，他在《鸿》

中写了一个猎人射伤一只雌性大雁，猎人
返家时，雄雁跟随至其家。“哀鸣翱翔，抵
暮始去。”第二天猎人外出时，雄雁边飞边
叫，随后停在猎人脚下，“伸颈俯仰，吐出
黄金半锭。”猎人理解这是雄雁用黄金来
赎回雌雁，于是将雌燕放飞。“两鸿徘徊，
随双飞而去。”雄雁救伴侣的悲情故事，至
今让我感怀不忘。他在《鸲鹆》中写道，一
只八哥见主人行至山西时穷困潦倒，无钱
回家，就说“何不售我？送我王邸，当得善
价，不愁归路无资也。”主人不忍，八哥儿
又说：“不妨。主人得价疾行，待我城西二
十里大树下。”主人只好将八哥儿卖入王
府，得银十两……后来，聪明伶俐的八哥
借机脱困，飞到预定地点与主人会合了。
阅后让笔者忍俊不禁，赞八哥机智调皮，
重情重义。

《画皮》是聊斋志异中较有影响的篇
章之一。小说通过一个面目狰狞的恶鬼，
披上用彩笔绘画的人皮，装扮成一个令人
心爱的美女，耍弄各种欺骗手段，以达到
撕裂人腹、掏人心肺的目的。后来恶鬼被
一道士识破，在木剑的逐击之下，逼得他
最终脱去画皮，露出本相，而被一剑除
掉。这篇小说告诫人们不要被美色所惑，
以免被披着人皮的恶魔所害。后来，这篇
小说被拍成电影，影响很大。

“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
三分。”这是郭沫若先生对蒲松龄大作《聊
斋志异》的高度评价，并成为淄博市蒲松
龄纪念馆大门的醒目对联。蒲松龄不仅
义愤填膺地以刀笔痛斥社会阴暗丑陋的
一面，还以物喻人，展现出世上温馨、亲善
的美好景象，以诫后人。

□殷修武

一部《聊斋》传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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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楼兰——中国西部一个遥远
而神秘的地名，曾是我少年时一直
心驰神往的地方。

6月底，笔者随东南大学几位老
师，一行八人两部车，以219国道为
主线，开启了广西、云南、西藏和新
疆自驾旅行，历时四十余天。新疆
是此行的最后一站，终于圆了我近
半世纪的梦想。

8月4日，我们由民丰去若羌。
这两天，我们的行程路线几乎是围
绕塔克拉玛干沙漠转了半圈，于是，
大家嚷着想零距离接触一下这个中
国最大的沙漠。

出了民丰县城，沿着著名的沙
漠一号公路向前进发，走了不到一
个小时便进入沙漠，大家脱了鞋袜
奔向沙丘，用手机狂拍起来。光着
的脚板踏在细腻的沙粒上，比足底
按摩还舒服。旁边不远处的胡杨林
此时正泛着青色，虽比不了秋天的
金黄和冬天的沧桑，倒也给单调枯
燥的大漠增添了一抹生机。远处一
望无际的沙丘像金色的山峦，招致
女人们大惊小怪的欢呼……

下午四点不到，我们抵达若羌，
直奔楼兰博物馆。这是我们若羌之
行的主题。在楼兰博物馆的旁边，
看到一座徽州大厦，估计是我们安
徽人开的酒店。徽商无处不在。

在博物馆内自由浏览了半个小
时，算是“热身”。四点半，出现一位讲
解员，百十位游客紧密团结在讲解员
身边，聆听古楼兰壮阔而神秘的历史。

古楼兰是古代西域的一个国
家，东起古阳关附近，西至尼雅古
城，南至阿尔金山，北至哈密，人口
14000 多人。楼兰古城基本呈正
方形，总面积10.82 万平方米。楼
兰古国在公元前176年前建国，公
元 630 年突然神秘消失，持续了
800 多年的历史。楼兰城廓是古
代丝绸之路的要冲重镇，更是丝绸
之路历史的第一站。张骞先后两
次带团出使西域，历尽千辛万苦打
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通道，司马迁
用四个字评价张骞的伟大历史功
勋：“张骞凿空”。楼兰在汉朝统一
西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77年，楼兰更名鄯善。
鄯善以今若羌县为中心先后统一了
小宛、精绝、戒卢和且末等廓，成为
西域绿洲大廓。西汉时，西域有三
十六国，当时的国又称“廓”。汉宣

帝神爵二年（公元
前60年）在乌垒城
（古西域一小国）设
立西域都护府，西
域诸国自此受西汉
中央王朝管辖。

唐代高僧玄奘印度取经曾在楼
兰驻足。玄奘三藏在其旅行日志末
尾做了极其简单的记述：“从此（且
末）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城，
即楼兰地也。”

在楼兰博物馆内我们看到大量
的木简、陶片、陶器、玉石、弓箭、衣
物、钱币等多种文物，这是古楼兰文
化和厚重历史的见证。

楼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一具
女性干尸，面孔饱满，眼睫毛清晰可
见，很难想象距今已有3800年的历
史。讲解员告诉我们，这是2004年
出土的楼兰2号美女，身高约1.65
米，25岁左右，腹部隆起，衣着上尚
有凝固的血迹，大概率是难产而
死。讲解员说，“楼兰美女”指的是1
号美女，1980 年出土，距今也是
3800多年，科学测定楼兰美女死时
为四十五岁左右，生前身高1.57米，
血型为O型。“楼兰美女”现存新疆
自治区博物馆，同行的朱老师说，几
年前他到乌鲁木齐时有幸见过。而
根据我们看到的2号美女干尸和讲
解员对1号美女体貌特征的描述，感
觉2号美女比1号美女更年轻，身材
更好，也更漂亮。楼兰博物馆门口
正面墙上的巨型浮雕就是以2号美
女为模特而创作的。

参观楼兰博物馆我才知道，楼
兰是罗布泊的代名词，这让我有些
惊讶。凭我的想象，楼兰是美女云
集、人民安居乐业的地方，而罗布泊
干旱高温、方圆数千里荒无人烟，上
无飞鸟下无走兽，两者怎么会有联
系呢？可事实就是如此。

罗布泊曾是中国第二大咸水
湖，面积仅次于青海湖，当时的楼兰
城就在罗布泊边上。公元330年以
前湖水较多，后来由于气候变迁及
人类水利工程的影响，导致上游来
水减少，逐渐干枯，直至20世纪70
年代末才完全枯竭。我对罗布泊的
认知源于两件大事，一是1964年10
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
爆炸成功；二是1980年6月中科院
生物化学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科
考时神秘失踪。

楼兰又是若羌的古称。若羌历
史悠久，文化灿烂，现有不可移动文
物保护单位183处，其中国家级文物
保护单位5处。若羌的许多重要文
物遗址位于戈壁荒漠中，受人为影
响较小，科研价值极高。

如今的若羌县，面积20.23万平
方公里，抵得上我国江苏和浙江两
省面积加起来那么大，成为了中国
面积最大的县，而人口却只有8.07
万。若羌的发展空间很大，发展潜
力不可限量。

□邹 程

走近古楼兰

碧波浩渺的陈瑶湖与长江相
连，在秋高气爽之际，有数以万计
的候鸟在湖面上停歇、觅食、飞翔，
蔚为壮观。

陈瑶湖位于铜陵市郊区，是普
济圩的母亲湖，原名洋洞湖，又名
杨东湖、陈洋湖。新中国成立以
前 ，湖 区 有 河 道 与 枫 沙 湖 、白 荡
湖、湴湖和竹丝湖相连，芦荻水草
丛生，汛期汪洋一片。流域面积
243 平方公里，村落星罗棋布，濒
湖随潮田十年九涝，村民糠菜半
年粮；遭遇大灾之年，江洪暴涨，
山洪倾泄，村镇田园顿成泽国，庄
稼颗粒无收，灾民四散逃荒，啼饥
号寒，苦不堪言。据《桐城县志》
记载：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 年），
桐城知县陈于阶始筑江堤，拉开
围 垦 陈 瑶 湖 序 幕 。 同 治 年 间
（1862 年—1874 年），民间在老洲
兴筑永久圩和正大圩，因堤身矮
小单薄，收效甚微。民国初年，辛
亥革命和讨袁战争的重要历史人
物安徽都督、寿县人柏文蔚倡议
修复江堤，展现“普济众生，慈悲
为怀”的理念，普济圩之美名初现
端倪；由于历史条件所限，仅筑成
裕丰圩、小红杨圩等小圩。民主革
命人士朱子桥先生以工赈名义续
修六百丈干堤，即今普济圩农场三
分场外围江堤，经 1933 年、1935 年
江洪冲刷，堤土尽失。1936 年春，
桐城县长徐国治再次发动培修长
江干堤和内圩堤，计划在王家套和
土桥建闸，开发陈瑶湖 20 余万亩
可耕地，未能如愿。

抗日战争期间，日寇侵占沿江
北岸汤家沟、老洲头、土桥，兵连祸
结，生灵涂炭，致使垦区荒民逃散，
所筑圩堤损毁殆尽。抗日战争胜
利后，国民党还都南京，旅京皖籍
知名人士于 1946 年 12月 13日在南
京开会，依法成立普济垦殖社，推举
柏文蔚为总经理，刘和鼎为代总经
理（肥东人，抗战期间担任国民党军
队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二十一集团军
副总司令）,周鼎珩为副总经理（周
潭人，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处
长），许世英为理事会理事长（东至
人，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段祺瑞
执政府内阁总理、安徽省省长等要
职，时任总统府高级顾问等职）；社

址设在周潭龙王
嘴 周 姓 祠 堂 ，南
京碑亭巷及芜湖
设 有 办 事 处 ；
1947 年 4 月 3 日
在周潭举行普济
垦殖社与产权代

表会签订合约大会，刘和鼎、周鼎珩
和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在华副执行人
吉尔·卜屈克及南京国民政府、省
府、县府有关官员赴会。由于民工
不足，工程时断时续，自 1947 年春
至 1948 年冬，仅完成夹山至梳妆
台内圩堤线 20 余公里、土石方 36
万余立方米，紧随着蒋家王朝风雨
飘摇，货币极度贬值，堤工食宿无
着四散逃离，地方政府官匪勾结，
借征民工之名行拉夫役抓壮丁之
实，工程被迫暂停。

1949 年 1 月 19 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刘邓大军先头部队进驻龙王
嘴，普济垦殖社总部秘书以下 14名
员工被传讯，于是解放军该部政委
陈继贤等军政领导人了解到普济圩
垦殖社的历史渊源、垦殖过程及存
在困难，释放员工，扶持工程照旧进
行。4 月 20 日，百万雄师胜利渡
江，芜湖市解放，普济垦殖社及寄存
芜湖办事处的全部财产和文书档案
交由皖北行署接管。8 月，皖北行
署派王进臣等同志到龙王嘴接收普
济垦殖社并开荒建场；9月，行署财
政处会同农林处议决，成立新的普
济垦殖社。1950 年 2 月，行署农林
处批准在灰河成立普济圩农场；4
月，改为普济圩国营农场；9 月，成
立普济圩农场总场，总场设办公室、
会计室、技术室、经理科、工程科，
下设灰河、苍芜、青山三个分场、一
个机耕队，总场场长由农林处领导
彭光福兼任，归华东农林部和皖北
行署农林处双重领导。1951 年 1
月，农场生产业务升格为中央农林
部直接领导。同年 7 月，根据中央
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经皖北
行署批准，皖北行署公安局选择普
济圩区域建立劳改总队，由农场划
拨三至五万亩土地，组织劳改犯人
劳动生产。1952 年 5 月，中国人民
解放军农建五师 10886 名官兵进驻
普济圩，成立十三、十四、十五三个
团及师直属单位，原农场干部及勤
杂人员 108 人、农工 982 人归属农
建五师管辖。全师指战员以战斗
姿态、改天换地精神和艰苦朴素作
风，官兵一致，雷厉风行，仅用半年
多时间，拉开圩区建设框架，全面
构建基础建设，兴修公路 50 余公
里，架设电话线路 50 余公里，完成
土石方 50 万立方米，兴建师团部
大 批 住 房 ，移 交 资 产 320 万 元 ；
1953 年 1 月，农建五师奉命赴朝参
战，农场全部交由安徽省公安厅接
管经营，成为劳改农场。从此，普
济圩农场初现雏形，逐渐成为今日
的米粮仓、瓜果园。

□周大钧

陈瑶湖史话

铜 陵 ，是 我
工作、生活二十
多年的地方。这
次回铜陵探亲，
住了两个多月，
朝夕相处，感受
到了铜陵的性格
特点，收获不小。

铜陵给我的
第一印象，是它
的慢。慢，是有
比较的，和深圳
比，它确实是要
慢一点，但却透
出一点从容和优
雅。多年不见的
女同事见到我，一
下子按住摩托车，
笑就一直挂在脸
上：“张老师回来

啦，这么多年未见，一点都没变……
晚上我们几个请你吃个饭，就在山
海居田园。”我拒绝不了，就去了这
个饭局。纯粹的江南风味，在水边
上，还有那爿青翠的山。那绿树，木
楼，木地板，江南小巧玲珑的服务生
穿梭着说着家乡话，还不时夹杂着
咯咯的笑声，听着特舒服。饭前自
然是要掼蛋的，那是他们的事，我
在一旁坐着。掼蛋是两副扑克牌的
游戏，四个人玩的。什么拖 2字的，
窝 2字的，竞争激烈得很呐，也相当
耗时间。一局下来，差不多要四、五
十分钟。这掼蛋里面，有好多学问，
好多技巧，尤其是做人、处世和生意
的技巧，都藏在里面。譬如你左突
右挡，使出浑身解数想冲杀出来，那
个一直弱弱的上手突然甩出五个头
来，你一下子懵了。商场就和战场
一样，危机重重，你稍有不慎就会
全军覆没。我的朋友中，有好几个

都在做铜的生意，这么多年了经历
过风风雨雨，沉沉浮浮，走到过波
峰，也跌落到波谷。尤其是国际市
场上风云变幻，铜价涨涨停停，没
有常态。但他们一点不气馁，你
涨，我就抛出去；你跌，我就攥在手
中。这几年，伦敦铜市一直红火，
铜价暴涨，朋友们也因此赚得盆满
钵满。

这就像掼蛋，掼蛋里有生意经。
我一点也不埋怨掼蛋是消遣、慢节奏
了。慢，是快的潜行，这里面的学问深
着哩！

铜陵，是产铜的城市，因铜而得
名。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节
奏是缓慢的，整齐划一，规规矩矩。人
们行动单一，循规蹈矩，没有参照物和
可比性，加上地处徽州一带，民风淳
朴，温良敦厚，慢，自然就成了特色。
二十多年前那场“醒来，铜陵”的解放
思想大讨论把山城铜陵唤醒了，有了
差异化的东西进来，有了竞争和商品
经济意识，但仍旧改不了那种优雅和
闲适。

小城，一如摩托车在潜行。停
停走走，收缩自如，掉头也快，加速
也快，遇到突如其来的变故，它一
点也不慌张，宛如一条游龙。“游龙
潜行”,这几年，铜陵在美丽乡村建
设和沿江旅游上迈开了步伐。诸
如犁桥村、滨江公园等项目都是后
发制人的，深受居民群众喜爱，外
地游客追捧的，也得到了上级的
肯定和表扬。我的一位在市政府
工作的朋友对我说：“铜陵，是李
太白乐游而不思归的地方，迷散
着李太白的气息，迷散着大唐的
气息。烟呀、酒呀、掼蛋的吵嚷，
只是它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已，你要
走到它的内心，从内心深处感受它
时代的节奏！”

□
张

麒

慢
铜
陵

池塘无绪又重逢，疏放萧然映碧空。
直挺莲蓬偏有力，斜倾花瓣已随风。

一痕浮水遗娇影，多雨秋波销锦丛。
摇曳向人须省得，明年不复是今红。

□吕达余

晚 荷（诗配画）

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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