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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雨时歇，夏雨轻斜，《流淌在档案里的淠史杭》
纪录片摄制组出发！驶往金安区张店镇沿途，桃岭浓荫
密枝间，脆桃探头探脑。一大早，大圣脆桃交易市场
里，人流如潮，车进车出，成筐的脆桃飘着甜甜的果
香，分拣的、推筐的、过秤的、装车的，忙忙碌碌而又
井然有序……柽树庵村委会主任鲍玉有点傲娇地说：“我
们村这样的交易市场三处呢。来，我带你们再去果园看
看。你们也可以体验体验，摘桃工1个小时15块，分拣桃
子一天130元，搬运工一天300-400元。”

我们赶到果园的时候，10点多，74岁的魏大妈高声
大语地在树棵里搭话：“鲍姑娘，我早上5点就到岗啦，权
当锻炼身子骨。我们几个老姐妹，边搞活，边叙话，还
不急不慢地挣钱。我们上午干到11点，东家已经回去烧
饭啦，我们一会完工就去吃呢。”村组水泥路上，时不
时有小型货车往来，将已经装在水果篓筐的不同品种的
脆桃装车运往交易市场。耐不住果香的诱惑，从树上揪
下大红桃“六月红”，在旁边水塘里匆匆洗洗，大口啃
下去，哈哈，蜜汁直流，“简直就是喝桃汁呀！”

饮水思源，我们的目的地就在果岭深处，继续往渡
槽方向进发。禾田青青赛诗行，白鹭翩飞入画来，细雨
远山如黛，村廓静谧掩雾，携裹桃香，来到打山渡槽。
仰视渡槽，凌空飞架，气势不凡，抑制不住内心的激
动，急急穿林拾级而上，终于站在了久慕的渡槽之上。

随行的袁导老家就在施桥，在行程中就不断地给我
们输出家乡的变化，小时候生活艰辛，水通了，路平
了，现在周末回家在水塘里钓鱼别提多惬意，几近炫耀
地“吐槽”：每次回家老头老娘都把后备箱塞得满满当
当,春有李杏、夏有鲜桃西瓜、秋天梨枣，平日里的蔬菜
更是花样迭出……看着缓缓涌流的灌区水，他高兴地
说：我们这次来的正是时候，可巧放水灌溉，又下了几
天雨，记录拍摄渡槽动态还真给力呢。

打山渡槽，位于金安区施桥镇栗树村附近的杭淠分
干渠，横跨陈家河上。该渡槽是按照既能沟通史淠杭三
河、充分发挥皖西六大水库灌溉航运,又能打通江淮两大
水系、实行南水北调规划设计而施工的，是淠杭沟通的
最后关键性的一个建筑工程,可灌溉33 . 05万亩耕地。

据史料记载，当年就怎样建打山渡槽，没有现成的
经验可循。经指挥部讨论研究,决定先到河南红旗渠看一
看再说。考察组的同志看到红旗渠是用条石浆砌修的,在
此启发下,他们回来建议用条石浆砌桥墩,经过考证,决定
就近用打山的石头为原料,建渡槽。这方案很快得到淠史
杭指挥部的批准。

接着,由六安市水利局工程技术人员设计,为双曲拱
结构,共15孔,南北两端孔跨度48 . 75米,其余孔跨度为50
米,高10米,槽身长785米,总长834 . 2米,槽宽6米、深
2 . 85米。渡槽下面的陈家河集水面20平方公里,按50年
一遇洪水设计,流量为1000立方米/秒。

从1971年4月开工,2000多名民工开进工地,其中石
匠50人。开石的、打石条的、运料的、浆砌的，克服难
以想象的苦与难，硬是用辛勤的汗水和智慧，浇筑出一
条人工长河，也成为六安水利建筑史上独具特色的人文
景观，石浆砌10米高双曲拱渡槽，可称得上六安市的
“赵州桥”。

穿过高山村桃源人家脆桃智慧谷，马不停蹄地来到
安徽省淠史杭管理总局将军山管理所。“沟通江淮”石
碑静静地横卧在入口处，红彤彤的四个大字在绿茵茵的
草坪上尤其醒目，下面一行“六安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将军山渡槽”(2022年入选全省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
彰显着它的历史地位，与之相视而望的是一株高大的香
樟树，树身标牌“1977年栽植”，近半个世纪的烟雨滋
润，遒劲的树干顶着郁郁葱葱的树冠，喜鹊在枝头叽叽
喳喳地叫着，愈发反衬出含烟幽静。

“舒城有座将军山，飞落天河飘山间。鲤鱼常在雾
里跳，行人可在云中穿。槽连长渠千里远，引来江水灌

淮田。南水北调圆夙梦，治淮史册著鸿篇……”站
在将军山渡槽上眺望远方，山脉逶迤，近处阡陌纵
横，炊烟袅袅。

管理所副所长刘江，清瘦高挑干练，边带领我
们登上渡槽，边娓娓道来：当年修干渠沟通淠河与
杭埠河，要穿越丰乐河，黄昌栋和他的助手们奇思
妙想——— 在将军山上架一座渡槽，修“地上河”，
可通航50吨级轮船。将军山渡槽，成为沟通淮河水
系和长江水系的重要枢纽，1969年12月开建，
1971年6月竣工，全长894米，平均高25米，宽7
米，16个桥孔，是目前全国最长的渡槽，实现了皖
西“南水北调”。从龙河口水库引水，为舒城县张
母桥和金安区施桥、张店、双河等乡镇每年提供12
万亩农田的灌溉用水。2013年省水利厅专项拨款用
于修缮维护，对整个大桥进行全面的维护和加固。
“我们现在智慧化(数字孪生)管理体系健全，加上
巡查监管，确保灌区安全供水保丰收。”

站在高高的南边桥头堡望向笔直的渡槽尽头，
想象着当时物资特别匮乏，设备十分落后，没有大
型机械，没有工程车辆，唯有一双双粗糙的手，一
副副压不垮的肩，凭着多大的信念和干劲，铸造起
这么伟大的工程，同时塑造出永世传承的淠史杭战
天斗地精神。

在管理所文化走廊两边，挂着十多幅精选的历
史图片，依然穿越时空给人无比的震撼：有群众
“千军万马会战将军山”肩挑手提的劳动场景，仿
佛声声劳动号子远远地传来；有指挥长赵子厚、县
长李屏等奔赴一线与群众边劳动边谈心的场景，碰
撞出智慧的火花和满满的干劲；有渡槽通水时干群
振臂高呼激动欢快的场景，还有外国友人、水利专
家参观伸出大拇指点赞、惊讶之情的定格……照片
是黑白的，有些还是模糊不清的，可是它们传递的
信息和能量却是愈久弥新、日日攀升。

渡槽里的水孜孜不倦地流淌着，灌溉广袤的良
田；修建渡槽的人讲述着红色故事，传承精神动
能。近年来，张母桥镇充分利用这一独特的红色文
化资源优势，大力弘扬淠史杭战天斗地精神，突出
将军山渡槽旅游开发，目前已完成3A景区规划。
同时，积极引进种养大户，发展香椿、火龙果、杭
白菊、小龙虾等特色产业，挖掘竹编等传统非遗文
化，奔赴在建设幸福和美乡村的大道上。
回望将军山渡槽两端桥头堡语录碑上镌刻的

“人民，只有人民，是推动世界历史的动力”，蕴
含着深厚的人民情怀，“大干一百三，拿下将军
山”这一气壮山河的口号依旧有穿透力，无数先辈
们自力更生、热血奋斗的时代记忆，也成为新时代
乡村振兴发展的源头血脉。

烟雨渡槽，生机勃勃。

烟烟 雨雨 渡渡 槽槽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徐徐 缓缓

为拓宽学生文学视野，提升他们文
学与传播学的跨学科素养，6月4日下
午，皖西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举办“古
龙的文学贡献与浪子精神”讲座。中国
武侠文学学会副会长、著名武侠文学研
究专家、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陈墨教
授应邀担任主讲。
陈墨，原名陈必强。安徽望江人。曾

就读于安徽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出版著作有“陈墨评金庸系列”13
卷，《新武侠小说二十家》《海外新武侠
小说论》《新武侠之趣》《港台新武侠小
说五大家精品导读》《香港武侠小说
史》，以及中国电影史研究、口述史学研
究专著若干。
阐释武侠经典：古龙小说现代性的

多维呈现
在陈墨看来，古龙小说具有明显的

现代性，体现出对武侠小说传统写作的
创新与突破。如武打多是武侠小说的重
头戏，但古龙简化武打过程，转而注重
心理描写和环境刻画；传奇方面，梁羽
生将历史维度引入了武侠小说，金庸增
加了成长模式和预言模式，古龙则进一
步增加侦探小说、冒险小说、间谍小说
和神魔小说等叙事模式；对侠义的改
进，古龙发明今为古用，在武侠小说中
渗透社会变革的价值观念，如少杀人，
对人格的尊重等。
解读浪子精神：从江湖叙事到现代

性精神镜像
陈墨指出，古龙笔下的李寻欢、楚

留香等浪子形象，突破了传统武侠的侠
义叙事范式，成为现代性精神困境的文
学镜像。“他们的孤独不是江湖寂寞，而
是存在主义式的精神漂泊；他们的反叛
不是简单的离经叛道，而是对传统伦理
秩序的现代性质疑。”并通过剖析《多情
剑客无情剑》中李寻欢的自我放逐、《边
城浪子》中傅红雪的复仇困境，向听众
展示出古龙以浪子为载体构建的“孤
独—自由—超越”精神三部曲。“这些浪
子在江湖流浪中完成的，是对生命本质
的哲学叩问——— 他们寻找的不仅是江

湖真相，更是现代人失落的精神家园。”
跨学科融合：文学审美与文化传播

合奏和鸣
陈墨强调指出文学故事的精神滋

养作用，文学的意义正在于维系人类精
神世界的清风明月。他引入“议程设置”

“受众研究”等理论，指出古龙作品通过
塑造浪子这一独特符号，成功引发大众
对江湖侠义、人性善恶的讨论。从“使用
与满足”理论视角看，读者通过阅读浪
子的江湖故事寻求情感慰藉与精神寄
托，获得自我认同；古龙小说及其影视
改编作品中对人性、友情、正义的探讨，
借助口碑传播与媒体宣传形成强大的
文化影响力。
学术深耕：构建武侠文学的学术坐

标系
作为中国武侠文学研究的拓荒者，

陈墨的学术历程本身即是一部“武侠学
术史”。他先后求学于安徽大学、中国社
会科学院，以《新武侠小说二十家》《香
港武侠小说史》等奠基之作，确立了武
侠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支流的学术
地位。正如他所指出的，“武侠文学不是
通俗娱乐的附属品，而是中国现代性进
程的文学见证者。从金庸的历史解构到
古龙的现代性焦虑，武侠文学始终与时
代精神同频共振。”
互动思辨：叩问文学价值与激发青

年作为
在互动环节，听众就“如何走上武

侠小说研究之路”“浪子形象与流浪汉
形象比较”“浪子精神对当代青年价值
观的影响”等问题进行请教，陈墨一一
详细解答。当被问及“当代青年如何继
承武侠精神”时，陈墨寄语：“不是模仿
江湖招式，而是守护浪子心中对自由与
正义的永恒热望。”
此次报告会不仅是对古龙文学世

界的深度意义开掘，更是一次关于“文
学何为”的时代叩问，让武侠文学从江
湖恩怨的叙事场，升华为照见现代心灵
的精神镜像，对文传学子自立自强将来
服务强国建设也是一种有益启迪。

张张孟孟舒舒 摄摄

本报讯(徐明飞)6月12日，在池州
市青阳县举行的2025年“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安徽主场活动上，安徽省文物
局公布第二批共6处安徽省省级考古
遗址公园名单，我市六安汉代王陵成
功上榜。

安徽省考古遗址公园是指由省文
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认定命名，以重
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
有科研、教育及休憩功能，在全省范围
内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示范性的特定
公共空间。

六安汉代王陵,为西汉六安国王陵
区,位于六安市金安区三十铺镇、先生
店乡和望城岗街道境内,毗邻六安市
区。由四代六安国国王及其王后的陵
寝和39座大小不等的附属墓葬组成,
面积约10平方公里，每处王陵有独立
的陵园,周边布局有陪葬墓、陪葬坑、
车马坑，整个陵区经过统一规划，布局
清晰、规模宏大，为汉代分封的众多诸
侯国中唯一保存完整的王陵区，是研
究汉代诸侯王丧葬制度与分封体系的
独特标本。2006年3月-2007年1月,省
市文物部门联合对双墩1号墓进行了
考古发掘,其中出土的“黄肠题凑”葬

制在安徽境内是“第一”也是迄今“唯
一”的，该考古项目入选“2006年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六安汉代王陵于
2013年3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十二五”和

“十三五”时期全国150处大遗址保护
项目之一。

近年来，在国家和省文物部门的重
视支持下，六安市先后实施了双墩一号
汉墓地下室支护、本体保护、王陵安全
技术防范系统、王陵“四对八大墩”盗洞
回填及围护等重点项目，科学编制了保
护规划，设立了专门管理机构，并探索
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其有效保护、合
理利用、科学展示，不仅保护了这一重
要文化遗产，还对区域社会经济、文化、
旅游的协调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次正式公布的第二批安徽省省级

考古遗址公园分别是：人字洞遗址安徽
省考古遗址公园(芜湖市)、和县猿人遗址
安徽省考古遗址公园(马鞍山市)、华龙洞
遗址安徽省考古遗址公园(池州市)、磨盘
山遗址安徽省考古遗址公园(宣城市)、孙
家城遗址安徽省考古遗址公园(安庆市)、
六安汉代王陵安徽省考古遗址公园(六
安市)。

晨光熹微，霍山县医院集团衡山分院
的中医工作室已挤满候诊的乡民。空气中
浮动着草药的清苦，诊桌上，张晓松三指
轻按脉门，屏息凝神。指尖下，生命的搏动
若隐若现，如一条潜行的暗河。身后，“淠
衡钝斋医学”的乌木牌匾静悬于壁，无言
诉说着百年医道的千钧之重。

张晓松，1979年冬生于安徽霍山中
医世家，中西医结合副主任医师、全科医
师，现任衡山分院中医科主任，六安市中
医药协会理事，霍山县中医药协会副秘
书长。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淠衡钝斋
医学”第五代传承人，他接续的是皖西名
医徐大桂、刘钟奇一脉的百年薪火。

家学沃土孕新芽
霍山南岳衡山脚下长大的张晓松，

童年浸润在浓得化不开的药香里。外祖
父刘钟奇那悬壶济世的身影，是他生命
初始的医学图腾。少年常在诊桌旁，看外
公凝神望诊，细语问切，听他讲述徐大桂
先生如何以精妙“气化”之理，重释千古

《伤寒论》。辨识药草时，外公掌心托起的
每一味本草，都浸透着对“钝斋医学”近
乎神圣的虔敬。

一句“长大后学医”的期许，锚定了少
年晓松的航向。1994年，他踏入中药职业
学校；三年后，更循古礼拜入舅父刘大赋
门下。师道尊严，舅父授业近乎严苛。从

《药性赋》到《黄帝内经》，自《伤寒论》至家
传秘本《伤寒论类要注疏》《医学直指》，字
字须嚼透，句句得深究。随师侍诊，患者面
前突来的犀利考问常令他手心沁汗，答错
后的厉声斥责曾是诊室里令人窒息的时
刻。这番淬火般的锤炼，却让张晓松的临
证功力在重压下破土疯长——— 医道本无
温情捷径，唯有拾级而上的孤勇攀行。

兼收并蓄铸医魂
千禧之年，经前辈杜兆雄引荐，张晓

松负笈合肥，师从眼科学泰斗黄淑仁教
授。初见，大师的谦和冲淡便如春风拂
面。黄淑仁治学如精密仪器般严谨，生活

却有寻常老者的质朴无华。潜心科研数
十载，著作等身而锋芒尽敛。两年临证相
随，张晓松目睹先生如何以现代科学精
神烛照传统医道，更在耳濡目染间，将那
颗“不求名利”的医者仁心深植血脉———
这为他日后在浮华中守住本真，埋下了
一枚定海神针。

此后的求索之路愈加开阔：安徽中医
药大学寒窗苦读，又在六安进行西医心血
管科一年深钻。中医辨证的玄奥气韵，西
医检测的精准锋芒，在他心中反复激荡、
交融生变——— 医学的边界在碰撞中悄然
延展，宛若两条大河的深情相汇。

百年孤灯照薪传
张晓松所承的“淠衡钝斋”医魂，凝于

徐大桂先生1935年所著《伤寒论类要注
疏》。此书开风气之先，以“气化”为钥重解

《伤寒》，当年即获上海中医书局秦伯未先
生击节称赏，力荐付梓。然抗战烽烟骤起，
出版之路戛然而断，医理仅靠门人手抄秘
传。直至1985年，经杜兆雄等苦心搜求整
理，这颗蒙尘明珠方得重见天日。

伤寒大家刘渡舟曾盛赞：“学风朴而
不华，说理明向且简，深通辩证之机，精
研气化之理。”直指“气化学说乃伤寒学
最高理论”。书中对篇章的系统钩玄、气
化机理的独到阐发，穿透岁月尘埃，至今
熠熠生辉。
自创始人徐大昭肇始，经徐大桂先生

发扬光大，可惜此奇才四十六岁便英年早
逝。当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邀约函辗转抵
达，乡政府只能黯然回复“此人已殁”。乱
世飘摇，钝斋医脉几近断绝，唯余张晓松
外祖父一脉如风中孤灯，倔强续焰——— 而
今，这炬沉甸甸的省级非遗火种，终传至
第五代嫡传张晓松掌心。

仁术仁心泽桑梓
张晓松的中医专家工作室，是乡土中

医的鲜活切片。应
诊时他经常自嘲
为“万金油”，恰是
中医全科本色的率
真写照。诊桌后，铁皮
柜里数千份病历整齐列
阵，默默见证门诊量从昔日
门可罗雀，到如今日接四五十人
的蜕变。更令人惊叹的是纯中草药业务
的飞跃——— 这五年，医院里用中草药治病
的人翻了100多倍！为啥？因为中草药确实
管用——— 花钱少、见效快，还方便。老百姓
现在都认这个理：用中草药既能治好病，
又能少花钱。这些数字可不是冷冰冰的，
它代表着千千万万普通人对中医实实在
在的信任和选择。

笔下斟酌处，常在“效”与“廉”间辗
转。为省下“三剂药如何煎服五天”、“猪蹄
甲加皂角刺代穿山甲”、“鹿胎粉替紫河
车”——— 这些药方背后的精打细算，藏着
多少庄稼汉紧攥纸钞、指节发白的窘迫。
深谙家学精髓的他，常赠患者田间俯拾即
得的简便良方：鸦胆子酒点疣、千里光煎
汤止痒、红玉膏疗烫伤……这些近乎零成
本的验方，在阡陌间口耳相传，疗效即是
最动人的口碑。一位巢湖失眠患者愈后，
竟携亲友驱车六小时星夜求医，队伍中白
发苍苍的老者与垂髫稚子并肩而立。深深
车辙，不仅丈量着信任的厚度，更刻写着
中医在民间沃土中生生不息的根脉。

守真抱朴向未来
问及学术抱负，张晓松只淡然一句：

“学好中医，为家乡父老看病，别让它在我
们手上断了根。”朴素话语背后，是对中医
命运的深沉忧思：“中医的命脉在临床，在
实实在在的疗效！”在他看来，脱离临床、
以西律中的所谓“科研”，恰是令中医“本
色尽失、优势全无”的歧途迷障。他笃信：

唯有凭借真
切的疗效，善用中

医独有的思维与良方治病救人，方为传承
正途。
诊余时光，他步履不停。城关小学讲

堂上，他化身中医启蒙人。当孩子们传看
草药标本，指尖沾染草木清芬，争相练习

“脉诊指法”时，张晓松眼底跳跃着星火。
“中医进校园”于他，绝非任务，而是关乎
文脉存续的薪传之举——— 他在童蒙心田
里悄然播撒古老智慧的种子，静待春风吹
度，星火燎原。

夜色四合，诊室帘幕低垂。张晓松翻
开厚重的名医医案，每天的研读雷打不
动，笔记上密密匝匝爬满了古今验方的智
慧结晶。灯光剪出他伏案的侧影，恍然间，
竟与百年前油灯下批注《伤寒论》的徐大
桂身影幽幽重叠。窗外，霍山如墨静卧，淠
河水声隐隐可闻——— 这千年不绝的流淌，
恰似中医绵延的命脉，在张晓松这般守夜
人的掌中，不舍昼夜，奔流向前。
张晓松中医专家工作室的草药清香，

岁岁萦绕，恰如钝斋医脉流淌百年的芬
芳；霍山深处采药人的背影，晨露沾衣，正
是中医扎根泥土的倔强身姿。他以仁心为
秤，称量每一味药的效力与斤两；以传承
为炬，照亮淠河两岸的田间巷陌。当学童
在校园里辨识出第一株车前草，当农人在
田埂边采回止痒的千里光，那源自上古的
生命智慧，便又在皖西的层峦叠嶂间生生
不息——— 不必金声玉振，自有大地回响。

剪 纸
一把剪刀锋落口起
剪出花朵细腻的纹理
抑或散发着宣纸的芳香
含苞的平面，待放的立体

剪出飞鸟翩翩起舞
千姿百态无与伦比
剪出流云轻盈的墨线
如诗如画灵动飘逸

剪出十二生肖栩栩如生
静动结合憨态可掬
剪出春夏秋冬365天
风姿绰约的一年四季

剪出纸上的遒劲书法
诸子百家行楷篆隶
剪出朗朗上口的绝妙诗篇
让如痴如醉的人间形态各异
皮影戏

人物出场能把夜熨烫出满天
星斗
能让“寂寞嫦娥舒广袖”
以梦为马也能突然昂首
可使“吴刚捧出桂花酒”

音韵降低像灯影翻身
悄悄把整个酣眠的村庄驮走
声调拔高时如万马齐啸
银河系开始不停地颤抖

跳时，
让那么多未拆封的黎明开口
跃时，
可在绸缎的褶皱里精神抖擞
轻，羽毛飞翔
重，泰山固守

问：何谓皮影戏？
答：搅动整个宇宙……

泥 塑
在遇见仰韶火焰的遗嘱时
正翻译河姆渡冰层的月光
那些被良渚时间封缄的曲线
突然在楼兰流水般的指纹下
蜿蜒成殷墟解冻的河

清水与黄泥相互驯服
在手指旋转的间隙里
一次一次虔诚地完成
对地平线的临摹

泥土记得所有失传的舞蹈
当时光隧道出现美轮美奂时
本色突然变得塑起般锋利
用“元宇宙”式的微型手术

刀去剖析
像切开五千年前的———
一粒黍
柳 编

柳条在子丑寅卯里褪去颜色
让绿意沉入水底
杞柳吹拉弹唱及弯曲的技艺
用顺从对抗断裂

根根柳条如待编的曲谱
在灵巧的手指间弹奏
每道横折的笔画
都是绿色的韵脚
将柔韧的烦恼编进心想事成

柳编如收集散落的断句
它们曾在寂静处与鸟鸣合谋
成型后的它们如自上而下由

左及右的古体诗文
成为盛放空寞的容器

空
是它存在的意义
也是人们不断填满
又倒出的缘由

六安汉代王陵获评
第二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

阐 释 武 侠 经 典
解 读 浪 子 精 神

徐 君

霍邱非遗元素 (组诗)
夏书阔

医医心心如如淠淠水水长长流流
张启平

（（本本文文图图片片除除署署名名外外均均由由徐徐缓缓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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