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0月12日 星期三
副 刊副 刊3

本报地址：
滁州市会峰大厦（会峰西路555号）

邮政编码：239000

电话：总编室：2182810 新闻编辑部：2182867（邮箱：czrbxwb@163.com） 专刊副刊部：2182835 时政新闻部：2182120 民生新闻部：2182806 经济新闻部：2182125 视觉影像部：2182825（邮箱：czbsyb@126.com）
新媒体部：2182130（邮箱：czrbxmt@126.com） 群工发行部：2182830 办公室：3025757 校对出版部：2182138 新闻研究室：2182809 广告中心：2175666 15755009999 广告许可证：皖滁工商广字002号 法律顾问：李家顺

全年订价：398元
马鞍山钢晨印务公司印刷

●让泉诗韵让泉诗韵●

本版责编本版责编：：陈姝妤陈姝妤
Email:qingliuwenxue@Email:qingliuwenxue@126126.com.com

●清流漫谈●

□陈 虹

能仁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严涧河流淌着十三妹的侠义

能仁寺书写着南朝飘摇的烟雨

凉亭十八番锣鼓的豪迈驱不散英雄的落寞

山丁夫妻树三百年来不停风雨兼程

能仁自古爱追梦

用沿山公路装点秀丽风景

把凉亭茶山变成金山银山

乡村发展的总设计师

另辟蹊径引领产业创新

家庭农场打造品牌黄牛

万亩碧根果悄然成熟

黄桃蜜薯在流水线上舞蹈

粉丝粉皮在抖音上直播

乡村振兴奏响致富的最强音

能仁插上雄鹰的翅膀

来吧！热爱自由的人

一起来瞭望丁王寺水天合一的旷远

坐拥清水村山水如画的晨昏

在黄连木下期许梦幻的三生之约

和最爱的人

春淋杏花雨，夏啖葡萄冰

秋戏青莲子，冬赏红梅枝

这里四季皆好

能仁与你共优雅

能仁之歌

●灵湫微言●

秋趣图 萧 朗/绘

今年的秋有点拧巴。先是酷暑不消，整个

地球都像在发高烧。钢筋水泥建筑和柏油路

白天吸饱了热，夜晚幽幽释放，致使气温仍居

高不下，市民们恨不得到哪都背着空调。谁知

近日时阴时雨，温度陡降，忽然有了深秋的味

道。秋色胜春，小城出游的人又多起来了。

受疫情之囿，美曰出游，其实也就是驱车

在城市周边的乡村转转。田野、山丘行将萧

杀，倘若沐着柔风，捡几枚摇落的野栗子，踩

一踩碧草披拂的小径，在水塘里摘一捧菱角，

也算不虚此行了。

对大城市而言，节假日交通拥堵和消磨

脾气的红绿灯成了它特有的印记，市民赴城

外一游也要大费周章。朋友晨曦远在杭州，

她晒的图多与西湖有关，或烟波中的断桥，或

杨柳依依的苏堤，或密密匝匝、翠意欲滴的荷

叶。好像美丽的西子湖，把她妥妥困住了。

晨曦是她的网名。十多年前，她和爱人

背井离乡，到杭州打拼，我们是在家乡作协的

QQ群里认识的。时光流转，QQ用得少了，

交流由稀趋无，渐渐没了彼此消息。

去年，为助力乡村旅游，我写过一篇万言

散文《秋行岭上》，是介绍江淮分水岭全椒段

风景和有关传说的，不知她从哪里读到了，思

乡之情激涌，又怕显得唐突，辗转好一阵子才

加了我微信。

她现在举家在杭州扎下了根，生活稳定，

但她对散文、古诗词、黄梅戏和庐剧的喜爱，

分毫未减。有时候，她还会忙里偷闲去听文

化讲座。人到中年，未免望月怀乡，逢秋其情

越发浓烈。我就寄了县里编印的分水岭风景

道摄影作品集给她，里面恰好有那篇散文。

随包邮去的，还有家乡作协新近编的两期杂

志，以及我的一幅内容为“听风吟月”的书法

作品。这些虽算不上礼物，可对她来说，来自

故乡，带着故乡的气息，就是最好的，哪怕见

到故乡的地名，都觉着亲切。

作为回赠，晨曦执意快递一盒明前西湖

龙井过来，叮嘱我这是真品，送人可惜了，自

己留着喝。还有厚厚一本西泠印社八月下旬

才出的《中外名人手迹》，铜版纸印制，精美绝

伦，由于没有书号，估计市面上是见不到的。

尤其是民国时期书画大师、文化巨子、军政要

员的手札和对联，其收藏价值远远超出了艺

术范畴。她告诉我，之所以能获此宝贝，是因

为小区里住着多位中国美院的老教授，他们

是著名书法家或画家。她时常帮年迈的艺术

家夫妇延医买药，人家送她字画和图书表示

感谢。

从我送的摄影作品集里，她读到了换了

新颜的故乡山水、故乡的秋，希望有一天一家

人能回来好好欣赏，届时请我当他们向导。

我在微信里爽快地答应了，便问她何时

能归故里。她举棋不定，先说国庆节，又改口

道不行，可能要到将来退休，想想退休也就是

几年后的事情，主要是工作太忙。

闲聊中，我既为之惋惜，又为她高兴。她

以安徽人的勤劳、朴实和善良，在异乡摘得了

想要的生活甜果。在那些信任甚至依赖她的

老人家眼里，在这个不寻常的秋季，她何尝不

是让人心生暖意和宁静的秋景？

慨叹之余，我打趣地问，要是特别想老家

了怎么办？她达观地答道，我可以翻那本摄

影集，因为老家的秋天就在里面啊！

别样的秋景
□林如玉

朋友是那少数几件舍不得丢掉的旧衣
裳，想想我的很多旧衣裳，早已下落不明。
但只要是淡蓝色的连衣裙跳入我的眼帘，我
便会强烈地感受到，在那裙角飞扬的校园时
光里，我与同窗同学喻皖波的友情。

时间大概要追溯到1978年，班里来了一
位插班生，是一个气质出众的漂亮女生，恰
巧我俩成了同桌。放学回家，恰好我们又是
同路。在十六岁的花季，我们一路嘻嘻闹
闹，蹦蹦跳跳。

有一天，仍然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
们同时被一家缝纫铺展示的淡蓝色连衣裙
所吸引，于是合议回家去说服家长，要钱做
裙子。“说服家长”，应该是指我。因为皖波
家境优越，父母是医生，她又是独生女，在
父母的手心里，明珠自然珍贵。不过，我也
还算顺利，虽然父亲有点不同意，母亲却很
慷慨。

当我们终于穿上心仪的淡蓝色连衣裙，
在那个拥有近百年历史的校园里，满足了我
们青春刚刚绽放的美丽心情，以及对美好未
来的无限憧憬。

中学毕业，她考上了大学，我则早早地
进了工厂。后来，她大学毕业，回到母校任
教。我们见面的机会极少，但是偶尓遇见，
我们还会有说不完的话。

皖波在母校任语文老师，她认为，在我
们传统的文化中，一个环节在当今是缺失

的，就是诵读。所以她经常跟学生说，放声
朗读是一种很好的读书方法，可以强化记
忆，刺激思维，加深对文章的理解。我偶有
小文登报，她极力推荐朗读。在两个独立的
人格之间，相互欣赏对方的闪光点。我们在
各自的轨道上行走，偶尔招招手，为生活抹
点色彩。

然而世事难料，几年前，我丈夫突发心
脏疾病。当时丈夫在重症监护室里命悬一
线，让人揪心。虽然每天昂贵的费用让人触
目惊心，但又让人心存希望。尽管一份又一
份病危通知书下来，但我仍然不放弃，直到
最后，我绝望而又无奈地选择了“水滴筹”。

此事，亲朋好友们的爱心像潮水般涌
来，我跪地叩谢都不足以感恩回报。当皖波
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出手相助，捐款救急，
雪中送炭。可是，面对满天繁星般的爱心，
我丈夫却没能等到第二天升起的太阳，还是
带着对这个世界无比的眷恋和不舍，遗憾地
走了。丧亲之痛，让我悲伤欲绝。此时，友
情的力量，陌生人的爱心接力，汇集所有帮
助关心过我的人，支撑起我强大的精神支
柱：把家撑起来！

如今，我和皖波依然不常见面，也依然
很少联系。我俩的友情看似稀松平常，却像
树一样有间隔地舒展一年四季蓬勃的力量，
昂扬的生机在时间的流逝中越发蓬勃。友
情，它一定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默默生长。

友情的温度
□陈东霞

早就听说，滁州皇甫山是个旅游胜地，加

之从合肥回来的大孩子一家尽说其美，我就

心动了，决定驱车前往游览一番。途经珠龙、

大柳、曲亭，山道弯弯，峰回路转，约一个半小

时的行程，我们终于到了皇甫山脚下。蓝天

白云、清溪绿树浑然一体，真是别样的天地、

别样的风景。

偌大的“皇甫山森林公园”赫然显现在我

们眼前，走进大门，左侧一泓湖水，清澈湛蓝，

水中的鱼儿快乐游弋，水面调皮的野鸭、白

鹭、翠鸟戏水打闹，突然天空中冲下一只鹰

隼，它们惊恐地飞向远方。沿着湖面往西畔

一瞥，好似有一个天然瀑布飞流直下，如银河

垂落汩汩不断，直灌湖中。我想这是天然的

造化，上苍的恩赐，莫非是要给漂流者打造一

个源头？果不出所料，在湖的东畔闸口处已

经挤满了待漂的人群。孩子们看到了，一个

个欣喜若狂，不约而同地涌向那里。

漂流开始时，闸开水涌，十几米的落差把

漂流筏弹射到半空，又骤然落下，湍急的水流

像脱缰的野马，一泻千里，穿过激流险滩，越

过千沟万壑，飞溅的浪花五彩缤纷，在空中形

成奇妙的彩虹，斑斓迷人。不一会，漂流筏平

稳如垫，风平浪静，漂流者们互相配合，用双

手奋力划行。突然又到了一个冲击点，漂流

进入第二个高潮，人们屏住气，嗖的一声，漂

流筏像过山车一样，冲向高点又落到低谷，如

突破了千重障碍，冲破了“千军”重围，终于平

稳地回到初始状态。人们释然了、放松了，或

嘻笑打趣、或泼水庆贺、或相互拥抱……有人

轻轻地唱起《我们的明天比蜜甜》，和者越来

越多，人们沉浸在大自然中，尽情享受着天然

氧吧带来的福祉。

沿着这条大道向前七八十米，那里摆满

了石桌石凳。树荫下、清溪旁，有人在那里

烧烤，阵阵的香味扑鼻而来，游人们或带着

恋人、或偕同妻儿、或邀来三五知己，在这里

各显其能，享受着野味、野趣，其乐融融，其

味浓浓。

这条大道两边古树参天，竹海婆娑，两边

的绿树把路搭构成清凉的长廊，身临其境，不

觉心旷神怡。这里有枫杨树、榆树、青檀树、

朴树，还有挺拔的松树、三角红叶枫、伞状的

白槐、四季长青的冬青，以及数不清、认不完

的灌木杂树，他们紧紧地偎依在皇甫山的怀

抱中。你听！淙淙的泉水润物无声，又汇集

成涓涓细流，向山下的湖面奔去，给农田带去

甘泉，给大地送去滋润。

山行二三里，我们来到了无名烈士墓

前。据记载，一九四一年，新四军的伤病员在

山里养病疗伤，由于叛徒出卖，遭到了日本鬼

子的夜袭，有六十多人惨遭杀害。当地百姓

发现后，把他们掩埋在这里。解放后，政府在

这里建了墓，立了无名烈士纪念碑。

从无名烈士碑约行 300 米，我们走进一

个山坡，一棵奇特的枫杨树横亘在眼前。树

干粗壮，二人难合抱，从树干二三米处分出两

个树干卧躺在路的右侧。同行的朋友告诉我

们，此树已有300多年，这里300多年的古树

有一百多棵呢！树杈卧榻的上方，一座古色

古香的茶楼呈现在眼前，“洪武茶楼”四个大

字甚是醒目抢眼。我很是纳闷，这里怎么和

朱元璋联系到一块了呢？一旁的游者接过话

头，跟我们介绍了一番，传说朱元璋建立大明

王朝后政通人和，便有了回凤阳给父母扫墓

的念头。于是派人去准备，那人走到此山此

处，见到了弥陀寺的主持悟真大师，便告知皇

帝何时要经过此处，让他好生招待。悟真听

说皇帝要来，甚为高兴，于是倾全寺积蓄，招

来名工名匠，用最好的木材和石料在三个月

内造好一座茶楼，并取名为“洪武茶楼”。朱

元璋如期临驾，两人相见，恰老友重逢，分外

高兴。原来这悟真是朱元璋的师兄，于是两

人在洪武茶楼里把盏饮茶，互诉衷肠。朱元

璋夸悟真茶楼建得好，茶园管得佳，认为这茶

叶味甘津涩，奇特无比。此后每年，朱元璋回

凤阳都要在这里饮茶叙旧，并不断拨款修建

弥陀寺和洪武茶楼。后因战火，弥陀寺和洪

武茶楼几度兴废。

出了弥陀寺，高空突然传来人语，举头一

看，原来皇甫山空中索道开通了。人们在高

空中享受着遨游太空的感觉，自滑自行乐陶

陶。啊！融入皇甫山真像有人描绘的那样

——人在空中飞、鸟在林间唱、歌在谷中绕。

当我们走出公园，已是夕阳西下，远处炊

烟袅袅、众鸟投林、獾兔回窝。山风拂拂，游

人渐行渐远，我不仅收获了游览之乐，也收获

了野趣和惬意。

皇甫山游记
□吕绍联

●菱溪物语●

□王文咏

灼热的犁铧亲吻大地

孕育出一片绿色的希望

沸腾的十月

将季节催熟

在果香索绕的秋光里

风儿跳起了舞蹈

稻穗有节奏地蹦出音符

它们在和煦的阳光下说着悄悄话

农夫把身体躬成弯弓

以一种亘古的姿态

将弦上的春天射向秋天

他们以锄头为笔

用汗珠作标点

在大地辽阔的稿纸上激情飞扬

农夫嘴里哼出的谣曲

是对烂漫田野的赞赏

他们在朝晖里长吟

在晚霞里高歌

尽管与城市豪华KTV的旋律

有天壤之别

但他们嘴里的一阕阙调子

不啻是一座村庄的《诗经》

一脉江岛的《离骚》

更是对一季耕耘丰收的欢唱

丰收谣

□徐以成

闲逛琅琊趁晚风，星稀月朗寂无声。

孤身漫步青石上，山水清幽伴醉翁。

闲逛琅琊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