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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说“文庙”已是四十多
年前的事了。

那年我读初三，在临近中考前的
一节语文复习课上，幽默风趣的李老
师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错别字”的
小故事，大体的意思是：霍山县城有
座古庙，叫文庙，庙门上书写的是繁
体字“文廟”，字迹行草。有一天，庙门
口来了两个秀才，在那假装风雅，卖
弄文采，因门匾上的题字而打起了嘴
仗，一个说是“文朝”，一个说是“丈
庙”，争来争去，互不相让，最后动手
打了起来。一巡捕路过，上前劝阻无
效，便把他们带回县衙发落。

“堂下何人？所为何事？”大堂上，
县太爷威风凛凛，咄咄逼人，好不气
派；台下两秀才两眼发黑，胆战心惊，
很快便“从实招来”。是“文朝”还是

“丈庙”呢？县太爷把目光投向身后的
师爷。师爷翻了翻白骨眼，做出思考
的样子，说：“大人别急，让我来查查
字曲(字典)。”师爷这么一说，县太爷
忽然来了“灵感”：“且慢！有———
了——— ”跪在堂下的二位秀才抬起头
来，等待县太爷的“宣判”。县太爷不
慌不忙地做了一首打油诗：“文朝丈
庙两相宜，秀才打架真稀奇，先生不
该查字曲(字典)，只有本县赛东皮(东
坡)。”读罢，随着惊堂木的一声拍案
巨响，县太爷提高了嗓门：“拉出去，
各打五十大板！”

据此，“文庙”就深深印在我的脑
海里。可是，我的记忆里更多的却是

“秀才打架”的镜头，当然也少不了充
满聪明智慧与讽刺意味的县太爷和
师爷的形象。

至于文庙，到底是怎样的一座庙
宇，我却一直没有时间抑或是没有机
会去做深入的了解。虽然，我已在十
几年前住进了文庙附近的小区，隔三
差五地会去文庙广场溜达溜达，但文
庙的大门常常都是紧闭着的，或许开
门的日子我都没有赶上吧，每次只能
在外围转转看看。

说来也巧，就在这个星期天，我
误打误撞地走进了文庙。

那天，文庙大门是开着的。站在
门前，我昂首仰望，高大恢弘的门楼
正上方悬挂着由佛学大师赵朴初题

写的“文廟”门匾，“廟”字确实是繁
体，但字迹端庄周正，并不潦草，当然
这已不是当年那两个打架的秀才所
见的那块门匾了。

说出来可能你都不信，作为霍山
人，我还是第一次跨进文庙的大门，
那一刻，我真的有些激动。不为别的，
只为它的古朴典雅，端庄宏伟，还有
一丝丝神秘。

最先入眼的是院子中央的一方
被称作“泮池”的半月形水池。泮池，
取“泮宫之池”的意思，资料显示，“泮
宫”本是周代诸侯国所设立的大学，
其周围有半环形水池，形如半块玉
壁，所以称泮宫。泮宫除教育贵族子
弟及优秀平民青少年外，也是诸侯国
举行射礼、养老之礼、出师之礼、凯旋
献俘之礼、外夷朝贡之礼的地方，是
官学的标志。后世称入学的生员为入
泮，清代也称考取秀才为入泮。泮池
之上建有一座微型石拱桥，叫泮桥，
泮池被泮桥分成了东西两半。

过泮桥便是一座高大的门楼，叫
戟门，又称大成门。霍山文庙，前称圣
庙，始建于明弘治五年 (公元1492
年)，圣庙戟门，尚为明代规制，故称
戟门。而“大成”就是“圣集大成”，语
出《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
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就是说孔子
能把古圣先贤的美德集于一身，达到
无事不通的最高境界。我想，山东曲
阜孔庙大殿中悬挂的金匾“圣集大
成”，也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文庙的主体建筑是大成殿，又称
圣殿，大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重檐
歇山瓦顶，屋檐转角翘起，翼角皆有
木雕装饰。与其他各殿一样，大成殿
亦为红墙黑瓦，典雅庄重，与大成门
浑然一体，相对呼应，气势恢弘，庄严
宏大。

大成殿是祭祀孔子的中心场所，
殿内供奉着“一尊四配十二哲”群像。

大殿正中是“先师孔子神位”，供
奉着孔子的塑像，高大气派，正上方
悬挂着“万世师表”金色牌匾——— 这
就是所谓的“一尊”，当然就是孔老夫
子了。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是我
国古代最博学的思想家、政治家、教
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称“大成至
圣先师”，大家都不陌生。孔子塑像的
左右两边分别供奉着复圣颜回、宗圣
曾参、述圣孔伋、亚圣孟轲，就是我们
通常所说的子渊、子参、子思和子舆，
即“四配”，都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
与先生相比，他们的塑像就相对小了
几分。正殿东西两侧供奉的则是“十
二哲”。“哲”本义是指聪明，与“贤”共
用指代某人品行高尚，引申为“有智
慧的人”，旧时，称那些才能见识超越
寻常的人为“哲人”。顾名思义，“十二
哲”就是十二位才能见识超越寻常的
哲人了。殿堂东侧为闵损(子骞)、冉
雍(仲弓)、端木易(子贡)、仲由(子路)、
卜商(子夏)、有若(子若)，西侧为冉耕
(伯牛)、宰予(子我)、冉求(子有)、言偃
(子游)、颛孙师(子张)、朱熹(元晦)。除

朱熹以外，都是孔子的门生，儒学先
贤。朱熹则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
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世称朱子，是
孔孟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

大成殿东西两侧各建一“庑”。所
谓“庑”，就是为了与正房一起围成一
个内向空间的院落，而在正房两侧所
建的偏房长屋，左为东庑，右为西庑，
是后世祭祀历代先贤先儒的场所。东
庑现为“七十二贤人堂”。《史记·孔子
世家》记载：“(孔子)弟子盖三千焉，
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即所谓“弟
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指的是孔子的
七十二个弟子，儒客杰出代表。这“七
十二贤”，是孔子思想和学说的坚定
追随者和实践者，也是儒学的积极传
播者，为历代儒客所爱戴和尊崇。西
庑现为“儒家文化传承展厅”。这里展
示的贤儒大家都是儒家学派著名的
人物，包括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
朱熹、王阳明等在内。

大殿后为崇圣祠，后改为霍山县
博物馆。展馆虽然不大，馆藏却十分
丰富。在这里，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
新石器时代的石斧、商周时期的玉
圭、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吴戟和汉代
木骰、唐代铜镜、宋代黑釉尖底瓶，还
有明清时代的陶瓷、珍品；在这里，我
深深感受到这些霍山本地出土的珍
贵文物所蕴藏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在
这里，霍山政治经济、文化兴盛的发
展历程得到充分展示，霍山这片古老
土地上的灿烂文化和文明成果也得
到直观再现。

出崇圣祠，经明伦堂，向左便是
藏经阁，就是收藏经书的地方，现已
改为书画展厅，也是霍山县书法家协
会的活动场所。

回望戟门，左为名宦祠，右为乡
贤祠，是古代祭祀德业丰厚的官员和
乡贤的场所，现在作为民俗文化展厅
和游客接待中心，也正发挥着新时代
应有的作用。

霍山文庙真实、全面记载了霍山
人民为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所付
出的智慧与劳动，体现了中国传统的
礼仪制度和文化教育内涵，体现了所
在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独特的
风俗民情，并反映出霍山县崇文重教
的社会风尚。

作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霍
山文庙，这个明清以来的祭孔尊儒的
地方，如今已成为霍山县民俗文化展
演、书画艺术展览等多种文化活动场
所；作为国家AAAA级风景名胜区，
霍山文庙，这个镌刻着霍山文化历史
记忆的生态宝地，正以崭新的面貌，
绽放时代风采，书写现代化美好霍山
新篇章。

故乡的那条小河，几十年来，一直在我心中流淌。说是河，其
实就是一条堰沟，但是就其功劳而言，称“堰沟”确实委屈了它，
叫“小河”就大气多了。

小河源于西大堰，大堰像个不大不小的湖泊，它通向哪里，
当时还是小孩的我，就不得而知了。那时候，我每天上学都经过
那里，总觉得它安静的样子，就像一面大镜子，倒映着蓝天白云
和各种飞鸟。每天傍晚，几十只白鹭，从村里寺庙那棵千年的大
椿树上，飞到大堰里嬉戏，闹闹嚷嚷，起起落落，与坝埂上的树
木、荒草相互穿插，相映成趣，给人以黄金绕碎银的美感。飞累
了，就扑棱着翅膀斜飞下来，游泳、打闹、找吃的。吃饱喝足后，就
缩着脖子闭着眼，单腿立在水中沉思。那情景就像水墨画似的，
清新淡雅，美不胜收。只是不晓得它们沉思什么，是思恋杜甫的
白鹭，还是刘禹锡的白鹭？周围是自由的风，荡漾的水，和高敞的
天幕，鸟儿们的思绪融化在水里，随着小河漂向下游。

小河弯弯曲曲，摇摇摆摆，就像大堰的尾巴在扭动。从西大
堰一路向东，流经我们村子北边，缓缓北折后，一头扎进大大的
荒草滩，最后才消失在看不见的远方。流经村边的那段小河，睡
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温温顺顺，从没发过脾气。我们放鹅、放牛
的小孩，打呀闹啊，经常两边疯跑，虽是两个生产队，但从没有阻
隔的感觉。栽秧放水时，青悠悠的河水，灌进千亩农田，河面变宽
了许多。但大人通过助跑，也能跨越过去。要是几天连阴雨，往来
就困难了。记得有一年，北岸庞大娘的孩子拉稀，有单方说要吃
十个妇女的奶水才能止泻。那天，庞大娘抱着她半岁的小孩，站
在北岸喊，我母亲就用一个拴着绳的大木盆，把孩子拉过来，等
喂过奶，再将绳子甩过对岸，木盆晃晃悠悠就拉了过去。

北岸的孙二娘，是当时众人心目中的送子娘娘，很受人爱戴。她为人厚道，慢声细语，
做事稳稳当当，还细心。给人家接生过后，从不张嘴要东西。爱漂亮的，给条毛巾兜几个红
鸡蛋，也就行了。不给，也没关系，那时都穷，都理解。她救人可不是为了这些东西，迎来一
个个小生命，让母子平安，那是她最大的乐趣。一天傍晚，瓢泼大雨，将小河灌得满满荡
荡。可是，我们队扈傻子的老婆要生孩子，一家人急得团团转。于是，傻子娘牵着老牛站在
岸边，朝孙二娘喊话，求她骑牛过来救急。

“谁家呀？”孙二娘披蓑戴笠站在北岸问。
“扈傻子！”傻子娘答道。
“啊——— ？裤衩子？”孙二娘想着自己孩子尿裤子，穿这边的裤子还没还过去呢。一来

二去，扈傻子从此变成了“裤衩子”。他也不气。
小时候，我时常带两个弟弟去小河逮鱼。太阳升起来，柔软的风从岸边吹过来。学校

的钟声，从苇荡里，从柳树下，涌进耳膜，化着细浪，轻轻落在脚下。脚下是湿滑的青苔，头
顶是晃动的苇花，蜻蜓在河面飞舞，蝴蝶绕着转圈。看我们大人似的，挖土块堵河，戽干水
捉鱼虾。

渐渐长大的小河就有了脾气，那一年突然咆哮了。三天三夜的大雨，漏了天似的往下
倒。上游的河水，翻花跌浪往下滚，漫过河坝，翻过田畴，那碧波荡漾的庄稼地，顷刻间就
变成了一片汪洋。有人冲着浪头大喊：“起蛟了！起蛟了！快用油炸镇！”“镇！镇你娘的头
啊？”人们扭头一看：六十多岁的杨大队长，站在人群后，冲着眼前的后生们大喊：“木桥冲
下来了，会水的跟我上！快！快！”于是七八个男人，扑通扑通跳进水里，将四脚拉叉的木桥
拉回静水区，挽回一笔损失。但是，鸡鸭鹅和猪羊，冲跑不少。岸边的人们，紧跟着牲口跑
啊，喊啊，唤啊，很有些凄凉。四面八方看水的人们，心都酸酸的不好受。都是亲戚、邻居，
能坐视不管？他们将漂向各处的牲口，找到后送给失主。尽管不那么全乎，但让受灾的人
在痛苦之余，能感到人世间的温暖，也是一种安慰啊！
小河温顺的时候，还是很可爱的。多年的睡梦里，我时常观望那条小河，倾听它流动

的声响，想它带来的丰收。月亮底下的草丛里，有零零星星的虫鸣，一粒一粒像碎银，又像
玻璃珠子，随意抛撒在某个地方，亮闪闪
脆生生，很能衬托出河水的安澜，把我浮
躁的心，也抚慰得安宁了。我时常会想：就
算河水汹涌，但只要人想静，也照样可以
静下来。它流它的，它流我不流。就像村里
那些老人，生命的河流永远在村里，很少
有人走远。大都迈着不大不小的步子，吹
着那股刮了停、停了刮的风，跟小河一起，
活在淡淡的斜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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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庙庙全全貌貌

从“战国四君子”的春申君到红色历史一脉
相承，六安与上海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山海情谊
源远流长。自2022年5月上海与六安建立对口合
作关系以来，沪六两地文旅行业统筹谋划、借势
而为，以全方位、多领域合作共践山海之约，全力
推进文旅对口合作工作走深走实，共同书写“上
海-六安双城记”全域旅游的崭新篇章。

双向奔赴，收获文旅协同发展的广阔前景

上海、六安两地高起点谋划、高水平推进，建
立文旅对口合作联络机制，持续拓宽文旅产业的
发展边界与发展空间。对口合作以来，两地文旅
领域开展合作对接100余次，六安市与锦江集团、
六安市县文旅部门分别与上海及松江、青浦等文
旅部门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在红色文旅产业合
作、文旅宣传推广与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建立合
作关系。锦江集团立足自身品牌、渠道、营销优
势，为六安市编制《六安市红绿融合高质量发展
规划暨文旅强市建设规划(2025-2030年)》，规划

“一环四区发展布局”“五谷丰登产品体系”等发
展思路，上海奇创集团编制《金寨县文化和旅游
业整体运营策划及三年行动计划》，为革命老区
文旅振兴发展谋划顶层路径。万佛湖、迎驾国旅、
安徽大别山文旅集团等文旅企业积极响应，先后
与锦江旅游、上海共青国家森林公园、朱家角古
镇、上海佰威国际旅行社等建立合作关系，推出
一系列跨区域精品旅游产品。上海市安徽商会、
上海市徽骆驼公益基金会、金寨在外(上海)创业
者协会等协会组织持续发挥桥梁作用，组织“牵
手大别山·共筑发展梦”等多轮次在沪企业走进
大别山活动。两地文旅对口合作成果受到社会各
界广泛关注，《旅游时报》《新民晚报》《文汇报》等
数十家上海媒体先后推出“沪皖新旅缘”“悠悠大
别山 体验红绿交融”等专题报道近百次，《扎根
革命老区以文旅打造乡村振兴典范》对口合作案
例信息被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办专报推送到国
家发改委采用。

锦江旅游文旅发展事业部总经理仇珉表示，
六安文旅资源红绿交融且极具特色，与上海文旅
市场的多元需求有着天然的互补性。在与六安对
口合作中，锦江不只是资源的对接，更是理念与
活力的交融。锦江旅游将持续发挥品牌影响，为
六安全域旅游事业添彩赋能。

山呼海应，收获客源与市场的双重繁荣

六安市持续加大文旅品牌宣传推介力度，与

上海建立常态化客源互送机制，利用上海作为国
际化大都市的强大辐射力和影响力，吸引长三角
游客前往六安休闲观光、康养度假，2024年以来，
全市累计接待上海游客256 . 1万人次，同比增长
20 .8%。

为持续扩大六安在上海的“声量”，六安市不
断创新旅游营销模式与手段，市县联动举办“情
牵大上海 春游大别山”“山海情谊深 ‘锦’绣
六安好”等文旅推介会，并提前发布“2025‘畅游
山海 四季有约’——— 上海·六安文旅嘉年华”活
动，围绕“春之韵”“夏之魅”“秋之彩”“冬之味”四
季脉络，为上海游客精心提供更加多元、优质的
文旅体验。“六安瓜片”“霍山石斛”“金寨灵芝”等
特色文旅商品亮相“五五购物节·皋品入沪六安
周”“中国金寨灵芝文化旅游节(上海)”活动，吸引
众多上海市民驻足品尝、购买。
持续向上海游客输出“研学大别山 行走的

思政课”“大别山水红土地 研学康养六安行”六
安旅游品牌，出台《上海职工赴六安疗休养优惠
政策》，天堂寨等6家单位入选上海职工疗休养基

地，迎驾春风研学营地与上海国家级“东方绿洲”
研学营地达成合作，组织了上海师范大学第四附
属中学、上海市珠峰中学等研学团队，走进迎驾
春风研学营地开展研学活动。

到六安参加研学活动的小何同学说：“这趟
研学行程，我体验到‘黑陶’‘蜡染’‘石斛茗茶’等
形式多样的民俗文化，尤其在迎驾曲酒酿造基
地，通过实地参观酒道馆、槽坊村、灌装车间，也

体验了一回当酿造师的感觉。这些亲身实践的经
历，比书本上的知识更加生动鲜活，让我收获满
满。”

携手发展，收获全域旅游升级的产业桥梁

借助与上海的对口合作，六安全面整合域内
旅游资源，以全域旅游发展为目标，实现了旅游
产业的系统性升级。据统计，对口合作以来，六安
市共引进上海市民宿、康养、研学、沉浸式演艺等
文旅项目15个，项目总投资18 . 5亿元。如引进携
程集团、上海沁居等企业，建设携程度
假农庄金寨大湾店、霍山县
少间·凡尘里、金安区少
间·素心谷等精品民
宿，其中携程度假
农庄年营业收
入近300万元，
并带动周边多
家民宿转型升
级，周边民宿
平均价格由160
元 /间提高至约
240元/间。

围绕大别山(六安)
悠然南山国家级旅游创建，
导入上海创意资源，整合各类资金
2 . 15亿元，通过EPCO的形式与上海景域集团合
作，建设南山南·梦享村项目，创新整村推进民宿
发展的建设模式。围绕旅游新业态发展，金寨城
投与驴妈妈集团、小村资本注册安徽金域红文旅
科技有限公司，开发汤家汇镇“十万剧场”项目，
打造全省首个红色沉浸式演出剧目《立夏》，入选
安徽省文旅创新实践十佳案例。金安区通过以商
招商方式招引上海康强游乐有限公司，投产运营
美上心田·艺术家村项目，国庆假期接待游客超6
万人次。

此外，围绕乡村旅游发展，在上海市普陀区
建设运营舒城县(上海)名优农产品展示展销中
心，入驻特色农旅商品183个。积极与锦江集团、
上海奇创集团、捷安特公司洽谈对接“七星伴月
酒店”“云野帐篷客度假酒店”“骑行大别山·捷安
特骑行营地”等乡村特色项目，逐步推进项目落
地与实施。
六安市文旅局产业发展科科长董先锋表示，

将继续紧抓对口合作机遇，不断升级与上海文旅
企业的合作，借助长三角地区的创意资源和营销

模式，大力发展
全域旅游，持
续丰富我市
的文旅新业
态、新产品，
将六安奋力
打造全国红

绿融合发展示
范区、长三角高品

质休闲度假康养旅居
目的地和上海市最美“后

花园”。

赓续血脉，收获红色革命历史的深度传承

上海、六安两地深入挖掘和运用红色文化资
源育人功能及旅游价值，“星火石库门，燎原大别
山”，用红色纽带拉紧两地交流合作的紧密情谊。
通过红色展览呈现两地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在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举办“红漫大别山——— 上
海、六安红色文化文物展”，展出珍贵文物史料60
件，展现上海、六安两地源远流长的红色血脉及
传承脉络。

青浦区与六安市舒城县联合主办的“不忘红
色初心 共谱山海情深”红色文化交流展演活
动，通过文艺表演等形式生动传颂红色故事。金
寨县革命博物馆联合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及全
国24家场馆精心筹备的“精神之路——— 中国共产
党人伟大精神文物史料专题展”，系统呈现了共
产党人伟大精神的光辉历程。
除了展览展示外，上海市还积极帮助六安市

加大红色保护传承力度，积极争取资金3250万元
(其中上海对口合作支持资金1400万元)，实施建
设了舒城县胡底烈士纪念馆提标升级以及裕安
区红色资源传承保护项目，如今已成为革命历史
教育和红色精神传承的重要场所。

此外，两地通过红色线路串联两地文化长廊
的红色地标，推出红色系列精品线路20余条，累
计开行上海假日列车“乐游长三角·六安号”红色
旅游专列19次，以“专列+景区+革命旧址+纪念
场馆+移动课堂”的模式，吸引近3000名上海游客
乘坐专列来到六安体验红色之旅。

乘坐旅游专列来六安游玩的凌老夫妇表示，
六安与上海这趟红色旅游专列，不单单是交通工
具，更是一座移动的红色文化桥梁，把两地的红
色基因紧密相连，让外地游客能更直观、更深刻
地触摸六安红色历史，传承先辈们无畏的革命精
神，这份体验，毕生难忘，也希望这样的红色旅游
专列能一直开下去，让更多的上海游客受益。

交融互鉴，收获群众美好生活的殷殷期待

上海、六安两地不断深化文化领域交流与对
话，拓宽文旅资源共享渠道，持续提升两地群众
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上海发布《山海情——— 安
徽霍山地理人文摄影集》，收纳206幅六安文旅精
选作品。霍山县南北美术馆分馆在上海青浦开
馆，为沪皖艺术家搭建交流之地。六安图书馆《人
间最美四“阅”天》作品荣获2024长三角“美哉图
书馆”视频征集活动长三角最美书香之旅作品
奖。叶集区、霍邱县与金山区签署三地文化场馆
结对帮扶和红色文化交流合作协议，加大文化场
馆和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上的合作。
不断丰富惠民文化主题活动，联合举办鄂豫

皖沪首届大别山红色阅读马拉松大赛，吸引上海
市15支队伍参赛。在中共一大纪念馆举办第六届
中国红色微电影盛典启动仪式，用镜头故事弘扬
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和大别山精神。在长三角地区
暨华东六省一市戏剧小品大赛上，六安市参演小
品《查》荣获银奖。

为探索文化文物创意产品开发新模式，持续
完善“六安游礼”文创产品体系，六安市赴上海市
专题调研文化创意产品改革经验，印发了《关于
六安市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收入分
配激励试点的实施意见(试行)》，成功开发出六安
瓜片文创茶叶等文创伴手礼进行展售。金寨县联
合驴妈妈集团研发“我把金寨带回家”系列文创
产品55款，共同打造两地文旅融合新亮点与文化
传播新名片。
六安市文化馆副馆长王元贺表示，将结合

“2025‘畅游山海 四季有约’——— 上海·六安文
旅嘉年华”活动，加强六安和上海在文艺活动上
的交流，组织六安优秀剧目赴上海展演，引入更
多的上海高水平文艺演出到六安红剧场进行演
出，让两地市民领略到不同的文化艺术魅力。

“申城六安情相牵，合作共赢谱新篇。山海共
筑发展路，携手同进向明天。”展望未来，上海市、
六安市将继续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老区
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文
旅融合发展的道路上，双向奔赴、携手前行，持续
寻找更多的文旅产业契合点、活力迸发点、合作
突破点，不断续写沪六文旅合作新华章。

““山山海海””携携手手同同行行，，六六安安文文旅旅收收获获了了什什么么
陶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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