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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皖籍作家沈俊峰1963年出生于阜阳市颍州区
(原阜阳县)一个叫做沈庄的小乡村，3岁时随父母来到
位于大别山区的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诸佛庵镇一家三
线军工厂，在这里成长、上学、工作、结婚、生子，30岁离
开霍山，在大别山生活了28年。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先
是在合肥市一家杂志社从事编辑记者工作，接着又北漂
到北京，在《中国纪检监察报》从事新闻记者和报纸编辑
工作。再后来，辞职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独立自主的文
学作家。

60多年的生活历练，成就了沈俊峰不断追逐的文学
梦想，他在文学的田野里辛苦跋涉，精耕细作，日积月
累，成绩斐然。目前已出版散文集《在城里放羊》《在时光
中流浪》《影子灯》《让时光朴素》，纪实文学《邓稼先：功
勋泽人间》，长篇小说《桂花王》等，作品深受读者欢迎和
专家好评，获得冰心散文奖、中国报人散文奖、安徽省政
府文学奖等诸多奖项，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新华文摘》《中国作家》《小说选刊》等报刊和网络，
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三线建
设研究会理事，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文学创作一级。

沈俊峰有两个故乡，他对两个故乡都有着无法抹去
的浓厚情结，影响着他的生命历程和文学旅程，而大别
山这个第二故乡既是他的精神故乡，更是他文学梦想生
长的地方。沈俊峰以大别山为他的写作根据地和心灵栖
息地，用心用情书写大别山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在
大别山文学的领地上开辟出了一块属于他的阔大丰饶、
前景无限的疆土。沈俊峰是一个大别山文学真诚的故乡
书写者，大别山的山水和人文早已成为他的作品中的血
肉和灵魂，他的文学作品中有着浓厚的大别山故乡情
结，他在作品中实现了精神返乡。

阅读沈俊峰的文学作品，我总觉得他的大别山文学
创作离不开三个向度，一是向下，一是向上，一是向前。

第一个向度是向下。所谓的向下，就是亲近人民，亲
近生活，接地气，使作品有人间烟火气，有人情味。沈俊
峰说：“身体要接地气，文化也是要接地气的，这才是身
心的完整健康。”(《影子灯·十八翻的心愿》)实际上文学
也是要接地气的。

向下，就是亲近泥土，使作品有乡土风味，有乡愁。
沈俊峰真的写了一篇《亲近泥土》，他在文中说道：“在土
里滚过的人，对土地有着天然的亲近。”“有乡愁的人，有
故乡；有故乡的人，有牵挂和思念。那一份对土地和故乡
的牵挂与思念，犹如一缕皎洁的月光，如此静美地流淌、

流淌！”“对土地的依恋和亲近，或许是人类逃不掉的宿
命吧！”
向下，就是要写故乡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写熟

悉的日常生活和人情事理，写乡土社会的乡民伦理，抒
发真情实感，表达地方经验，在日常呈现中进行故乡书
写、乡村书写和乡土文学叙事，在地方书写中实现精神
返乡。

文学是人学，作品反映人，与作家做人联系在一起。
勤劳、忠厚、善良、宽容、重情重义的大别山人民教会了
沈俊峰做什么样的人、怎样做人。大别山原生态的生活
给了沈俊峰对生活的独特感知和文学表达。

沈俊峰的散文短小精悍、自然流畅，蕴含深厚，意味
隽永，生活气息浓厚，人情味十足，有亲切感。沈俊峰的
第一部长篇小说《桂花王》更是大别山革命历史故事的
文学再现，异常鲜活生动。

沈俊峰要求自己的创作要“目光向下，笔尖向下”，
“在西安领中国报人散文奖时，我说，这个奖项，坚定了
我的书写方向，那就是目光向下，笔尖向下，一直向下，
一直扎进土里，做一个接地气、有情怀的作者。”(《在城
里放羊·跋》)这一点，他做到了。

第二个向度是向上。所谓的向上，就是回溯历史，景
仰民族，敬仰国家，书写时代，传承精神，进行宏大叙事。
沈俊峰的作品除了经常引用民间传说、民间歌谣、民间
俗语外，也经常引用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哲人名言。沈俊
峰重视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自觉
从中汲取营养，融合进文学创作中去，做一个文化的守
护者和传播者。他说：“传统文化的精华、瑰宝，是智慧的
结晶，若是中断或丢失就太可惜了，尤其是中华民族与
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心得与经验。这是时间的长河对人类
的慈悲馈赠。唯有扎根传统文化土壤，才能放眼世界，才
能有更广阔的襟怀。”(《影子灯·十八翻的心愿》)

大别山的历史和文化厚重辉煌，熏陶了每一个人，
塑造了每一颗心灵。沈俊峰说：“历史像影子，影子是一
盏灯。”(《影子灯·影子灯》)沈俊峰又说道：“在漫长的历
史中，人类在与大自然的相依相存中，证悟得来的丝丝
缕缕、点点滴滴的经验、智慧，应该会留下一鳞半爪的痕
迹，或者说会有一个呈现的形式。比如说在大别山，土著
山民的日常生活就带着许多远古的痕迹。”(《影子灯·影
子灯》)

“文化的传承，一是靠书籍，二是靠书籍之外。”(《影
子灯·影子灯》)沈俊峰是作家，更是大别山历史和文化

的守望者、书写者、传播者。沈俊峰的文学之笔由故乡霍
山延伸到安徽，采访过和刻画过安徽籍或者在安徽工作
过的家乡人很多，如在安徽工作过的李大钊之孙李宏塔
(《又见李宏塔》)，安徽当涂籍著名散文家、文学评论家
吴泰昌(《锺书先生的“空话”一直温暖我——— 作家吴泰
昌与文学前辈》)，桐城籍作家俞胜(《南有相思北有爱》)、
徽州籍教育家陶行知和他的夫人吴树琴(《你和我永别
了》)、寿县籍作家张锲(《一个喜欢做梦的人》)、和县籍抗
日女英雄成本华(《最美的笑容》)、怀宁籍核科学家邓稼
先(《假如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邓稼先：功勋泽人
间》)等。沈俊峰也游走全国各地，有强烈的爱国心和刻
在骨子里的中国精神，他的笔又从安徽延伸到全国，在
被放大了的故乡里进行历史根脉的承继和国家精神的
弘扬。
第三个向度是向前。所谓的向前，就是人都是要向

前看，向前走的，只不过走得快慢远近不同而已。当然，
向前看是需要正确的方向和敏锐的眼光的，向前走是需
要坚定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的。沈俊峰在文学道路上无
疑是一个坚韧执着、不知疲倦的前行者。他说：“对我来
说，这是一个精神和方向。往前走，不求多远，只求不止。
前行，便是梦想。梦想，在路上。”(《在城里放羊·跋》)

沈俊峰对文学充满热爱和信仰，因此而不甘平庸，
努力摆脱束缚，不断向前。沈俊峰笃学奋进、任侠尚义、
敦厚刚直、兼容并蓄、博雅才俊，具有生存的智慧、坚守
的毅力和创作的激情，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精于表达，
具有文学特质和文学家潜质。

“文学是我心里的一个梦，它始终都在。”(《在城里
放羊·心的城》)沈俊峰孜孜以求，追梦逐梦，遍访名师，
广泛交游，转益多师，华丽转身。他的行程、交游、情感、
体悟，是时代与社会的一个侧面，他笔下的大别山山水
风光、乡村地道生活、浓郁乡情乡愁，以及从大别山延伸
开来的家国情怀、人生信条、赤诚之心，都说明沈俊峰在
大别山文学的故乡书写上是一个倾心追梦者、自觉前行
者、执着实践者。

沈俊峰正处在创作的旺盛
期和丰收期，我们期待沈俊峰在
大别山文学的故乡书写上继续
坚持向下、向上和向前，为大别
山的故事和声音、精神和风貌传
播得更广更远，奉献出更多更好
的精品力作。

霍山的地名都是三个字，让很多外地人感
到好奇，比如黑石渡、落儿岭、大化坪、上土市等
等，听起来就有故事。而霍山还有一个更特殊的
地名，是四个字，那便是我的家乡——— 鹿吐石铺
(位于霍山县落儿岭镇)。

鹿吐石铺，缘于一个凄美的故事。传说淮南
王谋反败露，其怀身孕的苏王妃被官兵追得走
投无路，只得向衡山国(今霍山)逃难，由于一路
的惊恐颠簸，导致苏王妃早产，为给夫君留下血
脉，苏王妃连日疲于奔命，却偏偏被一条波涛汹
涌的大河(现今的孔雀河)挡住了去路，苏王妃万
分焦急，追兵的马蹄声声像是敲打在她心头的
一记记重锤，就在王妃绝望之时，山上突然跑来
几只梅花鹿，争先恐后地跳入河中，口中吐出一
个个小石子，渐渐地变成了方方正正的大石头，
让王妃母子渡到河西，转危为安。鹿吐石铺，这
个天佑吉祥的名字，从此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从我记事开始，父亲就和我说着这个美妙
的传说，故事就像孔雀河的河水，流淌了两千
年，却没在我的记忆里刻下什么的印痕，想起，
忘了，又想起，又忘了。因为儿时的故乡，是贫瘠
之地，就连那渡人的石铺也淹没在历史的长河
之中。

上学那会儿，老师抓得紧，疲惫不堪的我，
对多写一个字都觉得是负担，因此特别讨厌在
表格上填写四个字的住址地名，那多写的一个
字仿佛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我不得
开心颜。
有一天放学，我来到孔雀河边，看着欢快的

溪水，想起了那久违的传说，鬼使神差的，我竟
遥想着山上下来一群梅花鹿，为我的人生铺设
一条宽敞的捷径，让我逍遥天涯。

故乡终究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驿站，十五岁那年，我背起行囊去外地求
学，离开了生我养我的鹿吐石铺。路，是羊肠小道，心却有些彷徨，站在十字
路口，我知道我没有苏王妃幸运，我企盼的梅花鹿一直没有出现。

后来在城里参加了工作，便时常想起家乡，也曾约三五闺蜜回老家
看看，那时起我便对家乡作了刻意的了解，不然怎么和别人说俺家乡好
呢！
白云庵，坐落在家乡824米高的挂龙尖上，相传是唐太宗李世民之妹李

翠莲，厌倦了宫中的明枪暗箭、侯服玉食出家所建，整个庵宇前后三进，片
石墙，小瓦顶，共29间半，因常年掩映在蓝天白云之中得名，现为市级文保
单位。庵后一棵古银杏，传说是诗仙李白酒后倒插的，千年以来，仍枝繁叶
茂，硕果累累，为白云庵画龙点睛，引来无数善男信女、文人墨客。现在的白
云庵已是游客观日出、拍云海、登高休闲的理想场所。

六万寨，雄峙于鹿吐石铺东北，是宋末曹平章为抗元而建，因驻军六万
而得名，这里的“六万晴霞”也成了霍山古八景之一。后来此寨也成了抗清
等抵敌御辱的城堡，太平天国时期，霍山县衙曾迁于此，陈玉成率太平军、
张乐行率捻军都曾攻破此寨。大革命时期，这里也是地下党和红军活动的
重要区域，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1938年秋，日寇的铁蹄踏入了霍山，企图取道霍山到湖北参加武汉会
战，9月25日小鬼子教导队1800多人来到了鹿吐石铺，当地军民同仇敌忾，
奋起反击，百姓送水送食送弹药，带路参战救伤员，仅两天的时间，我方共
歼敌1370余人，生擒数十人，敌联队长南浦湘吉受伤后带着残部仓皇逃命，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安徽境内消灭日军最多的一次战役，史称“鹿吐石铺大
捷”。鹿吐石铺大捷打破了日军穿越霍山驰援武汉的图谋，提振了中国人民
的抗战信心。

家乡的故事让我在朋友同事们面前有了显摆的资本，每次的同学会、朋
友聚会我都成为了“焦点访谈”，从此，我在不同场合都可以为家乡代言。

孔雀河漂流，是当地政府的一个招商引资项目，投资人看中了家乡的山
体优势和水资源，建成了堪称华东地区最长、落差最大的漂流，旺季时这里
人山人海，车水马龙，日均客流量近2万人次，成了暑期游客们的天堂。

电影小镇，在六万寨下，这里曾是“鹿吐石铺大捷”的遗址，如今已建成
了小有名气的休闲娱乐、探幽怀古的旅游景点，景区内的大型实景剧———

《大别山传奇》，再现了当年抗日烽火，倍受游客青睐。以家乡鹿吐石铺为拍
摄背景的抗战电影《热血地雷战》也于去年公映，再次把我的家乡送上了热
搜。
现在的鹿吐石铺成了乡村游的一个重要节点，如果是在双休日、节假

日，这里真是一房难求、一桌难求，而每到这时我又成了同学、同事和朋友
们的“焦点”，都托我在七大姑八大姨那订一间房、订一桌饭。

年前回了趟老家，在二叔的大别墅里小坐，二叔便滔滔不绝起来：一百
多天的漂流季，他家仅快餐一项收入就达6位数，另外还有空闲的房屋租
赁、小表妹的兼职导游收入等。二叔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见我似有惊恐的
目光，接着说，这都不算啥，隔壁的储小鱼，知道吧，每季光收集游客扔下的
漂流玩具，就赚了近十万，原来这些塑料“废品”，有很多是可以重复使用
的，有些修复一下也是可使用的，不能用的就卖给废品收购站，这样不仅给
储小鱼铺就了一条致富门路，还保护了环境。还有，那个火烧眉毛都不急的
徐老摸，你可记得了？真是慢人自有慢人福，他的小
竹编、小香薯、小盆景等，现在火起来了，一年下来也
是好几万啊。二叔说这话时，伸出了五指，还特意在
我眼前抖了抖，充满了自信……

离开二叔家，我忽然有了回归老家的想法，当年
拼命地想跳出“农”门，如今看来或许就是个错误，冥
冥之中，我感觉有一群小鹿在故乡为我铺好了康庄
大道。

老家村子的后面是一个名叫张郢的小村庄，村庄
不大，临湖而居，住着十来户人家，张姓为主，夹着陈
姓、巴姓两户人家。村民以农耕为主，每逢冬季来临
时开始另一项营生——— 糊红灯笼。灯笼竹篾为骨，红
纸为衣，外涂一层桐油，再用杂木锯成小圆底，穿上
铁丝做成提梁，配以细竹提杆，点上一根红蜡烛插在
底座的铁钉上，我们小时候念念不忘的纸灯笼就可以
提出去玩耍了。张郢的红灯笼远近闻名，不仅因为它
们的制作工艺传承了数代，更因为灯笼里透出的暖暖
的光，似乎能驱散冬日的严寒和人心的孤寂。

儿时，我曾跟随父亲前往张
郢访亲，恰好遇到城里报社的记
者采访，因为拍摄画面需要，我还
被拉去客串了一次群众演员，摆
拍了一组画面。成年后，我进入报
社工作，也曾翻阅档案室的老报
纸，希望找出当年出境的照片，只
可惜翻了许久终未如愿。

每年腊月，我们这些孩子便
迎来了寒假，我们并不贪睡懒觉，清晨即起，聚至村
口。此时，寒冬已将阳沟冻得结结实实，我们便将小
板凳倒放在冰上，一个孩子坐于其上，后面两个小伙
伴推动，简陋的雪橇游戏便在这冰面上展开。这时，
张郢的几位大人各自肩负着一根长竹竿，上面挂着一
串串红灯笼，准备送往城里售卖，从我们身边经过。
我们总是幻想着父母能早日为我们购置一个，挂在床
头，心中期盼着春节的早日到来，以便与小伙伴们点
燃红烛，串门拜年。踩着村庄路上皑皑的白雪，感受
红灯笼散发出的温暖红光。

我们扳着手指计算着春节的临近，期待着提灯夜
游的日子。好不容易到了春节，我早早起床，帮着爸
爸贴门对挂大门上的大红灯笼，我压抑着满心的欢
喜，焦灼地等待着，妈妈忙着烧菜，爸爸开始烧香放

爆竹，我们围着桌子开始吃年夜饭，给大人敬酒说祝
福，拿上爸妈给的红包，我们姐弟仨就飞出了家门，
相约在谁家集合，十来个组成一队，每个人脸上洋溢
着笑容，大人们也不埋怨我们疯跑，在大门口笑着帮
着我们点好蜡烛，绑好提灯笼的竹棍，于是我们肆无
忌惮地提着灯笼游街串巷，大伯家门里出来、七爹爹
家门里进去，每家的大人都会给我们发一些瓜子糖
果，我们嘴里塞得鼓鼓的，兜里也装得满满的，我们
高兴地卖力地游着转着，嘴里还跟着大孩子嚷嚷着过
年讨喜祝福的话，我们比着谁的声音大，喊累了就不

吭声了，只管提着灯笼你追
着我，我追着你，要好的孩子
拿着灯笼互相碰碰头，似乎
和大人握手一样算是两个灯
笼的见面礼了，爱疯玩的孩
子便在追逐嬉闹中看谁的灯
笼不会灭并且能完好无损，
最不幸的是有时小一点的孩
子因为掌握不好蜡烛火焰的

大小，一不小心再遇到一股大风，灯笼就会在我们的
尖叫声中化为灰烬，让快乐的孩子难过好久……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灯笼市场早已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那些塑料材料做成的各色灯笼替代了纸
灯笼，成了现在孩子们的新宠，有十二生肖的、有飞机
轮船的，今年应该还有哪吒闹海的，这些灯笼因为没有
火烛更加安全，玩起来大人们
也更放心，但我总觉得这样的
灯笼缺少了儿时的乐趣，总喜
欢把目光投向越来越少的民
间纯手工的纸灯笼身上，它们
虽然简单，但却是民间能人巧
手所为、匠心所在，是我们这
一代人难以割舍的乡村情结。

丹青气息

一朵云
裹挟冷冽寒风飘来
一波一波的史河水
唱一个乐园的歌
涤荡着婆娑世界
的烟尘

我在我诗歌的心中
倾听它的声音
夕阳下，那略带
沧桑的颜色
渲染灯的火焰
召唤从深处传来
丹青的气息
收进眼底

拔节的风景

掰开丛丛霜影
苍茫的宇宙，一轮月
温和、明亮
风躲在梅香里
把一朵朵故事
讲述给冬夜
我的眼角挂着山岚
耳畔是万物拔节的声响
多么美好
村庄的深处
隐约传来
一首春天的歌

年的身影

史河，铺展
金灿灿的阳光
山鹰鹏翔

腊梅花儿抱香

大龚岭脚下那片麦地
捧起碧绿
笔架山静坐史河身旁
家园梅山正在兴盛
旅游产业

我的情丝
随清清的河水
缓缓行走
举目，走来
年的身影

万紫千红

红灯笼高挂大门前
它张开的双臂，招展
青枝绿叶
年，和蔼
向你也向我

送来三月的风
那山那水，万紫千红
绰约多姿的兰
馨香

祝福的词语盘点
汇聚
我的一首小诗成长
正得意呢

沈俊峰大别山文学创作的三个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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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评
论论

鹿
吐
石
铺
我
的
家

余
晓
芹

拔节的风景（组诗）
冯 英

红 灯 笼
江 湖

散散
文文

副副 刊刊
本本版版责责任任编编辑辑：：流流 冰冰
邮邮箱箱：：554433338855554411@@qqqq..ccoomm

老树最先醒来

一丛新绿

开始探头探脑

于干枯的树干间

泄露了

春天的秘密

诗
与
画

流冰/文图

散散
文文

二月二，龙抬头。一个充满诗意
和期许的日子，似初春里的一缕微
风，拂过大地，唤醒了沉睡的万物，
唤起了人们心中对美好生活的祈
愿。

儿时的我并不知道“龙抬头”的
寓意，只听父亲念叨过，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龙一直被视为祥瑞之物，呼
风唤雨，是农耕社会的重要图腾。二
月二恰逢惊蛰与春分之间，万物复
苏，春耕伊始，象征着生机与希望，
人们在这一天会通过各种习俗来祈
求风调雨顺。
这一天，南大街醒得特别早，一

条麻石板铺就的千年老街，一个平
日并不起眼的理发店渐渐热闹起
来。剃头匠是个哑巴，一大早便忙着
打扫店铺，生灶烧水。不一会儿，男
人们便鱼贯而入，排队等着“剃龙
头”，把本就狭窄简陋的小店挤得水
泄不通，这种繁华景象恐怕一年也
就这一天。“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

有精神头！”哑巴一边剃一边唠叨着，只见他手脚麻利而不
失手艺精湛，十来分钟便可搞定一个“龙头”。他老婆打下
手，倒茶续水，洗头收银，夫妻俩劳累并快乐着。

王奶奶抱着大头孙子也来凑热闹，“不好意思，各位爷
爷叔叔，我要插个队了！我家小宝宝刚满月，今天图个吉利，
给他剃胎毛”。老家是有这个习俗，二月二给婴儿剃胎毛，意
味着长大会前途无限出人头地，家长还要给剃头师傅包红
包或送红鸡蛋呢。胎毛一般不全剃光，剃头师傅会在小孩的
脑壳后面留下一撮毛，像根老鼠尾巴，算是宠儿的标签吧。

这一天，人们还会吃“龙食”。吃水饺叫吃“龙耳”，吃春
饼叫吃“龙鳞”，吃面条叫扶“龙须”，吃馄饨叫吃“龙眼”，平
日里吃的大米饭在这一天都叫吃“龙籽”，如此等等，反正都
要跟龙攀上点边，寓意沾龙气，行好运。

母亲是北方人，做面食是她的拿手绝活。这天一早，母亲
便开始揉面、剁饺子馅，忙得不亦乐乎。揉面是体力活，也是技
术活，母亲像是杂技演员，一大团白面在她的手上来回翻转，
肆意滚动，不一会儿就变得光滑柔和，呆头呆脑。母亲说，揉面
的标准就是做到“三光”，手光、盆光、面光。此时母亲额头上已
沁出细密的汗珠来，却掩不住脸上的笑意。面揉好了，上面铺
一层纱布，放一边醒着，便开始剁饺子馅。即便是刚过完正月，
猪肉还是稀罕的，需凭票供应，只能点到为止，饺子馅以时令
蔬菜为主。韭菜是姐姐刚从街上买来的，碧绿鲜嫩，香气扑鼻；
荠菜则是母亲在郊外田埂上挖来的，还带着春天的气息。饺子
馅看似油星不多，但绝对是土生土长原生态，那种天然的味道
现在真的难寻，想想都是一种奢侈。一家人围在一起，母亲负
责擀面皮，父亲和姐姐负责包饺子，我不会包，只能干些烧火
添柴的粗活，弟弟妹妹啥都不干，围着锅台急得团团转。饺子
放在簸箕里，一圈又一圈，像一串串元宝，更像一朵朵绽放的
花瓣，也神似一只只龙耳。饺子皮薄馅多，咬一口满嘴清香。父
亲斟上一杯酒，说是要先祭“龙神”，祈求家宅安康好运延绵。
大家说着笑着，空气里弥漫着幸福的滋味。
左邻右舍的小伙伴们在院子里追逐嬉戏，手里攥着自

己扎的五彩的风车。风车在春风中呼呼地转动，洒下一串串
欢快的笑声。我来到西郊三里街的河边，河水在阳光下泛着
粼粼波光，岸边的柳树已抽出了嫩芽，像一串串翠绿的珍
珠。我俯下身，只见水里游过一尾尾小鱼儿，银色的鳞片在
阳光下闪烁，仿佛是龙王爷派来的信使。

不远处传来了喧闹的锣鼓声，城关镇里的舞龙队开始
上街表演了。金色的龙身在阳光下翻腾，时而昂首朝天，时
而俯身探地，活灵活现，惟妙惟肖。龙头在前面引路，龙身不
时摇曳着苗条的身段，或上或下，或左或右，循环起伏，在春
风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
一阵春风吹来，带着泥土的芬芳，带来生命的律动。仰

望天际，我仿佛看见了那条巨龙，昂头在银河中畅游。
二月二，龙抬头，春天真的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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