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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之间的定远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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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大天长在长三角地区的影响力，进一步推介天长

文旅资源、繁荣天长文学创作，“爱在中秋，情到天长——长

三角知名作家走天长”采风活动于近日成功举办。

活动期间，来自长三角地区的作家举行了向民国藏书

楼捐赠作品仪式，参加了天长地域文化丛书《城西往事——

红草湖之恋》首发式，开展了“千秋大讲堂”文学讲座，参观

了红草湖湿地公园、西月城遗址展示馆、龙岗抗大八分校纪

念馆、天长 99公路等文化场馆和文旅项目。

作家们纷纷表示，此次实地采风收获颇多，不仅看到了

天长市在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还感受到了

天长人奋发进取的精神面貌，并将尽快创作出反映天长的相

关文学作品，为天长深度融入长三角、全面加速发展而加油

助力。 （通讯员秦 骏 全媒体记者陈姝妤）

“爱在中秋，情到天长——长
三角知名作家走天长”

采风活动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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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坝黄山坝
北出定远县城十里，即是江淮分水岭风景道。

夏日傍晚，西行的自驾车辆沐浴在夕阳里，小风习习，不

急不躁。沿途的马尾松林、枫叶林、香樟林、桃花杏花梨花林，

以及不晓得叫做什么名目的杂树林，随着车行的方向，远远地

扑来，又渐次闪开，把道路装扮得既漂亮又生动。路边树林就

有这样的好，车辆明明是在路上跑，人却生出探究旁边林子的

念头。但也只是个念头，不能多想的。跑着跑着，尘世的喧

嚣，就落在身后了。

车行十里，山岭渐渐隆起。往右侧扫一眼，有九连峰兀然

现身于车窗外。岭上的大风车悠悠地转，近大远小，把视线拉

得又远又高。往左手这边瞄，忽见一片清亮亮的水域，躺在天

光下，很是平静。周遭的山坡和田地，似乎也比其他地方亮

丽。就觉得，这里果真是一个豁然开朗的境地。

继续驱车来到黄山坝。黄山坝是乡里的一个小水库，大

多数时间蓄水养景。蓄的是山中水，养的是山边景。水域的

北和西两面都是丘陵。丘陵是秦岭余脉，从伏牛山、大别山那

边游龙而来。水域的东、南两面足够开阔，可以遥望城里的楼

群。这坝长约一公里，坝面上绿草依依，水面上白鹭翩翩。如

果站在高处，把坝埂想成一柄口琴，大约能听到圆舞曲、奏鸣

曲、摇篮曲或小夜曲，但一般不会听到拉德斯基进行曲。

那年，自行车把我们几个闲人从小路驮来，在东面那一块

野地找石头。怪得很，就那一处地方，只有足球场那么大，可

露出地面的“丑石”，真叫一个多。巨如卧牛的青石，肌理之间

夹杂着条条块块、斑斑点点的石英，显得外刚内秀，英气逼

人。巨石身上的一道道石筋格外抢眼，就跟硬汉肌肉上暴突

的静脉一般，真是丑得很美。一汪静水旁边，卧着许多奇石，

这是很有意思的景观。那块野地里当然还有不少的石头“小

品”，若配个底座，清供在书房案头也是可以叫绝的。

现在通了大路。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从北沿山下穿过，算

是挑开了遮蔽，把一处颇具“世外”意味的地方暴露了出来，面

了世。此地可垂钓读书、水上游乐，也可房车露营、篝火聚会。

可以让人驻足的去处，当然是个好去处。只是乍看这地

名不够靓耀，但又一想，远方的人从城里来，不就是想领略一

下江淮之间的土里土气吗？黄山坝，就挺好！

石头村石头村
这个石头村有一个规规矩矩的名字，叫黄圩。

丘陵地带极少见到石头村。早年是土坯草屋，后来是砖

混结构。现在楼房不少，但总显得平铺直叙，过于雷同。张家

店、王家岗、李家铺，长得都差不多。黄圩是个小山村，石头材

料的使用，跟太行山里的郭亮村差不多。这在皖东就显得独

特了。石房、石院、石路、石槽、石磙、石磨、上马石、下马石、拴

马石，还有不少的古井栏，透着幽幽古意。石头村东边有水，

名叫马湾潭；西边有山，也叫做黄山。

石头村最早的村民来自明朝的江西。村落选址在此，一

是符合风水，二是居住安全，是有“道道”的。先看风水。黄圩

村南端，是一个叫做邵家岗的台地，地貌似山形，为朱雀；北端

则是幽冥深沉的靠山（山名就叫靠山），为玄武；东边是马湾潭

及其流水，为青龙；西边的黄山既不高也不大，温婉灵秀，是一

个极佳的白虎。

村里大多是石头建筑，平时是民居，战时是堡垒。所有靠

外的房屋，都在墙壁上留有碗口大的窗洞，既可瞭望，也可射

击。住宅的布局并非整齐划一，前后左右的房屋错落有致，巷

道也就显得曲里拐弯，利于防御。在村里散步，真似曲径通

幽。外人进来再出去的话，要费一番工夫。

石头村有个传说，据说霸王垓下兵败，南逃至此——就在

马湾潭水边，眼见就要被灌婴擒获，只见项羽怒而挥鞭，打裂

潭边巨石，乌骓马奋蹄跃过涧水，与追兵拉开了距离，绝尘而

去。因而此地就被叫作“少十步”。少十步的涧水边，至今尚

有一鞭石、马蹄印等遗迹，可以佐证这个传说。

根据《史记》“项王渡淮……至阴陵”一段，路线是对得上

的，但是否就在黄圩，在马湾潭与灌婴短兵相接？这就不得而

知了。这个传说至今仍被当地百姓传得惟妙惟肖，依我看，很

文学。对待历史故事，大可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原则。

从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往黄圩村来，近得很。黄圩这个石

头村又与另一处村落紧挨着，叫古城村。古城村就是古阴陵

城的遗址所在。这个古意盎然的地方，诉说着虚虚实实的故

事，林荫浓郁、流水潺潺、水芹葱翠、民风淳朴，值得来看看。

中九华中九华
中九华，是山名，也是寺庙的名字。

从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下来，不过几里地，就到了一个山

村，叫做小寺湾。小寺湾隐蔽在山脚下，人家不多，石头屋子

略显破败，有几个老人居住。出了小寺湾北口，越过密密的杂

树林，可以见到几座峭拔的山峰。据嘉靖《定远县志》记载：

“五峰山，曰大衣、火星、九华、清风、正年。”其中的九华，因为

处于青阳九华山和凤阳九华山之间，又曾经寺院林立，香火鼎

盛，故被称作中九华。山上的寺庙群，便是中九华寺。

南朝梁武帝时，有了“定远”县名。武帝萧衍不仅笃信释

教，舍身出家，还大兴土木，营建寺庙。“南朝四百八十寺”，据

1995 年新修《定远县志》记载：“南北朝时，在凤阳山南麓一

带，有寺庙一百二十余座。其中，闻名全国的就有能仁寺、莫

邪寺、中九华寺、禅窟寺、苏禅寺、西山寺、滴水寺以及羊公

庙、宰王庙、槐树庙、虞姬祠、霸王庙等。”只是如今，“多少楼

台烟雨中”？

中九华清寂于深山老林久矣，知之者甚稀。

有句话叫“天下名山僧尽占”，说的或许苛刻，却可以反证

中九华寺庙群坐落于此，其景其境应该是能够说得过去的。

新老县志均载，中九华寺周围有明泉、楚泉、汉泉及珍珠泉。

这是几眼比较有名的泉水。地方名士做田野考察，还搜罗出

以下若干山泉：五里代泉、尖山泉、米家泉、靠山泉、北庙泉、八

里张泉、高石塘泉、水泾湾泉、清凉泉、茶叶寺泉、大石裂泉、灰

土泉、达泉、碗泉、大银山泉、小吕家泉、望郎沟泉、阴沟洞泉、

三山炮泉、何家泉、老李湾泉、张家泉、老滚锅泉。不说不知

道，一说吓一跳。中九华附近竟然有这多泉水，真是一个滋润

的地方。

在小寺湾里晃荡，听不到不想听的声音。听到的，是风飒

飒、水淙淙、叶沙沙、虫啾啾……都是些天籁之音。

嗟虞墩嗟虞墩
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定远有一条支线，经岱山新村，可

以往滁州的大柳草场去。从岱山这里向西南拐个弯，继续自

驾一段路，也就一二十公里吧，就到了定远的二龙回族乡。这

里有个虞姬墓。

传说项羽从阴陵古城那边的“少十步”逃了出来，到了古

东城。此时兵困马乏，已是穷途末路。项羽一行退守在一处

叫做四隤山的高地，遥望南方，万念俱灰，“不肯过江东”之意

已决，便将背负的虞姬首级就地掩埋。霸王以墩为墓，放下了

心中羁绊，壮烈赴死。

四隤山，从那时起，就被叫做虞姬墓了。

每年春日，这个高于周边田地的巨大土堆周边，有一种草

悄然生长。这草能长到山羊那么高，茎秆笔直，叶条对生。到

了夏季，青叶会渐渐地变红，看上去很是妩媚动人。风一吹，

草的叶茎摇曳生姿，刚柔相济，仿佛一曲沉醉的剑舞……人们

称之为虞美人草。说来也怪，就这一带土壤长虞美人草，走出

百十步，便是其它的野草野花了。

这草亦被称作花，但不是植物图谱里的那个虞美人花，更

不是罂粟科的，它连花都算不上。但就是有人拿它当花。大

家宁愿相信它是虞姬的精血所化，觉得它很美，是美得不能再

美的花。

四隤山不是符合地理概念的山。江淮丘陵，隆出于地面

的岗峦，都容易被叫做山。滁州境内的最高峰，海拔也就三百

九十多米，其余多为几十米、百十来米、二三百米的山头。所

谓环滁皆山，就是这个道理。四隤山也叫山，皆因它虎踞旷

野，明显高出田地和村庄。但是，它“隤”了，是个倒塌了身架

的山。说它山作墓用，似有牵强；称之为墩，倒更合适。

淮河以北的灵璧县也有一个虞姬墓。因为关于项羽之死

的学术争论一直都在，因此，涉及虞姬的死因、葬地以及墓冢

的真伪之辩，自然也在。我的看法是，两地的虞姬墓孰真孰

假，这没什么好争的。大家都觉得虞姬这个形象是美的，都心

怀怜惜之情，都愿意莅临凭吊，就已足够！面对荒土掩埋的薄

命红颜、远眺随风消散的历史尘烟，除了无可奈何的喟叹，更

与何人说？

嗟虞墩是虞姬墓一直以来就有的另一个名字，一个“嗟”

字，足抵万语千言。

老岱山老岱山
老岱山，是山，也是地名。叫过岱山铺、岱山保、岱山乡、

岱山镇，现在准确的名称叫岱山社区。

岱山主峰海拔 348米，是定远境内最为巍峨的山峰。从明

光到定远的江淮分水岭风景道，有一条支线，于岱山脚下蜿蜒

而过。在上面自驾，会觉得很文艺、很小资、很有“出世”感。

攀登岱山，看起来似乎很容易，走起来却颇费脚力。山上

原来有座岱山庙，颓废了，掩蔽在杂树林里。杂树长得无拘无

束的，胳膊腿想往哪个方向伸展，就往哪个方向伸展，有一点

空间，都用枝叶占据了，一点儿也不客气，很山野的孩子样。

然而，原来上山进庙的路，就被修改得面目全非。在渐高的树

丛里搜寻着路径，偶尔会见到残砖断瓦、台阶条石，此庙若能

修复，应当是不丑的。若不能，也无妨，但是需要把山路捋平

整了，把山上山下的场所，打理得合乎山峦的道理。倘如此，

登岱山时，就更有意思了。

站在岱山顶上往西看，好看极了！岱山水库偌大的水

面波光粼粼，山水相依，真是一片佳境。再往山下看，有两

个绿野之中的村庄出现在视线里，村庄的名字很有意思，分

别叫做东施和西施。这有什么说道吗？我暂不道破，是所

望于群公。

岱山这地方，叫岱山铺时，作军事驿站用。现在，岱山以

东的山区，是一处硕大的军事演习场地，自有另一种景观了。

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丘陵上是旖旎的、婀娜的、温婉的。在

我看来，这会让深藏一隅的“老”岱山，老态消除、容颜焕发。

毕竟，从旅游开发的角度来说，岱山还是一座处于青葱岁月的

未名之山呢。

红石峡红石峡
岱山的东北，是拂晓乡。拂晓乡境内，有一座定远县和明

光市共享的大横山。山南定远这边，有一片红石峡。

红石峡，是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上堪称省内唯一的丹霞地

貌景区。丹霞地貌的“原产地”当然是广东韶关的丹霞山，但

国内目前最红火的同类旅游区，似乎是甘肃张掖。张掖的七

彩丹霞，我千里迢迢自驾去过两次。

红石峡面积不大，也就两三平方公里吧，说它是峡，其实

不够准确，应该是起起伏伏的一片坡地。红色山坡上，突起的

部分如堡垒、如卧牛、如坐佛……凹陷处，则波纹回环、线条流

畅，这是造山运动和风雕水蚀的结果。人在山坡上，会觉得天

蓝、云白、山绿、水碧，色彩鲜亮，色调鲜明。环境和人相互氤

氲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我看过一些描述红石峡的文字，几乎都用了一句“非土非

砂非岩石”，这是在打哑谜吗？让人看了还是云里雾里。于是

我就去问一问、查一查，其实这叫砂砾岩。只不过是红色，比

较稀奇。起先见到美景的摄影家，给照片起标题时用了“峡”

字，于是就叫开了。还有人赞美这里是“赤壁”，我不禁一笑。

红石峡谈不上炫目和惊艳，但是会让人产生看了一眼、

还想再看一眼的感觉，让你读她千遍也不厌倦，读她的感觉

像三月。

春夏秋三季的红石峡，颜色上有干湿浓淡的变化，各有妙

处。若在冬季，那一坡相互辉映的白雪和红石，顾盼有情……

真是妙不可言，让人痴迷留恋。

不过，我在红石峡看到一点问题，不说的话，我觉得对不

起上天的恩赐。现在红石峡名气大了，游人多了，是好事。但

游人在上面走来走去、蹦来蹦去，只顾自己玩高兴，却没有谁

去在意践踏的事情。这可不妙！砂砾岩在岩石中不算太坚

硬，磨损久了，就会破相。所以，还是在不可多得的丹霞上，赶

紧修建木栈道吧。我们需要兼顾一下人与自然的共同感受，

把红石峡当作红宝石去珍爱，我们才能更好地拥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