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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历史遗迹，聆听时代新声。2024年清明时节，承蒙老友
胡金萱先生的热情相邀，我有幸参加天长市老图书馆历史座谈
会。时过二月有余，仍感喜悦，作文以记之。

一同参会的陈在霖、赵垠、董慎、陈家慰等老同志都是1949年
后天长图书馆事业的见证人。座谈会上，王震同志向我们介绍了
近年来天长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情况。了解到天长大力推进书香
城市建设，天长市图书馆已成为全国县级以上一级公共图书馆，
在座的老同志们十分欣喜。

老图书馆位于天长老城区，是一幢中西合璧教堂式砖木结构
的二层洋楼，面南，背靠胭脂山，横跨20米，风格独特，古朴典雅。
二层正门的楣额上镶嵌一块大理石横匾，从右至左镌刻着“图书
馆”，上首署“壬戌中秋”，下首署“张铭”并钤名印。小楼建造之年
正好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年。

天长虽是千年古邑，人文荟萃，但遗存不多，古建筑更是寥若
晨星。老图书馆与中国共产党同龄，已有103岁了，历经风雨，几
经修缮，于今还挺立在天长大地，风采
依旧，记述着历史沧桑。

1949 年前，小楼曾遭受洗劫，日趋
衰败。1949年后恢复其原本用途，直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代天长人在这里
看书、借书，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这
个规模不大的图书馆，为天长培养青年
才俊、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发挥的重
要作用不可低估。进入新时代，天长在
新城区建设大楼，图书馆面貌焕然一
新，但老图书馆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这两年，政府
结合老城改造，又重建胭脂山公园，重
新开放老图书馆。公园内小桥流水，亭
台楼阁，古树掩映，吸引众多市民和游
客前来休闲观光，赞之又一德政工程。

走进老图书馆，自然想起建楼的
人。张铭，江苏盱眙人，自幼受到良好的
传统文化教育，曾远渡重洋，在美国学习
法律和政治，回国后担任安徽省省长公
署秘书，不久国民政府任命他为天长县
县长。张铭到任天长时不过三十多岁，
可谓年轻有为、意气风发，第二年便倡议
建设图书馆，意图振兴天长教育。他带
头捐银五千两，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许
和工商富户的支持。图书馆和公园建成
后，在全省堪称一流，引起轰动，前来参
观的人络绎不绝，时人称之“气欲吞金
谷，名盘古石梁”。离开天长后，张铭的
仕途还算比较顺利，担任过多种职务，于
1977年去世，享年88岁。

我与张铭老先生有过一次交往。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到上海
拜访天长籍的全国伦理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周原冰，在他
的引荐下，见到了张铭老先生。老人家温文尔雅，谈话中流露出
他对天长很有感情，对图书馆念念不忘。我告诉他，他当年修建
图书馆是件造福子孙后代的事，让天长这个小地方陆陆续续走出
去很多的仁人志士，天长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功德。

天长人不仅没有忘记张铭，也很关注他的后人。他的孙子、
中国当代知名作家张贤亮于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清明节，回盱眙老
家祭祖时顺道来到天长，目睹祖父建起的老图书馆楼，欣然留下
了“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墨宝。

本次座谈会由原天长城北小学同学联谊会与胡氏家风家族
联谊会合力举办。座谈时，大家同声表示将不忘历史、铭记前
贤。感奋之余，胡金萱吟诗一首，我以五言一绝和之。“此处景悠
悠，今朝上古楼。新奇照日月，古迹映春秋。圣地千古艳，名楼万
客稠。归时情未了，还想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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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凤阳县中都街道云霁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乐音
阵阵、舞姿翩翩，这是社区在举办广场舞公益培训活动。

活动中，社会体育指导员对初学者进行耐心细致地指导，不
厌其烦地讲解示范，力求舞蹈动作的准确性和规范性。据悉，凤
阳县教体局近期为全县54个社区分别聘请了社会体育指导员，
旨在把全民健身活动向基层延伸，打通全民健身活动“最后一公
里”。云霁社区抢抓机遇、趁势而上，充分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
的专业力量，努力创造社区健康、欢乐、祥和的人文环境。

凤阳县云霁社区依托社会
体育指导员力量开展
广场舞公益培训活动
□蔡春雨

“这是年代不同的称砣，砣古代又叫权，象征着公平、
公正。”面对近40个造型不同、大小不一的石砣，杨仁顶
介绍说，“没事时，我常会在馆内对着这些石雕细细感受，
用这种方式让我的心性品格得到滋养,找到内心的宁静，
同时用心感知这些石雕背后的故事和时代的文化。时代
会更迭，而文化永远不会消失。”

在收藏的过程中，家人也曾反对，可对于一个“石痴”
来说，什么也无法阻挡其对石头的热爱。“这些年总共投
进去的钱大概有2000多万吧，家里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些
石头上了，爱人反对也没用，女儿曾埋怨我是不是真的要
让她去要饭。”随着收藏的石雕越来越多，所需场地也越
来越大，而这些宝贝又不能在露天放置。正当他为此事
烦恼时，2013年，定远县有关部门联系上了他，并为石雕
博物馆提供了场地。2016年，上下两层、面积约1000平
方米的定远县石雕艺术博物馆交付。经过两年的装修和
布置，2018年开始免费向公众开放。

“三十多年的搜罗集藏，形成了今天的规模。有人

说我痴傻，倾尽一生所有，收了一堆石头，但我无怨无
悔，觉得做个石痴挺好。能给社会、给后人留下点东西，
才是最大的财富。”杨仁顶说，“这些石雕是我的，更是社
会的。私藏为公，把藏品与大众共享，为定远文化事业
增光添彩，一直是我的心愿。余生我只想做一件事，就
是守护好这些藏品，让这个博物馆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
应有的价值。”

“杨馆长是个有情怀的人，为当地的文化事业付出了
极大的心血。博物馆是典藏人文自然遗产的文化教育机
构，青少年经常参观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学习知识、浸润心
灵，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公益项目。博物馆文化是一种历
史的积淀，在这里可以让百姓欣赏到精美的石雕文化，感
知当地的历史发展。”定远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江永龙
说，“私人收藏与公共博物馆之间关系密切，背后是个体
记忆与社会文化的联结。这些石雕是连接现在、过去与
未来的桥梁，博物馆收藏的藏品及其所展现的历史，早已
超越时间和空间，成为大家共同的财富。”

||| 三、守护石雕的初心与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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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时期，人类就有了经过简单打磨的石器。中华民族数千年灿烂的文明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令人瞩目的石雕作品，它们是人类宝贵的财富，是不可再生的
物质文化遗产。而这些遗产的保存与其守护人有莫大的关系，定远石雕艺术博物馆馆长杨仁顶便是其中一位。30多年的时间，他倾尽一生所有，耗资2000多
万，收集了2000多件石雕，并且把藏品拿出来与大众共享。他以石雕为媒，让博物馆释放文化力量，让石雕文化惠及更多观众，让文化在共享中更好传承。

定远石雕守护人杨仁顶：
余生只做一件事
□忽 艳

元代的火山岩石狮、汉代的一对石羊、明代的汉白玉
童子浴盆、清代的精美砖雕、民国时期的木雕和石雕……
在定远石雕艺术博物馆内，不同年代、形态各异的石雕
艺术品琳琅满目，馆中藏品涵盖了园林石雕、建筑石雕、
宗教石雕、陵墓石雕等。馆藏雕刻作品主要有人物、动
物、神像、栏板、碑碣、墓志、石质建筑构件等类别。这些
石雕或雄浑、或古朴、或淡泊、或飘逸，手法圆润细腻，纹
饰洒脱流畅，极具东方审美情趣和历史沧桑感，体现了
极高的欣赏价值，并且也是研究定远乃至安徽历史的重
要资料。

已是古稀之年的杨仁顶1972年进入定远县文工团
（后改为定远县黄梅剧团），1981年开始下海经商，在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小县城，能有这种勇气的人还不算
多。初入商海的他从摆地摊开始，靠着吃苦打拼积累了
经验和财富，随后创办了公司，凭借胆识和运气加上社会
各界的帮助，事业小有成就，慢慢地也有了一些积蓄。

物质生活满足后，精神上的需求便会显现。一直以
来，他对书画、玉器情有独钟，以前迫于生计无暇顾及，现
在终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由收藏字画、杂件到
收藏石雕，是个慢慢转型、自我提高的过程。生活中最常
见的石磙、碓窝、石磨等物件是对我最初的启蒙，也让我
朦胧地感觉到，原来石头与我们的生活如此贴近。在接
触到定远本土的石雕以后，石雕艺术呈现的大美，定远先
民的大智慧，让我感到震撼。”杨仁顶说，看到这些精美的
石雕散落于田间地头，无人问津，长期经受着日晒雨淋，
有的甚至被村民用来拴牲口、建厕所、垫路，人踏车碾损
毁严重，真的非常痛心。

20世纪90年代初，他便真正开始走上了收集石雕之
路，这条路他一走就是30多年。杨仁顶说，延长石雕作
品的寿命，最大程度保留石雕艺术根脉，是当代人的使
命，不仅可以教育、引导青少年了解历史，更是传承和发
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所在。

||| 一、展馆里的千年跨越 |||

1、寒冬跳水捞石板

“石头不会说话，但在我的眼里，他们都是智者，与石
头结缘是我人生最大的福报。”说起博物馆边门上方的这
块被修补过的清代“如意”石板，杨仁顶感叹连连。这是
他在定远程桥桃花岛上偶然发现的，石板看似不起眼，但
凭经验，他知道自己又发现宝贝了，于是便找到岛主，当
即谈好价格。因石板比较沉，当时他一个人不方便运回
去，就和岛主说好第二天来取。

谁知第二天，等他兴冲冲带着钱按时去取时，却被
告知涨价了。“这些年，出尔反尔的情况不是第一次遇
到，所以来时我有准备，以防万一。”杨仁顶在和对方一
番交涉后，最终获得应允。“我怕对方再反悔，赶紧将石
板往船上搬运（桃花岛四周是水，进出需要摆渡船），当
天天气寒冷，船沿上结有薄冰，石板搭在船沿上时顺势
滑到了水里，当时我根本来不及有其他的念头，跟着石
板就跳入水中，幸好我长年坚持冬泳，刚好用上了。”杨
仁顶说，他自己很快将石板托起，最终在其他人的帮助
下，将石板拖回船上。寒风中浑身湿透的他冷得直打哆
嗦，不料在抬时手底一滑，石板被摔成三段。懊恼的他
不敢停留，一直到家才将湿衣服换下，虽然高烧了好几
天，但庆幸的是最终心愿达成。

2、荒芜山坳遇救命娃

收藏的乐趣在于发现，每发现一个新品，都会令杨仁
顶欣喜不已，即便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会想尽办法去克服，
无论是金钱上还是其他，哪怕是危及生命。“这个明代汉白
玉童子浴盆，可以说是我用命换来的。”杨仁顶感慨地说
道，当初在定远的方家花园发现一农妇在用此物当猪槽，
既意外又心疼，待谈好价钱后，货主用手扶拖拉机，把浴盆
送到一公里以外的车上，不料车行半道熄火，检查后发现

是没油了。方家花园地处大山，离定城近40公里，他停
下来的地方是山坳，目光所及除了荒草便空无一人，早晨
因赶时间想多跑几家看看，饿着肚子就出门了。当时已
是下午4点左右，饿得头昏眼花的杨仁顶当时想，待在车
内更危险，如果晕过去也不会有人发觉，于是凭着最后的
力气移到路边躺下。隐约间听到说话声，迷迷糊糊中，他
用力睁开眼睛，发现面前站着两个孩子，饥饿不已的他一
眼就看到孩子挎着的篮子里有两个馒头，其中一个被咬
有缺口。那两个再平常不过的馒头，此刻对他而言就是
救命稻草，也正是这两个馒头救了杨仁顶一命。“从对话
中得知，他们家境并不好，两个孩子是出来要饭的。最令
我后悔的是，当初没有留下他们的联系方式，不然日后也
可以资助他们上学，此事让我每次想起都自责不已。”

3、吃遍饭馆寻“公羊”

“经历最曲折、收集时间最长的当属这对‘汉代石
羊’。”杨仁顶抚摸着眼前残缺的公羊说，“可能与它有缘
吧，收藏这只羊虽然经历了6年的时间，最终还是被自己
找到了。”2016年在定远古城村发现了母羊后，只知道还
有一只公羊遗失在本县，但究竟在哪却没人知道。据村
民说，这对石羊是当地的镇桥之物，一公一母分立于桥的
两头，从汉代起就流传下来。为了打听公羊的下落，杨仁
顶没事就往乡下跑，从古城问到永康，又从西卅店一路打
听到青山，无论镇还是乡抑或是村，只要有希望，他都不
放过。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他得到一条极为重要的线
索，有人在永康镇的一家饭店里看到过此羊。顺着这条
线索，他几乎把永康的大小饭店吃了个遍。“如果每次到
饭店只是打听公羊的下落，人家未必会说，我就想了个办
法点菜，每次坐下点两个菜边吃边和老板聊。”最终在菜
市场附近的一个农家乐里，发现了那只残损的、让他朝思
暮想的公羊。“得到公羊的当晚，兴奋得睡不着觉，总觉得
像做梦一样，半夜起来好几次，以确认真假。”

||| 二、收藏路上的奇趣故事 |||

近日，天长市大通镇书法协会成立。近年来，大通镇涌现出
一批书画爱好者，他们热爱传统文化，坚持学习传统书画艺术，
在当地产生了良好影响，对当地社会风尚健康文明发展起到有
益作用，大通镇相关部门及时引导成立了书法协会，努力为创建
全国书画之乡打好基础。

在成立大会上，应邀参会的市内知名书法家当场创作了20
多幅书画作品。另外，特邀创作的书画作品，将赠送给养老服务
站和社区老年人，为老年人提供文化艺术服务，提高老年人的生
活质量。

天长市大通镇书法协会成立
□陆和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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