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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萍絮语 □孙邦明

心
香
一
瓣
□
刘
灭
资

文 化人生 □胡铭

历史的痕迹，在无声中叠加。

安庆，一座悠久古城，浸润着曾经的沧桑与繁华，无数的

智慧、事迹，如一个个音符，在苍穹下演绎着。它的升，它的

沉，带有自身的力量，无论激扬还是悲壮，都彻底地敞露着。

一艘巨轮，向我们驶来，载着传承、记忆和希冀。历史

与现实、现实与未来，进行着一场又一场的对话。

博物馆，城市文化的坐标，以其外韵内涵向世人展示。

新建的安庆博物馆，肩负着使命，顺应着时势，拔地而立，气

势恢宏。馆名系当代书法草圣林散之先生1978年所题。

初秋的一个周日上午，几位朋友邀约去参观。清晨，还

在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不一会天就放晴了，好兆头。

博物馆的陈恒先生早已在那等候，他握着我的手说：“胡

老师，欢迎回家！”朴实简短的七个字，我感到温暖无比，同

时也掺杂着些许的酸楚。是啊，博物馆也是家，倾注了几代

人的心血和努力。我的父亲是一位老文博工作者，从最初

的组建到后来的发展，呕心沥血，视馆为家，同样也还有一

大批已退休或故去的文博人曾为此而默默奉献。基石，成

就了辉煌。

有幸的是，著名作家石楠先生应邀与我们一同前往，

八十有三的老人见证了安庆数十年的风雨变迁，感受了安

庆浓郁的人文气息。她很兴奋，眯着眼睛认真观看每一件

展品，仔细听着讲解员的介绍，频频点头。先生欣然接受

电视台的采访，美好的祝愿尽在言语中，她还热情地为安

庆博物馆题写：“讲好安庆故事，传

承中华文化”。

历史并不遥远，始终在传递着层

层信息。先人的点点滴滴，浓缩于不

计大小的空间里。

作为国家二级综合性博物馆，

当然得注入地域的特色元素。中央

大厅的浮雕墙，古朴典雅。安庆名

胜天柱山巍然壮观，振风塔挺拔耸

立，樟树密布而蕴含生机，孔雀东南

飞也透着满满的活力；横贯的城墙

再现当年威风，下方的城门更是牵

动人们的思绪。

置身于展厅，被氤氲的文化气息所重重包裹，一颗敬畏

而虔诚的心，梳理着古老文明的一个个片断。

安庆及下辖七县市的文物珍品汇集于此，其中有不少还

是国家一级藏品。“镇馆之宝”越王丌北古剑，铸造精湛，通体

无锈蚀，上有鸟篆铭文32字，是迄今为止越王剑中铭文最多

的一把，该剑早已褪去昔日的血腥与霸气，静静地享受着和

谐与安宁。唐鹦鹉衔枝绶带纹铜镜，镜体较大，为国内罕

见。石雕人面像，造型生动，似乎在诉说着不为人知的史前

文化。清代及近现代书画作品精彩纷呈，彰显皖墨神韵。

安庆博物馆总建筑面积 4万多平米，设有 8个展厅，融

合了文物、雕塑、图表、油画、场景复原、沙盘、多媒体展示、

现场演绎等多种形式，动感强烈，效果明显。博物馆的多重

职能的拓展与延伸，它面对的是社会大众，少数人的研究和

多数人的欣赏同等重要，相辅相成。我们知道的不仅仅是

陈独秀、邓石如、邓稼先、严凤英等，还应该是更多的风云人

物和历史故迹。

昨天是今天的历史，今天也会是明天的历史。一条亘古

不息的脉络，闪着耀眼的光，它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

走出门，又是一片天地，云卷云舒。我想，身边的一切也

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像一场大戏，当留下值得留下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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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云古道”深藏于我省绩溪县家朋乡境内松木岭村东

面的山云峡谷，鲜为人知，是古时经荆州入浙江的一条通道，

也是松木岭村人进山云岭耕种和砍柴的外出通道。

山云古道东起松木岭村五亩子，经上凸、山云洞、下过

溪、乌石堆、上过溪、石屋下进入山云岭腹部，翻越海拔1158
米的山云岭隘口就是荆州乡下胡家村，全程约 10余公里。

古道由峡谷和盘山蹬道两部分组成，其中峡谷部分因荆州公

路开发一些古道被公路覆盖，松木岭至水屋下盘山蹬道均为

原始路面，保存基本完好。

从山云洞的路径沿古道进入峡谷。峡谷逼仄幽深，两边

山崖峭立，刀削斧劈一般。仰首可望崖上草木点点，偶有松

树一丛丛，虬枝盘旋崖间，可与黄山奇松媲美。谷内的大小

卵石矗立其间，如屋如床如桌如凳，错落跌宕，似人似物似神

似仙，千姿百态。当地百姓为之命名曰：“洋灯石”“官帽石”

“卧佛石”“姐妹石”“仙人问天石”，还有“狮子站岗”“宽刀沟

尖”“一线天开”“关公观史”等奇异怪石。走在这些巨石间，

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以及徽州古人的想象力。尤

其是一处土名为“石屋下”的巨石，下面的平石在上面巨石的

遮挡下，面积竟有近30平方米，人们可以在此尽情放松躺着

休息，令人叹为观止。

奔腾在巨石间的是大大小小的瀑布和碧潭，溪水冲泄而

下，清澈鉴人。山岿然矗立，登高望远，心境渐宽，心胸豁达，

心中之郁自然随风而去。行走在这清纯不染、涛涌不竭的流

水边，涤荡心扉，阅尽世间万物的悠然淡泊之情油然而生。

与奇石秀水映衬的是松树。似乎就是中国山水画里画

的那样，山云峡谷两边是松树，盘旋在松林里的古蹬道更让

这幅画卷有了灵气，有了田园气息。

山云古道由一块块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花岗石铺成，

整条路面有高有低、平仄不一。花岗石比徽州传统青石板略

粗糙，铺成登山步道既结实牢固又防冻防滑。

山云古道从山云洞谷底至山云岭隘口盘旋而上，像一挂

折折叠叠的角尺嵌在浓密的灌木丛中，据说多达九九八十一

道弯，在现存徽州古道中确是少之又少的。那时没有公路，

松木岭先民进山去耕种和砍柴全靠肩挑背驮双脚走天下，难

怪现在有些老人谈起来，还说进山云吃不消，至今仍传有“山

云高高，路子迢迢，山云搞柴，走来要嚎”之说。

如今的山云古道早已淡出原始的交通功能，作为松木岭

村人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辛勤劳作的历史印记。

古道沧桑，草木葳蕤。期待着藏在深山里的山云古道这颗

明珠早日掀开“神秘面纱”，为古老的山村注入新的发展生机。

““山云古道山云古道””：：八十一道弯八十一道弯

如 歌岁月 □熊凤霞

一位年轻人在朋友圈说，人生好似一副完整的扑

克牌。30岁前，拥有全部的可能性，可以战胜许多的不

可思议。30岁后，人每年都会消失掉一张牌。

此话有同感，人生如牌。

年轻时，如旭日初升，无论手抓什么牌，经过排列

组合，同花顺、长枪短炮总有两样，敢于迎头鏖战，如遇

敌方还不断地给你喂牌，那么天时地利，一气呵成，打

得顺汤顺水，轻易地便会登上上游宝座。这似乎是人

生中的常态，顺境里的幸运。

坏情形是，牌运不佳，对方强劲，如一开牌就自我

暗示为“输者”角色，其结局定输无疑。争取好的结果

只能是，立足实际，树立信心，洞察牌势，步步为营，稳

打稳扎，即使赢的希望渺小，输得也不会太惨，甚至还

有可能以弱胜强，逆袭成功。这是逆境中的自我奋斗

和自我救赎。

换一种情形，手握一副好牌，而自己牌技能力有限，

加上不明形势，瞎打一通，其“输”的结果可想而知。琢磨

一下，其实好牌也好，差牌也罢，输赢主要在于自身，个人

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牌局取胜的根本原因。

牌如人生，情形多变。人生难测，哪有生来顺、事

事顺的人生好运。现实生活中，多数人仍要靠自己的

努力与奋斗，才能成功，环境与条件是锦上添花。

30岁前，人生仿若白纸画开端，有无限的想象，任

你朝任何一个方向“自我涂鸦”，什么时候努力都不觉

迟。因为你有的是时光，心不向失败妥协，定位好人

生航向，固植良好的习惯，然后开足马力，奋勇前行，

就有无限的人生可能。

古人云：三十而立。30岁后，人生有些不良的态度

和习惯渐已养成，如醒悟转向，此时需要的不仅是立志

和决心，更需有纠偏的时间和机会成本，就像激流中的

一叶小舟，靠岸休憩一下，也许都需要费尽你的周折，

磨砺着你的意志。

朋友年轻，讲出此话，其用意或是惋惜，或在警示，

然其中传递的一个意思却是明确的：人生努力须趁早，

莫端金樽空对月啊！

人生如牌人生如牌岁月流过我心田岁月流过我心田

江 淮风情 □周明助

每座村庄都有自己的历史，从长河的远端流到今

天，活鲜鲜，不打绊儿。活鲜鲜，是因为有故事。就像窗

槛角落静静卧着的这把手电筒，见证了无数次夜晚的故

事。它曾陪我水田里捉泥鳅，菜园里摘桑叶，山弯里找

牛，土路上送麦；然而，记忆最深的，还是去看野猪，路上

拿它当照明，到了地里当武器用。

夏秋之交，一山一山的玉米熟香飘荡，引得成群的

野猪来偷食，人们只好天一擦黑就去玉米地蹲守，打梆

子、烧火堆，和野猪们斗智斗勇。夜晚行走，人们都携带

一把手电筒。来到自家玉米地里看守草棚，先吆喝几声

或敲几声梆，再把手电筒的光线射向夜空，算是跟各家

山头伙计打个招呼。风吹斜挂在草棚外的瓷缸风铃声、

山泉叮咚叮咚声交织在一起，也不会影响乡人对野猪逼

近的感判，他们各有一套经验，防范野猪窜入自家玉米

地里撒野。

除了手电筒，还有一种用葵花杆做成的火把。那

时候，它几乎是乡人们夜里赶路必带的照明用具。因

其成本低，易点燃，抗风能力强，且不易熄灭，乡民们特

喜欢用。

记得 30年前的白露之夜，爸爸手牵着姐姐肩驮着

我，追随人群去看电影。由于队伍太长，只有爹随带一

只葵花杆火把照亮，我们父女又走在队伍的最后面，除

了听乡人们的脚步声，我就是仰头看那无边的夜空。

夜色是神秘的，连星星眨眼都没有，只有纯纯的

黑。山弯一道道转了又转，仅有的一丝儿火把晕过来的

光线断了又续，续了再断，断了就乱了。群山包围之中，

黑暗似一层层的厚油布，裹得人胸口透不过气来，

瞬间的恐惧使人慌了手脚破了胆儿，相互瞎撞。多

少年后，那种心手相牵的温馨总是在记忆中闪现。

七婶八爷二楞三妞都来了。有的站在树杈上，

有的挤在墙头上，有的蹲在房梁上，我骑坐在爸爸

的肩上。人多面子大，把个影片儿嘚瑟得晃头晃脑

的醉了酒般。画面变换的亮光一闪一闪，幕布拂面

波澜轻滚，悄无声地把人的思绪带到无垠的夜空

里。

看完电影，又往回走。夜更黑，星星反而亮

了。人们去时的欢欢喜喜，回去时却稀稀拉拉，时

不时小心过沟跨坎的提醒。芦苇随风擦肩而来，凉

丝丝的，让人不禁打冷颤。

现今，路灯入村入户。一条条乡村水泥路、沥

青路上的灯光点缀在远山天地之间，似游龙，宛如

虹，划出群山的脉络，描摹出村庄的模样。人们的

夜生活丰富多彩，跳广场舞，迎风乘凉，围坐夜聊，

打球跑步，下棋喝茶，惬意而充实。

村庄的历史如长河，一路流淌，见识过一茬又

一茬的人和事，侵蚀过一代又一代的物品。因其

背后藏着的故事，打上岁月沉醉的光，被记忆悄无

声息地反复打磨，越发鲜活温暖。

天上一颗星，地上一树

花，音同名相似：紫微，紫

薇。

紫微，吉星。解灾厄，

逢凶化吉。紫薇，名花。树

姿美，花期长，百日红。“独

占菲芳当夏景，不将颜色托

春风”，从夏开到秋。紫薇

花语：好运。相传远古时

代，有一种凶恶的野兽名叫

年，伤害人畜无数，紫微星

下凡，将它锁进深山，一年

只准出山一次。为了监管

年，紫微星便化作紫薇花留

在人间，给人间带来美丽和

平安。

院子里栽有紫薇。不

识紫薇，只道是寻常花木，

任其自然开放，一似故乡

的冻米花开在陌上，开在

路边。在小区步行，见粉

红花朵艳丽，向花工问名，

答曰：紫薇。很早就知道

紫薇，那时的紫薇开在古

诗里。杜牧诗云：晓迎秋

露一枝新，不占园中最上

春。桃李无言又何在，向

风偏笑艳阳人。杨万里诗

亦云：似痴如醉丽还佳，露压风欺分外斜。

谁道花无红百日，紫薇长放半年花。

花工是我的“老师”，让我认识了高牙

茅、麦冬、红花继木，现在又让紫薇从古诗中

走出，开放在院子里、秋风中。花工姓郑，春

天就来到小区。从春到秋，已近两个百日。

夫妇二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风雨晨昏，

炎炎夏日，上晒下蒸，蚊虫叮咬，他们都在辛

勤地工作。剪枝、栽种，浇水、除草。小区的

花儿一茬一茬地开了，草一地一地地绿了，

风景一天一天地宜人了，小区更加宜居了。

每次遇到，总看到他们的笑脸，总是和

过往的居民打招呼。他们过着平静而充实

的生活。从脸上你看不出他们曾经历过大

风大浪，他们在水上生活三十多年，河湖港

汊，自由来往，是经验丰富的船长和船娘。

孩子工作了，自己也老了，闲不下来，就弄弄

花草。草要浇，花要剪。草怡情，花养眼。

上午的小区宁静，甚至有些空旷。在小

区步行，常常见到小孙。小孙是物业公司工

作人员，是我们的生活顾问。今年初春，宅

在家里，不敢下楼，一日三餐不能少。小孙

很忙，网购，分发，有的还要送到家。妻子的

药物用完了，小孙就把自己裹得严实，骑着

车到医院。有老人胆大，不戴口罩，喜欢群

聚，小孙好言相劝。从早到晚，在小区，着一

件红色工作服的小孙成了移动的风景。

其实，小孙并不小，女儿都大四了。只

是因为她长得年轻，加上小巧，因此打电话，

见了面，我们都喊她小孙，这样亲切。她每

天都巡查，把门岗、清扫、绿化安排得井井有

条。她建了一个业主群，让大家及时了解小

区的情况，做到五星服务，每时每刻。她在

小区放映的露天电影很火爆，“老小孩”、小

小孩奔走相告。新物业进来不到半年，小区

就换了新颜，改了旧貌。

每天傍晚，妻子都陪我步行，风雨无

阻。我身体不好，她鼓励我，加强锻炼。在

家养病，难免寂寞，她就让我写点东西，写不

出来，就读读文章。她要上班，总是在晚上

把菜准备好。周末，她总是肩背手拎，准备

好一周的菜。空闲时拉我上街，看看外面的

世界。买点东西总是自己拿，让我当甩手掌

柜。见我过意不去，她就说：“年轻的时候是

你照顾我，现在该我了。”

在小区走路，越走越快，越走圈子越

多，身体日渐好转。从夏到秋，看紫薇开放

已不下千次。看到紫薇，我常常想到妻子，

想起白居易的诗：“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

花对紫微郎。”让人惭愧的是，年近花甲的

我早已不是“郎”了，这句诗应该改成：黄昏

偕行谁是伴，紫薇花对紫微翁。

天上一颗星，地上一树花。花似人，人似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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