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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在大别山地区的雨花菜，是
当地人舌尖上的美味佳肴。雨花菜
学名叫省沽油，是一种多年生落叶灌
木，不足两米高，上面开满了像珍珠
一样的小白花，在绿叶映衬下，显得
格外清淡高雅。每年三月，人们采摘
雨花菜初长的嫩茎叶及花蕾，利用机
械对其进行杀青、揉捻，然后将其晒
干，再进行分拣、包装制成成品。为
确保枝干上长出的叶子始终保持鲜
嫩的状态，一年一度，待树上的花和
叶采摘完了，那些生长时间较久的枝
干就要被砍掉，让它重新长出新的枝
干，等到来年，枝干长出的花和叶自
然会鲜嫩。用鲜嫩的花和叶加工出
来的雨花菜，特别清香爽口，咀嚼后
会感到浓郁甘甜，会让人体悟到“苦
尽甘来”的人生况味。它还具有减
肥、美容、防癌抗癌作用，堪称森林软
黄金，长期食用可延年益寿，古代它
曾被列为贡品,又名万寿蕾。

关于雨花菜的记载，可以追溯到
西汉时期，这说明雨花菜在传统饮食
文化上早就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
三月里，我们在位于大别山腹地、皖
西南境内一个叫邱山村的地方，看到
群山拥抱的村庄遍布着雨花菜。据
村里人说，雨花菜这个叫法，在他们
村村很早就有，至于是从什么时候流
传下来的，无从考证，据说是因为它
在谷雨前后开花时采摘，所以这里的
人们都把它叫雨花菜，但在大别山地
区的其他地方，它都不叫雨花菜。在
安徽庐江县，人们管它叫百花菜，而
关于这个名字的由来，在庐江县当地
流传着几个不同版本的传说呢！

有一种传说，唐朝末年，黄巢起
义军席卷全国，住在庐江县百花寨山
下的一名女将，奋起响应，率领队伍
起义，驻扎在百花寨。朝廷派重兵围
攻，女首领率军英勇激战。唐军见硬
打不行，便改用围困之策。此时山中
粮草已断，女首领遂指挥军队在山上
遍采一种可食用的灌木嫩苗，煮熟
充饥，使队伍顺利度过难关，并最
终夺取胜利。后来，当地人称女首
领为“百花公主”，而此灌木嫩苗因
解燃眉之急，被起义军奉为“救命
菜”“百花菜”。

第二种传说则显得十分凄美。
相传很久以前，百花寨有个年轻美貌
的女寨主，英姿飒爽，人称“百花公
主”。她带领村民男耕女织，守护着
这方土地的平安，后遭围剿，百花公
主兵败悬崖边，不甘被俘受辱，纵身
跳入深谷。当地村民在谷底未能搜
寻到公主尸骨，但发现一片灌木丛生
的绿叶树丛，青翠的叶片上吐露着点
点光洁圆润的白色小花。村民正值
饥饿难耐之时，采摘填腹，竟清香爽
口。大家都认为公主没有死，而是化
身菜苗来解救饥饿的村民了。于是，
人们将此野菜取名“百花菜”……

而在湖北红安县，人们将雨花菜
称之为珍珠菜，至今那里仍流传着一
个故事。1931年冬，蒋介石对鄂豫皖
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红四方面
军一部退守红安县天台山。山上没
有粮食，红军战士在山上发现了一种
灌木植物，它春天开花，开出的花像
一棵棵珍珠一样，且数量非常多。冬
天，战士们吃它的枝叶；春天，就吃它
的花。食用一段时间后，战士们发现
这种花不仅无毒，而且味道不错。靠
吃这种花，红军战士不但个个都生存
下来了，而且在反“围剿”战斗中打了
胜仗。后来，红军战士们就把这种花
叫做珍珠花，再之后人们将这种花做
成的菜叫做珍珠花菜。

百花菜、珍珠花菜、雨花菜，都是
同一种灌木，都是生长在大别山地
区，为什么它们的名字在各地叫法不
同？为什么它们在历史上的影响程
度不同？这可能与它们名字所产生
的社会背景、地域文化等有关吧。
雨花菜因采摘的季节而得名，百花
菜因“百花寨”而得名，珍珠花菜
因花形似珍珠而得名；而百花菜、
珍珠花菜又因为有了“百花公主”、
红色革命故事的传说，使得它们自
古以来不但声名远播，而且散发出
经久不息的文化气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各种惠
民政策的出台，大别山地区发生了翻
天覆地变化。特别是大别山革命老
区脱贫攻坚政策的实施，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成为当地各级政府的
首要任务，野生雨花菜的繁殖和种
植成为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相
信在不久的将来，雨花菜将乘着新
时代经济发展的快车，以绿色使者
的身份，迈着矫健的步伐，从大山
深处走向世界，书写“大美生态食
品”的新传说。

●孙春旺

雨花菜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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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雕像挺立！徐锡麟雕像！这
是挺立在安庆市锡麟街的徐锡麟半身
汉白玉雕像。雕像的旁边是“徐锡麟
纪念馆”。

锡麟街，安庆市城区一条不算长的
街道，以徐锡麟的名字命名。在安庆，
不只是锡麟街，还有几条街道和路，都
是以辛亥革命烈士的名字命名的——
吴樾街，玉琳路，程良路，德宽路。足见
这座城市在一百多年前，曾溅起怎样悲
壮的血雨，激荡过怎样的浩然之气。

雕像中的徐锡麟胸脯饱满，似有
一股力量在不断地蓄聚、鼓胀，随时要
喷发出来，冲破一切阻挡；又似一道坚
实的壁垒，任凭风雨，任凭任何的外力
都不能将之摧毁。他戴一副近视眼
镜，透过镜片，他的目光深邃，锐利，刚
毅，直射前方，穿透一切！

雕像的周围，苍翠的树木密匝匝
的，簇拥着，护卫着。作为锡麟街的居
民，我曾无数次从徐锡麟雕像前经过，
无数次被他的目光所震撼。我有时会
在雕像前肃立一会，安静地听那些密
匝匝、苍翠的树木默默地诉说，诉说着
晚清天空密布的阴云，诉说着革命党
人的枪炮声，诉说着革命党人在呐喊
声中溅起的鲜血……

前几年，雕像被移动安放到街隔
壁围墙内的安庆二中的一块空地中，
旁边同样簇拥着苍松，翠柏，桂花，香
樟和各种花草。原来安放的位置顿时
似乎显得空荡，那几天，我经过这里
时，很大的不适应，心里也空荡荡的。
但我知道，这只是我一时的感觉，实际
上，徐锡麟雕像并没有走远，更没有消
失，他仍然挺立着。

挺立着的事物或人，在任何地方
都是挺立，从不会离开！

锡麟街也仍然是锡麟街。时间远
去，烟硝云散。但时间又不曾死亡，时
间为壮士而凝固——此种凝固，是另
一种活着——百年风雨，见证一条街
的变迁，而没有改变的，是一条街的名
字；无法消失的，是一个人的名字。徐
锡麟，与一条街似乎有着天然宿命的
联系。而一条街，似乎也注定要与一
个人的名字重合。

重合的天空，我们看到徐锡麟的
身影和足迹。

1905年，徐锡麟在上海加入“光复
会”，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党人。1906
年，徐锡麟来到安庆。1907 年 7 月 6
日，徐锡麟在安庆城内东北角百花亭
边的安徽巡警学堂起义，刺杀了安徽
巡抚恩铭。起义失败后，徐锡麟被俘，
他大义凛然，慨然赴死，时年35岁。

而在徐锡麟凛然就义后的第5个
年头，中国最后一个摇摇欲坠的封建
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封建帝制从此
在中国彻底消亡。

也许，对徐锡麟的一生做这样的
叙述过于简单，但一个人的一生往往
就在几个重要的时刻。或者说，一个
人的几个重要时刻，就是一个人的一
生。对徐锡麟来说，在他举枪将子弹
射向恩铭的那一刻，在他面对刽子手
的屠刀而面不变色的那一刻，就是他
的一生。

徐锡麟在世上的最后几句话是：
“我自知即死，因将我宗旨大要，亲书
数语，使天下后世，皆知我名，不胜荣
幸之至。”

正是如此！——从此，在他起义
的地点，一条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
——锡麟街。从此，他的名字与一方
土地重合，永生。

百花亭的名字也仍然在。衬印着
一条壮士绚丽的生命花朵。百花亭，
多好的名字！似乎与徐锡麟前生有
约，一起共生。

我相信，徐锡麟是站着死的。他
不会向刽子手低下高昂的头颅。

现在，他以一座雕像的姿态，仍然站
立在街上，站立在他曾拼死一搏的土地
上，站立在他说的“天下后世”的面前。

在锡麟街，在徐锡麟雕像附近，一
扇门，每天开开合合！

这是现在安庆市二中的大门。这
也是当年徐锡麟起义时的一扇大门。
门，厚厚的，暗红色的漆经过百年风
雨，已经成了黑色，如沉淀经年的墨的
颜色——在它上面，恍惚写满沉甸甸
的历史的文字！

作为锡麟街的居民，我常常从这扇
门前走过，安庆二中的学子们也每天从
大门里进进出出。一扇门，连接一条
街，这就是锡麟街。这条街，是一条很
短的街。这条街，也是一条很长的街。

有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播放大型
连续历史文献片《中国史话》，那些
天，我每晚会准时观看，那天片中讲
述辛亥革命历史，解说员以低沉浑厚
的声音，讲述徐锡麟和秋瑾的事迹
后，电视画面上出现了一扇暗红色的
厚厚的大门，慢慢地合拢。我眼前猛
然一亮：那扇门就是锡麟街的那扇
门！我欲仔细辨认时，门，在电视画
面中缓缓消失。

也许，电视片就是在锡麟街实地
拍摄的，那扇门就是锡麟街的这扇
门。也许不是。但，是也是，不是也
是。我固执地认为。

一座雕像。一扇门。一条街。一
段活着的历史！

●钟新

一 座 雕 像 与 一 扇 门

车子在蜿蜒的山路上盘旋，一
点一点地抵达大山的深处，层林近
了、山花近了、流泉近了、白云也近
了。这是我第一次走近桐城市黄
甲镇杨头村----这个以绿茶飘香、
桐城歌闻名的村落，进行桐城歌采
风活动。杨头村位于桐城西北边
陲，群山环抱，层林茂密，飞瀑流泉
终年流淌不息。星星点点散落的
农庄背倚大山，阡陌交通之间鸡犬
相闻。时下正是六月，浩荡的山风
扑面而来，带着丝丝清凉，空气里
处处弥漫着醉人的茶香、果香和花
香，这真是一处世外桃源啊！

桐城歌是起源于安徽桐城的
一种地方民歌，是历经千百年来的
农耕文明以来当地劳动人民集体
创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这
是一种以韵文化形式讴歌劳动、赞
美大自然的的地方民间文化表现
形式，同时又是一种融词、曲、声乐
表演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她形式
内容丰富，按体裁有山歌、小调、号
子、灯歌等类型；按题材又包括古
歌谣、风俗、传说、时政、劳动、生
活、爱情等十几种，歌词内容主要
来源于当地民众的现实劳动和生
活。在杨头村流传的桐城歌主要
是以山歌体裁为主。

到达杨头村部，这里已经聚集
了不少村民。大家围坐在一起，中
央依次摆放着板鼓、咚鼓、大钹、小
钹、大锣、小锣等传统乐器，掌鼓人
是村民王福元，只见他坐姿端正，
腰板挺直，目视前方，两肩放松，双
臂自然下垂。打大钹的是许成道，
打大锣的是王期林，打小钹的是许
贤发，打小锣的是徐光典。一旁的
村书记王忠平告诉我，用什么样的
速度来演奏、在什么地方转、什么
地方收，所有的乐器都要听从鼓板
的指挥。站在中间领唱桐城歌的
村民是杨书存。随着他的一声开
腔，打破了全场的安静，鼓声、钹
声、锣声响起，优美的韵律像山花
一样芬芳，像茶香一样浓郁，瞬间
感染着此行的每一个人，大家不自
觉地跟在后面打起节拍，哼着曲
调。村民从四面八方不断涌来，掌
声、欢笑声、吆喝声，飘出了窗外，
飘进了山岗、田间、茶园、小溪、层
林……整个杨头村的上空弥漫着
山歌动人的气息。书记说，村民对
山歌的喜爱和热忱是发自内心的，
就像这里的另一项传统文化——
舞龙灯一样，热情不减当年啊！

第一场演唱结束后，我采访了
王忠平夫妇。王书记说，在他很小
的时候，就听爷爷奶奶、叔叔婶婶
们经常在田间地头一边耕地劳作
一边唱着歌谣，内容多样，唱腔各
异，曲调自由散漫、优美柔和、通俗
易懂。一开始往往是一个人扯着
嗓子唱、接着二个、三个，最后所有
人跟着唱起来。整个山岗、茶园、
田间歌声弥漫，热闹腾腾。劳作的
人们瞬间忘却了劳动的辛劳，乐享
着丰收的喜悦，手中的农具挥舞得
更有干劲了。

王忠平的妻子吴向红就是当
地桐城歌的传承者之一。几年前，
她一直在外地打工，后来村里为了
组建山歌锣鼓队，王书记特地把妻
子从外地召唤回来。据吴向红回
忆说，在她11岁那年的春节，西湾
和河东两个村民组联合举办了一
场灯会，当时的参演者100多人，很
有规模，车灯是用竹子扎的，车灯
四角悬挂着花球，车身四周围上了
五彩布，人在车灯里走，步法挺有
讲究。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人开始
领唱，后面几个人甚或几十人就跟
着锣鼓有节奏地伴腔。敲锣打鼓

的一般有六人，他们分别站在车灯
两边，像这种规模的灯会至少演到
每年的正月十五左右。那年春节
的那一场灯会让她刻骨铭心。

也就是从那时起，年少的吴向
红萌发了学唱桐城歌的念头。一
开始，她跟着爷爷奶奶学说逗唱，
那首《风筝记》她从童年时代一直
唱到现在，童年的朴素岁月常在歌
声里去追忆：

三月里来是清明，先生放学转
回城，学生放学无事做，拿起白线
放风筝，风筝飞到云雾里，断线还
在手中拧。翻过墙头拾风筝，抬
头看见小妖精，十分美貌爱坏人，
樱桃小口满面红，双眼就像过天
星，走路不动衣裙边，淡笑不露白
牙根……

采访间隙，我俏皮地问王忠平
书记，当年唱哪支山歌追上漂亮贤
惠的吴向红妹子的？孰料，这位带
领全村人勤劳致富的领头人，却在
这个问题面前十分羞涩，死活也不
肯坦白交代，我只好就此打住话
题。是啊，乡村的爱情是只可意会
不能言传，乡村的爱情又是多么自
然和纯美啊!

一杯茶儿进房来，看见小妹手
托腮。二杯茶儿杏儿黄，一双眼睛
望才郎……九杯茶儿菊花黄，才郎
下床穿衣裳，十杯茶儿花正开，
手挽手儿出房来。

《十杯茶》歌词真实自然，文字
干净，韵律和谐，朴素的情感跃然
纸上，反映了他们对幸福美好生活
的向往与追求。

一送郎到一里亭，一里路上劝
亲人。劝郎回家孝父母，不孝父母
孝何人。你娘带你十个月，时时刻
刻都当心。一尺三寸养下地，洗屎
洗尿长成人。在生不把父母孝，死
后无时哭亲娘。姐把良言相劝
你， 劝郎言语记在心……

《十里亭》表达了杨头村自古
民风淳朴、重视孝道的朴素情感和
道德情操，值得后人吟唱与学习。

桐城歌内容丰富多彩。有的
咏唱生产劳动，有的讴歌男女情
爱，有的颂扬乡土风情，其语言朴
实无华，通俗易懂，具有天然韵味，
大人小孩都可以相互传唱。地道
的唱腔里，有表达他们对故土家园
的热爱和赞美的，有展示他们勤劳
乐观、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的，有
反映出当地崇尚和谐、重视孝道的
地域风尚的。方言土语鲜活生动，
修辞手法灵活多样，体现了当地百
姓的艺术创造才能和浓郁的民俗
文化特色。

唱兴正浓时，人群里有人大声
建议，我们一起移步村部后身竹林
处，大家齐动手，自发地把所有的
乐器、桌子和凳子搬到竹林边的空
地上开始了一场演奏，非遗保护中
心工作人员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一
温暖时刻。清风徐来，竹林摇曳，
山间松涛阵阵、瀑布飞流之下，溪
水哗哗流淌。此时此刻，人与自
然，自然与人，融为一体，共同演绎
着响彻大山的动人乐章。

夕阳西下，摄影机无法捕捉面
部，我们才依依惜别杨头村。“念念
不忘，必有回响！”2008年，桐城歌
已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非遗生长在山间、在
田野、在村落；非遗传承在路上；
非遗保护在你我。相信在大家
的 共 同 关 注
下，桐城歌的
传 承 与 发 展
必 将 迎 来 更
加 蓬 勃 的 春
天！

●徐亚红

植根深山的“桐城歌”

一方水土

如果说滚滚延绵220余公里的皖
河是一条飘忽在古皖大地上的玉带，
那么碧波荡漾的冶塘湖就是悬挂在这
条玉带上的一颗闪光的银壶。 皖河
北岸，“在府西三十里”（安庆府《方舆
纪要》）有象山、狮山并列而立，两山相
距一百余米，天造地设的一个巨大的
豁口，威武凶猛的雄狮和曲鼻饮水的
巨象分守两侧，这一奇特的地理现象
被人们称之为“狮象把口”。狮象二山
与三面浅山环接，围成了湖泊，这就是

“冶塘湖”。这里的湖水浇灌出了古老
的戏曲之花。

《汉书-地理志》载：“皖有铁官”。
冶塘湖是皖县重要的冶铁基地，至今
在冶塘湖东岸的蛇形嘴、汪家嘴、王家
嘴等处的山坡和滩地上仍留有铁渣、
矿石和绳纹砖块等遗物以及铁矿坑遗
址。至于当时的官府为何要选择在这
里炼铁，大概也与皖河这条畅通的黄
金水道有关吧。春夏之际，雨水充沛，
江河丰盈。这时的冶塘湖有一年中最
美的气象。秋冬季，水位下降，开阔的
湖滩上一簇一簇白了发的芦苇，随着
唱歌的风摆动起广场舞来。从远方赶
到这越冬的候鸟，或盘旋在湖面或一
个翻转钻进水边的草木之中不见了踪
影。四面山上翠竹摇曵，古木森森层
林尽染。小盆地有独特的小气候，水
雾山岚在湖面氤氲，在山间缱绻，当朝
阳从东面山顶爬出，万道光芒穿过雾
霭，湖面如铺展的宣纸，洇润开了薄薄
的青绿——“冶峰青霭”是怀宁县史上
久负盛名的十二大景观之一。冶塘湖
由狮象把口与皖河通连，因而冶塘湖
的水悉听皖河尊便。皖河丰则冶塘湖
丰，皖河瘦则冶塘湖瘦。这里一年四
季都有水，逐水草而居是人类早期生
存的习性，于是冶塘湖畔便有了繁华
的洪家铺，便有了繁华的客货码头。
洪家铺又是潜岳等地通往安庆府的必
经之路，因而这里成了官道驿站。官
道驿站加上水运码头，人流物流鼎沸，
没有不繁荣的道理。朝朝代代，这生
生不息的盆地里，人们在这里或聚或
散，或居或徙，留下了文明的足迹，伴
随着不竭的冶塘湖水在历史的长河中
熠熠生辉。这样的山水，这样的人潮，
应该有歌声欢唱，应该有锣鼓喧天。

汪河屋，洪家铺（现名洪铺镇）辖
下的一个自然村落。汪氏是冶塘湖畔
最早簇居的家族之一，走进汪河屋，汪
氏祖祠背依青山，一条清溪在开阔的
广场前潺潺流过。古色古香的徽派建
筑蕴含着无言的朴实与恢宏，彰显了
汪氏家族的绵长与兴盛。

一阵锣鼓喧天，只见广场上锦旗

簇拥，这里正有一台好戏：一个家僮和
一位老者中间夹着一头水牛登上人群
围拢的舞台。老者头戴风帽，身着紫
红直缀，手握鞭子；家僮一手牵头绳，
一手推牛运行。牛是制作的，骨架为
木质结构，肢体用竹片编扎而成，蒙在
其上的黑色油光纸成了牛的皮毛，牛
颈挂轭，牛后拖着的犁耙下安了四个
木轮，活脱脱的一头正在耕作的大水
牛！这演出的正是“牛灯戏”。

牛灯戏起始是牛灯会，起源于安
徽歙县，公元650年传到江西鄱阳湖
一带。此时，唐朝开国功臣尉迟恭因
性情憨直，遭污陷贬至此地。他体恤
稼穑之苦，常驱牛亲事田耕，被百姓传
诵称道。1350年前后，牛灯会与尉迟
恭拽欛扶犂的故事传到了安庆府冶塘
湖畔的汪河屋。汪氏族人将牛灯会与
尉迟恭的故事结合在一起，从此慢慢
形成了汪河屋汪姓专演尉迟恭的牛灯
戏，明朝时就有专门的戏班——汪家
班。所演剧目有《尉迟恭耕田》、《刘秀
报马》、《八仙庆寿》、《九世同居》、《孙
猴子开路》等，其唱腔结构为高腔散板
为前导，旋法上“6、5、3”为骨干音，演
唱时多是一人唱众声和，锣鼓齐鸣，甚
是热闹。

经过整理挖掘，牛灯戏已被安庆
市确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申报
省级非遗项目。牛是力量和奋斗的象
征，对牛的推崇就是对不屈不挠精神
的礼赞。而牛灯戏在600多年的传承
中，其特色戏曲文化的意蕴是在“牛”
的具象中不断得到凝练和升华。

无独有偶，就在汪河屋牛灯戏走
村串巷的时候，在冶塘湖畔及周边地
区，夫子戏也正在兴起。夫子戏创建
于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 年），迄
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因专演三国
蜀汉大将、武夫子关云长的故事而得
名。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开始
出现“忙则农，闲则艺”的半职业班社，
同时涌现了一大批亦艺亦农的伶人，
他们在乡村筑起的土台上演出。明万
历年间（1573—1619 年），是夫子戏发
展鼎盛时期，风靡怀宁全境及周边府
县，这其中又以冶塘湖畔的杨家老屋
的杨家班最有名气。

民间私塾教科书《杂言》记载：“搭
台扪布，演戏分行。生旦净丑夫末脚，
弹唱高腔……”可见夫子戏在那时就
已角色分工明细。夫子戏的唱腔“乐
佛腔”，是怀宁伶人们以耕歌小调为基
础，吸收僧道诵经做法事的佛调、道腔
而创造的一种新的声腔，明末清初，弹
腔兴起，取代了乐佛调。传统的夫子
戏剧目有《单刀赴会》、《斩貂蝉》、《护

嫂》、《过府》、《剖壁》、《封金》、《挑袍》、
《会兄训弟》等，演的都是关羽的故
事。这些都是折子戏，曲牌体（长短
句），一唱众和（即“帮腔”），夫子戏唱
腔优美动听，很受百姓喜爱。

唱戏必搭台，有戏必有场。
洪家铺，冶塘湖畔，二里半的码头

樯橹际会，人声鼎沸。汪家班、杨家班
牛灯戏、夫子戏引来阵阵喝彩，此时，
石牌的艺人们也结帮而至，在这里唱
起了清新婉转的黄梅调。穿过时光隧
道，这景象是明清时期的洪家铺，这热
闹是商贾云集的二里半码头。

黄梅调与牛灯戏、夫子戏在这里
相遇，又在这里“结亲”。融合了牛灯
戏和夫子戏唱腔特点的黄梅调成就了
怀腔（怀调）特色的地方大戏——黄梅
戏，黄梅戏从皖河沿岸流出，唱遍了大
江南北，唱红了神州大地。

清净的皖河水孕育了悠扬的黄梅
戏，黄梅戏的伶人们要将有水一样灵
性的戏曲唱到远方。他们在洪家铺汇
聚，要从冶塘湖上进发。这一帆远航，
风雨难料，祈求神灵庇佑，顺利传艺，
平安归来。伶人们祭拜的当然是戏
神。

道教神祇二郎神座下的金鸡有戏
神之尊，于是，勒碑膜拜成了最好的祭
祀方式。一块高1.1米，宽0.75米，由汉
白玉刻成的戏神碑——金鸡碑立在了
冶塘湖码头，供过往伶人祀奉参拜，时
为清雍正年间。虽经历三百年风雨，
但碑面文字至今仍清晰可见：正文为

“金鸡社令正直之神位”，两侧分别冠
以“日”、“月”二字；上款题为“庚戌岁
冬月吉旦众生祀奉”，下款是立碑人

“本社”、“信官”、“信士”、“生堂”杨文
堂等25人姓名。碑边刻缠枝花纹，碑
文楷书阴刻。

几百年前的先人们树立的是神
碑，埋下却是我国戏曲文化的不朽根
脉。影响全球的电影大奖“金鸡奖”由
此得名，1986年 7月安徽省政府将此
碑命名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由此
可见金鸡碑所含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
献价值。

穿越时空，历经沧桑的金鸡碑现
如今得到了更好的保护，正沐浴着时
代的新风，见证着洪铺的大发展和冶
塘湖的新变迁。以金鸡碑为中心向四
周辐射的美丽乡村新蓝图正在描绘。
站在为保护金鸡碑
而建的四角亭里，
我分明已经看到一
台建设美好洪铺的
新时代大戏正在冶
塘湖畔精彩上演！

●杨孝桂

戏 神 之 乡 冶 塘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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