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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
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
乔。”这是唐代著名诗人杜牧笔下的《赤
壁》诗，说的是三国赤壁大战中的一段故
事。诗中的“二乔”，就是随父亲乔玄来
庐江郡皖县（今安徽潜山市）避战乱的美
冠江南的姐妹花——大乔和小乔。

如今，在潜山市——当年二乔避居的
皖城广教寺附近，也就是现在的梅城王湾
村一带，于平地起楼造亭筑山，建起“二
乔公园”，吸引游客纷至沓来。更有附近
的市民喜欢在这幽静的环境里，观花赏
木、休闲健身。

夏秋之交的二乔公园，花香袭人，柳丝
轻拂，松竹郁茂，一派生机。穿过高大巍峨
的汉式牌坊，径直来到乔宅。“松竹二乔宅，
雪云三祖山”的门联，出自宋朝大诗人黄庭
坚的诗句。抬头望，青绿的藤蔓匍匐黛瓦
间，自白色的马头墙上垂挂下来，好似在白
宣纸上泼了墨、抹了翠。

乔宅左侧，“秀英亭”下的“胭脂

井”很是抢眼，吸引游人驻足观看。相传
二乔居此时，每天梳洗后均将残脂剩粉投
入井中，天长日久，井水遂呈胭脂色，故
名胭脂井。其实，这也许是人们艳羡二乔
的国色天香而已。旧志载，“井石栏有建
康年号”，足见此井修建的年代久远。而
今，古井深深，井水幽幽，幽幽出一片六
角形的蓝天。当年二乔是否在井旁流连？
那井水是否映照过二乔的容颜？古井不
语，一切也就不得而知。石井沿满是绳索
的勒痕，且蒙着厚厚的灰尘——它正在过
往的岁月中熟睡。远去了鼓角争鸣，远去
了二乔、周郎，他们都与这永恒的自然，
融为一体，留下的只是“井栏”，留下的
只是“香名”。

推开厚重的黑漆木门，经过门房，进
入乔宅。迎面影壁上洋洋洒洒书写着苏东
坡的 《念奴娇 赤壁怀古》。漫步庭
院，吟诵着“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
了，雄姿英发……”的诗句，清风自生，
翠烟自留，宛若走进了一幅旖旎多姿的三

国人文长卷。
皖山皖水孕佳人。庭院中，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三国二乔》的汉白玉雕像。塑
像以写实形式，直观呈现出汉末美女大
乔、小乔婀娜多姿、倾国倾城的形象。小
乔依石而坐，芙蓉秀出；大乔亭亭玉立，
若有所思，似在吟诗作赋，谈古论今。

四合院格局的汉式民居，分别以“乔
公试婿”“芙蓉并蒂”“夜读兵书”为题，
通过蜡像、实物、影视等艺术手段，再现
了智取皖城、初识二乔、“曲有误，周郎
顾”、琴瑟和鸣等历史故事。

在这里，借助科技手段，游人只要轻
轻触摸视屏，就能点播欣赏到以二乔为主
题的电影《赤壁》、电视剧《三国演义》、
黄梅戏《大乔小乔》《小乔初嫁》、越剧
《诸葛亮吊孝》等精彩片段，1800年前那
段荡气回肠的爱情绝唱以及惊心动魄的三
国纷争，就会逐渐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穿行于石头垒起的迷宫，登上“顾曲
台”，远眺天柱雄峰，俯瞰青山绿水，园

中美景尽收眼底。“周郎阁”等亭台水
榭，掩映在园内的林荫花丛之中。细心的
游客，还可注意到回廊的墙面镶嵌着花样
繁多的漏窗，海棠形、梅花形、葫芦形
……似隔非隔的朦胧迷离，颇具借景生辉
之趣，移步换景之妙。那花窗，犹如一双
双清澈的眼睛，看花落花开，霁月流云，
不由得让人怀想起二乔在这里演绎的人生
故事。

近些年，潜山市委、市政府围绕打响
“三国故地”品牌，加大三国文化的遗产
保护、发掘，以及历史研究、文化传承
等，彰显了这座城市悠久的历史文化底
蕴。二乔公园，就是一个代表作。我们有
理由相信，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这里宝
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一定会“活”起来，

“火”起来！ 通讯员 黄骏骑

二乔公园 满园尽带“三国味”

““档案里的故事档案里的故事””有奖征文有奖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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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市民在市美术馆中国
画作品展上参观。当日，为期10天
的“翰墨丹青颂祖国”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安庆龙眠中国
画研究院中国画作品展在市美术馆
开幕。此次展览由市文联、市美术
家协会、安庆龙眠中国画研究院主
办，共展出 90 幅中国画作品，覆盖
老中青三代画家的心血之作。

记者 江胜 摄

翰墨丹青颂祖国

怀宁县小市镇把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融入到乡村振兴发展进程中，利用长诗
圣地《孔雀东南飞》文化景观、乡村特色
推介生态文化旅游品牌，让古文化“活”
起来，生态游“亮”起来，致力打造乡村
振兴新标杆。

小市镇围绕长诗《孔雀东南飞》的文
化传承，从地方历史和人文旅游相结合的
新视角来推介，进一步擦亮“长诗圣地”这
一文化旅游品牌。引进孔雀东南飞文化产
业基地项目，旅游商居园（一期）项目已完

成土地征收和招拍挂，目前进行工程现场
勘探、区间道路和沟渠改道施工。接下来
围绕旅游区内的空间布局“两轴两带”，即
一条历史人文景观主轴、一条软文化互动
主轴、一个生态休闲带、一个乡村体验旅游
带，全力打造汉文化特色爱情小镇。

该镇大力打造现代农业发展新引擎，
助推文旅融合新发展，引进久益现代休闲
观光农业项目，总投资1.08亿元，租赁土
地1230.33亩，新建复式日光温控大棚110
亩，大棚总数达310亩，新建高产高效连

栋温室大棚20亩，露天蔬菜种植面积达
560余亩，打造集现代农业种植、旅游休
闲观光、农业商贸服务等为一体的大型现
代化生态观光农业基地。在四联、杨旗、
禅师、毛安等村大面积种植樱花、桂花、
茶花等花卉，打造四季花开、步步景美的
旅游观光区。大力推进蓝莓种植产业，共
流转土地2000余亩，完成种植蓝莓1100
亩，倾心打造蓝莓精品园，推进蓝莓深加
工。同时，小市镇广泛布点美丽乡村中心
村建设，全面提升人居环境，杨旗刘园中

心村、平坦夏祠中心村已通过省、市验
收；求雨底老屋中心村、良湖李井中心村
即将迎接省、市验收；四联中心村、禅师
占新屋中心村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大力
开展送电影下乡、送戏下乡等各类文体活
动，评选“好媳妇“、“好婆婆”、“最美
农家”，发挥榜样的力量倡导乡风文明；
加大非物质文化传承力度，开展“诗乡花
香”文化惠民活动，不断满足群众精神文
化需求。

通讯员 檀志扬 李玲

古文化“活”起来 生态游“亮”起来

天柱山石牛古洞的精华是摩崖石刻，
但我常陪朋友游览，被问及最多的，反倒不
是沿途随处可见的石刻，而是“哪有石牛
哇？”“古洞咋不见洞呢？”

天柱山下石牛古洞，又称山谷流泉，是
一处国家重点文保单位和4A级景区。这
里位于三祖寺之西，一股清泉沿石壁潺潺
而下，清冽明亮，泠泠有声，常年不枯。两
岸亭台楼阁矗立，诗文石刻遍布，野花闲草
相伴，十分幽静雅致，环境绝佳。

自唐以来，达官名士来游者摩肩接踵
络绎不绝，或撰文刻于石上，或赋诗镌于山
崖，留下不少名篇佳作。

石牛在哪里呢？此处河谷分三段，上
段名潺潺溪，下段为山谷流泉，中段名石牛
溪，傍青牛石而过。据《潜山县志》载：如牛
大石有两处，一在上游，巨石如牛伏溪底，
借流水为浴，仅留腹背在外，水经其腹侧，
人行其肋上，有两只天然牛蹄印嵌于近脊
背处。一处在下游数十米，大石酷似牛的
全身，头、背、腹、腿，线条分明，单个地跪卧
溪畔，状如饱饮清洌泉水之后，昂首醉赏松
竹交翠美景，谛听古刹钟鼓之声。由于时

序推移地理变迁，现上游石牛仅可观两只
牛蹄印，其余要凭想象填充复原；下游石牛
也在文革中，被当做“牛鬼蛇神”炸去了牛
头，只留下残缺牛身。

有关石牛的传说有两个版本：一说天
柱山麓有一头修炼得道的石牛，常思阡陌
世界，稻花飘香，意欲效命人间。一日出山
为一庄主所获。谁知，这庄主竟一味贪其
神力，长鞭之下，不辍耕作。石牛一忍再忍，
终不堪虐待，遂于广庭大众之下，一拗鞭击，
顶翻庄主。庄主喝人追打，石牛早遁迹山
林，没入千年古洞，唯存青石上两块蹄印。
一说很久前的一个七夕，牛郎织女相会，牛
郎把神牛放在银河岩上，就迫不及待地和
织女到天柱山上幽会去了。神牛看见风光
秀丽的天柱山下，地旷人少，男女老少垦荒
耕种，十分艰辛，顿现勤劳本性，就悄悄下
凡，来帮助人耕种。因牛郎织女十分迷恋
天柱美景，一连几天乐不思返，王母得知后，
勃然大怒，派天兵天将将其押回天庭。然
而神牛眷恋人间美景，不愿重回天庭，于是
遁迹山林，没入千年古洞，变成了石牛。

古往今来，维妙维肖的石牛，令南来北

往的游客叹为观止，写下许多赞美诗篇。
唐代诗人李白《咏石牛》：“此石巍巍活像
牛，埋藏是地数千秋。风吹遍体无毛动，雨
打浑身似汗流。芳草齐眉难入口，牧童扳
角不回头。自来鼻上无绳索，天地为栏夜
不收。”清代诗人丁珠诗赞《石牛古洞》：“古
洞悠然小洞天，石牛得此本无全。谁迎紫
气谁能杖，不粪黄金不受鞭。齿洁无劳临
水漱，心闲唯爱枕云眠。千秋山谷真知己，
信是烟霞一品仙。”

石牛古洞究竟有没有洞呢？这么重要
的问题，县志和史料上居然没有记载。“石
牛洞里诗无数”，按理说，应该有洞，因为自
唐以来，像李翱、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这
样名宦、诗人均有题咏，但从未有人提出过
质疑。若这个推测成立的话，那就是古时
的确有洞，但由于年代久远，山体肌理变
化，后来洞崩坍了；但这样的大事，为何史
料不曾提及呢？转念一想，似乎还有一种
可能，那就是本来就没有“洞”，只是存在一
种象征性的“洞”。

由此，我推测有两种可能，一是洞天福
地之洞。道教把天柱山列为“第14洞天57

福地”，“洞天”意谓山中有洞室通达上天，
贯通诸山，这与现实中的“洞”，是有区别
的。迄今为止，洞天福地中的绝大部分，随
着历史的变迁、战乱的骚扰早已名存实亡，
但作为一个历史概念，仍存在于道教典籍
中。二是林泉洞，即溪谷两岸曲折数里，大
树长藤，缠绕掩荫，遮风蔽日，形势如洞而
非一般的土石洞。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
在白水湾师范学校读书时，野寨至县城那
段公路的两旁，是密而硕大的梧桐树，两排
树的树枝在空中相互交织，把天空和太阳
都遮住了，人们美其名曰一路“梧洞”。

“水流碧兮如玉，山交翠兮若围。临石
崖以兀坐，卧云榻而迟归。”明人张应治这
首咏石牛古洞的诗，也正道出了我每次在
着清幽环境里乐而忘返的心境！

通讯员 储北平

石牛古洞：石牛呢，洞呢？

桐城自古有“穷不丢
书，富不丢猪”古训，文化底
蕴甚为丰厚，“菜傭酒保多
能知书，商贾待诏亦可吟诗
作赋。”明清时社学、书院遍
布城乡，为皖省之最。解放
前夕，桐城（含枞阳）初、高
中拥有17所，皖省各县无与
伦比。与此同时，县内各校
办学规模大多偏小，很长历
史时期受程朱理学影响，只
讲继承，不讲创新。

解放后各级党委和政
府重视教育，列为各级领导
考绩内容之一，同时颁布诸
多 有 利 于 发 展 教 育 的 政
策。这些举措，使桐城教育
经久不衰，名震江淮。

桐城的天城中学前身
为清末教育家、桐城名儒阮
强与其师秦汝楫于清光绪
三十二年（1906）春在旧时桐
城县西乡双港铺梵天城天
城书院废址上倡办成立的
公立天城两等学堂（此为集
初等小学堂与高等小学堂
于一校）。1906 年，天城学
堂 当 年 仅 招 收 学 童 三 十
名。这个学堂培养出了日
后活跃于民国社会的汪少
伦、桂丹华、桂凝露等一批
学者名流。抗战胜利前夕，
民国三十四年（1945）六月十
一日下午一时，桐城县西乡
绅董计一百二十六人集会
于当时的桐城县老梅区署
大礼堂，“痛念前辈缔造之
艰辛，亦觉未来复兴之匪
易”、“查本县各区中等学校
次第林立，惟我区独付缺。
且远隔县城，以致无力远道
升 学 失 学 者 青 年 比 比 皆
是……决议筹设中等学校
一所，分高初两部以资救
济”。公推时任安徽省政府
委员兼安徽省教育厅长汪
少伦和时任中国国民党桐
城县党部干事，后任民国桐
城县参议会副参议长张护
棠诸人领衔在原有天城小
学（堂）基础之上扩办为私
立男子初级中学，以早年天
城书院和桐城县西乡公益
性机构筹备仓等旧有田产
充作开办基金。成立校董
会，孙闻园、姚汴侯、汪少伦
诸人先后当任董事长，聘请
黄师岳、房秩五、宋君达、朱
伯健、石纶阁、吴梅森、方怡
昌、龙笑云、许问渠、王衡、
范任、姚子素、汪鑑衡等人
为董事。张护棠任校长。
原计划招足初一至初三三
个年级计六班后，增设高级
职业三班。1946 年招收初
中一年级新生180名。1949
年2月，桐城县解放。8月，

因师生多投奔革命，桐城县
秋间遭遇特大水灾，入学者
寥寥，天城初中遂停办，师
生并入位于桐城县城的桐
城县私立联合中学（校址即
今桐城二中校园）。

1956年，中国大陆私营
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化改造
基本完成，迎来教育大发展
历史高潮。4月，桐城县人
民委员会决议将已停办七
年之久的天城初中于原址
复校，并改办为公立，始招
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初
名桐城县第二初级中学（简
称二中），1958 年改回旧称
天城初级中学。1956 年秋
季招收初一新生422名，后
该校办学实绩日巨。1959
年被定为安庆地区重点中
学。1960 年荣获国务院表
彰，授予“先进单位”称号。
时任校长赵剑英出席全国
文教群英会，受到周恩来、
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亲切接见。2002年 1月，该
校被安徽省教育厅评为安
徽省示范性高中。该校自
公元1956年复校以来，六十
余年间既培养出了储波、彭
文生、吕昭平、程国胜、程备
久等难以计数的大批英才，
更为新中国造就了万千中
坚建设者。

这是一帧民国时期桐
城县私立天城初级中学毕
业同学合影。拍摄时间为
民国卅八年六月，即公元
1949年 6月，时为一所私立
男子初级中学，这帧旧照拍
摄地即为当时位于桐城县
双港铺的天城校园内。需
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天城
校址古称梵天城。保存至
今的当时民国安徽省教育
厅档案中称它：“四围环以
土城，城外环以水濠，自然
天成，风景绝佳。”

照片中的学生们发式
多为二分头、身着制服、胸
前佩戴一枚小小倒三角形
蓝底白字铜质校徽，小小年
纪，老成持重。举手投足
间，民国范儿十足。值炎炎
酷暑，如此着装拍照，郑重
其事，实属不易。

这帧旧照中共计有五
人，分别来自该校‘智’、

‘仁’、‘勇’三个班级。前排
右一者，足球踢得非常棒，
当时在校内小有名气。这
五人中，至少有两人日后接
受了非常完整的大学高等
教育，终身从事教育事业，
解放后长期执教于安庆一
中和芜湖一中等名校。这
些当然为后话啦！

一帧天城中学毕业合影
刘双五 文/图

图为民国私立天城中学毕业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