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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办：六安市文化和旅游局

编者按：
凤凰是人世间幸福的使者，每五百年一次纵身火海，浴火重生后，其羽更

丰，其音更清，其神更髓。传说在雄奇的大山上，长达数公里的时光隧道和漫
天的云彩，高达十米的烈焰从山顶喷薄而出，飞瀑直下，在水与火的交融中，
凤在歌鸣，凰在和弦，演绎一部流传千古的美丽神话。
凤凰台，这个地处金安区横塘岗南部充满诗情画意的美丽乡村，虽然有过

一段与火有关、与水有关的痛苦记忆，但凤凰台人敢于直面痛苦，百折不挠，
孜孜以求，往日的水火之地，如今已是一处欣欣向荣的美好家园。

凤凰涅槃是天方国的传说，火凤凰是神话中的不死火鸟，经历烈火的煎熬和痛
苦的考验，获得重生，并在重生中达到升华。

1974年，春，一场大火烧掉了凤凰台。
1984年，夏，一场大水冲毁了凤凰台。
水火无情。
新中国成立以来，同一个地方在十年之内接连发生两场毁灭性的灾难是少见

的，现如今，亲历的人早已成为了父辈，也许他们刻意忘记的是痛苦，而年轻一代，
不经意间忘记的却是历史。

大火烧了街道

“1974年，春天，我十五岁，是凤凰台中学的一名学生。那时，学生们除了学习文
化课，还需要参加劳动，我们在附近的龙王岩村挖土。突然间看到山头那边冒出阵
阵巨大的黑烟，我们感觉很奇怪，一个打探消息回来的同学告诉我们：凤凰台街道
烧着了！当我们赶到凤凰台街道的时候，整个街道已面目全非，一片焦土，到处冒着
浓烟，人们都在往外搬家具。那个画面，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退休教师孙家明说。

“那天，风非常大，有老百姓看到天上有两个红色的‘仙人’在打架，他们就拿羊
叉去捅他们。被捅到的神仙就用嘴喷出大火来惩罚一下凡人的无礼。这讲法肯定是
迷信的说法，大火发生的原因到底如何？到现在也不太清楚。”现任村支书汪家和
说。

“大火从街道蔓延，风助火威，烧到了街心的榨油厂，油厂的油桶受热爆炸，热
油四溅又点燃了其他建筑。街道狭窄，茅草屋易燃，一下子全都着火了。这场大火很
奇怪的一点就是燃烧速度极快，不超过两个小时。”雪峰岩生产队老队长李燕发说。

1974年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让凤凰台古村成了一片废墟，大火烧毁了群众的
屋子，也烧毁了凤凰台米面厂、凤凰台榨油厂、凤凰台供销社、凤凰台中小学，甚至
包括位于街道中的凤凰台乡政府。

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没有哪个地方的乡政府被大火烧掉。这场大火惊动了当年
的省长李德生。他和时任六安地委书记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凤凰台组织救灾工作，力
争把火灾的影响降到最低。

“1974年大火死亡2人，伤8人，财产损失较大。一位农妇为了救下孩子，自己被
活活烧死。她把孩子藏到棺材盖下，孩子得救了。我认为我们应该记住她，记住这种
精神的伟大。”现任村委会主任黄德如说。

火灾之后，对于是否在凤凰台原址恢复重建的问题，发生了争论。
安土重迁，一部分人认为不能异地重建，要在原址重建，他们跑到当时的六安

地委请愿。在当年的政治气候下，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防止问题扩大化，遂同意了这
项请求。然而，十年后发生的水灾彻底地改变了凤凰台的历史进程，也改变了无数
凤凰台人的生命轨迹。

洪水猛如虎

凤凰台为典型的江淮分水岭地形。丰乐河，它源头的两条支流汇聚于此地，一
条出自“杨岩村”经过雪峰岩下的龙潭河，一条来自“何冲”过吴氏祠，两河交汇处形
成的小型冲积扇形平畈正是凤凰台街道坐落的位置。

建国初期，在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指示下，在党中央、安徽省委、六安
地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六安人民为了摆脱靠天吃饭，摆脱频繁发生的旱涝灾害，为
了子孙后代的幸福，先后修建了大别山中的六大水库，然后又花了十四年时间修建
了以“横排头”为代表的渠首工程和数百公里长的灌溉渠道，这一系列伟大的工程
史称“淠史杭工程”。

“淠史杭灌溉工程”之艰巨，前所未有，世所罕见。例如修建淠河灌区时，每日正
常上工五十万人，高峰时每日最高上工八十万人，民工们通过肩挑背扛完成了近六
亿立方米的土方工程。如果将挖出的土方围成一米高宽的长堤，可以绕地球十多
圈。这是惊天地、泣鬼神，堪称“人间奇迹”的治水史诗，这是“人定胜天”改造自然的
伟大实践。

据统计，整个“淠史杭灌溉工程”用了12万多根毛竹，65万公斤圆竹，437吨旧钢
铁。没有炸药，农民刮自己墙土熬硝制作。没有水泥，就自建水泥厂，用石臼舂，石碾
子碾，筛子筛，纯手工搅拌。木料不够，就拆下自家门板和盖房子的木材，甚至有人
把自己的棺材板都捐给了该工程。修建“淠史杭灌溉工程”的民工大部分是六安地
区的老百姓，如今上了年纪的老人们基本上都参与过这个工程。笔者接触的凤凰台
村、杨岩村、黄墩村、岗窑等村的一些老人们，说起“扒河”这个人生经历，依然历历
在目，刻骨铭心。

“1959年那年我19岁，我们去六安‘扒河’，就是现在六安市区九里沟的那个地
方。公家一开始给一斤米饭，后来因为三年自然灾害，给我们民工八大两米饭。我扒
了三年河，住在工棚里，睡在湿漉漉的竹席上，我手上的风湿性关节炎就是那个时
候留下的病。”杨岩村苦响冲陈光巨老奶奶说。

“那几年，我们一个队的劳动力靠步走，走到张母桥那里修将军山渡槽，虽然那
个时代条件艰苦，但是我们不怕，就像打仗一样勇敢，这个两根手指头就是被石头
砸断的。”石河口村张从德老先生说。

历史上的凤凰台乡包括凤凰台村、黄墩村、杨岩村、石河口村、缸窑村、龙王岩
村等如今单独出来的建制村。杨岩位于凤凰台乡南部，人口较少，整村以小型平贩
盆地为中心，周边分散各个“小冲”，杨岩水库正坐落与此。黄墩、缸窑位于凤凰台乡
东部，地形起伏较缓，多平畈，人口多沿河而居，农业发展程度较为成熟。石河口村
和龙王岩村则多山，地多，人口较为分散。

凤凰台人参与修建的“淠史杭灌溉工程”虽然润泽千里，让别处成了良田，可凤
凰台从来没有使用过淠河灌区的一滴水，离凤凰台乡最近的“淠史杭灌溉工程”就
是施桥镇和张店镇交接的打山村“杭淠干渠”，因为地势的问题，低处的淠河水流不
到西部高处的凤凰台，近在咫尺，远在天边，可望而不可及。凤凰台人民群众的防
洪、灌溉、饮用水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农作物的收成还是靠天吃饭，群众
苦不堪言。

凤凰台乡境内旧有两座小二型水库，杨岩水库和马槽水库。1964年兴建的马槽
水库蓄水154 . 8万立方米，灌溉面积3870亩，百日无雨时能确保下游2000亩耕地的
灌溉用水，而“马槽水库”下游耕地总共3000多亩，这个水资源分配的矛盾一直持
续。前文提到的杨岩村“杨岩水库”蓄水量只有马槽水库的三分之一，随着人口的增
加和农业生产规模地提升，这个“小水缸”更是满足不了下游的农业生产和居民生
活用水。在加上凤凰台乡的土质系黄泥夹沙，基本存不住水。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常
导致“伏旱”天气，夏季副热带高压影响超过15天，干旱问题立马就来，丰乐河常年
断流。

干旱不但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导致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在农业生产
上，由于水低田高，农民只能铤而走险，用“木杆叉”引电，接上水泵从河道引水到自
家农田灌溉。电网损耗不提，这种极度危险的偷电行为，导致了无数起电死、电伤的
惨剧。

凤凰台不光易干旱，也容易受到山洪的影响，季节性的降水不平均，加上时有
台风过境，凤凰台历史上发生了数起洪灾。1984年杨岩水库溃坝导致的山洪灾难是
一代人心中惨痛的记忆。

1984年8月，久旱未雨的凤凰台正渴望着甘霖。8月5日深入内陆的第8号台风
残留云系来到大别山区，给凤凰台带来了丰沛的雨水。然而从7日起，形势由旱转
涝，暴雨中心到达凤凰台，二十四小时最大雨量为450毫米，六小时雨量最大为200

毫米。这场降雨时间短，强度大，雨型恶劣。第一场暴雨下了十小时，杨岩水库水位
迅速上升，水位已接近最高蓄水位。第二场暴雨下了十二个小时，杨岩水库开始紧
急泄洪，但水库的水位仍然继续上涨，已经超过了设计的最高蓄水位。8月7日3时30

分，杨岩水库漫坝，当越坝而出的洪水深达0 . 4米时，大坝溃决，70万立方米的洪水
骤然倾下。

溃坝时的洪水最大瞬间流量为0 . 8万立方米/秒。洪水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向下
游，形成一片水头高达5米，水流宽为80米的毁灭性洪流。70万立方米洪水如出笼之
猛虎，向下游奔去。前后几小时之内，凤凰台街道被冲毁、黄墩大桥水孔被树木杂物
堵住导致垮塌。

“一望汪洋，全无山麓，现难民等鹄立屋顶，呜呜待毙，援手难求。水患来势极
速，其猛烈之力较往年不止十倍。凤凰台街道冲塌屋宇极多，因而溺毙冲走尚未知
确数。惟山边一带哀哭之声，与其惨状之形容，生平所未见。”凤凰台初中一位教师
在日记中写道。

一天后洪水退去。据统计，凤凰台乡的这场山洪灾害有26人死亡、1750亩农田
被淹，3150人受灾，倒塌房屋129间，损失耕畜31头，猪554头，直接经济损失近1400

万元。

雪峰岩避难所

1974年火灾和1984年水灾的发生改变了凤凰的历史。行政区划被调整，凤凰台
乡改制撤销并入到了横塘岗乡，如今的凤凰台只是凤凰台村，不再是广义上的凤凰
台乡，曾经的凤凰台乡政府仍然遗存在“小岭头”的山岗上，静静地守望着凤凰台、
黄墩、龙王岩、石河口、缸窑。

经济上，凤凰台街道曾经兴办的榨油厂、面粉厂、竹器厂等经过这两场灾难，元
气大伤，再也无力恢复，再加上行政区划调整，集体经济从此一蹶不振，渐渐消亡。
电影院、广播站、古宅、文化典籍随着时间的流逝也慢慢消失了。

两场灾难中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那就是雪峰岩这个巨大的岩洞曾经救助失
去家园的凤凰台人。

无论是大水还是大火，受灾的百姓都可以搬到雪峰岩岩洞里面暂住，雪峰岩成
为了凤凰台人避难的场所，大家在这个自然岩洞里安顿下来，渡过难关。

雪峰岩位于凤凰台村南，它是亿万年的地质活动作用下形成的天然洞窟。雪峰
岩有“一大一小”两个岩洞，大洞深约20米、宽100米。大洞旁边有一处小洞，得名“小
岩”。大洞造型优美，空间豁达，小洞秀气灵动，在历史上，凤凰台的百姓又称呼其为

“母子岩”。
唐贞观年间，雪峰岩和佛教握手，建有皇家敕封道场云居寺，后毁于战乱和朝

代更迭。清朝乾隆年间，云居寺得以重建，史料记载清代的云居寺有山门、大雄宝
殿、韦陀殿、娘娘殿、佛祖堂等30余处古建筑。在历史岁月里，以云居寺为中心佛教
文化根植于地方百姓的心里，也包含雪峰岩的救灾救难形象。

“凤凰台中学当年被大火烧掉后，需要时间重建，乡政府就把凤凰台中学安置
在雪峰岩岩洞里，场地大，灾后过渡期使用最好不过了。我们那代人都有在雪峰岩
读书的经历，虽然那时候小，如今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这份经历太特殊了。”退
休教师孙家明说。

凤鸣朝阳

“凤凰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诗人李白创造出了神鸟和水的意象。
凤凰台的“浴火重生”，得益于“九十里山水画廊的明珠”龙潭河水库项目的诞生。
2017年，金安区区委、区政府为了满足南部横塘岗乡、张店镇的防洪、灌溉、饮用水、
生态等需求，开工建设龙潭河水库。该工程采用PPP模式，政府投资20%，社会投资
80%，社会资本运营期9年，到期后政府收回项目运营权。

龙潭河水库大坝是均质土坝，最大坝高32 . 9米，坝顶长243米，坝顶宽8 . 5米，
导流涵洞长290米，溢洪道宽45米。进出库区的道路共有4条，共计6 . 9公里。位于凤
凰台村的安置区总面积6 . 9万平方米。龙潭河水库工程总投资4 . 06亿元。

“龙潭河水库的主要建设内容有三个：第一是水库建设，第二是进出库区的道
路，第三是库区移民。工程需要移民400多户，1000多人，征地1000多亩。”金安区水
利局张应文工程师说。

当前，“龙潭河水库”建设已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坝基正在不断夯实，溢洪道
初见，工程正在稳步推进中。如今，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座库容达993万立方米的水库
对金安南部横塘岗乡、张店镇的意义，远不止是缓解“水荒”，更多地是解决发展问
题。凤凰台这片苦难之地对这座水库迫切的需求和呼唤，走过了长达五六十年的求
水之路。不夸张地说，龙潭河水库以及它所代表的稳定水源供应和战胜旱涝灾害的
期待，早已凤凰台人挥之不去的情结。

我们不能忘记“杨岩村”做出的巨大的牺牲，蓄水后的水库会淹没杨岩村大部
分土地，家园被淹没的库区移民被集中安置在凤凰台村。为迎接杨岩兄弟姐妹们的
到来，凤凰台村团结一致，拿出最好的土地作为安置点。

龙潭河水库安置小区按照现代化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笔者看到小区的楼房
主体已经完成，内部道路正在建设。一座座整齐的徽派建筑，规划里丰富的配套设
施都是按照最高标准建设，为的就是让奉献家园的库区移民能够住得安心、舒心。
好消息称2019年冬，小区将集中交房。

时代在发展，出门在外的凤凰台人也逐渐回到了家乡。凤凰台村的各项事业也
在稳步推进中，在横塘岗乡“农业和文旅结合”的发展模式指引下，依托龙潭河水库
和云居寺雪峰岩等资源，村民们在探索特色、宜居的发展道路奋斗着。

也许曾经的苦难已经被人忘记，也许曾经的名字已经消失。苦难的历史，它在
不断地提醒着人们对如今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要更加珍惜。

再小的历史，也值得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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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淠淠史史杭杭工工程程””建建设设工工地地老老照照片片((资资料料图图))

丰丰乐乐河河源源头头

雪雪峰峰岩岩

春春风风拂拂过过凤凤凰凰台台

龙龙潭潭河河水水库库溢溢洪洪道道施施工工现现场场

凤凤凰凰台台是是一一本本““大大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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