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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是大自然赠予人类的最重要物质。浩荡古淮水

西出浮山峡，在浸润了明光大地，向东流入皖苏交界红山头的漫长

岁月里，养育了由苦难迈进小康生活的明光黎民百姓，见证了群雄

逐鹿金戈铁马的滚滚硝烟，印记了明光的改革发展。今天，我们更

需要以敬畏之心来端详。

千里淮河不如长江长，不及黄河古，但她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

界线、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源于河南桐柏山，流经豫鲁皖苏四省，

进入中游安徽后，落差骤降、地势转平，干流支流水文条件复杂，诸

多支流小支流如树之大枝小桠或左或右紧紧拥抱着淮干，到达明

光，主要支流池河（含南沙河，也叫大沙河或香花涧）、石坝河、涧溪

河水右岸通女山湖七里湖汩汩汇入。明光国土面积 2335 平方公

里，因南高北低，淮河流域面积高达2079平方公里，发达的淮河水

系沁养着百分之九十的明光沃土。地球给淮河以生命，淮河予大地

以生机，“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谚语就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讲故事才能传播得更广更远。淮河故事多，有喜事有忧愁、有

天灾有人祸，可歌可泣、可书可写。

她本是一条尾闾通畅独流入海的河流。自公元1194年黄河初

期夺淮后，洪水泛滥、汪洋泽国、民不聊生、惨不忍睹。更有甚者，

1938年国民党花园口炸坝造成黄河人为夺淮。

古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今有毛主席1950年号召“一定

要把淮河修好”！“两头翘中间洼”，淮河是我国最难治理的河流。在

党的领导下，“泊岗引河”“潘村护岗河”“女山湖安淮圩”“涧溪新河”

“池河九道湾”“南沙河”等相继建成；分水岭、林东、石坝、燕子湾四

大水库犹如四颗灿烂的明珠镶嵌于江淮分水岭北翼；164座小型水

库、万面塘坝分布其间。解放后，淮河发生过“1954”“1991”“2003”

“2007”大水。“2020大水”，时短雨大水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上下同心，军民团结如一人，运用了“王牌”

（上游水库调峰120亿立方米）、使用了“底牌”（8个蓄滞洪区畜水20

亿立方米），淮河安然无恙，实现了大水无大灾。

岁月抹不去历史创痕，江河洗不尽积年风尘。不能忘却自然惩

罚之鞭，不可亏待淮水养育之恩。曾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伫立柳

巷淮河岸边沉思，“母汁”恶嗅酱油状缓缓哭泣东流，母亲需要保护，

淮河需要呵护，为此国家关闭豫皖流域千家造纸厂。保护生态等于

拯救自己，珍视淮河就是善待人类。二十年来，落实“科学发展观”、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明光市委市政府领导下，“把水留住”

“把树种上”“把路修通”“把农业结构调优”，一场水污染防治、水生

态修复、水资源保护、水安全保障正在明光大地如火如荼地展开。

如今的明光山清水秀，道路边、村庄里、公园中花团锦簇、绿树成荫、

鸟鸣声声，渔民退捕、离船上岸、清网清河，“合浦珠还”的故事再

现。明光市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经验得到了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

的肯定。展望碧空万里和绿水青山，这才是民族的百年大计、千年

血脉、万世根本。

淮河不歇脚，文化不停滞。淮河流域老庄等思想争相绽放，影

响至今走向世界；因地处中原，战争频发，人民时常蒙受兵灾匪患，

“官渡之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200余次大小战役相继爆发；

淮南王刘安、平民陈胜吴广、楚将项羽、放牛娃出生的朱元璋等大批

华夏英雄人物在此为王享福，或揭竿起义或骁勇善战或反元建明。

明光这块火红的热土上，曾经有大批仁人志士、英雄豪杰走向

历史舞台。一代功臣李文忠辅佐朱元璋打元军、施仁爱、恤民情，立

下汗马功劳；晚清封疆大吏吴棠勤奋好学、为民治水、收养弃婴、领

军英明、治政有方；李泽同读诗文、著作丰、乐助人、倡文化、办学堂，

开启明光办学先河；汪雨相求新学、教育救国、东渡日本入同盟会与

中山先生相识、抛家弃产奔延安、古稀入党、为传承历史自费修编

《嘉山县志》赠送家乡，不足百年之县史得益于雨相先生，明光人民

理应永远铭记；上海市老市长汪道涵、安徽省老省长胡坦更是家喻

户晓；老中医毛梓敬、汤策安等为百姓解疾病之苦值得颂扬；党史大

家龙平平宏篇巨著《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觉醒年代》让我们不忘

初心、缅怀先烈（吴继光、朱秀余、夏明、蒋怀道、许言希、许午阳、何

于庆、张昌富、黄桐、胡尚勇、张厚民等）；1923年前后，李泽同、汪雨

相、李吉行、胡同文、汪道涵、秦其谷、李正恩、戴皋汝等人倡导新文

化、议乡情、论国是，在明光成立“明光青年学会”、组织“二三读书

会”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1937年冬，明光镇王钧壁激于抗日救国

热情，从上海光华大学奔赴西安，经朱德之女朱敏介绍与中共五老

之一林伯渠结为伴侣，为中国革命奉献一生。没有革命前辈的血与

火斗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嘉山因山建县因山取名，九四年撤县建市。这里山川秀美、历

史厚重。“嘉”者，美善、吉瑞。境内多山、南部为甚，知其名者326

座，老嘉山最高为332米。明光缘于朱元璋出生时当地见有“五色

云气”而得名。市内众多名胜古迹，跃龙岗为明太祖朱元璋出生地、

曹国坟安葬着朱元璋二姊李文忠之母；紫阳山多赤土、古人在此冶

铁铸剑；浮山滨临淮水、“寺、洞、堰”遗址荡然无存；女山湖火神庙、

古戏台、嘉祐院保存完好；大横山兴慈宝塔（1350年建）历经千年风

雨屹然耸立；镌刻红色记忆的自来桥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更是当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的学习教育基地。

日月千秋照，淮河万古流。淮河孕育明光，明光包容天下。早

期少数集镇户不盈百、口不满千。县“龄”不长、八方来客。有人说

她是一个移民的城市，早期由水路扬州镇江徽州等人商贾云集或经

商或定居，后期公路铁路建成，山东、河南、蚌埠、盱眙、泗洪、泗县、

五河、睢宁、凤阳、寿县、灵璧等地人口陆续涌入。汉、回、苗、满、蒙

等大家庭共同快乐生活。经历代繁衍，从不足十万人，到如今已是

一个65万人口的小城市。行走明光大街小巷，听言语闻其声便知

哪里人。有湖腔有水声有山音，属于江淮官话，大体分为明光片区

（原明光区、三界区、涧溪区）、潘村片区（原桥头区、潘村区）、女山湖

片区（原苏巷区）。

新发展蓝图正蓬勃盎然。改革开放以来，明光经济迅速发展，全

国商品粮生产基地县、全国水产百强县、全国甜叶菊生产基地、食用

山芋生产基地、“明绿”生产基地、明光艾草生产基地陆续建立；“全国

文化先进市”“全国体育先进市”“全国科技先进市”“全国双拥模范

市”“全国园林城市”“安徽省文明城市”“全国创建文明城市提名城

市”等桂冠先后获得；走进新时代，全面脱贫全民小康已实现；“水陆

空”立体交通正展现（淮河润辉港、七里湖津里港，津浦铁路、合青高

铁、蚌明滁宁城铁，宁洛、明巢、明徐、明盱高速，国道省道，通用机

场。）。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实干者！“十三五”圆满收官，“十四

五”扬帆起航。春光来临，明光一片生机勃勃。围绕乡村振兴，力挺

“工业强市”。经济开发区、化工（绿色涂料）集中区、凹土产业园、乡

镇工业园科学规划热火朝天。“五个百亿产业”正在实施（百亿绿色水

性涂料产业、百亿高端电子信息产业、百亿凹土产业、百亿光伏产业、

百亿艾草产业）。明光市市委书记王珏逢会必谈，说了就算、定了就

干、干就干好、干必干成。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揭榜！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淮河生态经济带已上升为

国家战略，叠加“长三角一体化”“南京都市圈”政策效应。真可谓

“天时地利人和”！

一河清水向东流，只待时日，正在今朝。古人云，三十年河东三

十年河西。未来五年让我们仰望天宇、俯身耕耘、察势驭势，明光风

光无限。

淮河孕育下的明光
○朱家如

晚清名士薛时雨（字慰农，一字澍

生，晚号桑根老农，安徽全椒人，清代咸

丰三年进士），对晚清官场相互倾轧、尔

虞我诈非常失望，愤然辞去杭州知府兼

浙江粮储道，在杭州主讲崇文书院三年

多，因对故乡的思念，又移席南京主讲尊

金书院和惜阴书院。

同治十年（1871年）10月中旬，在伯

兄薛暄黍逝世周年之际，薛时雨回全椒

故里祭祀伯兄，看到伯兄的墓碑和坟茔，

眼前就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不禁泪流

满面，但斯人已去，唯有思念永久。他满

怀悲痛地写下了《十月十六日伯兄忌辰》

一诗，云：

老年百事堪排遣，骨肉凋零最痛心。

况复故园归未得，隔江浇酒泪沾襟。

想到少时他们兄弟三人一起游玩过的三塔寺，就在伯兄墓茔不远的

地方，忍不住想去看看，再次回味年少时的美好时光。可是到了三塔寺，

看到的却是破烂不堪、荒芜一片的废墟，心里失望之极。三塔寺是始建于

隋代大业年间的江淮名刹，明洪武年间，为便于朱元璋拜谒泗洪县的明祖

陵、凤阳的明皇陵，当地官员竟拆取三塔之砖造毛垣桥，三塔寺遂被毁。

后于明代天启年间进行重修扩建，三塔寺到清代已有五进殿宇，廊房迴

曲，规模宏大。寺内大悲楼下有一棵千年黄杨和百余株绝世牡丹。曾几

何时，每当花开之时，薛时雨便和兄长们及当地的文人雅士来此举办“牡

丹诗会”。盛会之景如在目前，但现在他们已星散四处，如风而逝，永不能

相见。

薛时雨走进三塔寺，发现荒废的寺院，空寂冷清，心里不禁难过起

来。整个寺庙已经没有出家人，他便在寺中漫无目的地走着，无意中竟在

三塔寺院后的破房里发现了一位道人，一问，才知这个道人名叫“方定

国”，原住在桑根山侧，本也是读书人，因为屡试不第，父母双亡，乃弃家素

食居三塔寺中，人称“方斋公”，自号“白衣道人”。薛时雨与他闲聊，得知

他的身世，有感而作《游三塔寺》。

接着他又写了一首《白衣道人行》，赠给方定国。称赞他“字字倾谈出

性情，始知时行由广德。作佛成仙未可知，至诚纯孝实堪师。”后来，这首

诗的刻石镶嵌在三塔寺的墙壁上。

看到曾经高大宽敞、金碧辉煌的三塔寺，现在已经毁坏殆尽，他不禁

想到曾经和兄长们常去游玩的滁州琅琊山的醉翁亭和丰乐亭，不知经过

战乱后会是什么样？全椒西部的山，包括桑根山都属于滁州琅琊山山

脉。于是在老薛庄短暂停留后，他便带着仆人骑马来到琅琊山，准备从滁

州回南京。一路走来，看到经过战乱后，琅琊山已经一片狼藉。等到醉翁

亭时，看到的情景，更令他难以置信。醉翁亭已经亭倒阁塌，一片瓦砾，连

一间像样的楼阁都没有，已成废墟，断了几截的残碑随处可见。他又骑马

快速到琅琊山西边的丰乐亭去看看，没想到丰乐亭更荒凉，泉竭树枯，毛

草丛生，久无人迹，形如一座荒芜的乱坟场。

薛时雨看到如此破败不堪的情景，非常痛心。想到年轻时与兄弟们

经常到琅琊山赏景作诗，题联作对，那些快乐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作为

滁州人，难道就这样让欧阳修所建的醉翁亭、丰乐亭从此销声匿迹吗？

不！他决心以一己之力，重建遭战火毁坏殆尽的滁州醉翁亭、丰乐亭，以

拳拳之心报答故乡的养育之恩。

文章节选自薛来彩《晚清名士·薛时雨传》（中国科学文化发展出版

社），未完待续

赤心一片报桑梓
——晚清名士薛时雨重建醉翁亭、丰乐亭

○薛来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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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名士·薛时雨传》 薛来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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