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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在初冬的江淮大地，没有寂寥和
萧瑟，平坦的105国道两旁，一路梧桐金
黄，一路麦田油绿，还有偶尔几方渠塘碧
水荡漾，白墙灰瓦院落前，暖阳下，更有晾
晒风干的鸡鸭鱼鹅羊腊肠不时闪现……
沃土馈赠风物，12月7日，记者来到鱼米之
乡、文藻之乡霍邱，收获更多的精神食
粮——— 参加霍邱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霍
邱县文艺评论家协会在霍邱县城关镇临
水君临会主办的青年作家王太贵《青瓦之
上》诗集研讨会。

王太贵，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
学院第43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近年
来，创作势头劲猛，成就颇丰。曾参加诗刊
社第39届青春诗会和第九届全国青年作
家创作会议。入选安徽省优秀青年文艺工
作者“551”选拔培养计划。安徽省文学艺
术院第七届签约作家。著有诗集《青瓦之
上》《我的城堡》《数山》等。

他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在《人民文学》
《人民日报》《诗刊》《星星》《扬子江诗刊》
《诗歌月刊》《安徽文学》《山东文学》《散文
百家》《星火》《红豆》等报刊发表。作品入
选《21世纪诗歌精选》《中国新诗年鉴》《中
国诗歌排行榜》《文学皖军年选2022》等选
本。曾获首届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现代诗金
奖、屈原爱国怀乡诗歌奖特等奖、团中央

“青年之声”青少年诗歌创作征集活动现
代诗金奖、2022年度“新皖军·新创造”安
徽文学创作竞赛诗歌类奖项等。

“为时代而歌”。尤其值得称道的是，
长诗《八月桂花遍地开》入选中国作协“百
年路·新征程”诗歌创作工程；组诗《地图
上的故乡》入选中国作协主办的“迎着新
生的太阳—庆祝建党百年红色经典云展”
和庆祝建党100周年朗诵会，组诗手稿被
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诗歌《奋斗向未来》
入选由中宣部等部门主办的“奋进新时
代·礼赞奋斗者”音乐诗歌咏唱会，并由倪
萍、濮存昕等在央视朗诵。

1983年出生金寨的太贵，言称走出很
多文学大家的霍邱(霍邱文学现象备受瞩
目 )，是他创作道路上的“加油站”“充电

宝”，这片沃土给予他不懈的写作源泉、写
作动力，深受童年生活环境，家乡故土、风
物、人文以及亲人生存理念等的影响，目
光逐渐投入生活日常，他更加坚定生活磨
难之后的文学信仰；更多关注的是开阔的
意象，有着中国美学的追求；他会有灵魂
的拷问：文学有什么作用？坚信：文学让生
活更加美好，让心境更加平和，让世界更
加和谐。

“读太贵的诗歌，总能让人感受到生
命的喜悦与温暖，这正是他的诗歌最独
特、最珍贵的品质所在。”“王太贵更擅于
写日常、写平凡，他热爱这个世界。”现当
代文学博士、诗歌评论家周东升这样评价
王太贵的诗歌。

云南大学文学博士、诗人、评论家杨
不寒则这样说：“我们不妨说，在诗歌世界
里存在两个王太贵，一个能够熟稔地创制
某种征文体诗，在各项诗歌大赛中拔取头
筹，另一个则像我们在诗集《青瓦之上》中
看到的这样，专注于诗艺、物我关系以及
存在之谜的沉思与探索。”“整体上来看，
诗集《青瓦之上》很接近生活诗学的范畴，
在题材、视境、意象等方面往往与现实生
活存在血肉关联。”(《意象“蜂群”与语言
献礼》原发2024年8月30日《文艺报》)

两位现当代文学评论家的评论不谋
而合，都关注了太贵诗歌中的日常生活气
息。诗人以犀利敏锐的眼光，专注于捕捉
不易被发现的生活细节，从而寻找灵感，
提炼诗意，将自然之美、人文情怀和生命
思考相结合，转化成一首首精彩诗歌。

六安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崔玲评
介说：“王太贵的诗歌诗意深沉、审美视角
独特、内涵丰富，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既传
统又现代的诗意世界。诗人以其敏锐的艺
术感知力和深邃的洞察力，探讨了生命、
自然、历史与社会的多元关系，展现了他
对天地万物、社会生活、时代变迁、生命本
质等关照对象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

青年诗人、评论家张子威在《用“时间
的炼金术”，看见“自己的深蓝”》一文中，
这样评论诗集《青瓦之上》：“王太贵的诗

歌写作具有较强的时间意识，通过施展时
间炼金术，穿梭于历史、回忆与当下。”“王
太贵对时代的观察集中在其对小人物的
书写上，具有强烈的悲悯情怀。”“这部诗
集收录的作品风格多变，体现了诗人不同
时期的写作状态，风格总体上雅正明朗，
融汇了诗人对诗歌的信仰与追求，对生活
的赏玩与疑惑，以及对完美时刻的辩证思
考。”
江苏青年诗人灰一读过诗集《青瓦之

上》后，这样评论：“这本诗集写作对象是
日常的生活，但体现出来的却是在具象生
活之上的由热爱、缅怀、坚守、和解等组成
的思辨精神与高古人格。其中大部分诗歌
作品都实现了复杂的层次感、多元性与纯
粹的情感寄托、美好追求的融合，读之有
韵味，思之有余味。”

读者、六安诗人雅歌说：“在主题内容
上，诗人通过描绘生活的点滴细节，表达
对生命意义、人性本质的深层次探索。这
种深入人心的抒写，使得他的诗歌成为时
代、生活最生动的精神记录。它不仅仅停
留在描述现象，更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
挖掘那些潜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普遍情
感与存在的困境。”

霍邱县作家协会副主席夏书阔说：
“太贵的《青瓦之上》意境宽广、高远、博
大，极具三维意识、立体空间，动中藏静，
静里现动，依据参照物‘青瓦’，给足读者
想象的空间余地。《青瓦之上》层次感刚刚
好。比如《雨中的礼堂路》《常营站》《钟表
店》等诗歌，映照思想轨迹和思维痕迹，散
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霍邱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武红红：
《青瓦之上》是诗刊社第39届青春诗会诗
丛之一，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是霍邱
县文学艺术界的一大喜事。文学对地方发
展具有独特意义，文艺评论会对文学发展
起到推进、引导和匡正作用，相辅相成、比
翼齐飞，共同为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做出
应尽的努力和奉献。

霍邱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薛业
忠表示他在教育教学(中学
作文、论文)方面发力比较
多，在纯文学方面有些欠
缺，可是有着对文学的痴
迷和渴望，认真研读《青瓦
之上》后，感觉整本诗集融
诗意于日常生活之中，紧
跟时代脉搏，视野开阔，意
象独特，意境新奇。
霍邱县文艺评论家协

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苏明
刚，副秘书长陆传伟，会员
刘菲菲表示，《青瓦之上》

“我有我的深蓝”“当你起

航”“时间的炼金术”“寒露之后”“如果看
到海”五辑140首诗，如一股股清流，带着
绘画般的意象，涤洗杂芜，净化心灵；它节
奏感特强，充分展现出诗歌语言的魅力；
它发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提炼，加上细腻
的观察、跳跃的表达，打破叙事方式，格外
吸引人。刘菲菲即兴朗诵《石头的分类
法》：灰颜石，只能用来铺路/而麻黄石，适
合垒菜园、筑田埂/成色最好的要数天青
石/质地坚硬，即使给它一铁锤/除了还以
几粒火星子/它们，岿然不动/父亲说，石
头也分三六九等/他视天青石为宝贝/做屋
脊石时，我们睡在上面/做坟拜台时，我们
跪在上面。
霍邱县融媒体中心主任赵以贵说，从

太贵的诗歌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诗人对家
乡的热爱，对霍邱这片沃土的深情。未来
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文学文艺活动，主动策
划文化活动，积极发挥宣传媒体的推介作
用。
霍邱县文联主席王亚表示，《青瓦之

上》格调高雅，情感真挚，有着浓厚的生活
气息、生命思考和时代感。文学艺术发展，
需要交流碰撞出火花，需要文艺评论提精
髓，需要丰富活动促团结合作，研讨、座
谈、采风、创作，等等，都是不同的形式，为
了共同的目标，树立品牌，多出精品力作，
注重优秀文化传承，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
指引，培育维系文学情结，开发提升各个
层面的文化自觉，助力和谐美好幸福的梦
想走进现实。

正如市文联副主席、皖西学院副教授
崔玲所言：跟着太贵老师的诗笔去行走人
世间，有“落日下的菜摊”，有“大别山腹
地，一块背阴的黄土地”，有“下午的钟表
店”，有“崭新的炊烟”，有清明时节“新桥
机场”和“杜甫草堂”千年一瞬的精神交
汇……读《青瓦之上》，走近太贵老师精神
世界，可以看见诗人用笔墨蘸着清醒、慈
悲、忧愤和温情书写的一首首生命兴发的
诗歌，这是生命舒展、自我丰盈和自我顺
应于生生之道的诗性表达。

大雪无雪。
清晨，佛子岭水库坝下。
漫步在这片心仪很久的水杉小道上，迷人

的丁达尔光透过林梢的罅隙。
有微风从水库的方向拂面而来，秋水共长

天一色，黄叶如落英缤纷。初冬的气息倒也不算
辛辣，可眼前的色调已明显偏冷。

笔直的水杉树干如擎天巨柱，高耸入云。粗
糙的纹理，是岁月的疤痕，更是成长的烙印。曾
经的繁枝茂叶，敝日绿荫，全被秋霜染成了绚烂
的金色。它们如同一只只翩翩起舞的蝴蝶，轻盈
的一曲霓裳，最终依依不舍地缓缓落下，为大地
铺上了一层厚厚的金丝绒毯。

山里的风很骄傲，阳光也不吝啬，草木自然
很有风骨，但仿佛只是一个转身，秋天已成昨日
故事，冬天成了注目风景。

“甲子徒推小雪天，刺梧犹绿槿花然。”下雪
这件事，好像还没有被提上霍山这座小城的日
程。小雪，大雪，一场场爽约未下的雪，在这里，
简单意象化为节令序进的标点。

落雪肯定是讲地域的，这个时间，北方兴许
早已天地苍茫一片白，南方却是群山依旧一色
青。至于“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
还得再等等，冬至不过年底，总能等到一场痛痛
快快的雪吧？
也许这雪早已经下了，只是下在了别处。下

在别处的雪，就像开在别处的花，自然也成了别人眼中的绝美、另外一
个时空的故事了。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是中唐柳宗元与天地共享的孤独；
“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这是南宋杜耒暗自欣喜的寒夜。

“时候频过小雪天，江南寒色示曾偏。”你看，久候雪不至，唐人陆龟
蒙也和我一样心急了，连邻家老翁也看破了他的心思，“邻翁意绪想安
慰，多说明年是稔年。”

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的腊月，北宋终于等来了第一场小雪。
“小雪晴沙不作泥，疏帘红日弄朝晖。”天地清寒，风如素手轻拂，摇落了
庭前一树的斑斓，亦撩动了黄庭坚心底那一抹韶华易逝的幽思，“年华
已伴梅梢晚,春色先从草际归。”
同是宋人，李龙高倒是看得开，“风撼千林木叶摧，冰霜国里早春

回。一枝参透乾坤缊，生意都从小雪来。”人家从一枝早梅的初绽就能看
出春意盎然来。

天色渐沉，眼看今夜就是一场大雪。白居易捧出家酿的绿蚁新酒，
烧起红泥小火锅，轻问刘十九：“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杜耒笑着说，“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三两知己，围炉
而坐，火苗欢快，茶香袅袅，此时此刻，温暖的何止是人心？在浮躁喧嚣
里，纷繁红尘中，难得的便是一杯茶的隽永绵长，一炉火的微红入眸。

风云不乱，山河在静默中入冬，你我在岁月中入定。即便风环雪绕，
也只若明月清风。

“花雪随风不厌看，更多还肯失林峦。”无论是苍茫的大地，还是不
老的青山，都是独属于下雪天的浪漫。“何时杖尔看南雪，我与梅花两白
头。”难怪清人查尔冬看到一根罗浮藤杖，也会生出踏雪寻梅的兴致来。

还是得下雪呀！雪落了，是欢喜；雪化了，有归期。风雪有来路，人间
有相逢。你要相信，总有一场雪，会不期而至；总有一个人，会奔赴你心。

就像此刻的我，独自漫步在这落叶如飞花的水杉林下，于这初冬素
净的时光里，赏自然之美，品生活之趣，悟人生之道。在这纷繁的尘世
中，也能寻得一片属于自己的宁静港湾，以一颗淡然之心，静赏岁月流
转，细聆时光浅吟。
来吧，来佛子岭，这里有片金色的树林，都说这里雪后的景色更美。
来 吧 ，来

佛子岭，这里
的冬天也是开
满花的，风中
开满，心中开
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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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山深处，在三省交界地，沙河银
杏孤寂千年，带着修炼的逍遥，睥睨天下，
美得摄人心魄，美得我行我素；带着山野
的风，美得清新脱俗，美得风轻云淡。只是
藏于深山，不为人知。互联网时代，沙河古
银杏独特风景，被徐徐拉开。

记得当时听一位媒体朋友介绍，金寨
沙河古银杏树群有一棵1200岁的银杏
王，就在立夏节起义主要领导人周维炯故
居旁。
在2017年11月25日，我第一次驾车

去金寨沙河乡看古银杏树群。一路驾车，
一路喜悦，初冬暖阳照得我心花怒放。千
年古银杏树在沙河乡具体哪个位置，不知
道，但车轮滚滚，自信满满，我们相信一定
能找到那棵千年银杏树。

我们一边找寻村边路牌，一边下车询
问村民。村民说：周维炯故居还在那前面，
那前面。宽大的手指向太阳光芒的方向。

我们顺着村民手指的方向，向前，向
前。终于，在道路西侧看见了周维炯故居
指示牌，我们很兴奋。车子左转进去，就看
见两棵高大耸立的古银杏树直插蓝天，稀
疏的叶子在太阳下闪着金光，满枝丫的银
杏果坠坠悬挂，泛着柔和的金黄。粗壮的
银杏树下，银杏叶铺陈大地，金灿灿像厚
厚软软的毛毯，夹杂着许多银杏果，不小

心踩上，就会有脆脆的响声。我们好奇，捡
拾几个银杏果观察，旁边带孙子的老奶奶
笑着说:你们在城里没见过吧，多装一些
带回去，尝尝鲜、送人都可以。

我们疑惑地问老奶奶，这么多的银杏
果掉在地上，怎么没人收呢？老奶奶告诉
我们：早年银杏果很贵，一树银杏果，就是
一树白花花的银子，银杏树就是村民的摇
钱树。现在不一样了，村民收入多种多样，
手头宽裕，家家盖起了楼房，有的家还买
了轿车，再者，现在银杏价格平常，青壮年
又大多外出打工，所以落满地的银杏果无
人捡拾。
在千年银杏树南侧是周维炯烈士故

居。周维炯，1908年诞生于金寨县沙河乡
上楼房，红军早期军事领导人，也是立夏
节起义主要领导人，是鄂豫皖根据地创立
者之一。我们去山后拜谒周维炯烈士的衣
冠冢，致敬伟大的革命先驱，他为鄂豫皖
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巩固，立下了不朽的
功勋。
顺着道路看远山近景的银杏，有一处

古银杏较为集中，一大片沉积银杏叶的野
地，犹如厚厚的黄棉絮，脚踩在上面，软绵
绵地陷进去，银杏叶包裹脚背，风吹过，随
风打旋，随风舞蹈。

这时，我们看见路边的指示牌：刘邓

大军前线指挥部旧址。1947年秋，刘邓大
军千里挺进大别山，曾在沙河乡楼房村设
立前线指挥部，并在此度过1948年春节。
期间,指挥刘邓大军解放了周边23座县
城,建立了17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完成
了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地区的战略展开,并
在大别山站稳了脚,深深地扎下了根。我
们踏着先辈的足迹，瞻仰刘邓大军革命旧
址，重温刘邓大军光辉战斗历史，缅怀刘
邓大军革命先烈，内心十分激动。

美好的事物总让人流连忘返，2019年
11月17日，我们再次来到沙河乡楼房村。

一进村口，就看见那棵粗壮挺拔、虬
枝苍劲的古银杏树，据说有500年树龄，
银杏宽大外伸的枝条似拥抱的臂膀，巨大
的树冠下，有五六个人在说说笑笑，手里
做着活计，怀里抱着孙子，一只黑狗安静
地卧在树荫下，舒服地伏地伸爪，眯着眼
睛。小男孩在银杏树的光影里，跑来跑去，
银杏树隙的金光，随着小男孩的跑动，变
成一串串银铃，清脆响亮。老奶奶告诉我
们，顺着这棵树旁边小道进去，里面有很
多的古银杏树，还有滴水岩瀑布。

我们顺着小道斜插过去，看见政府
修建的红色塑胶小道，沿着稻田蜿蜒向
前，一只老黄牛在稻茬田里悠闲觅食。
顺着棵棵古银杏树绕行，穿过翠绿的竹
林，走过小桥，走上栈道，远远地看见
百米高的滴水岩瀑布，从山顶奔腾直
下，似白练飞龙，似玉珠挂天。站在瀑
布观景台，看浪花四溅，流瀑天成，丝
丝水雾飘来，滋润心灵。

放眼望去，从沙河街道沿溪水而上至
楼房村全境，绵延十几里都闪耀着金色的
银杏风光。从村头到村尾，从溪畔到高坡，
到处都有银杏树的身影，或孤身挺立，或
三五成群，错落起伏,广结成林。每到秋
季，绚烂亮丽的银杏树，便把楼房村妆点
成金灿灿的“十里画廊”。

好地方，好怀念。于是，2024年11月
11日，我们又驾车前往沙河乡，去贴瞟楼
房村的银杏黄。

时隔5年，楼房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变
化之多令我们目不暇接。周维炯故居旁的
千年银杏依旧神采奕奕，焕发千年荣光，
它的枝条挂上了祈福红丝带，透过银杏红
丝带缝隙，追着光看见“七进古民居”。那
幽深的房屋层层递进，步步高升的建筑风
格，寄托了房主美好的愿望和祈盼。

那个银杏树密集的地方，确立为楼房
银杏文化主题公园，树立“银为有你，三生

有杏”的浪漫标
牌，定位成银杏观
赏核心区，在核心区
有“送郎当红军”、“小
红军吹号”等雕塑，与沙
河乡红色文化一脉相承。

天气晴好，旅客很多，
有自驾的，有坐旅游大巴的。

“楼房村农家乐”门前热热闹
闹，炊烟袅袅煮的是传统土菜

“金寨吊锅”，老板忙前忙后，神采
飞扬。吊锅菜品丰富、滋味浓厚，炭
火炙烤着，滋滋冒油。
老板带着南方口音，热情招待八

方来客。难道老板是外地人？老板哈
哈大笑说：“我是土生土长的沙河乡楼
房村人，在南方打工多年，现在回家乡
开农家乐，你看这乡村旅游红红火火，
天天忙得脚不沾地，我现在是家庭团
聚、经济收入双丰收啊！”

看资料介绍，沙河乡2018年被中国
林学会评选为“中国最美银杏文化小
镇”，现有银杏树林1 . 5万亩，银杏40万
株，年产银杏5000吨，其中100年以上古
树10230株，500年以上1208株，千年以
上的52株，绵延30公里，是“金满地，银满
筐”的真实写照。难怪现在看不见遗落在
地的银杏果了。

古老的银杏树，给村民带来收益，带
来乡村旅游的无限潜力。现在的沙河乡，
从开展银杏加工到开办农家乐，再到综
合开发旅游资源，成功实现了“银杏树
产业链”的延长，文化与旅游的不断交
汇互融，让当地百姓真切品味到诗与
远方相辅相成的“新沙河幸福”。

每次去沙河乡看银杏都有变
化。看新农村建设日新月异；看乡
村旅游勃勃生机；看村民精神面
貌神采奕奕；看房舍道路新修
新建；看古老山村质朴淳厚的
气质与现代科技灵巧运用的
完美结合。
不变的是村中千年银

杏树。任凭风霜雪雨，巍
然屹立，忠实地守护这
一方水土，撒一树金
灿灿的光，照亮
沙河乡。

国庆七天假，丹桂飘香溢远，天空湛蓝水洗，普
天同庆喜乐。不知不觉中从县城梅山到老家长岭
乡两河村来回奔波已过大半，不是喝喜酒就是在
喝喜酒的路上。天遂人愿，喜乐无边。堂哥家乔迁
之喜，安排我奉烟。奉烟是我们金寨山村里的一
种习俗，就是家有喜事时，来一位客人递一根香
烟，以示对宾客的尊重和喜事的分享。

忙忙碌碌大半天，空闲下来，顺着儿时无
数次赤脚跑过的小路走走停停，看看想想。荒
草没过了脚踝，深一脚浅一脚地趟着走，安静
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脚步把我带到了一座
单拱石桥上，这是我儿时摸鱼、放牛来的最多
的地方。
记忆里桥下有个很深的大水潭，夏天我

拉着家里的大水牛在潭里泡澡，我也脱光在潭边狗刨，累了就用筲箕
在河里逮小鱼小虾，碎石下面翻螃蟹泥鳅，牛背上拍牛虻苍蝇…日头
偏西，才把水牛赶到岸边吃草，我们就在草地上打滚，翘起二郎腿，手
臂当枕头仰望着天空，数云朵，看蜻蜓低飞，猜想山那边的世界，也猜
想这一块块石头怎么就能垒成一座桥，供世世代代的人穿行而过…
石桥今犹在，不见放牛郎。曾记得桥头有个石碑，我在草丛、刺窝

里寻找了好半天。有点心疼衣服，刺拉的布料哗啦啦的响，手也扎了几
根刺，好在终于找到。原来这座石桥叫麟趾桥，顾名思义像麒麟的脚趾
横跨在河面上？百度了一下：麒麟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依中国人的思维
方式和行为喜好而衍生出的一种瑞兽。麒麟也分雌雄，雄的称为麒，雌的
称作麟，是仁德的象征。

破损的残碑记载着此桥是四位仁德乡绅捐资修建的：一谭一梁，加两
位李姓儒老先人。我属于陇西郡李氏后人，辈分按“金州元士建早应德长
生…”的顺序传承，我是生字辈，捐资的两位李氏先辈，比我早七代和六代，
由此推算这座石桥也有四五百年历史，大约是明末清初由石匠马氏于金秋十
月建成。
石桥由一块块石条垒砌而成，严丝合缝，历久弥坚。那时候没有钢筋水泥，

古人的智慧让我心生敬意。历经数百年风雨沧桑，岁月更迭，麟趾桥依然横卧水波
之上，每一块石头，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历
史的痕迹。
我坐在桥上，似乎触摸到了历史，读懂了

桥的内涵。石桥斑驳的倒影，平整石块上的石
耳，堤岸石缝里的蛇蜕，桥面横斜的枯枝，桥下突

兀的原石都在无声的诉说着五百年的沧海桑田，原
来真的可以定格在我的心里，从不曾离去。我就是麟
趾桥上的一名游子，一个过客，来过，走过……
石桥不曾老去，只是隐入尘烟。

《《青青瓦瓦之之上上》》：：从从大大别别山山到到淮淮河河的的诗诗意意漫漫游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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