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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是经验的总
结。中国共产党百年芳华的思想源泉是理论
创新，而理论创新又源于高度的理论自觉。
我作为一名拥有四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在花
甲之年出版了《皖东文化深思》，以实际行动
践行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皖东文化深思》一书由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这本书创作时间长，空间夸度大，涉及
内容广，创作困难多，可谓一言难尽。正如复
旦大学教授杨泽波说过一段话：“真正的英
雄，是在夜半人静时，把受损的心掏出来，缝
缝补补再塞进去，眯上一阵儿，醒过来再拼命
苦干的人。”我当然不是什么英雄，但若没有

“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守得住清贫”的执
着精神，这本书也是很难成稿的。

《皖东文化深思》原稿30多万字，主要选
取十八大以来撰写理论文章中的部分内容。
根据出版社“坚持原则，专家论证，严格把关，

确保质量”的要求，我先后修改8稿，删除10万
多字，现在成书20万字，于今年8月正式出版。

《皖东文化深思》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理论基础，实践检验。坚持用理论指导实
践、用实践检验真理。围绕基层宣传文化工作
中的热点、焦点和难点等问题，深入一线开展
走访调查、召开座谈会、交流心得体会、了解文
化动态、掌握思想倾向，先后撰写出一批具有
针对性的理论文章，剖析宣传文化方面普遍存
在的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提出科学合理的
改进措施。二是文化自信，不辱使命。有一句
话说得好：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你的才华赶
不上你的任性。我认为，这里的“才华”就是指
文化。缺乏文化，就会丧失一个人的志气、底
气、骨气。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
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
难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本书在这部分内容上选取的《文化自信

与不忘初心》《关于基层理论武装工作的思
考》《坚持党管宣传工作，抓好基层宣传队伍
建设》等文章，进一步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性。三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
书选取《客家文化与客家乡村振兴研究》《浅
论荆楚文化对楚商发展的重要性》等文章，以

“弘扬正能量，传播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为
主旋律，阐明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包
容性。

说到创作上的动力有三个方面，一是退
休不退岗。作为安徽省委讲师团专家库基层
宣讲专家，滁州市委宣传部理论研究专家库
专家，我始终保持昂扬的精神状态，随时准备
投入工作。近来年，在滁州做理论报告近200
场，到苏州、杭州等地参加理论学术研讨会40
余场。与此同时，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

《安徽日报》《滁州日报》及网站发表文章百万
余字。

二是退休不褪色。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
本色，困难面前不低头。在创作上敢于挑战
自我，积极参与学术研究和探讨，聆听全国著
名教授、专家、学者的报告。在面对面交流
中，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获得新思想、
新观念，让我在许多理论研究方面有所顿悟
和反思。特别是《求是》杂志社李孝纯博士对
我的关心、支持和鼓励，让我对理论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和信心，握笔多年，不断思考，不断
探索，坚定了我在理论创作上的决心。

三是退休不退心。人虽然退休了，但是
心是热的，劲是足的，看书写作是我人生的必
修课。就我个人而言，刚开始写作时是一种
爱好，后来写作成为我的工作，现在写作是为
了一种追求。因为写作能丰富头脑，能增加
阅历，能改变人生，能实现自我的价值。我是
一名共产党员，要尽心尽力为党和人民发挥
自己的余热。

创作的动力
□杨家伦

前些年便知马鞍山和县境内有座美丽
的国家级风景区鸡笼山，山中有座神奇的
凤林禅寺，我一直寻机睹此芳华。金秋十
月，朱力先生应邀前往创作采风，我便乘机

“蹭”随，朝而往，暮而归，从而了却了探访
鸡笼山、拜谒凤林禅寺的多年心愿。

那日东方破晓，我们经全椒向东南山
行90里，进入景区彩虹路，便渐入佳境。沿
着蜿蜒曲折的山路，秋的身影如约而至。
打开车窗，沿途景致尽被秋色所染，桂花香
沁人心脾。极目远眺，绵延起伏的群山星
星点点地分布着赤橙黄绿。野生林、人工
林横斜交错，这里的人们爱养鸡，山野林间
不时传来一阵阵鸡鸣，一声声犬吠。还有
那袅袅炊烟与缕缕薄雾温柔地交织在旷
野，窗外的景色忽而清晰，忽而朦胧。众人
心情大悦，兴奋地举起手机相机，“咔嚓”声
声声迭起。还有人在学雄鸡叫，一路笑语
一路歌。

车至主景区，一座黛瓦黄墙红柱、书有
“鸡笼山景区”的牌坊赫然耸立眼前，背后
不远处便是素有“江北第一名山”“中华第
四十二福地”之称的鸡笼山主峰。站在广
场迎风招展的国旗下，蔡林先生如数家珍
地道着此山的前世今生。我们这才知道鸡
笼山旧名亭山，亦作历山，又名凤台山。群
峦连绵起伏，主峰海拔275米，顶冠巨石，状
若鸡笼，山脚下层峦叠障，遍布参天古树，
且树树披秋色，林海面积约4000亩。此山

虽不高，但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
相得益彰。相传在上古时期，尧想传位于
许由，许由以清高自居而不接，藏匿到此过
着隐居生活。又传东汉末年有金福、金乾、
金坤三兄弟在此得道成仙，自此建寺弘
法。明朝更有多位高僧、道家、大儒在此弘
法，故在历史长河中蕴育了儒释道文化的
相辅相融。又因其独特的文化格局，引来
了历代帝王及文人墨客远道而来。每多吟
咏，留下许多不朽之作。其中朱元璋赋诗

“罢猎西山坐拥旗，一山出地万山卑。崔巍
巨石如天柱，撑著老天天自知。”更是道出
了此山的气势风貌，使之名闻遐迩。

我等初来，游兴勃发，倾听着蔡林先生
的娓娓道来，不知不觉步入了白云深处的
凤林禅寺。这里幽静深邃，凝聚着文化的
智慧和力量，蕰含着“三教合一”的思想精
华。10余座古建依山就势而造，风格迥异，
疏密其间，远观恍如宫殿，近看绿林环绕，
甚是雄浑壮美。

我们一行人又兴致勃勃地由西到东，
穿门过院，游览了三和塔、别有洞天、白塔
林等幽奇的景点，最后手脚并用地登上了
山顶，感受着劳累的惬意和升华的喜悦。

这里的一草一木聚生气，一石一亭有
真情。我们意犹未尽地告别鸡笼山，徜徉
在充满生机的和县大街上，仰望着湛蓝的
天空，默默祈愿，以期获得真诚清净的大爱
之心，抵达和合、和睦、和谐的心灵之所。

鸡笼山游记
□赵国庆

小巷是城市的文化符号，滁州七十二条半
巷有棋盘巷、盐局巷、金刚巷、清流街、财神巷、
火神巷、张家巷、兰家巷、龙兴寺巷、挑水巷、水
井巷、东后街、西后街、菜市街等等。它们是滁
城的文化印记，是我心中最温暖的地方。

据记载，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滁州城有
七十二条半街巷。这里每一条街巷都有独特
的风景，每个院落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座楼房
都记载着一段历史。最为繁华的商业大街也
是老城的核心，大体呈“十”字状，东西走向的
有东大街和西大街，最东是遵阳街；南北竖向
的一头一尾分别是南大街和北大街，北段是
中心街。这两条线的交叉口就是鲜鱼巷口。

滁城街巷多，小巷的形状也多，有长有
短，有宽有窄，有直有弯。走街串巷是一件百
走不厌的趣事。纵横交叉的巷道，清一色砖
木结构的深宅民房，像是一座迷宫。街巷蜿
蜒，四通八达，巷中有巷，一不留神就会在通
道里打转转，急得一身汗。这时候，你得问王
家小院、金家老宅、章三益货店、吴棠故居、鲜
鱼巷口、张家老井、石婆婆怎么走，以此来了

解方位，摸到回家的道。
滁州街巷的特点是大街的商铺和小巷的

住户中间是敞开式的，前后相通，你从大街的
一家商铺进去，穿过几户住家，会从另一条小
巷出来。老百姓叫它前门后门，里面住着好
几户人家，形成大小不一的院子。院内有几
株腊梅、几棵小草、挂在枝头的鸟笼和院子里
的水井，这种结构既不是四合院，也不是单门
独户，颇具特色。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人巷，在鲜鱼巷口西
北，很窄很挤，在巷中是一人走，一人让，走走
让让，让让走走。一人巷拐弯处的墙角大多
是圆弧形，斑驳的墙体，角落的青苔，承载了
我的回忆。院子里的柿子、石榴、枣子等扒在
墙头上、挤在你头顶上，伸手可摘。

半条巷靠近西大桥，从南端可以进去，北
端被城墙拦住了，不通，所以叫半条巷。也不知
道谁家的桂花，那浓郁的香气闹了半个滁城。

遵阳街是津浦铁路全线通车后，发展成
的一条大街。从那时起，火车站成为皖东人
流、货流的集散地，随之兴起的商业行当更是

琳琅满目，粮食行、木器店、瓷器店、手工卷烟
店等，南来北往的商贾云集，遵阳街成为滁城
最繁华的地带。无论什么时候，大人小孩只
要从街上走，总会看到喜欢的东西。街道旁
商铺林立，有钟表店、理发店、茶水炉子、打铁
铺……尤其是竹工艺制品、蝈蝈笼子、鸟笼、
淘米箩等等，一应俱全。我家孩子出生时的
讨饭篮子是妈妈特意来遵阳街买的。同时街
上也聚集了许多卖小吃的摊点，炸油条、炕山
芋、卖蒸饭、卖拷糖、倒油茶……上学的、做工
的，都会去买，生意红红火火，也是孩子们口
馋的地方。

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老街开始逐渐冷
清了，好多年轻人搬出去了，许多商店超市关
了，老街失去了往日的喧闹。但我还想到小
巷走一走，想那里热气腾腾的烟火气，想那里
浓浓的人情味。我问一位老人：“你为什么喜
欢这里？”他高兴地说：“方便！抬腿就出门。”
傍晚，街坊邻居三三两两聚在巷口或屋檐下，
打牌的、下棋的、摘菜的、聊天的、带孩子的
……其乐融融，巷子里的生活古老而淳朴，悠

闲而温暖。正当我陶醉其中时，这位老年人
暗然伤神地说：“我们在这也住不长了，年底
要改造了。”他给我讲了从小到大生活在这里
的许多往事，言谈中充满了眷念。

今年假期，我转了转老城的街巷，路面干
净，墙体斑驳，多数老宅都荒了，不住人了，偶
尔看到有人进出。我转到前进巷27号，看到
门上贴着“光荣军属”的牌子，木门上了锁，窗
台上齐整整地码着一尺多长的木条，一看就
是烧火用的。拖把挂在墙上，在风中荡来荡
去，明显是主人很久没用了。门旁靠墙跟砖
台上摆着几盆植物，七朵大红的月季高傲地
绽放在枝头，一个个辣椒缀弯了绿枝，喜人景
象打破了这片沉寂。根部土壤湿润，可以看
出它刚刚被浇灌过，主人虽然搬迁别处，但是
心里还是装着这个老宅。

老城繁华虽然不再，但那悠长寂寥的小
巷、凹凸不平的青石板、吱呀吱呀的木门满载
着回忆。小巷永远是滁城人的根和魂，牵着
滁州的文脉。无论你走得多远，飞得多高，思
念仍然留在那老井、老巷、老地方。

小巷情思
□钟家钫

□黄玉才

重阳翌日晨兴

小圃蛩鸣菊放花，山家耕读即生涯。

倚门非独聆天籁，目送云边雁字斜。

秋窗独坐

经霜摇曳尽黄红，瘦叶轻旋飒飒风。

应谢乡邻分菊酒，清秋滋味在壶中。

听 秋

归雁成行过院庭，鸣蛩断续叩窗棂。

乡亲垄上镰挥动，我道秋声最好听。

霜 降

烟渚芦梢白，枫林叶底红。

悄声谁泼彩？赏菊绽秋风。

秋日四章

□高 锐

靠窗坐着

阳光洒落下来

像是秋天蒙蒙的细雨

古老的扬琴传来

唱的是杨怀玉认祖归宗

心中微微一颤 眼泪簌簌

怀旧的年轮

摇曳着淡淡的踪迹

青涩的落叶

拂过昨宵有梦的伤痕

他乡渐作故乡

过客变成归人

睁开模糊的眼睛

莫不是

年迈的老祖母

坐在屋檐下

一缕炊烟升起

阳光碎落 烟雨纷纷

故 乡

□史元龙

徽墨宣纸画滁州，山河多锦绣。

京腔皖韵唱滁州，多情溢风流。

琅琊山森林公园，自然氧吧美不胜收。

醉翁亭书香满城，文化大道连通九州。

安徽的东大门，南京的西花园。

手拉手，心连心，京沪高铁嵌明珠。

长三角好比一盘棋，过河一马是滁州。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美啊！滁州。

滁州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