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濠梁观鱼
庄子与惠子

庄周、惠施一日同游濠上，见一群鲦鱼在水中悠然
游动，庄子说：“白鲦鱼游得多么悠闲自在、从从容容，
这就是鱼儿的快乐。”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
的快乐？”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
的快乐呢？”两位大家在此谈学争辩的逸事，被后人视
为美谈。后人为了纪念他们，在此傍水建造观鱼台，史

称“濠梁观鱼”，以之相喻别有会心、自得其乐的境地。
相传，今临淮镇附近的“梦蝶坊”“惠子窑”，就是当年庄
子、惠子寓居之处的地名，亦是庄子死后的葬身之所。

庄子、惠子“濠梁观鱼”的佳话，也是成语“从容不
迫”的出处，开启了中国园林文化的先河，历代园林建
筑中，观鱼台、知鱼槛之类构筑，也都渊源于这一典

故。历代文人对“濠梁观鱼”多有题咏，其中以苏轼《观
鱼台》的“若信万殊归一理，子今知我我知鱼”和黄庭坚

《秋思诗》的“悲莫悲于湘滨，乐莫乐于濠上”称最。绘
画方面则以有南宋画院盟主之称、“南宋四家之一”的
李唐据此所作《濠梁秋水图》为代表，较好地描绘了这
一逸景，现存天津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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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淮关地处淮河中游，濠水、淮水在临淮
关相汇，小镇一分为三，一如武汉三镇的微缩
版，《庄子·秋水篇》所载的庄子、惠子“濠梁观
鱼”的故事就发生在临淮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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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0 月 12 日 -13
日，由安徽省文化馆、皖江八
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皖江八
市文化馆承办，黄山市文化和
旅游局执行主办、黄山市文化
馆执行承办的第十四届皖江
八市群艺（民歌）大赛在黄山
成功举办。

经过角逐，凤阳县文化馆
《再唱凤阳歌》、全椒县文化馆
《又唱秧歌》喜获金、银奖，滁
州市文化馆获优秀组织奖。

《再唱凤阳歌》以凤阳民
歌为创作元素，歌曲表达了
对凤阳民歌的热爱与传承，
展示出新时代鼓乡儿女的崭
新风貌；全椒民歌《又唱秧

歌》具有鲜明的地方风韵，反
映火热的劳动场面，歌颂人
民的勤劳善良。

滁州民歌历史悠久，内容
丰富，具有浓郁的江淮特色。
据滁州市文化馆馆长朱学骏
介绍，皖东民歌是长江民歌文
化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曲
调优美、节奏明快、歌词纯朴
优雅的特点。皖东民歌中最
早有文字记录的是凤阳民歌，
记载于明嘉靖万历年间周朝
俊编撰的《红梅记》中，抗战时
期电影《大路》插曲《新凤阳
歌》曾传唱全国。

（全媒体记者陈姝妤
通讯员胡 瑾）

近日，由天长市文化艺术
中心主办，天长市图书馆、天长
市文化馆、天长市博物馆承办
的“明御史胡士奇生平事迹与
为官理念学术研讨会”在天长
举行。会议邀请了莱芜、合肥、
天长等地的文史学者，以及胡
士奇后裔胡世文等胡氏家族代
表，共同围绕胡士奇的生平事
迹、为官理念进行了深入的交
流和探讨。

胡士奇，字君平，号浮冶，
明朝南直隶凤阳府泗州天长县
人 ，出 生 于 万 历 十 三 年
（1585）。万历三十四年（1606）
丙午科乡试举人，四十四年丙
辰（1616）科三甲第八十八名进
士。四十五年（1617），任山东
莱 芜 知 县 。 万 历 四 十 七 年
（1619），胡士奇与其父亲胡濂

参修《天长县志》。天启元年
（1621），升河南道监察御史。
六年（1626）八月，任福建按察
司副使。胡士奇出任莱芜知县
时，适逢旱灾，满目疮痍，经过
胡士奇五年如一日的积极救灾
和社会治理，终使“枯槁者生、
甦瘠者起、流离者还”。天启四
年（1624）六月，东林党人、左副
都御史杨涟弹劾阉党魏忠贤二
十四大罪，遭受屠戮，胡士奇深
感义愤，勇上《劾魏忠贤疏》，直
谏明喜宗不理朝政、任用阉党
的危害。崇祯元年前后，胡士
奇回天长养病，见天长秋粮装
载至淮交兑，留难百端，通过胡
士奇与上级沟通，使得漕船直
接到天长境内进行交兑，人人
称便。

（王志高）

唐大历六年（771），唐太子庶子李幼卿任淮南路刺
史兼领滁州本道副使，其时琅琊山并无正式名称，李幼
卿来滁得知东晋琅琊王司马睿曾“驻跸于此”，遂视此
山曾有王气，不该寂寂无闻，于是约请法琛禅师，共商
在司马睿寓居的核心地带建设一座寺庙，以彰故迹。

据载，公元771年春三月，李幼卿与法琛禅师绘制
了建寺的草图呈报朝廷批复，并请命寺名。一天夜间，
当时的皇帝代宗李豫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走进山中
一寺院，美如瑶台仙境，恰巧侍从送来琅琊寺设计图，
唐代宗看到呈图与自己梦中所见一模一样，觉得这是
难得的吉兆，于是欣然御批“宝应寺”为寺名。“宝应”二

字既是应验梦境，也是他初登皇位时所用的年号，在那
极其讲究“避讳”的封建时代里，把皇家的年号赐作寺
名，实在是莫大的恩赏。由此可见，当年的宝应寺由于
皇帝的恩宠，地位必定非同一般。琅琊寺建成以后，随
着中唐的兴起，琅琊山逐渐从自然景观变成人文景观，
李幼卿当居首功。

盛世唐朝的文化空前繁荣，多位文化名人来滁仼
职或为瑯琊山写下诗文，留下丰富的文化遗存，最突出
的是大诗人韦应物仼滁州刺史时，写下了“一诗天下知
滁州”的山水名篇《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
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写

景如画，动静结合，心清水远，脍炙人口，像一幅清幽的
水墨画，历代称颂。

此外，韦应物还写有《游琅琊山寺》《游西山》《西涧
种柳》《咏雪》《寻简寂观瀑布》等一大批诗作，对滁州多
处美景作了精彩的描述。《再游西山》诗中写道：“南谯
古山郡，信是髙人居。自叹乏弘量，终朝亲薄书……”
在《饵黄精》诗中写道：“灵药出西山，服食采其根。九
药换凡骨，经著上世言……”把琅琊山写成仙境出灵药
的“髙人居”处。韦应物居滁期间，为滁州尤其是琅琊
山周边美景作了有力的传播，开启了滁州山水文化的
先河。

开山先达
李幼卿与韦应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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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琊山是镶嵌在皖东大地上的一颗明
珠，“晋王封，因以名山”人尽皆知，作为历史
文化名山，少不了历代贤达的耕耘，其中李
幼卿和韦应物当属开先河者。

滁州市参加第十四届
皖江八市群艺（民歌）
大赛喜获佳绩

明御史胡士奇生平事
迹与为官理念学术研
讨会在天长召开

盘点滁州历史上的“双星”故事（一）
□骆跃泉

近日，由中共滁州市委宣传部、中共滁州市委网信
办主办的“一起看星星 一道看风景——江淮分水岭的
星空”网络主题活动引起了广泛关注，笔者有幸全程参
与。在关注江淮分水岭人文和星空的历程中，引起了笔
者对历史上在不同时代照耀滁州人文星空的“双星”现
象的思考。

文 化 动 态

□责任编辑：陈姝妤
□电子信箱：czrbxjzk@126.com 副 刊

水
陆
雄
关
—
—
临
淮
关
与
清
流
关

濠
梁
观
鱼
—
—
庄
子
与
惠
子

开
山
先
达
—
—
李
幼
卿
与
韦
应
物

二
贤
堂
主
—
—
王
禹
偁
与
欧
阳
修

双
星
会
滁
—
—
王
阳
明
与
湛
若
水

文
士
高
标
—
—
吴
敬
梓
与
薛
时
雨

钟离结盟

临淮关今为凤阳县临淮镇，古为淮夷之地，北濒淮
河，南控群山，为皖、豫淮上要冲，春秋时在此初建钟离
城，实为钟离国国都。

春秋时期，势力比较强大的有盘踞汉中平原的楚
国、雄居吴越山水的吴国，中原腹地反倒是一些势单力
薄的小国各自为政。据《左传》和《史记》记载，公元前
623年，在长江、汉水流域逐渐强大的楚国，积极向东北
方向发展，先后灭掉舒、庸、萧、徐等小国，淮河流域大
多被强楚吞并。

在东南逐渐强大起来的吴国不甘楚国独家做大，
为了阻止楚国的北进，派出使者游说北方各个小国家，
谋求共同对抗楚国的策略。公元前576年冬（鲁成公15
年），吴国与以晋国、鲁国为代表的北方诸侯集团（包括
晋国、齐国、宋国、卫国、郑国、邾国等）在钟离城签下了
盟约，建立起抵抗楚国的统一战线。

此后几十年，楚国、吴国和北方诸侯国集团争雄
天下，形成了前三国时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钟离
结盟实现了大国邦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
的进程。

自从钟离会议上吴国与北方诸侯集团结盟，吴国
和楚国便成了公开的敌人，从此拉开了吴、楚争雄的序

幕，因为朝楚暮吴的拉锯战，让江淮之间的滁州开始有
了“吴头楚尾”之称。

清流大捷

唐朝末年，国势衰微，群雄并起，演绎出五代十国
的中原逐鹿。当时有两支劲旅，一为北周，一为南唐，
大体上以淮河为界。南唐为了加强对北方的战备防
务，欲在江北择地设立军事屏障，当时备选之地有三：
北为定远磨盘岭（今南谯、定远交界的磨盘山），中为滁
州关山岭（今清流关所在关山），南为江浦骆驼岭（今南
京浦口老山林场）。三地以攻防条件而论，关山岭一带
最易守难攻，对于地理上成为长江最后一道防线的金
陵（南京）来说，起着前卫作用，所谓“自古割据江东，拒
北之兵，水恃长江，而陆以是山为要”。遂于此处建关，
派兵扼守。因隋、唐五代等地属清流县，所置关隘故名

“清流关”，史称江淮要塞。
后周显德二年（955）冬，后周乘淮河浅涸，南唐防

务懈怠，自正阳关架浮桥渡淮攻寿州，拉开进攻南唐
序幕。南唐主李璟为加强淮西防御，派出五万人马，
一路由神武统军刘彦贞率兵两万驰援寿州；一路由江
州节度使皇甫晖、常州团练使姚凤率领，在古曲亭山
（今天的皇甫山）、关山一带屯兵三万用来策应。后周
军队抵寿州攻城月余不克，周世宗柴荣难免焦急：“寿

州围困以来，唐兵已派数路兵马增援，皆从清流关而
出，朕欲派一大将去攻清流关，不知何人愿往。”此时，
任职殿前都虞侯的赵匡胤主动请缨，带五千人马向清
流关进发。

赵匡胤所部相较守军人数并不算多，正面直逼很
难讨巧，遂迂回至全椒神山寺扎营休整，沿石沛、花山
一线来攻关，初攻失利。情急之下，赵匡胤带领几个亲
信和卫兵寻访乡村野老，以谋攻关捷径，得一赵姓学究
指路后，回营作了部署。次日午后，一方面安排高怀
德、郑恩关前叫阵，组织佯攻；另一方面安排赵匡义带
领石守信、张琼等，领兵一千，趁着夜色，按赵学究所指
小径，取道大北关，翻山而入，浮水渡过西涧，兵马隐于
滁城西门外树丛之中，等候天明厮杀。天刚发亮，关外
得到赵匡义已入关烧毁敌方粮草的火光信号，开始里
外夹击，南唐军阵脚大乱，皇甫晖、姚凤率部退守滁州，
因西门被围，东门有吊桥，欲绕道奔至东门入城，升起
吊桥自守。奈何周兵乘胜追击，拖住不放，皇甫晖被迫
应战，赵匡胤挥剑击之，人马俱坠桥下。皇甫晖被擒，
看见大势已去，姚凤率众解甲请降，自此兵威如破竹，
尽取淮南之地。

赵匡胤因为此战功劳较大，受柴荣赏识，此后不断
得到提拔，才有了后来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所以大
宋王朝视清流关为赵氏江山端命之基，在滁城曾建端
命殿以祀圣迹。

水陆雄关
临淮关与清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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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襟江带淮，南接金陵，北望中原，历
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清流关、临淮关，
一直是冷兵器时代陆地、水上的军事要塞，
华夏历史跌宕起伏，曾分别转运于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