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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湫微言●

绮石芳草 居 巢/绘

元朝年间，藕塘本不叫藕塘，是清流县城
所在地，宋朝时为城堡，今遗址尚存。当时商
贸流通频繁，经济繁荣，农业生产也非常发
达，风调雨顺之年十之八九。这里上有令狐
山，下有小沙河，山清水秀，民风古朴，流传着
许多佳话。

皇甫烟云

站在藕塘以东新建工业园区，往东南眺
望，若逢雨过天晴，你会惊奇地看到一个酷似
斜卧的黑奶奶卧像。黑奶奶首枕皇甫山脚，
足抵令狐山边，姿态安详娴雅，一副大佛神
态。春天到来时，皇甫山放云之日，便是藕塘
地区下雨的前兆，老百姓说：“东山放云啦，天
要下雨啦，黑奶奶显灵啦。”这话一点不假，藕
塘人判断能否下雨的依据，便是皇甫烟云。

皇甫山放云的情景十分壮观。开始，云
丝渐现，如被一台鼓风机吹起的一缕缕丝云，
从东山顶的望火楼后，呈雾状升起，然后在空
中集结，由缕结团，由团成块，形成一朵朵白
云，在空中飘荡。当云彩渐渐变暗时，大山后

边再次放出的就不是云丝了，而是一片片彩
云，有红的、有白的、也有黑的。当黑云呈烟
雾状喷出时，大雨便要来临了，家家户户忙着
收拾怕湿的物件。按农谚说法，春东风雨祖
宗，东山放云，表示东风来临，下雨也按理成
章，但若夏天放云，便另当别论了，农谚云：早
上浮云走，中午热死狗。夏天放云则表示今
天酷热难挡。当然对老百姓也有帮助，夏天
皇甫山放云，老百姓早早下地，把农活干完，
中午时便可防暑降温了。如若傍晚放云，也
有说法，叫“早放不到中（快下雨的意思），晚
放一场空（无雨）。”

金湾汇月

藕塘往西约一公里处，有一非常神奇的
村庄，名曰金家湾。相传这里是南宋大将金
节的女儿金赛花居住的地方。“牛皋大战金家
湾、娶金赛花为妻”便发生于此。金家湾被包
围在林木阴郁之中，它背后是一片高坡，足下
蹬的正是藕塘小沙河两水分支的金湾主河
道，正应了“背靠青山龙虎地，足蹬绿水凤凰

池”那句建筑格言。
那么传说中的金湾汇月又是怎么回事

呢？我在一个皎洁的十五月晚，亲临了这块
宝地。

明月尚未升起，金湾主河道内便金波荡
漾，宛如明镜般的金色，从水底开始向水面散
发，金光万道，瑞气千条，景色十分奇妙。少
顷，一轮火红、硕大的明月，在水底影现。抬
头往东望去，只见东方红光，未见升起的月
亮，但在水底明月却清晰可见。随着明月的
渐现，万道金光在逐渐地隐退，而银光却在逐
渐地增多。当东方的明月从大山背后露脸
时，金湾主河道内，金色和银色交汇，河底呈
金色，河面呈银色，形成了奇特的“金湾汇月”
之景。当明月冉冉升起后，金色全部退去，水
面恢复银白的颜色，怪不得从古流传到今，原
来金湾汇月如此神奇，你不妨也去探访一下。

藕塘石荷

提起藕塘石荷，藕塘人无人不知，无人不
晓。但究其来由却鲜为人知。许多外地人来

藕塘，以为藕塘一定盛产莲藕，殊不知，藕塘
无藕。

事情得从元朝说起。据传说，元朝年间，
藕塘庙宇颇多，可谓十里一庙，但这些庙宇很
小，很多已毁于兵燹。因此，当地的名流志士
决定兴建一座大寺庙。这一决定，得到藕塘
人的响应，许多人有钱出钱，无钱出力，许多
外地藕塘人也纷纷捐助。此事传到元朝皇帝
那里，皇帝也很感动，便封之为“元封寺”。

在元封寺的南边，有一荷花池塘，藕荷飘
香。忽然有一天池塘的正中央，凭空冒出一
块石荷，此石荷如铺篮大小，颜色红中带绿。
之后，无论涨水或干旱，池塘水面不涨不落，
石荷永远紧贴水面，令人称奇不已。据传说，
石荷下面有一石柱，石柱内藏有珠宝，此珠宝
有吸纳功能，它能凝聚地下水位，使其周围水
位常年保持不变。

元朝末年，元封寺被战乱焚毁，藕塘石荷
从此便失去了往日的功能，成为一块仅能供
人观赏回忆的普通莲花石。人们为了纪念元
封寺和藕塘石荷，便将昔日称为清流的地名
改为藕塘，藕塘也因此得名至今。

藕塘佳话
□司胜荣

古代有一个孩子名叫王祥，他一出
生，母亲因为大出血死了。未出嫁的三姨
娘马上赶到王家，同王祥的父亲王林说，
要过来与姐夫一起共同把孩子抚养成
人。王林说：“这怎么能行呢？”三姨娘说：

“这怎么不行？我要不来，你怎么能养活
这孩子？”王林说：“这也太委屈你了。”三
姨娘说：“谁让我是孩子的姨娘呢，姨娘姨
娘，既是姨，也是娘。”

这个时候，安南国发来战表，要攻击
中原大地。王祥的大姨父名叫尤怀中，在
朝中是个不小的官吏，此人心术不正，一
心想霸占三姨。他向皇帝进言，推荐王林
率兵打仗。面对皇上的命令，王林面露难
色，说自己的孩子还在襁褓之中。皇帝不
允，说国事大于家事。王林无奈，只好告
别三姨，把孩子托付给她，自己带兵上了
前线。王林出征后，心怀鬼胎的尤怀中就
偷偷溜到了王家，欲行不轨，被三妹连骂
带推地轰走了。

冬去春来，岁月如梭，三姨娘带着王
祥艰难度日，已经到了第六个年头。看到
家中饥寒交迫，懂事的小王祥对三姨说，
他要出去讨饭。三姨怎么也不同意，说他
年龄太小，怕被狗咬。

王祥说：“没事，我有打狗棒。”从此，王
祥每天出去讨饭，自己吃一点馊的坏的，把
稍好一点的都带回来给三姨娘。有一天，
三姨娘对王祥说，她身体不舒服，心里好难

受，想喝鱼汤。王祥知道，家里没有钱买
鱼，大冬天的有水的地方都冻成了冰，这可
怎么办？王祥想来想去，来到河边，脱下七
窟窿八眼子的棉袄，光着身子，卧在冰面
上，要用自己的身体融化厚厚的冰层。一
个小时过去，王祥都要冻僵了。此举感动
了龙王三太子，三太子马上命令鲤鱼精帮
助王祥。又过了一会功夫，王祥身下的冰
层真的被融化了一个洞，洞里跳出了一条
鲤鱼来，落在了冰上。王祥高兴地将鲤鱼
拎回家中，告诉三姨娘他逮到了一条鲤鱼，
可以熬鱼汤了。三姨娘问明了缘由，对王
强说：“你从鱼身上刮下两个鳞片，熬汤给
我喝就行了，把鲤鱼放回到河里去。”王祥
点了点头，一一照办。三姨娘喝过鱼汤以
后，脸色红润，精神焕发，病就好了。

这一年，王祥的父亲在安南打了胜
仗，胜利凯旋。王林领兵回到京城，皇上
十分高兴，要封他在京城做大官。王林一
再推让，说要回家抚养孩子，皇上这才同
意，奖赏给王林很多银两。王林回到家
中，看到房子破烂不堪，马上请人重建了
高堂大屋，并把王祥送到私塾读书。王祥
是个聪明的孩子，读书又非常用功。一路
读下去，后来参加进士殿考，中了榜眼。
皇上十分器重王祥，封他为四品侍郎。王
祥一辈子为官清廉、爱民如子，又政绩突
出，受到了皇上的多次嘉奖和百姓的交口
称赞。

王祥的故事
□王光甫

皖中合肥、滁州，一道龙骨蜿蜒，构建了
独特的地理风物和文化景观，江淮分水岭将
一粒水分为两爿，一爿归长江，一爿入淮河，
岭上风光旖旎，岭下风情万种，端的要多绚丽
有多绚丽、要多厚重有多厚重。

合肥古老，因水而生，水交汇而邑而城，
城留水万千百态而诗而画。三国故里、大湖
名城，道出了合肥的前世和今生。

流连合肥山水土地情缘中，巢湖碧波荡
漾，紫蓬山烟云氤氲，古三河巷连阡陌，黛山
湖湖光山色、教弩台松烟陈老、天鹅湖月泊浅
影、冶父山铜铸锋剑……更别说有巢氏攀枝
摘月，可品味的太多太多。

偶尔俯首，曹操、包拯、李鸿章、刘铭传、
姜夔等历史名人，便款款而来，生动的传说在

一方风生水起的土地上又演绎出新的故事。
合肥城古老，而她的风骨里充斥着创新

创造的基因，追风而起，科教的盛名已成为合
肥最具特质的主题词。

“环滁皆山。”《醉翁亭记》已然将滁州的
大美之名，典记在历史的厚籍中，欧阳修当年
环顾四野，笔蘸春秋，记的是亭，又何止是亭，
亭外山川朗明，竞走的是一地风流。

“吴风楚韵，水碧山幽;景胜江南，秀领淮
右。”“一山一亭，一书一文，一帝一村，一歌一舞
……”无不陈述着滁州大地星光灿烂的胜景。

宋城一角，去听欧阳修的息叹。走太平，
去吴敬梓的故里探访。明故宫，去找“凤阳本是
个好地方”的原味。池杉湖，去观白鹭清晰的翅
膀。红石峡，去领略大自然的狂放。天长99

号，爱与情的相伴，《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正是
心与心的碰撞……这一切，都在滁州的大地上
发生，历史和今天交融，如若天和地的交合。

龙骨拱立，江淮风水岭韵色丰富，合肥和
滁州在皖中的土地上竞风流。

有好的景色，必然相伴美食。唯美景、美
食不可辜负，倒是千年不变的况味。美景伴
美食，美食佐美景，无酒而醉。

罍街，似乎是合肥美食的窠臼，在这里合
肥的美食汪起了“美食者”心中的游鱼。去细
细打探下：泥鳅挂面、侨乡虎头鸡、黄鳝煲、石
塘驴巴、芥菜牛肉、三河小炒、庐州烤鸭、三河
米饺……无不在浅吟低唱，令人唇齿生香，舌
起风云。

滁州也不逊色，众多好吃的，让“吃货”生

发心中的风月。鲜美的鱼家宴，沸腾的羊肉
面，银色的梅白鱼等等，是情怀，是美食，更是
智慧。再加上全羊汤、管坝牛肉、香酥滁州
鲫，滁州美食的经纬齐全了。

事实上美食在民间，合肥和滁州都不例
外，民间小调才是天籁。

汪曾祺说：徽菜指的是徽州的菜。不以
为是，徽菜是安徽菜的统称，合肥、滁州的美
食是徽菜的重要组成部分。

皖中有说不完的事，仅纪美景、美食，也
是蜻蜓点水，太过狭隘、浅薄了。有一件事得
记下来，1978年合肥肥西小井庄、滁州凤阳小
岗村，一前一后率先开展包产到户、大包干，
开启了改革的先河，成为我们集体的记忆，这
可谓是皖中的大景了。

双城之美：合肥、滁州纪略
□张建春

●菱溪物语●

□高友明

是你，就是你
借着雷公的亮光
拉着斜丝从天而降
你来到人间的大地上
直奔黄河长江
带着无数的漩涡
归宿属于你的故乡 大海
你把你的身体融进土壤里
滋润着万物生长
使麦苗返青 花儿怒放
大自然离不开你 人类更需要你

看，有了你，枯木又逢春
瞧，你来了，铁树再开花
可怜的骆驼为了找到你 日夜奔波
累死在炎热的大沙漠里
你是大自然的血液
也是人类的源泉

春天有了你 种子发芽
夏天有了你 禾苗开花
秋天有了你 果实累累
冬天有了你 银装素裹
你给麦苗盖上厚厚的被子
憨厚的庄稼人望着你笑着说
凛冬麦盖三场被
来年枕着馒头睡
你给人类带来了幸福
你用你的生命造福了万代子孙

你为人类虽然做了好事千千万
但是，你很有个性 脾气非常大
横冲直闯 六亲不认
你把自家的龙王庙给冲倒了
无视于自家的列祖列宗
一个叫大禹的人挺身而出
带领着子民把你给治服了

但是
你很狡猾无赖，变化多端
有时变雨 有时变雾
有时变霜 有时变雪
......
无论你七二十变
我都能认出你是谁
你的名字叫“水”

水

□徐善鹏

雨 中
街中的雨，
稠稠的，
打在伞上，
发出嘭嘭的声音。

雨中的街，
朦朦的，
映在眼中，
是一个模糊的轮廓。

人没有赶路的欲望，
雨却一直催着。
伞靠伞，
肩并肩，
共同欣赏着雨景。

雨没有停的意思，
人却要分手了。
笑一笑，挥挥手，
各自消失在与雨中。

春天的禅意
云儿湿了
风儿柔了
又一个生灵的勃发期在萌动
她将复制上一次的程序——
阴阳交合
万物更新

雷声阵阵
细雨霏霏
蛰伏在地下的伙计们睡得太沉
不推一推
摇一摇
它们或许会错过大半个春天

枝头上的花瓣急了
不等叶儿探出整个身躯
便一片片飘然落下
因为花儿对泥土有个郑重的承诺——
灿烂过后
一定速速地准备下一次的轮回

新诗两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