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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滁州市委宣传部重视支持的《滁风亭

韵》一书，被安徽省社会科学知识普及工作领导

小组评为 2020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知识普及优

秀作品。

为了把历史滁城、文化滁城、记忆滁城，用

文字和图片保存下来，建立滁城“记忆”档案，展

示滁城魅力“乡愁”，呈现一以贯之的滁城文脉，

建构文化滁城的整体景观，使今天的滁城人从

中可以回望来路，明天的滁城人从中可以寻根

历史，2016年以来，滁城文化志愿者，特别是“老

文化人”，精心谋划，奉献余热，经过三年努力，

《滁风亭韵》终于走完搜集、编辑、出版流程。该

书由俞凤斌主编，徐宏耀、葛安全为执行主编、

执行副主编，黄山书社出版。

《滁风亭韵》是由既成材料重新组合的“集

成创新”。全书选编了 76位作者的 116篇文章，

分为“滁城记忆”“醉乡人文”“亭城文化”三个篇

目。滁城记忆——记滁城老街老巷，忆滁城故

人故事，写滁人亲历亲为；醉乡人文——记滁城

乡贤乡愁，忆滁城文人文物，写滁人要事要闻；

亭城文化——析滁城名人名篇，释滁城文化文

明，述滁人所思所论。这些既是选编该书的初

衷和目标，也是参与该书的文化志愿者们的寻

根之旅和追梦之行。 （余 热）

琅琊蔚然，清流荡漾，古老滁城，文脉悠长。这是我对

滁城的总体印象。

1950 年夏季，我参加凤阳县教育局在滁州第一中学

（老滁中）举办的全县小学教师训练班，第一次来到滁城；

1953 年，我任安徽省文化局电影大队第 25 小队队长，安排

在滁县专区活动（以凤阳县为主），到滁开展电影放映活动，

第二次来到滁城；1954 年，以“省电影组干事”身份自省下

放至滁县专区，首次定居滁城；1956 年，滁县、宿县两专区

合并成立蚌埠专区，1957 年，全部关系转至蚌埠专区，1961

年，蚌埠专区又分设为滁县、宿县两个专区，再次回到滁城

定居，至今已在滁城生活 60多年，可算是地道的滁州人了。

滁城，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据资料记载，早在隋朝就已经

建州筑城了。但早期的滁城规模较小，至北宋，欧阳修贬滁

时，滁城仍是较小的城池，城中心约在老滁州中学范围内（今

滁州三中）。据光绪《滁州志》记载，唐以前滁州城仅有罗城，

东临广惠桥（今西桥）沿，南抵龚家园，西至小西门，周三里三

百二十步，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始建子城，至唐永徽年间

（650年一655年）始拓罗城，使周长达到七里二百五十八步。

1950 年，我初到滁城时，滁城山青水秀。我们住在滁

县一中的校园内，每天早晨起来，到上水关下的内城河洗

漱，河水清澈，毫无污染。远看琅琊山，树木葱隆，一片蔚

然。那时滁城老城仍在，保生桥、广惠桥、文庙等古建筑均

在。从老火车站，经遵阳街便到中心街。中心街、四牌楼，

是滁城最繁华的地方。最有名的小吃是“三六九”馄饨，其

他是各类商店。四牌楼附近有小戏院，唱戏的、说书的、玩

杂耍的，很是热闹。

出滁城南门，有小路可直通醉翁亭、琅琊寺。醉翁亭、

琅琊寺早已是著名的景点，俗话说“一座琅琊山，半个滁州

城”。说到滁州，琅琊山应属主体。

琅琊山的主岭原名摩陀岭，西晋末年，琅琊王司马睿因

避乱“驻跸”于此，后来司马睿成为东晋元帝，借帝王之光，

之后便逐渐叫成琅琊山了。但司马睿并未对琅琊山发生多

大影响，经过近 400 年后，唐朝刺使李幼卿开发琅琊寺，才

使琅琊山渐渐著名起来。又经过 300 余年，至北宋时欧阳

修被贬到滁州，先后建起了丰乐亭、醉翁亭，欧阳修亲自撰

写了著名散文《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达官、骚人频来探

幽，写诗著文，“山以文名”，琅琊山才真正兴盛起来。

1954 年，我落户于滁城时，滁城城墙刚拆，但其他建筑

仍存不少。1961 年我第三次到滁城时，住在北大院（原滁

县专署内）。北大院对面文德桥下，内城河水依然是清澈

的，我们吃水大多从文德桥下挑回河水，然后用明矾沉淀后

使用，洗衣、洗菜，则都是直接到文德桥下内城河码头。遵

阳街有一些手工业作坊。在 60年代，下水关边的豆腐店要

算热闹的了，每天早上都有人在那里排队，凭票购买豆制

品。这期间我曾经先后在琅琊寺和醉翁亭小住，夜晚人去

山空，四野凝寂，唯有野草山花，清香扑鼻，野虫唧唧，松风

有声，琅琊溪溪水淙淙，如歌如诉，别有一番情趣。

1954 年我到滁县专署文教科工作时，正值琅琊山风景

区古建筑大规模维修，负责琅琊寺古建筑维修工作的是张

振新。琅琊山风景区的古建筑经过一翻维修，面目一新。

这是我经历的琅琊山风景区古建筑第一次大规模维修。

1959 年，滁县人民政府决定在醉翁亭筹建欧阳修纪念

馆，从滁县一中调张华盛老师专门负责。1961 年，张华盛

住醉翁亭后院的几间瓦房里，专事欧阳修纪念馆的筹建工

作，筹划、设计，收集资料，请著名画家傅抱石为欧阳修画

像，请著名书法家郭沫若题写“欧阳修纪念馆”匾额，很忙活

一阵子，人们戏称他“张醉翁”。可惜，至 1966 年，“文化大

革命”开始了，纪念馆筹建工作终止，张华盛本人受到冲击，

于 1969年抽调至驷马山引江工程指挥部任食堂会计。

1971年驷马山引江工程通水，工程结束，张华盛调回琅

琊山管理处。此时琅琊山风景区重归地区管理。琅琊山风

景区经过“文化大革命”，大部分古迹被毁坏，琅琊寺大雄宝

殿里菩萨被砸掉，改建“收租院”；醉翁亭里许多碑刻被砸毁，

苏轼书写的《醉翁亭记》被砸得斑剥离落。张华盛先从零开

始，进行各种修复工作，在琅琊寺重塑菩萨，并恢复其他建

筑。这是我经历的琅琊山风景区古建筑的第二次大维修。

20 世纪 90 年代，俞凤斌任市文化局局长时，又对琅琊

山风景区文物进行一次大规模维修。丰乐亭重修后我撰写

了维修碑文《重修丰乐亭记略》，碑文曰：

丰乐亭为宋欧阳修知滁时于庆历六年（1046）兴建，欧

阳修有《丰乐亭记》记之，闻于四方。建亭至今九百余年间，

几经兴毁。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尚有丰乐亭、保丰

堂，以及危楼、棠舍、芥舟等建筑；庭院内古柏参天，银杏高

耸，碑刻林立，仍不失为名胜佳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后，1956 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丰乐亭为首批省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1963 年省人民政府拨款二万五千元维修。文

物受重视，名亭得保护，滁人为之欣喜，终年游者不绝。可

惜 1966 年“文革”开始，祸患袭之，碑刻、房舍建筑等，复遭

毁坏。及 1974年，又因建石油库而由滁县地区革命委员会

报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撤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至此，名亭

封闭，游人绝迹，久之，亭台圮坍，花木凋零；危楼、棠舍、芥

舟等夷为废墟，名亭之风貌，荡无存焉，滁人无不叹息。

观丰乐亭既为宋时古迹，又有丰山依托，景色优美，“丰

岭祥云”为古滁州十二景之一；且与醉翁亭隔山相望，号为

“姊妹亭”，不可互缺。清人薛时雨云：“滁之有醉翁、丰乐二

亭，如人之有眉目，剔眉矐目而其人不全。”为此，滁人及各

地游客多次呼吁：“丰乐亭万不可废！”亟望修复。文化主管

部门亦力主维修，复其原貌，以全琅琊山风景之眉目。乃与

1986 年经原中共滁州市委、市政府（县级）批准，邀请有关

专家举行“恢复丰乐亭研讨会”，计划修复事宜。次年，安徽

省人民政府复列丰乐亭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

年，省文化厅拨款十五万元，先修复院墙、门楼、丰乐亭、保

丰堂等建筑；1993 年，滁县地区改市（省辖市），丰乐亭交市

管理。1995 年，省人民政府将修复丰乐亭纳入全省维修一

百处古建筑任务目标。随之，经滁州市人民政府积极行动，

筹集款项，并邀请专家，实地勘测，全力筹划，制订修复方

案，由市文化局及文物管理所具体主持重修事宜。确定危

楼恢复宋时结构，整体建筑按明清法式，委托合肥市义兴建

安公司古建园林工程处承建。1995 年 2 月 20 日开工，历时

一年半，至 1996 年 8 月 10 日竣工，并经省文物局验收合

格。此时也，千载名亭，重放光彩，滁人闻之，欢呼雀跃。又

喜古亭修成之时，恰值经年大旱之后，风调雨顺，物阜年丰，

堪为双喜，因乐而赞之曰：“诚新丰乐也”。

据说碑文经市文化局定稿后，已请高手工匠用上等石

材雕刻成碑，后因种种原因一直未树，至今散落民间。

如今的琅琊山，又经过一番改造、扩建，已非昔日可

比。丰乐亭石油库搬迁后，又经过扩建，也是又一番景象。

滁城经过大建设，更是令人刮目相看。新楼栉比，马路宽

阔，新建的高铁站、龙蟠湖公园、清流公园、菱溪湖公园，前

所未有，到处一片欣欣向荣的大城市气派。

滁城历史悠久，曾有很多著名古建筑。欧阳修知滁时，

除建丰乐亭、醉翁亭外，并建醒心亭，由曾巩作记，为全国少

有。明时，朱元璋从安丰（今寿县）救出小明王，在滁建立宫

殿居住；又封当初起义军领袖郭子兴为滁阳王于滁州。朱

元璋还曾在滁设有太仆寺，明成祖迁都后，仍保留原南京太

仆寺，亦应有不少遗迹。可惜这些遗迹大都无存。据史料

记载，仅琅琊山的古亭就曾有七十多座，这些古迹如果都

在，滁城将更有一番古韵了。

2018 年岁末，凤斌到我家告诉我，滁城文化志愿者们

为了呈现滁城文脉，建构文化滁城整体景观，经过数年的文

化苦旅，编纂的《滁风亭韵》将由黄山书社出版，想请我写序

言。我听后很高兴，因为这是滁城人企盼的大好事，于是愉

快应允，信笔写了《滁城印记》，代为序言。

《滁风亭韵》一书，由黄山书

社出版了，俞凤斌先生送给我一

本。我捧读这本装帧精美、内容

丰富的书籍，甚为高兴。

这是记载滁城古今面貌、滁

城人文情韵的一本书，是迄今为

止全面记载滁城“乡愁”的一本

书。全书选编了 76 位作者的 115

篇文章，内容囊括了滁城从古至

今诸多方面的记忆。编辑者把这

些记忆用文字和图片汇聚起来、

留存下来，成为“滁城记忆的档

案”，是珍贵的滁城历史人文资

料，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

浏览或选读书中的文章，就

会发现，这些文章中跃动着作者

火热的心，闪现着作者炽热的情

感。不管是周详考证的论文，还

是娓娓叙来的故事；不管是全面

论述一个时期的滁城状况，还是

记录滁城历史某个节点的大事要

闻，甚至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

情感故事，都写得文辞优美、生动

活泼、考据严实，让人读来，或钩

沉起往事的回忆，或引发对现实

生活的思考，加深对当今时事与

社会的认识和理解。可以想见，

作者都是怀抱一颗热爱家乡、情

牵滁城的心，执笔为文，精心写

作，“码”成的一篇篇文章。

书的开篇文章《滁州古城》

（作者周惟熙）不长，但把滁城的

兴起和建设情况，写得简洁明了、

清清楚楚，文章援引的事实数据，

是经过考证的，翔实可信，而且配

有简要示意图，使人读后一下子

就能对滁州古城样貌有明晰的了

解。《琅琊山记》（作者斯雄）是三

年前刊登在《人民日报》的一篇文

章，文章的第一句是：“环滁皆

山。山者，琅琊山也。”其后，从琅

琊山的地理位置说起，到欧阳修

主政滁州，亲民简政，奉行“宽简

之策”，并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

记》，再写到滁州今天的建设和发

展，让人读后心情疏朗，爱山爱水爱滁州之情更加浓郁。《解放

的农民喜迎解放车》（作者王文忠）一文，生动详细地记录了大

包干之后的 1983年，滁州农民为发家致富争先恐后购买解放

牌农用汽车的过程，书中图文结合，读之，那激动人心的场景

如在眼前。《卖薄荷糖的老爷爷》（作者徐益）文章的第一句是；

“香蕉糖，薄荷糖，香—蕉—糖—薄—荷—糖—”。这卖薄荷糖

老爷爷的吆喝声，像是一个特写镜头，一下子把人拉入当时的

情景之中，如果当年身历其境的人，一定会勾起那薄荷糖独特

味道的回忆，勾起对当年生活的漫忆和感慨。这位卖薄荷糖

的老爷爷，是社会中再普通不过的人，现在把这位故人的故事

收入书中，配有照片，他的人生简历，他纯朴和善的面容，就永

远定格在这本书中。书中还有关于老滁城鼓楼街、老东关、遵

阳街、七十二条半巷、三塔三庙一牌楼的记忆；有滁州历史上

名人欧阳修、辛弃疾、王阳明、韦应物、李幼卿等在滁城的踪迹

记载；还有关于滁县人民政府建立的前前后后、滁州近代工业

第一厂、醉翁山水文化浅析等记事感时的文章，都写得鲜活生

动、亲切感人，在此不能一一例举。

我 20 多岁时来到滁城工作，至今已四十多年，对这个小

城有很深的感情。但是，我对这个城市的了解是很不够的，有

时还感到内愧和遗憾。现在有了这本书，放在案头时而阅读，

或遇到需要时也可临时“补课”。我想，不管是生于斯长于斯，

还是半道来滁，既然要在滁城长期生活工作，就是一个滁城

人，就应当了解这座城市。而在与外地人的私人交往或工作

交流中，这本书也具有推介滁州滁城的功用。现在，我们城市

已经有了上等级的图书馆，是否也可以辟一角落，放几本这样

介绍本地的地情人文书籍，让学子们偶尔翻阅，也能增加爱滁

城、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愫。

要让人记得住“乡愁”，不仅要有物质的内容，如风景名

胜、文物古迹、老街老巷等，还要有文化的内涵,文脉的流传。

选编这本书，可以说是为滁城的文化建设做了一件好事，选编

者们是文化志愿者，从创意到争取有关方面的认可和支持，再

到广泛征稿，再从许多往年的报纸媒体、书籍杂志中搜寻文

章，经过选择、整理、编辑，再排版、配图、校对，终于成书。他

们主动义务承担了一定的社会文化责任，付出了许多辛苦，他

们是可敬的！

一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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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滁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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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风亭韵》 俞凤斌主编

《滁风亭韵》获评2020年度安徽省
社会科学知识普及优秀作品

滁城印记
——序《滁风亭韵》

○姬树明

文化 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