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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

天地化育了万事万物，但是它们静默

无言。虽静默无言，却又“无声胜有

声”。琅琊山就是这样横亘在天地之

间，经历风霜雪露，见证着一千七百年

来滁州文化的传奇故事。有多少人慕

琅琊山之名而来滁州，又有多少人前

赴后继地探索着琅琊山的故事呢？滁

州文史专家张国富先生于琅琊山情有

独钟，数十年来不断挖掘琅琊山文化

资源，先后已出版《千年古刹琅琊寺》

《琅琊文化趣谈》等著作，为琅琊山谱

写了一首又一首赞歌。小故事里见大

乾坤，张国富先生正是在向世人述说

琅琊山上的玄机。

今年，《滁州文化丛书》出版，张国

富先生所著《故事里的琅琊山》就是其

中极具分量的一种。此书正编有“历

史故事”、“景物故事”、“人物故事”、

“传奇故事”和“艺文故事”五部分，每

个部分独立成章，每章之间又相互勾

连，是非常典型的专题型著作。附录

选了作者的三篇文学作品，此乃对琅

琊山的正面讴歌。历史故事、人物形

象、民间传说等等文学要素经过作者

生花妙笔的点染，皆变得生动有趣，活

灵活现。

《故事里的琅琊山》作为一部专论滁州琅琊山的力作，是

非常受读者喜爱的。我想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其一，本书

善于利用文学叙述与传播的原理，将琅琊山故事和读者既有

的文化常识巧妙地连接起来，极大地拓宽了读者的期待视

野。书中论及司马氏家族、《琅琊溪述》、龙潭求雨等故事，于

普罗大众而言显然是冷僻之事，但作者却从琅琊山、琅琊寺、

欧阳修等人尽皆知的人事生发开去，使得读者在不知不觉中

进入了读者写作的思路中去，增长了见闻，同时也对滁州文化

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其二，趣味性与学术性的完美结合，使得读者在充分享受

故事性的同时，也初步了解了滁州文化史的纷争。比如《小题

大作说让泉》中论述“让”、“酿”之辨，运用通俗的笔调，传达学

术界关于《醉翁亭记》文本的分歧。原来欧阳修所写“让泉”被

明代人讹误成了“酿泉”，因此成为一段公案。以后再走过醉

翁亭前的“让泉”，就再也不会为“酿”、“让”之别而苦恼了，中

学教材也解决了悬而未决的千年聚讼。

其三，本书在文学性、史料性之外，更加向上一路，提炼出

了巧妙的哲思。《雪鸿洞口读苏轼》中谈到题写洞名的明代诗人

仇维祯，洞旁的小序乃仇氏所撰。作者读罢此序与几百年前的

仇维祯、一千年前的苏东坡产生共鸣：“因为人生啊，一辈子忙

忙碌碌、四处漂泊，就像一只鸿雁，偶尔落在什么地方休息一

下，留下一点指爪痕迹，接着又不知飞到哪里去了。”细心的读

者会发现，这段解读已经超越了仇氏的序文，更多的是作者的

再阐释。冷冰冰的材料在作者笔下一下子鲜活起来，成了灵魂

与生命的呐喊。《洗心亭外说洗心》更是联想到劝世良方：“诸恶

莫作，众善奉行”，凡此种种，极大地提高了本书的立意。

除此之外，我认为始终贯穿于本书的核心宗旨就是“感恩”，

这也是我们阅读此书受到最大感染的地方。作者的代序是《我

的琅琊情缘》，跋语是《我的感恩》，总之是在穷尽笔墨表达自己

对于琅琊山馈赠的感念之心。作者从小生长在琅琊山边，用作

者的话说就是“渴了有清凉的山泉，累了有浓密的树荫，热了有

凉爽的山风。”如今作者已逾古稀之年，琅琊山见证了他们这一

代人的青春，看着他们慢慢变老。“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

我应如是”，作者于琅琊山的感情可谓至深至切。所以作者又

说：“琅琊山的一丘一壑，一草一木，我没有忘记。”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得益于天地灵

气之交通，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山水间找到人生的安顿。

大自然在馈赠人类，可对于大自然的理解与感恩并非人人皆

有。作者的这种“感恩”情怀除了自身宽广的胸怀之外，更多的

是有一种澄怀味象的文艺修养。正因为“澄怀”，所以盛得下对

于滁州这片养育他的热土的眷恋。对于家乡的眷恋啊，我该如

何安放你？只有将你置于天地山水之中，汇入林间之清风，映

照山间之明月。等到有一天，我们行将就木，让这种乡愁与眷

恋都随着山上的云、山上的风、山间的草木一起摇曳！

何以解忧？唯我乡愁！乡愁是我们对家乡文化充分了解

与浸染之后所生起的一种自豪感，这种自豪感又不断激励我

们继续学习我们的地域文化。滁州山水是绿水青山，滁州文

化是金山银山，琅琊山经过欧阳修、苏东坡、王阳明等文化名

人的点染，历经千年，俨然实现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美好

统一，成为“醉美滁州”的文化标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以

琅琊山为核心的滁州文化这座宝藏还有待于继续开发与普及

宣传，在系统地了解地方历史人物和历史遗存的同时，还有必

要就滁州文化的普及教育等方面做进一步工作。

张国富先生乃是琅琊山的叙述者，是乡愁的解忧人，他用

脚步丈量琅琊山、用理性探知滁州文化，《故事里的琅琊山》是

他用感恩之情酿出的美酒，是滁州游子夜航在船的闪亮灯火，

也是滁州文化普及教育的优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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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我的心底油然升起了

一股清凉而又温润的东西。它暖暖的、软软的，

在我的胸腔里轻轻地消融着，荡漾着，溶流在全

身。——它是什么呢？我想，这大概就是一种叫做

“感恩”的心情吧。

我与琅琊山，结缘七十年。这七十年的情缘，

最初是在曾经的荒年饥馑，体力不支的劳作，筋骨

与山石、皮肉与草木的密切厮磨中凝结起来的。

在滁州，和我年岁相仿的人几乎全都有类似的

经历和情感。那个年代的那一代人，真是“穷人的

孩子早当家”。春荒时节，母亲们带着五六岁的孩

子上山挖野菜，常常是漫山遍野的青绿中，已经找

不到一棵植物可以裹腹充饥。孩子们七八岁的时

候就结伴上山打枣，头上倒扣着一只篮子，快乐的

一路撒欢鬼叫。枣树上长满了尖锐的刺，每一颗枣

都得从刺窝里摘出来，篮子满了，两只手也血肉模

糊了。再长大一点就不打枣而是砍草了，若是一不

小心割破了手腿，就自己抓一把泥土按上；扁担磨

破了肩膀，找一块毛巾垫着照样挑。

真的不要以为这是无可奈何的苦难，不是的！

那时候的孩子整天快乐的很：渴了有清凉的山泉；

累了有浓密的树荫；热了有爽快的山风；没有委屈，

没有抱怨，更没有在父母面前的孬熊哭诉。相反，

只有对自己力不如人，技不如人，勤不如人、劳动收

获不如人，不能为父母家庭多分担一点，而常常深

感自责和愧疚。

琅琊山就是这样编写着我们青春的数码；演示

着我们的心性和灵魂的程序。

1966年夏天，我 16岁，初中三年级毕业。

1968 年秋天，我 18 岁，与所有的“老三届初中、

高中毕业生”一样，被冠以“知识青年”的光荣称号，

下放农村，插队落户。

再见了，我的琅琊山！

再见了，磨砺我成长的砥石、锻炼我成人的

锤砧！

我不知道未来的人生将会漂泊何处，但是我把

“感恩”藏在了心底。

带着这份“感恩”，带着琅琊山为我特殊锻造的

强壮体格，无所畏惧的气魄，和笃实忠厚的心性，我

插队到了一个村庄，村里的农民认不出来我是一个

学生。因为所有的农活早已都不在我的话下。

1970 年，我下放仅仅是第二年，就被首批招工

返城，进厂成了“工人阶级”。这个幸运真的不知道

从哪里来？我唯一的表达只有在心里默默地感恩，

感恩曾经的饥馑，感恩活我的琅琊山！

那年，我 20 岁。在后来半个世纪的时光里，我

与琅琊山更是“过从甚密”，不是为了饱暖，而是当

作恩人和长者，去崇拜，去请教，去亲近。

到了二十世纪 90 年代，劫后余生的琅琊山开

始了新的一场轮回。小草欣荣，万木复苏，百废待

兴——增旧制，添新景，开新篇，唱新歌、赋新诗，著

新志。啊！我的琅琊，岂止仅仅是野菜酸枣、药材

茅草！原来竟是一座富藏无比的文化宝库，它有

佛、有儒、有道；它有韦应物、王禹稱、范仲淹、欧阳

修、王阳明；它有千年阳冰篆、千古清流关、天下第

一亭……于是，我明白了，作为一个根生土长的滁

州人，我应该怎样报答我的琅琊山！

于是，二十年前我写了《千年古刹琅琊寺》；

十年前我写了《琅琊文化趣谈》和《安徽名山志·
琅琊山卷》；如今，我已虽是一个古稀老人，但是

我仍在处心积虑地想着，怎样努力写一部《琅琊

山》的书，能够更加全面、生动、有趣地讲一讲“琅

琊山的故事”。

今年春的一天，我寓居南国深圳时，突然接到

了一个电话：滁州那边打来的，问仔细了，竟是鸿彬

先生的。哎呀，久违了！我退休已经十年，想不到

是他打来了电话。鸿彬是个多才、敏捷、勤苦、能干

的人。虽然我们的年龄相差二十岁，但是我们共同

尊敬着一位文学的前辈，似乎就有了“同门”之谊。

他说是市里要出版一套“地方文化”的丛书，

想叫我写一点有关琅琊山内容的。我推辞再三：

真的，年龄不饶人，眼睛不行了，头脑不行了，睡觉

不行了。但是，感谢他还想起我，却之不恭，那就

勉力而为试试吧。为了我魂牵梦绕的琅琊山、为

了滁州还记得我的父老乡亲、亲朋好友，那就再勉

力一次吧。

关于琅琊山的写作素材，自从退休以后大部分

都清理掉了，就连我自己写过的几本书稿也都扔掉

了。所以，后来的写作过程实际上是人在电脑前

坐，而心在琅琊山走——琅琊山的一丘一壑，一草

一木，我没有忘记。是它们一次又一次地锻炼了我

能挑百斤重担的肩膀；是它们一年又一年地重压着

我羸弱的身躯不断强壮；是它们用荆棘和芒刺让我

无数次地品尝着人生的痛楚，从而教我学会了忍耐

和坚强；是它的风、它的雨、它的雪、它的陡峭而逼

仄的小路，让我感觉到了病中的母亲，无力地依靠

着门框，风是在吹着她，雨是在淋着她，她的心不知

多少次为我而滑倒在山路上……

如今，我再次撰写一本我们滁州人钟爱的琅

琊，我不仅尽力地写了，更是尽心地写了，因为我

要感恩琅琊。我要感恩曾经伴我一起上山劳作的

街坊邻居和同学；我感恩曾经传授我大量文史知

识的前辈和文友；我感恩我的语文老师曾把我写

的第一篇“春游琅琊”的作文在班上作为范文朗

读；我感恩我们单位乃至社会上的领导对我写作

琅琊文化的支持和鼓励。我感恩我的单位同事和

社会朋友，对我写作琅琊给予的帮助、方便和点

赞。我感恩琅琊寺的佛教界好友，他们是我的大

善知识，更是槛外之交的莫逆好友，他们从 2000 年

以来就不断地为我写作琅琊山提供各种知识，有

些教导让我受用终身。

我感恩琅琊山！

□责编：陈姝妤

□电子信箱：czrbxjzk@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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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琅琊情缘
——《故事里的琅琊山》导读

○张国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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