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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早晨，我乘上了去大别山
深处胭脂村的客车，专程去拜望一条
小河——— 胭脂河。据说这条河是为了
纪念一位美丽的女寨主而得名，河流
缠绕着花娘寨，花娘寨下有个胭脂
村。胭脂村，胭脂河，花娘，古寨，充满
着梦幻色彩。

胭脂河，是大别山腹地千万条河
流中的一条无名小河，地图上没有标
识，名不见经传，当我零距离接触时，
发现它很淡然，也很静，与我想象中
的波涛汹涌反差很大，仿佛它经过昨
夜的喧嚣，已精疲力倦，缓缓地流淌
在群山之间，河水潆洄潺 ，清澈见
底，那明暗不同的鹅卵石像一颗颗昨
夜的星辰，静止在狭长的河床上……

胭脂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山
青水秀，风光旖旎，古竹林郁郁葱葱，
梢头栖满了白鹭。保存完好的余家老
宅，四合院青砖黛瓦，关于村口这个
堡垒式的古寨，建于哪个年代？何人
而建？官方没有记载，本地人也说不
清楚？只靠祖祖辈辈以口相传。由于
天长地久，难免有误差，出现断档和
模糊现象。

山寨呈长方形，有南北两个寨
门，寨墙高两丈有余，长约两公里，净
面积约四五百平方米，寨门不高，却
很坚固，海碗粗的圆孔，是放顶门柱
的，石头锅台，能烧一两百人的饭，寨
内有一石洞，洞口旁有一水井，名叫

“仙姑井”，寨内有一间石屋，大概是
花娘的闺房，还有禁闭室，山寨中空，
传有藏宝窟，储藏有历代寨主攒下的
金银财宝，石门钥匙只有寨主一人掌
握，由于寨人全军覆没，至今没有人
探到藏宝之处，还有一说就是花娘撤
退时把钥匙扔到一天门下的龙潭里
去了，龙潭深不见底，无法打捞。寨子
三面悬崖，只有一条下山的路，有练
兵场，点将台，藏兵洞，天梯，龙潭，瀑
布等遗迹，南寨门前的棋盘石边开满
了映山红，一边下棋，一边看花观景，

山风阵阵，鸟语花香，好不惬意。寨子
的名字也很奇特，叫“花娘寨”。乍一
听，刚柔相济。在我以为，所谓寨子，
都是些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抢夺民
财，杀人越货的土匪们的老巢。他们
大都是武功高强，青面獠牙，面目狰
狞的男性。而女性当寨主很少耳闻，
况且还是一位小鸟依人的美女。

据当地村民介绍，花娘是深山里
一户农民女儿，家境贫寒，十四五岁
就出落得楚楚动人，明眸皓齿，秀丽
端庄，是闻名乡里的美人坯子，被寨
主看中了，他软硬兼施，也算明媒正
娶。花娘进寨后年纪尚轻，每日随寨
主习武，她聪明伶俐，一招一式，一学
就会，没几年下来，在寨子里已是无
人能敌。寨主是个大酒鬼，生有一子，
有点弱智。寨主因饮酒过量，胃出血
不治而亡，临终前召集一帮生死弟
兄，推崇花娘接管寨主一职，并要求
弟兄们绝对服从。那时的花娘，芳龄
20多岁，个头不高，属小家碧玉型，与
她的“绿林好汉”反差巨大。她还有一
个绝招，她只要借助农家的两只簸
箕，夹在腋下，便能展翅高飞。

有一次，寨外来了十几位吃拿卡
要的彪形大汉，对着寨子高喊：“老子
路过此地，还不快送些盘缠给老子花
花”？不一会只见寨门打开，一位眉清
目秀的女子双臂平展，托着盘子来
了，大汉心里很是高兴，走近一看，手
上托着的不是盘子，而是沉甸甸两只
盘磨，盘磨上堆放白花花的银子，大
盗们傻眼了，其中一人说“小女子”有
神功，还不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们
一行慌忙抱拳施礼，银子也不要了，
撒腿就向山下奔去。

花娘“主政”后，凭一个女人的细
腻，强化训练，严肃纪律，奖惩分明，
对侮辱妇女，欺压百姓的人弄个杀鸡
给猴子看，杀一儆百，都说她是个温
柔杀手，手下人对她敬畏三分，“女汉
子”的威信很快树起来了，也赢得了
周围老百姓的信任。打家劫舍的草
寇，也不是按人们的想象那样，乱成
一团糟，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行规。

“兔子不吃窝边草”，他们一般只对财
主下手，劫富济贫，从不抢周围的平
民百姓，对抢来的物品，回寨后首先
有专职人员搜荷包“净身”，发现私自
截留物品，查出来是要受刑罚处置
的。

由于花娘治寨有方，既得到了寨
内人的佩服，又受到了附近老百姓的
好评。融洽了与当地老百姓的关系。
她又是一位铁骨柔肠，心地善良的女

人，只要得知老百姓哪家里有个红白
喜事，她都要亲自备礼前往。老百姓
栽秧割稻，逢年过节，也不忘请花娘
来家吃酒，他们视花娘为保护神，以
请到花娘到家为荣耀。可见花娘在当
地老百姓心目中的份量。

附近有个村庄，有户姓何的人
家，老两口六十多岁，体弱多病，靠唯
一个儿子养活，衙门要抓壮丁充军，
看上了他的儿子，老两口没办法，只
得求助花娘，花娘听老两口如此一
说，立刻为他们支招，说道：如果他们
明天再来登门，您老人家就说我是你
老的干女儿。第二天官衙果然带人来
了，花娘也乔装路过，正好在何家巧
遇，互致问候，官衙问道？花头领怎么
也在此？花娘不紧不慢说，这是我干
爹家呀！衙门的人一听，觉得不对劲，
立刻借坡下驴，我们只是路过口渴，
来讨口茶喝。说罢，知趣地溜了。

另外一户姓黄的老茶农，住在山
湾里，人忠厚老实，因茶叶的品质得
天独厚，做功讲究，远近闻名，但产量
不大，一年只能做十来斤，地方官吏
连续两年“打白条”，拿此茶送给上
司，今年春季又要“打白条”，老黄连
买炭的钱也付不起了。他求到了花
娘，花娘说你老人家莫急，当晚就派
几名弟兄下山，前往官吏的私宅“拜
访”，讨回了全部银两。

有一天，山下的村民家里栽秧，
按当地风俗，栽秧，开镰都要请亲朋
好友撮一顿，花娘当然是座上宾。酒
过三巡，忽闻寨上传来鼓声，她以前
嘱咐过儿子，妈妈带队出去“干活”，
要儿子在家听留守人员的话，寨门紧
闭，不要出门，遇到有紧急情况，只要
击鼓，我们就赶回。可几个看家人根
本管不住他娇生惯养的儿子，他经常
跑到鼓楼敲鼓取乐，这次鼓响，他们
以为又是闹着玩的，没有在意。正酒
酣之际，忽见盘中的咸鱼眨起了眼
睛，花娘急忙扔下筷子，预感“大事不
好”，她连忙拿起两只簸箕夹在腋下，
率先飞了回去，只见寨门已破，杀声
震天，花娘下去砍杀官军无数，终因
寡不敌众而腋下受伤，随后赶来的一
帮弟兄全被官军伏击在小河两岸，血
流成河。花娘飞到河边的山坡上，回
头望望寨子，想到了自己儿子，不禁
伤心泪落，当她再度飞回时，因伤势
过重，体力不支，坠落在小河上，她的
鲜血染红了河水……

当地老百姓不顾官军禁令，连夜
将花娘捞起安葬在附近的山头上，并
立了一块石碑，刻上“花娘坟”三字，

每到清明时节，人们自发的去给花娘
上坟，一直延续至今。花娘在山顶上
回望儿子的那座山，从此叫作“望儿
岭”；这条被花娘鲜血染红的无名小
河，流水带有淡淡的红，后人为了纪
念她，就为她起了个好听的名字———
胭脂河。

关于“花娘”一词，最早是从唐朝
诗人李贺《申胡子 篥歌》序发现的：
朔客大喜，擎觞起立，命花娘出幕，裴
回拜客。宋梅尧臣也有《花娘歌》，“花
娘十二能歌舞，籍甚声名居乐府”。

“花娘”这一词旧时指歌女，娼妓。
花娘寨的“花娘”是个“武把子”，

当然不在其列，这个“花娘”，只是花
姓而已，她的真实身份值得商榷。只
能说朴素的反映了人民群众不满统
治阶级压迫，渴望安宁祥和的生活环
境的心理诉求，但不能脱俗，不免带
有神话和迷信色彩。能让花娘事迹在
一方百姓代代相传就已经足够。巧合
的是花娘与一山之隔的河南花木兰
同宗同姓，花娘、花木兰都是巾帼英
雄，都是心地善良的忠义女人，花木
兰的故事广为传颂，是家喻户晓。而
花娘的传说局限于本土，没有详实的
文字传播。由此臆想，“花娘”可能受
临近的“花木兰”故事影响而出现的
另一版本。假如，花娘像花木兰一样，
参加官军，用她的一身武艺驰骋在保
家卫国的疆场，花娘的人物形象将会
更丰满一些，同花木兰替父从军一
样，“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战功
显赫，百世流芳。

花娘，在我眼里，是一束开在山
野里的曼陀罗，嫣然而含毒，当然，她
的美占主流，她的美将和花娘寨同
在，与胭脂河长流……

张光照 摄

探探 访访 胭胭 脂脂 河河
高大新

本报讯(张丽)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全省
乡村旅游及旅游扶贫工作推进会精神，加
快全市乡村旅游健康快速发展，市文旅局
精心谋划，在全市开展走进乡村旅游扶贫
系列行活动，邀请市内旅行商走进乡村旅
游村，考察乡村旅游资源和产品，召开座
谈对接会，为当地乡村旅游提建议、开药

方、找市场；同步开展全市调研活动，为
谋划全市“十四五”乡村旅游发展奠定基
础。5月20日，市文旅局启动本次乡村旅
游扶贫系列行首次活动——— 走进金寨县油
坊店乡西莲村。

大家实地考察了西莲村红岭公路沿线
观景台、“八个一”工程、莲花山等项

目。西莲村是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省级美
丽乡村建设示范村，旅游资源比较丰富有
特色，旅游业的发展空间很大。随后在座
谈会上，15家旅行商负责人围绕西莲村乡
村旅游的开发、建设、宣传等踊跃发言，
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他们表
示，走进乡村旅游系列行活动，让大家走

进大别山腹地，发现不一样的美景，体验
乡村旅游的别样味道，感受乡村的巨大变
化，寻觅业务合作的另一片天空，不虚此
行；要积极宣传我市乡村美景，编排乡村
旅游体验线路，让更多的游客走进乡村，
帮助地方经济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走进乡村 为旅游扶贫“开药方”

我市近期更新了一批优质文化旅游宣传产品。从多角度、
多渠道对美丽六安的自然风光、风俗民情、历史风貌等方面进
行了展示，并将创意和文化很好地融入作品中。

旅游手绘地图将特色景区、地方美食、当地特产、精品线路、
非遗文化等主要信息内容精美的绘制出来，在具备实用性和纪
念性的同时还富有艺术感与活泼感，为旅游爱好者提供了高品
质的旅游导览图。近期，各类宣传品将陆续在我市主要星级酒
店、旅游景区等公共场所投放，免费取阅。 (程倩 文/图)

近日，霍山县文化旅游体育局组织志愿者走进县文庙景区，
向市民、游客进行“健康旅游 美好六安”宣传活动，宣传该县的
旅游和非遗资源。该县旅游景区、旅行社、星级酒店等14家旅游
企业以及县博物馆集中参展。

在现场，县旅游行业志愿者和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发放了《文
明旅游倡议书》、《霍山全域旅游指南》、《霍山县博物馆》宣传折
页及各类宣传单页，并设置了《霍山连响舞》、《大别山民歌》、《霍
山庐剧》等非遗展板，向市民宣传推介霍山博物馆和非遗项目。
各景区、星级酒店、旅行社也推出一系列惠民措施以及经典旅游
线路产品，吸引市民纷纷前来咨询了解。(王甫胜 文/图)

本报讯(台春华)为扎实做好2020年文化惠民工程，叶
集区以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
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早谋划、早启动、早部署、早实施，使
文化惠民工程真正成为群众满意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夯实责任“为民”。制定2020年全区文化惠民工程实
施计划，明确目标任务，细化责任分工，加强工作联动，切
实保障文化惠民工程落到实处。宣传引导“惠民”。做好

“线上”宣传，打通“线下”宣传，通过农村应急广播系统、
横幅标语、宣传栏等多种方式，结合民生工程宣传日、扶
贫走访等活动，扩大群众对文化惠民工程的知晓度和影
响力。紧盯关键“利民”。加强文化惠民工程实施过程中的
监管，严格按照招标采购规范，遴选“送戏进万村”活动巡
演单位、区图书馆图书的招标采购。针对疫情防控，加强
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的监管，做好场馆的日常消毒和
人流管控，保障群众享受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丰富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

5月16日至17日，霍邱县召开文艺创
作工作会议，60余位来自全县不同艺术
领域的文艺家参加了会议。会上，霍邱
县文化旅游体育局新聘了5位特邀文艺
创作员，目前特邀人员总数已达到60

人。同时，会议总结了2019年霍邱文艺
创作取得的新成果，45个在市级以上获
奖的文艺项目得到了文化主管部门的
表彰奖励。

2019年，霍邱文艺创作仍然保持良
好的发展势头，“霍邱文艺现象”越大越
强，声名远播。张子雨的中篇小说《桃花
渡》获安徽省政府社科奖三等奖；随笔

《一个抢救记忆的人》获安徽省报纸副
刊好作品评选一等奖；李强作词的歌曲

《小蜗牛》获安徽省十五届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奖；王太贵创作的诗歌

《一方廉砖，或人生航船的压舱石》(组
诗)荣获“廉砖颂”首届全国廉政诗歌创
作大赛特等奖，诗歌《梓桐诗帖》获“文
昌杯”华语诗歌大赛一等奖，组诗《棋盘
上的风云图》获“刘禹锡”杯诗歌文化节

征文三等奖，组诗《邮路情深》获全国闻
捷诗歌奖大赛二等奖，组诗《盛世华裳，
诗韵旗袍》获第三届国际旗袍文化节二
等奖，《诗刊》第四期头条发表他的组诗

《地图上的故乡》，《诗刊》第六期发表其
文学评论《诗心与时代共振》，并在五月
份应邀到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穆志强
作词的歌曲《红彤彤的花儿红彤彤的
开》，由合肥市人民政府选送参加韩国
两国两地文化交流；作词的歌曲《老村
庄》获六安市第五届“五个一”工程奖。9

月26日，穆志强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个人”，受到国务院的表彰；10月，
他作为安徽省代表出席全国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会议。

罗阳编创的少儿舞蹈《蝶儿飞》获
第十届“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
金奖；张烈鹏的歌词《开一塘荷花等
你》、《梁家河的窑洞》分别发表《词刊》
第八期、第十一期，散文《曾祖母的眼
睛》发表《海外文摘》第十二期，当年，张
烈鹏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李桂勤的油画

作品入选第八届全国中青年油画展；田
磊的行书作品入选全国第十二届书法
篆刻展，书法作品参加“临川之笔”全国
书法作品展，书法作品获“包公杯”全国
书法作品大赛三等奖；张玉良的摄影作
品《希望的田野》荣获第二十一届全国
艺术摄影大赛优秀奖，作品《拨开云雾
见太阳》入选“大别山精神光明行-红色
霍山”全国公益摄影展。

特邀创作员胡世远的诗集《将军
颂》出版发行；特邀创作员张孝玉连续
出版个人诗歌专集和书法评论专集，分
别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和中国文艺评
论家协会，并当选安徽省诗词协会常务
副会长；田孝琴的泥塑获首届“黄炎培
杯”中华职业教育非遗创新大赛暨非遗
教育成果展三等奖；汪杰的书法作品

《孟之蕴翰墨情》获第三届全国书法作
品展优秀奖，另一篇作品《满江红》获麻
姑山全国颜体书法大赛一等奖；刘庆锋
的烙画《千秋鼎盛》获第十二届山东国
际大众艺术节银奖。

图为更新版六安手绘地图。

我市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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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山：
“旅游+非遗”宣传进景区

叶集：文化惠民落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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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发布康养主题产品线路。近年来，黄山市康养
产业围绕“医、药、养、健、游、食”六大领域将生态康养、
文化康养、温泉疗养、运动健身、中医养生等与民宿民
俗、徽菜美食、乡村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等产品结
合发展，有效的推动黄山康养目的地建设。近日，该市发
布了20条涵盖3区4县及黄山风景区休闲、美食、民宿、
夜游、研学等特色文旅景点和旅游新业态的康养黄山产
品线路。
芜湖“金牌导游带您自驾游”。芜湖市文旅局开展的

“金牌导游带您自驾游”线上直播活动，以安徽金牌导游
周文串线芜湖市途居、信德、红杨山三大房车露营地进
行实地讲解，让观众全程直观体验了芜湖市自驾游品牌
项目，获得了第一手的自驾车出游全攻略。
云南加快大滇西旅游环线建设。近日，云南省提出

加快大滇西旅游环线建设，突出民族文化元素和自然资
源禀赋，把建设半山酒店作为重要抓手，加快推动大滇
西旅游环线建设。同时加快怒江美丽公路绿道建设，全
面提升旅游品质。

霍霍邱邱文文艺艺创创作作谱谱新新篇篇
穆穆志志强强 周周俊俊桃桃

文旅短波

人人 在在 旅旅 途途

唐唐书书俊俊 张张玉玉良良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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