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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十

雷伟和恢复工作回六安以后，一直
住在六安地委干休所。
六安地委干休所，又叫“二十四

户”，在地委大院后面。住在干休所的，
绝大多数是离退休老干部。也有机关单
位在里面办公，比如地委党史办公室，
就是雷伟和家的西边邻居。雷伟和原来
就分管编史工作，离休后还是地委党史
工作委员会顾问，与党史办工作人员很
熟悉，经常与他们在一起交流、研讨。

退休了,雷伟和忘不了过去的战斗
岁月。他经常在房间墙上挂贴几张作战
地图，有时还与来客分享那些战斗的情
景。

1983年夏，组织上安排雷伟和到
黄山疗养。疗养期间，雷伟和重访黄山
脚下的谭家桥石壁山和红庙故址。
1944年10月，为了消灭国民党行动大
队，雷伟和曾隐蔽石壁山一整天，观察
河西岸红庙之敌的活动规律，最后全歼

国民党行动大队。
游览黄山，雷伟和有感而发，写出

散文《游黄山 赞四绝》，安徽人民广
播电台播发了这篇文章，并收入《我爱
江淮风光美》一书。

雷伟和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满腔的热忱，关心着党和人民的事业，
关心着老区的建设和发展，不居功、不
自傲，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清正廉洁
的优良传统，严于律己，乐于奉献。在
职时，他下基层检查指导工作，从不白
吃招待饭，都是自掏腰包就餐。出远
差，途中就餐也是自己招待工作人员和
驾驶员。离休后，金寨的县、乡干部到
地区开会，来六安家中看望雷老时，雷
伟和不仅热情地与他们交谈，了解家乡
的建设情况，还常常留他们在家里吃
饭。
雷伟和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锻造

的坚强党性，养成的模范遵守纪律的作
风，离休后仍保持不变。凡是通知他参
加的重要活动，包括政治学习、传达文
件、组织生活等，无论刮风下雨，他都
准时参加。雷伟和所在的六安行署办公
室第二党支部开展的活动，只要能参加
的他都积极参加。1987年,他在党支部

“七一”纪念会上深情地作了“五不忘”
的发言：不忘党的领导，不忘革命群
众，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民主专
政)，不忘革命烈士，不忘艰苦奋斗。我
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抵制资产
阶级思想腐蚀。

当时，六安行署机关的车辆极为紧
张。为了给负责管理小车的同志和驾驶
员减轻负担，雷伟和常常谢绝派车，
说：“路不太远，我慢慢走可以的。”同
志们非常感动。给他开过车的师傅们，
对他保持红军老战士的本色，发自内心

地佩服与崇敬。他们经常感慨：“老红
军就是老红军啊！”

雷伟和喜欢看戏，有时竟提前半个
小时到皖西大戏院坐等。戏一旦开演，
他就全神贯注，进入剧情。散场了，回家
了，他还在回味、评论。雷伟和是个爽直
的人，看影视作品，遇到精品就赞不绝
口：“写得真实！”“演得不错！”“拍得
好！”但有时遇到粗制滥造的作品，特别
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战争影视剧，他就
很生气。
雷伟和是个疤痕体质的人。战争年

代留下的枪伤和手术缝合后生出的瘢痕
疙瘩，慢慢向外生长，突起皮肤表面，严
重的还鼓起一个个酱红色的包块，经常
痒得难受，不得不用手去挠痒。他喜欢泡
澡，澡堂里的人看到他那身上的多处枪
伤及明显的瘢痕疙瘩，不禁感慨：“真是
老革命啊！”可是，他却从不炫耀自己。
他与秘书聊天时说过：“我这个人啊，死
了狗都不吃！”他说的“狗”，就是狼。大
别山的人说“群狼”，就叫“群狗”。
六安地委干休所地势低洼，院内一

条排水沟常常排水不畅。有一年汛期，
持续大暴雨使得干休所发生严重内涝。
雷伟和家里一楼进了水。不一会，水已
接近他的膝盖，家具、电冰箱都进了水。
雷伟和不慌不忙，泰然处之。等外面的
水不再往屋里进了，家里的水位不再上
涨了，他才开始行动。只见他先用砖块
在门槛上砌一道挡水墙，然后，拿着脸
盆，坐在凳子上舀水，一盆一盆泼向门
外。他一边舀水，一边笑嘻嘻与过往行

人叙话。看他那轻松自在的神情，不像
是灾民，倒像是在做游戏。

1992年10月17日，雷伟和因患脑溢
血，与世长辞，享年79岁。他的骨灰安葬
在金寨县红军公墓。六安地区行政公署
为老红军雷伟和立碑。碑文上写道：“雷
伟和同志党性强，作风实，光明磊落，廉
洁奉公。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
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他德高望重，深受
皖西人民爱戴，不愧为党和人民的好干
部。”
金寨县红军公墓(红军烈士墓园)，

位于金寨革命烈士陵园烈士塔和“红军
纪念堂”的西山坡上。这里，建有金寨籍
开国将军和红军陵墓172座，安葬着林
维先、滕海清、张贤约、邬兰亭、詹化雨、
陈祥、余明等已故老将军和老红军的遗
骨。这些当年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驰骋疆场、冲锋陷阵的红军将士，叶落
归根，又回到了他们投身革命、浴血奋
战的故乡。老红军们安卧的墓地，芳草
青青，松柏滴翠，象征着他们的英雄业
绩和崇高的精神，永世流芳，万古长青。

“伟力献忠贞，气贯大别山，青松永
翠；和蔼含笑意，德望淠史杭，绿水长
流。”雷伟和，这位从大别山走出来的老
红军，又回到了大别山中。他是大别山红
军的一员，他是大别山精神的实践者和
体现者。
大别山，是革命的山，英雄的山，奋

进的山。巍巍大别山，红旗不倒，精神永
驻。雷伟和，永远和大别山在一起！

(张正耀 编著)

工作和生活的原因，拍摄
和走访过淠河沿线的许多地点，
东淠河、西淠河、淠杭、淠东、老
淠河、淠源湖……早期概念模糊
的我，加上每到一处受访者的地
方口音，真是一头雾水。
越是看不懂，越是想解开

这一个个与“淠”有关的谜底。
淠河，是淮河右岸的主要

支流之一，古称沘水，后称淠
水，又叫沛河，寓意“茂盛”，大
抵就是水多，植被茂盛的意
思。从镜头里望去，253公里的
淠河，确实有鸣蜩嘒嘒、萑苇
淠淠的景象。
山高水长。淠河上游的东

淠河和西淠河，都是高山下的
山泉水。白马尖，东淠河的发源
地之一，从大别山最高峰一路
下冲，涌入佛子岭、磨子潭、白
莲崖三座大水库；天堂寨，西淠
河的发源地之一，竹根下的矿
泉水从瀑布奔腾至响洪甸水库。在水库
的怀抱里，她们逐渐恢复理智，沉静下
来，等待着新的指令。从库区再出发，她
们不再是漫水河的水、下埠河的水、陡
沙河的水，而是灌溉的水、发电的水，他
们将从四座水库再经东、西淠河，在两
河口汇聚，至此，东西合璧为淠河。

我要说的故事，也是从这里开始。
这不是我第一次淠河行。2018年，

受邀与六安作家们一起呼吁保护六安
母亲河，活动要求从大山之源一路走
到淠河入淮口，由于恰逢淠史杭开工
建设60周年，仅走了半程便返回单位
忙宣传事务。临行前，胡传永老师把她
创作的长篇小说《淠水谣》赠与我，回
单位后，很快便看到各位大家在各大
报刊杂志发表淠河行相关作品，之后
听说《淠水谣》被改编为50集的电视
剧。只可惜，这些都没能唤起我对这条
河更多的情感，那时的我，就像从山间
自顾自流淌的小溪水。
年轻时只有乡，没有愁。我们这一

代人都是喝淠河水长大的，又不完全
是喝淠河水长大的。对我们来说，淠河
外有太多的东西，对2018年的我来说，
淠河引不起我的乡愁。

2024年5月，第二次“淠河行”，配
合《中国名水志·淠河志》的拍摄。接到
通知，挂断电话，脑海里开始浮现6年
前许多有趣的场景，也不禁会想起未
能走全程的遗憾，但在心底，好像又萌
生出创作以外的东西，我不确定这是
不是他们说的那种情怀。只知道，身未
动，心已动。

26号，我们首车前往响洪甸水库，
下午沿途河面升起薄雾，可等抵达时又
开起了玩笑，阴雨绵绵，只得时不时到
窗口观测雨滴大小，临睡前把闹钟调至
4点，期待27日的雨过天晴，日出云海。

闹铃没响，人先醒了，听着好像没
有雨声，开窗一看，原来是隔音太好，
可再也睡不着，就这样胡乱躺到6点
多，还是下雨，创作的热情却没能浇
灭，吃过饭，上山，开机。
没有光，能见度差，在平时我铁定不

会掏机器了，今天是个例外。从水库出

发，我们的队伍也壮大了，说起
来惭愧得狠，此行我也是带队老
师之一，可几天下来只顾自己
拍，晋知华老师一直耐心地指导
他们，我最多在换电池的间隙说
了几句。
队伍大了，太阳也大了，

终于切换到美图模式，每天电
池都不够用，4点多起床第一
件事，看电充满了没，朝霞拍
摄完吃早饭前赶紧回房充电，
中午吃饭前必须先充电，我和
肖本祥老师最多的对白就是，

“你还有几格电？”“先不拍了，
留点电。”

淠河的每一次转弯形态
都有所转变，如果说都拍摄下
来，一本淠河志远远不够，我
们提前标注了重要的节点，可
看着车窗外面，还是常忍不住
会说,“这要拍！这是真的要拍
一下的。”

东、西淠河在两河口短暂汇合后，
又要分手。在淠史杭的横排头水利枢
纽，分成六安人口中的新淠河和老淠
河。老淠河随着千年的河道，继续由南
至北，找寻淮河的怀抱。新淠河是人工
河道，为合肥、六安、淮南三市供水，谱
写新的人工水网。大家开玩笑说我是
淠史杭行走的图片库，决定不重复拍
摄，从横排头沿老淠河一路前行。
为了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沿河前

行，很多时候是看地图摸索着走的，正
因如此，收获了很多。
进入寿县范围，大家愈发激动，因

为知道接下来要迎接那个神圣的场
景，淠河入淮。车进入淮河大堤，两岸
正值小麦收割时节，目光所及尽是金
黄一片，航拍飞起，因为方向对着正阳
关，先震撼到我的是小麦，我本以为就
是眼前这一片，可是500米高空还是看
不到边，镜头所及尽是金黄。
待到镜头一转，再次心尖颤抖，这是

我第一次拍淮河，看不到头，500米还是
矮了。此时的光影更是配不上我们一路
反复吟诵的场景，我要等，等一个夕阳，
等一个晚霞，等红日照在水面上闪着金
光，等所有的美好都呈现在这里……

这一等，等了一个多小时，等得肚
子叫了，等得一身蚊子包，但是等得心
甘情愿。
等待的过程，我拿起相机走到淠

河边，在河面印出的倒影，在心底泛起
了涟漪。

这几日走来，当我随航拍器置身空
中，俯瞰整个水库，再次行走在湿地，触
摸阳光中的花草，再次将镜头聚焦在这
悠悠的河水，有种情感早已涌上心头，
原来对淠河的情和愁我一直都有。
从2001年我来淠史杭总局工作，

早已与这淠河结下了不解之缘，过去，
我忙着沿山路俯冲；过去，我忙着在水
库原地转悠；过去，我忙着随波逐流，
后来，我有了牵绊，也有了淠河情。

“看！有一抹红光从云层里出来了。”
我从河堤边站起身，迎着一丝霞

光，望向河水缓缓东流。前路漫漫，行
则必至。

春去不知归处，一
晴方知夏深。晴日暖风
生麦气，掠过田野，也让
这山城碧空如洗，让这
淠河绿水如蓝。

东淠河，源自大别
山主峰白马尖北坡，是
淠河源头两条支流之
一，由佛子岭水库收拢
水量，再流经霍山城北
出裕安区两河口，与西
淠河两河交汇成淠河东
向入淮。
东淠河是霍山县境

内水量和流域最大的一
条河流，也是霍山人的
母亲河。为了保障两岸
人民的生产生活，自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
这条大河上先后修建起
多座大桥。目前，从上游
到下游，依次建有佛子
岭大桥、迎驾大桥、清潭
沟大桥 (迎驾二桥 )、黑
石渡大桥、衡山大桥(高

桥湾大桥)和双湾大桥等六座大桥。西部路网
更新工程中连接衡山镇永康桥村、黑石渡杜家
冲村的东淠河特大桥正在加紧施工，有望在
七、八月通车。G4222和襄高速东淠河特大桥
也在同期兴建。到2025年，在霍山境内这段不
到30公里的河道上，将会呈现“一水环城，八虹
争辉”的壮丽景象。

溯流而上，佛子岭大桥是东淠河上一座永
久性桥梁。

1954年底，“新中国第一坝”——— 佛子岭水
库竣工。为解决水库两岸人民群众及水库职工
交通困难，佛子岭水库在大坝下游500米处临
时修建了一座便利桥梁。

随着新中国建设步伐加快，及两岸交通需
求的增加，佛子岭水库决定新建一座永久性大
桥取代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老旧便桥。

佛子岭大桥于1968年4月初开工，后因材
料不足第一次停工。1969年1月上旬，大桥复
工。1969年7月，佛子岭水库遭遇特大洪水，大
桥再次停工。1970年9月，大桥工程全部完工，
正式通车，共投资50万元，浇筑混凝土2300立
方米，耗用石方650立方米，水泥850吨，钢筋
35吨，木材350立方米。
佛子岭大桥为钢筋混凝土双拱桥，全长

252米，桥面宽7 . 5米，其中行车道宽5 . 6米，可
容纳两辆汽车并行。设计车辆荷载为汽-13，拖
-60，拱顶底面可通航上限高程14米。

佛子岭大桥的建成，结束了东淠河佛子岭
水库至梁家滩段没有正式桥梁的历史，为两岸
人民群众和水库职工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2023年，安徽省佛子岭水库管理处又投资
50余万元，对大桥进行了修复改造提升。

佛子岭大桥一经建成，便成为老六佛路延
伸段梁家滩—黄岩公路经打鱼冲至佛子岭坝
上的咽喉要道，大桥南侧的佛子岭镇长岭村及
佛子岭社区以及大化坪镇、磨子潭镇的部分村
落几千人口的南来北往、进城下乡都由此经
过。到了佛子岭景区的旅游旺季，大桥上更是
车来车往，络绎不绝。
在佛子岭大桥的北侧桥头，由郭沫若题写

匾额的“佛子岭宾馆”就坐落在郁郁丛林之中，
朱德、刘伯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视察佛子岭
水库时都曾在此下榻。

伫立桥面东望，你可以一览佛子岭水库大
坝全貌，“亚洲第一坝”壮观雄伟，巍然矗立。伟
大领袖毛主席手书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八个红色大字镶嵌其上，气势恢宏，光彩夺目。

1954年，佛子岭大坝这座中国工程师自己
设计施工、具有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连拱
坝不到3年就宣告竣工。大坝全长510米，坝高
75 . 9米。20个坝垛、21个拱和两端接岸动力大
坝构成一座牢固的长城，紧紧扼住淠河咽喉，
让它不敢随意发作泛起害人的洪水，让它温顺
地变成造福两岸百姓的“母亲河”。
夏季来临，东淠河上游万水归一、四面汇

聚，佛子岭水库便需泄洪以调节库容。如果这
时的你恰逢其会，有幸立于佛子岭大桥，可见
激流如湍，自坝底泄洪道轰然喷薄，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观浊浪汹涌，势如龙腾，听涛声如
雷，声势浩大，心惊胆颤又心驰神往；时而疾风
拂鬓，水雾扑面，一如暮雨，亦或朝云，阳光霰
射，霓虹当空，置身桥面如梦如幻……

我并未走遍柏林乡的每一寸土
地，但我行走的每一寸地方都深深
吸引了我。

正是芒种时节，天上淡淡的云拂
散初夏阳光的热烈，添了几分温柔。
田野很美：几块田是金色的麦浪，麦
穗两歧，风的轻抚像是一重重的奖
励；间隔着早熟的麦子被收割过留
下的赭黄色的麦茬，麦茬们有点倔
强，带着疲惫的喜悦；几块田是青郁
郁的秧苗，间或有农人在慢悠悠侍
弄；还有养着浅浅白水的水田，经过
耕犁的梳理，像是铺好了舒适的温
床，等待着庄稼的酣睡；天和地之
间，有白鹭翩飞，有野鸭觅食，还有
许多不知名的鸟儿追逐鸣戏，添了
很多野趣。

辽阔而自由，这是柏林乡给我的
初印象。

柏林乡，因柏树成林而得名。我
认真地仰视了其中两棵古柏，斑驳
的树干紧实苍劲，枝干和针叶也是
密密匝匝紧簇在一起，仿佛攒足了
劲头向下扎根向上生长。他们长在
柏林乡东林庵小学里，郁郁葱葱了
一百五十多年。他们耳闻目睹过什
么？古朴的铜铃一遍遍敲响，一群群
孩子晨来暮归，小小的院落曾充满
无数的风声雨声读书声；灯下那位
叫宋于斯的先生用灼灼目光和低沉
而热烈的嗓音传递着信仰，点亮苦
难日子里的希望，这儿跳动着燎原
的星星之火；血雨腥风的时代，沉默

的痛苦，呻吟的哀痛，这儿星火暗沉
而不灭，希望雪藏却坚强；风雨过
后，他们迎来风和日丽，络绎不绝的
游客瞻仰一个时代的记忆，也铭记
下信念和信仰；海晏河清，他们迎来
更多欣喜的消息，感受更多的热烈
之情，从这片土地走出去的宋家树
和汤涛院士反哺故土的拳拳至情，
从外地奔赴这片土地的有志青年的
建功立业之心……

柏树，自有其傲岸不屈的精神；
柏树成林，又多了一份浩瀚远大的
志向和团结向上的力量。

厚重而坚韧，是我行走宋圩村中
共特支旧址产生的别样的感受。

更深的感受是与新时代柏林人
的交往。在柏林乡和柏林村，我遇到
了帮扶和驻村的干部们，好年轻！90
后甚至00后早已经加入新农村建设
了！他们把年轻的思想和热情带给
了柏林村，编纂村史，开设“柏树成
林”微信公众号，开展“共话舒心事·
同建柏林”基层民主协商活动，开展
文化节等系列活动，让柏林乡这个
处于舒城西北部的乡镇梳理了自己
的历史文化，形成了文化自信，也发
展了新时代的文化特质，形成了自
己的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气质。他
们利用帮扶资金亮化村部主干道，
实行村部标准化建设，招商引资，将
闲置的养羊场改建成农事服务中
心，建设柏林就业创业产业园等，昔
日的柏林乡悄悄改变容颜，容光焕

发起来。新鲜的思想，积极的行动，
热切的愿望，不变的信仰，年轻的柏
林人正以他们的智慧、才华和热情
赋予柏林新的营养。

如果说，老一代柏林人以柏树坚
毅不拔的精神寻找出路、反哺故土，
新一代柏林人则以柏树蓬勃向上的
精神探索创新发展之路。我们辽阔
而自由的土地，懂得付出与感恩的
土地，需要有人坚守，需要有人开
拓，需要有人走出去再把外面世界
的新带回来，需要有人走进来扎下
根慢慢长成一棵棵柏树。

我在柏林村偶遇十五年前的一
位学生，依旧腼腆憨厚，他说，大学
毕业后考公务员考到了这里，柏林
乡历史厚重，民风淳朴，现在到了发
展的关键期，也是需要人的时候，可
以有所作为。我突然间觉得，他已经
长成了一棵健硕的柏树，在这儿扎
根了。“可不是嘛，老师，我已经在这
里安家了呀，明年孩子就上幼儿园
了。”他乡作故乡的气魄，是坚定和
担当，是自信和勇毅，更是新时代农
村发展形成的人才自由的新气象。

彩霞满天时分，漫步柏林生态
园，湖水澹荡，水面时有鱼儿跃动的
身影，三两垂钓的人静守水面，像是
钓了几点白云于鬓角，顺捎了几缕
清风于眉间。岸边山坡蓊蓊郁郁的
树林，果木、观赏木错杂种植，说得
出名字与说不出名字的都有几分熟
识感。林下有散养的鸡群，篱旁有自
种的蔬园……和谐生态带来的惬意
和舒适最能击中人的心房，也是人
们内心深处最深的向往。

漫步柏林乡，我仿佛看到无数个
村庄，在时代的变迁中，利用已有的
资源寻找发展的契机，汇聚新鲜的
力量，正在成长……

盈盈一湖山泉——— 金寨青山湖
(响洪甸水库)，宛若大地的眼睛，看着
南北中国，看着大别，看着淮河，看着
麻埠镇，看着桂花王。
走进麻埠，泛舟湖上，丽阳碧水，

浪花、群山……好一派白居易《春题
湖上》的山水景色，层层迭迭涌浮而
来：湖上春来似画图，乱峰围绕水平
铺。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
珠……”无疑，青山湖就是这一方水
土的文心和慧眼。
来到茶乡，自然陶醉在品茗与赏

花的春天里，体验旷世之美在心里流
淌。有些美令人敬畏，有些美让人蕙
香，山水之美，让人爱恋。想拥抱，想
带走，想珍藏，想天人合一，想源远流
长。
美会化掉一个人的，因为爱。因

为爱，美又会变得更美，尤其是像白
居易这等豪客之爱。

2024年4月，我来到这里踏访，寻
芳木樨之宝。

绿色，幽径，人家。在当地李成文
友的陪同下，走进桂花村，膜拜桂花
王。
我登上桂花王树下的高台，绕树

三匝，它像一位检阅历史的将军，翠
枝披拂，浓荫泼地，树高约五层楼，冠
幅400平米，年产鲜花300斤。自唐朝
以来，就这样俯视大千世界，阅尽人
间之变。仰头看树梢，云卷云舒，乌啼
鸟落。轻轻抚摸树干，四米之围的树
身，庄严之情油然而生，有一种走近
英雄碑的感觉。凭栏眺望，远山一线，
白云悠悠。以这棵树为半径，方圆也
不过百公里吧，地理的，历史的，人文
的，融合一体，近现代的，当代的，坚
强之人，数之不尽；大义之举，连绵不
绝；文通世界，史通国脉。
村上的“大美育林人”孙爱军，几

十年守桂如玉，义心不改——— 千年桂
花王，唐代桂山寺，无不流淌着浓浓
的花香，与文人墨客的爱和恋、传和
奇、唱和诵、字和画。
树者，书也。我想，要读懂一棵

树，先得读上几本书，读懂书中的人。
皋城历史上的文化崛起，是一个渐进
的历程。靖康之耻，宋人南渡，大批望
族、文人向南聚集。于是，自南宋以
降，独立、坚强、向上，就成了淮河以
南道德的主流传统。这种精神不断砥
砺发扬，长久不衰。我灯下翻书，那一
个个有志、有节、有为之士，如那千年
桂花王一样，在历史长河的彼岸向我
们默默颔首。
桂者，木旁加圭，如玉如器，有容

乃大。这棵桂花王，省政府2014年7月
授牌保护。劝人信高洁，拳拳表予心，
就是专讲正义、忠诚、高洁、奉献的故
事。我信造物有缘，凡自然之物形有
所异者，必是上天情有所寄、理有所
寓。等待有人来认识，来解读。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
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我辈是李清照
等前辈登过此山千年后，又登此山的
景仰者，是想从桂花林间，看出易安
居士哪怕一点点影子的人。
古木杂生，山径弯弯。我看到绝

非唐宋的鸟儿，在树梢掠过，觉得听
到词人过此所闻相似的流水和鸟的
悦鸣。我辈在大家走过的山上行走，
见一处风景，便引颈远望，想象李清
照也这么望过。摸摸桂花，摸摸秀竹，
宋朝在哪里啊，词人大家去了江南？
我羡慕十里桂山，半山桂花林的小鸟
和小虫，它们虽不知晓，李清照著名
的《鹧鸪天·桂花》词，就是在她南渡
时期写下的：“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
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
花中第一流。梅定妒，菊应羞，画阑开
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何事当
年不见收。”但生活在这座岁月之山，
桂花领地，传说易安居士翻越过的此

山，不白为虫鸟。
我们平常说，读懂一个人不容

易，其实要读懂一棵树更难。人难过
一百，树可千年；人才几族几种，树论
科、属、种，有万万千；人有衣食保障，
还命途多舛，而树曝于荒野，山崩地
裂，雷劈电闪，却仍然挺直脊梁；人的
大脑只存有一生的记忆，树的年轮里
却藏有数朝数代的沧桑；人到须发皆
白时，儿孙绕膝，大不了讲讲一生的
经历，可大树呢，我见过西安三千年
的古柏，立于山，临于水，向天而生，
守护生灵，居然能不慌不忙，娓娓道
出秦汉唐宋。
一棵树，树皮上有多少道纹路，就

有多少个故事；树枝上有多少张叶片，
就有多少个音符，每当薰风吹拂，音韵
窸窸窣窣；你要能读懂一棵古树，此地
桂林密码，就得俯下身子去吻它的根，
那根里浸泡着先人的血泪；你要能读
懂一棵古树与桂林美德，就得仰起头
去看它头上的天况，那天空有无言的
悲欢。请读懂一棵树吧，这是在考古，
在探秘，在复盘历史，在追溯文明，在
破解一本自然留给我们的天书，是在
回望人类自身的成长。
山河万里，也许别的地方还有

类似的古树。在中国地理版图和物
候分布图上，秦岭淮河是最明显的
南北气候分界线，而皋城处于江淮
之间、长三角承东启西之地。南方的
灵秀，北方的雄壮，东方的文儒，西
方的浑穆，汇聚一身。农稼、植物、食
物、风情、风物，凡此种种，东西包
容，南北荟萃，中庸方正，仪态雍睦。
恰如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性格。这是
自然的选择，也是人文的表达，我们
应该格外地珍惜它。

春风再起，又见下符桥。
有友笑言，到一地，必尝其美食，

以味觉之名先打卡。“符桥味道”是我
们此行寻找美食的归宿。在这里，我们
与季节的馈赠不期而遇——— 大别山的
蒿子，柔嫩的鲜笋，清芬的水芹，还有
香椿、蕨菜以及小龙虾，这些时令食材
以它们独有的方式，让我们对春天有
了更加具体而微的感受。

“符桥味道”不只是一家餐馆，它
更像是一个窗口，透过它，我们得以窥
见小镇的山水灵气。而对“符桥味道”
的探索，远不止于舌尖上的享受。漫步
街道，穿过古桥，深入田野，见山遇水，
你会发现下符桥的风味无处不在，它
渗透在每一处角落。

三尖铺红色旅游文化中心，如同
小镇心脏般跳动着，承载着这片土地
上最深沉的记忆与最炽热的情感。烈
士陵园中，松柏苍翠，镌刻在石碑之上
的烈士英名，如同星辰，照亮后人前行
的道路。四百位下符桥籍烈士，他们的
故事，他们的精神，如同一座座不朽的
丰碑，矗立在小镇人民的心中。
走进百年符桥纪念馆，历史的长

卷缓缓铺开。从战斗的硝烟到建设的
号角，从改革开放的春风到新时代的
征程，百年的风云变幻，百年的奋斗
不息，都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展现。

而那座传说中的下符桥，是小镇
红色文化的见证，它连接着小镇的两
岸，更连接着过去和未来，连接着一代
代下符桥人的记忆和梦想。桥下的河
水悠悠流淌，诉说着那些年的风雨兼
程，那些年的砥砺前行。
在古代，这个古名灊邑的地方，早

已是人们追寻幸福之地。它滨临淠水
东岸，作为交通要道，见证了无数南来
北往的船只与马匹。宋代的下符桥，人
们手捧黑釉茶盏，让旅途劳顿而疲惫
的身心找到了一丝慰藉，也让幸福沾
染了几分风雅与情趣。
时间流转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安

徽省的考古人员在下符桥镇的瓦屋院

组窑宝山，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专
家们通过对出土的黑釉陶器的研究，断
定这里曾是北宋时期的民窑，填补了省
内黑釉窑址的空白。在文物保护区内，
那些经历了烈火烧炼和岁月沉淀的瓶
盏瓦罐残片，依旧散发着淡淡的光芒，
低语诉说着这个地方的古色魅力。
在由原区政府旧址改建的“霍山

窑陶瓷研究所”，眼前陈列着黑釉盏、
黑釉双系瓶、黑釉执壶、黑釉陶俑……
每一件都闪烁着沉稳而深邃的黑色光
泽，它们不仅是器物，更是历史的见证
者。在这里，你似乎可以听到陶片中夹
杂的历史回声。若想更深入地体验这
份古老文化，不妨移步至陶艺工作坊，
触摸泥土，让千年的陶艺文化在手中
变得更加清晰，更加生动。
田野里，山坡上，河岸边……在下

符桥每一个角落缓缓展开的还有绿
色，是小镇对生态保护理念的深刻理
解和践行。小镇人民在保护环境的同
时，也享受着自然的馈赠。萌果乐园、
丛林穿越、虾趣园等农文旅项目，既展
示了大自然的恩赐，也凝聚了小镇人
民的勤劳与智慧。
在这里，绿色不只是一种颜色，也

是一种生态的理念，一种生活的态度，
一种未来的希望。
红色文化的传承与绿色生态的保

护并行不悖，历史文化的挖掘与乡村
振兴的实践相辅相成，绘制出一幅幅
泼墨山水画，一首首清新田园诗，映照
出一种名为“幸福”的味道。
探寻一个地方的味道，本身就是

一场美丽的旅行。寻味下符桥，让我们
无限触碰幸福。

在六安地委干休所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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