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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滁州市地方文化丛书第一批出版书目，推介欧
阳修似乎是题中之义，理所当然。对众多普通读者来说，
走进欧阳修主要还是通过他的《醉翁亭记》与醉翁亭来认
识的，进而去认识欧阳修与滁州这段情缘。若说滁州对
外文化影响力，首推欧阳修，讲好欧阳修与滁州的故事，
传承好醉翁文化精神，不仅是提升滁州城市文化品位的
需要，更是坚定滁州人“文化自信”的需要。不过，欧阳修
不仅仅属于滁州，欧阳修一生辗转各地，在很多地方都留
下了人生遗迹，作为北宋文坛领袖和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更是在学界形成诸多学术的热点，还成立了中国欧阳修
研究会，多次召开过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滁州也曾于
2010年10月由滁州学院联合研究会主办过一次（也是目
前滁州举办的欧阳修专题研讨会中唯一一次），研究成果
丰硕，想来又过去了十年，这次研讨会也为全国欧阳修研
究专家学者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影响，因为是在醉翁亭畔
举办，“醉翁行乐处，草木亦可敬”（苏轼），便具有其它地
方举办类似研讨会的不可替代性。然而，滁州当时除了
提交数篇研究论文，并不能拿出一部像样的欧阳修研究
著作奉献给研讨会，记得当时闭幕式上，中国人民大学教
授、中华书局《欧阳修全集》校点整理者李逸安先生就特
别寄希望于滁州当地的学者，能把滁州打造成欧阳修研
究的学术重镇。然而事实上滁州的表现与本省阜阳、江
西吉安、四川绵阳等与欧阳修密切相关之地相比，确实有
不少差距，更与打造滁州“千年亭城”这一城市文化地位
很不协调，作为高校一名欧阳修研究工作者未免深感惭
愧，因而当有这么一个出版选题时，便有一种义不容辞的
使命担当感油然而生，加上前期自己也有一些研究积累，
便欣然接下这一写作重任。

然而，写出一部具有滁州特点的欧阳修著作，并不像
起初想象的那么简单。这倒不是因为欧阳修可资参考的
研究资料太少，恰恰因为太多，光是公开出版的欧阳修传
记就不少，这些传记从整体上能让读者了解“一代文宗”
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但涉及到欧阳修滁州这段经历，
限于体例或篇幅，却不可能全面深入挖掘下去。当然，这
也为笔者在前人基础上，撰写一部全面系统介绍欧阳修
与滁州关系的著作提供了契机。但真正动起笔来，还是
面临着不少困难，这当中不仅涉及很多学术性的争论（如

“环滁是否皆山”“让泉还是酿泉”等），甚至欧阳修在滁州
生活轨迹的描述也必须进行必要的考订，以免给读者传
达错误的文化信息，为此笔者必须对欧阳修在滁州留下
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特别是要准确把握欧阳修贬
滁后的心态变化，这样才能给读者呈现一个真实的醉翁
形象。所以，书稿中笔者特别注意把握欧阳修贬滁之前、
贬滁之后、离滁之后的心态变化，配合以他在滁州留下的
典型诗文篇章分析来佐证，努力展示欧阳修真实、复杂、
丰富的心理世界，并由此让读者深深体会并认识到欧阳
修是如何在滁州成全他的“六一风神”和“为政风流”的。

明代文人苏茂相在醉翁亭旁留有题诗碑，诗云：“为
政风流乐岁丰，每将公事了亭中。泉香鸟语还依旧，太
守何人似醉翁？”“为政风流”的第一层内涵是欧阳修身
为地方官，仍心系天下百姓，崇尚儒家“弦歌为政”的仁
政理想，反对繁政、暴政、苛政，倡导一种宽简爱民的政
风，所谓“乐岁丰”、“了亭中”。第二层内涵就是指保持
传统文人的本真性情，所谓“香泉鸟语”代表自然的美
景，也暗扣欧阳修《醉翁亭记》中“泉香而酒冽”和名诗

《啼鸟》中“花开鸟语辄自醉”句意。的确，身为文学家的
欧阳修，原在朝廷为官时，繁务缠身，又身陷政治风波，
多受拘束，少有闲暇去亲近自然，优游山水，搜寻胜迹，
专注文学创作。贬滁后，欧阳修渐渐消磨的文人本色被
恢复，既有陶醉山水之乐，又有任情恣性的行文之乐（如

《醉翁亭记》中21个“也”字），还有满足文人性情需求的
琴酒之乐，故尔在滁“愈久愈乐，不独为学之外，有山水
琴酒之适而已。”（《与梅圣俞》）“为政风流”的最后一层
内涵就是指欧阳修的为官之道，堪称楷模，却又极难仿

效。儒家所说的人生境界三不朽，一般人很难占全，而
欧阳修在偏僻的滁州竟然将三者完美地统一起来，既成
为当地百姓拥戴的清廉刚正的父母官，又成全了其文学
家的性情，形成了创作上令人称道的“六一风神”，进而
成为扭转北宋一代文风的领军人物，这又焉何不堪称

“风流”？在欧阳修滁州生平事迹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无
非就是他的政治上的“为政风流”与创作上的“六一风
神”，也是谈欧阳修不能不谈滁州的重要原因，以至于滁
州在欧阳修后的宋代形成了一股“滁州文化热”，就连欧
阳修同乡南宋爱国志士文天祥都发出了“人间何处不滁
州”（《山中呈聂心远诸客》）的感叹。清代吴楚材、吴调
侯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编选的《古文观止》，收录欧
阳修散文11篇，《醉翁亭记》《丰乐亭记》双双入选，更是
扩大了滁州的影响力，就是康熙、乾隆也都给予欧氏二
记以较高的评价与关注。当然，笔者不是写欧阳修全部
的生平事迹，但写欧阳修在滁州这段事迹，又离不开对
欧阳修贬滁前、离滁后相关事迹的认识，或者说读者了
解欧阳修滁州这段经历时，最好整体上能对欧阳修生平
有所认识，最好能读几本专门的欧阳修传记，这样对欧
阳修在滁经历的认识才会更深刻、更有体会。为了弥补
读者整体了解欧阳修的遗憾，笔者在上编第一章作了微
缩版欧阳修生平回顾，以便读者更好了解滁州只不过是
欧阳修波澜壮阔人生中重要一环而已。与此同理，本书
上编第十二章对离滁后欧阳修的滁州情结也多有涉猎。

最后需要指出的，我们着眼于滁州来介绍欧阳修，还
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借此传播独具魅力的醉翁文
化，深入挖掘其精神内涵，让之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新文化
精神的有益因养。虽然目前关于“醉翁文化”概念及内
涵，学界还存在着不同认识，但愚以为“文化”概念本来在
学理上就无统一的认识，说法不下百种，有着广狭义之
分，所以我们没必要过分把精力放在概念的争辩上，而要
看重文化的现实。醉翁文化的现实主要包括：醉翁精神
风范和醉翁文化遗产及传承，这在本书中都得到了体
现。本书题作《醉翁亭畔话醉翁》，分成上下两编呈现，上
编（醉翁之意不在酒——欧阳修与滁州）侧重勾勒欧阳修
在滁州的生平事迹，但不作简单的生平事迹罗列，通过传
主在滁州的事功、文章、道德“三不朽”理想践行的生动事
迹与生活片段，展示一代文豪的醉翁风范，共分十二章
（分别为：一代文宗，醉翁扬名；朋党风波，贬谪山城；地僻
事简，调适心情；凿泉建亭，名为丰乐；菱溪石奇，诗友唱
和；结交山僧，筑亭醉翁；亭建醒心，弟子著文；故友学子，
慕名交游；安常处顺，关心朋友；以民为本，关心国事；移
官扬州，管弦离声；醉乡犹在，亭影不孤）；下编（醉翁行乐
处，草木亦可敬——欧阳修与醉翁文化）侧重挖掘欧阳修
在滁州留下的丰富的醉翁文化遗产与精神价值内涵，凸
显“江淮领秀、醉美滁州”的滁州城市文化品位，激发读者
家国情怀，共分七章（分别为：醉翁文化的形成与内涵；欧
阳修的贬滁心路历程；《醉翁亭记》的历史纷争；醉翁文化
的基本特征；醉翁文化的传承影响；醉翁文化的历史地
位；醉翁文化的当下价值）。上下两编相互配合，相得益
彰，以便读者自外及内、自古及今的全面系统了解认识醉
翁形象及其醉翁文化的现实价值。书稿原计划将欧阳修
滁州作品鉴赏单独设为一编，以便读者通过作品更加感
性、审美性地认识醉翁，惜受到篇幅限制，这次只能割舍，
好在一些比较重要的作品都在行文中得以转引与分析，
读者若有兴趣可继续钻研下去。

“城市山林最羡滁，山宜樵牧水宜鱼。残碑断石犹存
古，赢得天闲此附居。”（戴金《以欧之〈醉翁亭记〉“环滁皆
山”韵漫成四绝》）滁州自古就有“城市山林”之美誉，山清
水秀的自然环境，显得特别宜居宜业，若能进一步挖掘当
地的文化资源，特别是叫响欧阳修与醉翁亭的牌子，一定
会为“中国亭城”彰显更加厚重的文化底蕴。本书若能为
滁州城市文化建设提供可借鉴的有价值的东西，将是作
者内心里感到最为快慰的事。

城市山林最羡滁
——写在《醉翁亭畔话醉翁》出版之际

○裘新江

□责编：张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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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东古镇半塔，古因白塔而

名，近因淮南抗日根据地半塔保

卫战名震全国。陈毅曾云：“在华

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郭

村，才有黄桥。”二十一世纪后，民

风淳厚、生态良好的红色半塔又

以美食全羊汤而名声在外。

有同仁自皖南而来，陪其游

半塔。友人领入山中再尝全羊

汤。望暮色苍茫，忆及青春年华，

常听同事聊及老刘和全羊汤，单

位每有贵客必带至其家。身为异

乡人，不知全羊汤为何物，更无从

知其味。某日下午，领导呼数人

同行，未语去何处。山路逶迤，颠

簸难行，东摇西晃，终停山顶，砖

瓦房数间立于丛林，羊肉香味扑

面而来，方知领导心意。

老刘，全名刘建发，年纪五十

有余，笑脸相迎，端茶递水，寒暄

片刻，即入厨房。羊肉已焐于铁

锅，热气缭绕于木盖之上，刘妻添

柴于灶底。闻满屋香味令口水欲

滴，便转到屋后，行至水塘。群鸭

白鹅悠然游于水上，有农肩扛犁

耙，左手牵牛缓行田垅之间，夕阳

西下，万物寂然。

陶醉于乡村美景，闻呼方返回。方桌中置大

号白瓷脸盆，盛满全羊汤，周围荤素菜肴数种。遂

闻碗中全羊汤味道，用汤匙搅动以辨食材。未及，

老刘讲解于近旁。方知所用之羊为“笨羊”，散放

于山中，食野草，饮清泉，偶喂玉米黄豆，肉多肥膘

少。取其所有能食者分处之，切小块入大锅，先大

火煮，再小火焐，六时辰后方可食。老刘以生姜、

大蒜、香葱等为佐料，另加芝麻、枸杞等十多味中

草药，以增羊肉“暖中补虚，补中益气，开胃健身，

益肾气，养胆明目，治虚劳寒冷，五劳七伤”（《本草

纲目》载）之功效。故寒冬常食羊肉，既可抵御风

寒，又可滋补身体，民间亦有“要想长寿，常吃羊

肉”之说。

老刘自制全羊汤口感清淡不腻，肉质嫩软鲜

香。赞叹之声此起彼落，好饮酒者划拳行令，好乐

者引吭高歌。稍顷，汤肉尽盆底现，老刘复上满

盆，众人兴尽方归。

老刘与全羊汤闻名乡野，亦多次被邀至县市

做全羊汤以宴贵客。其后，数家全羊汤馆纷现于

街市，声名日益远扬，人皆冠之以半塔全羊汤，遂

成为地方特色美食。

轿车驶离半塔、大余郢街道，穿行山岭之中，

水泥路面弯曲平坦，再无昔日颠簸之感，丛山绿树

萌新芽，野花芬芳溢满窗。至罗庄大洼山头上，暮

色已浓。未见老刘，但见其子刘明军与妻忙碌。

瓦房依旧，内外墙白如雪，近旁二层小楼在建。睹

物思人，物是人非，当年欢聚场面恍若隔世。

“半塔全羊汤2018年上过央视，一天只做一

大锅，须提前预订。”刘明军至桌前，笑而欲以好酒

敬宾客。

“再尝刘家全羊汤，已时隔二十余年，此味最

纯正地道，最让人难忘。”感慨之余，起身为同仁再

舀全羊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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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欧阳修亲自审定的山东费县
苏唐卿篆书《醉翁亭记》碑拓本

扬州平山堂欧阳修石刻小像

醉翁亭景区菱溪石

滁州醉翁亭

《醉翁亭畔话醉翁》裘新江/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