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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而暖的回忆
□刘陈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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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二题
□荀妍嘉 桃花潭记桃花潭记

高中临毕业那会儿，我们4个要好
的同学约好，一起照张合影，留作纪念。

那个年代，照相都得去照相馆，而
且只有黑白的。照好后，还时兴在底片
上写几个字，照片冲印出来，那行字是
白色的。

写什么呢？同学脱口而出：“桃花
潭水”。

这张照片尘封已久，“桃花潭水”这
几个字，多少年来，却始终萦绕在我的
心头。

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李白的《赠汪伦》，化无形为有形，
把情谊描摹得如此生动，画面感强，空
灵有余味，自然而情真。

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卷六）中
录下了这首诗的原委：

唐时汪伦者，泾川豪士也，闻李白
将至，修书迎之，诡云：“先生好游乎？
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
有万家酒店。”李欣然至。乃告云：“‘桃
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
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李大
笑；款留数日，赠名马八匹、官锦十端，
而亲送之。李感其意，作《桃花潭》绝句
一首。

此处的“泾川”，即指现在安徽省宣
城市泾县。到安徽工作后，方知泾县有
个桃花潭镇，正是李白写这首诗的地
方，我一下子动心了。

桃花潭，位于泾县以西40公里处，
南临黄山、西接九华山，与太平湖相
连。青弋江（古称泾水）自南而北，从
太平湖以下西岸群山中奔流而出，至
泾县万村附近，被一座石壁挡住，水势
潆洄，造就一汪清幽的深潭；潭面水光
潋滟，清冷镜洁，碧波涵空；“向者兹潭
十数里而近桃林缤纷，夹岸无杂树，匪
直芳飞红雨，抑亦情悦锦鳞”，向为当
地胜景。

潭西岸，怪石耸立，古树青藤。有
万村，隋朝时建有扶风会馆，还有唐朝
官方旌表五世同居的“义门”，特别是有
万姓人家开设的酒店，即“万家酒店”，
引发一段传诵至今的佳话。

潭东岸，白沙平野，田畴阡陌连比，
村舍屋檐相接。有翟村，被称作“水东

翟家”，为当地大宗族，兴旺发达，人才
辈出，出过不少文人墨客，对李白与汪
伦的故事，多有传说。袁枚所述汪伦邀
李白赴桃花潭，即取自翟村人至今仍在
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

怀才不遇、寄情山水、寻仙访道、辗
转流离的李白，晚年遇大赦，重获自由，
随即顺江东下，过白帝城，泛舟洞庭，尤
钟情于宣城、金陵、当涂、池州、徽州一
带的山水和民风，依人为生，并绝笔当
涂，终老青山。有人统计，在李白存世
的近千首诗作中，与安徽有关的占了近
1/3，其中不少成为千古绝唱。

据1996 年版《泾县志》记载：“汪
伦，又名风林，本县人，父亲仁素，兄风
思，曾为歙县县令，子文焕，在泾传十
余世，部分后裔迁居常州麻镇。天宝
年间（742年-756年）汪伦曾为泾县县
令，卸任后居泾县桃花潭畔。生平喜
与人交游，尤与李白、王维友善。爱饮
酒赋诗，议论政事。”但汪伦曾任泾县
县令，依据是《汪氏宗谱》，尚未发现其
他佐证。

袁枚冠之“泾川豪士”，颇为取巧。
也有学者考证认为，汪伦只是一“村人”
也。不过，即使是“村人”，应该也是当
地家资丰厚、志趣高雅的人物。与李白
趣味相投、一见如故，是一定的。

李白另有《过汪氏别业》二首：
其一

游山谁可游？子明与浮丘。
叠岭碍河汉，连峰横斗牛。
汪生面北阜，池馆清且幽。
我来感意气，捶炰列珍羞。
扫石待归月，开池涨寒流。
酒酣益爽气，为乐不知秋。

其二
畴昔未识君，知君好贤才。
随山起馆宇，凿石营池台。
星火五月中，景风从南来。
数枝石榴发，一丈荷花开。
恨不当此时，相过醉金罍。
我行值木落，月苦清猿哀。
永夜达五更，吴歈送琼杯。
酒酣欲起舞，四座歌相催。
日出远海明，轩车且徘徊。
更游龙潭去，枕石拂莓苔。

正是游桃花潭期间所写，诗中描写
汪氏别业中的豪华景致以及主客永夜

把酒欢歌的场面，进一步还原了李白与
汪伦的友情和送别时的深情。

现桃花潭镇收藏有一门楣石条，横
镌刻小篆“别业居”三字，据说是出土古
物。是否真为汪伦“别业居”门楣，尚待
考证。

汪伦墓原位于桃花潭东岸，水东翟
村，村东金盘献果地。墓曾多次被毁和
迁移，现址在桃花潭怀仙阁后方，墓后
建有汪伦祠。墓地占地一亩左右，主墓
为椭圆形，墓前立有据称是清代复建时
所立墓碑，碑有破损，能看清的碑文为：

“光绪十一年季秋月重建史官之墓汪讳
伦也谪仙题十五年十月南阳立。”“史官
之墓汪讳伦也”是否为谪仙所题，亦无
所考。

因为李白，汪伦得以青史留名；
因遇谪仙，桃花潭得以“复流深心于
永思”。

桃花潭一带引人遐思的传说，一直
在发散和演绎，历来为人所追捧。如
东岸题有“踏歌古岸”门额的踏歌岸
阁，西岸彩虹岗石壁下的钓隐台，屹立
千年的垒玉墩，深藏奥妙的书板石，
李白醉卧的彩虹岗以及文昌阁、中华
祠、怀仙阁……还有保存完整的皖南
古民居群——桃花潭畔，山水秀丽，景
致宜人，真可谓是“山水入画里，一步
一惊奇”。

“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在走近
桃花潭的前前后后，一再流连于皖南一
带迷人的山山水水，赋诗抒怀。

坐落在宣城市区北郊水阳江畔的
敬亭山，虽无天柱山之险峻，无九华山
之灵秀，无黄山之奇绝，在此丘陵地带
拔地而起，远看满目清翠，云漫雾绕，近
观林壑幽深，泉水淙淙，显得格外灵秀。

李白曾7次登临敬亭山，把它写入
诗中：

众鸟高飞尽，
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
只有敬亭山。

如果说，写这首《独坐敬亭山》时的
李白，多少怀有些许孤独感的话，在写
《望天门山》时，显然又是另外一番心境
和景象：

天门中断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

孤帆一片日边来。
天门山是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和县

白桥镇的西梁山与芜湖市鸠江区大桥
镇的东梁山的合称，长江至此折转北
去，“两山石状晓岩，东西相向，横夹大
江，对峙如门”。李白专写天门山的诗
文就有三首，特别是这首《望天门山》，
以其惯有的豪放飘逸、自由奔放、无拘
无束的诗风，饱含激情地把天门山的雄
奇壮美充分展现出来，意境开阔，气魄
豪迈，使之名闻天下，引来文人墨客络
绎不绝地探古寻幽。

《独坐敬亭山》传诵后，敬亭山声名
鹊起，吟无虚日。白居易、杜牧、韩愈、
欧阳修、苏轼、文天祥、汤显祖、文徵明、
石涛、梅尧臣等，留下诗、文、记、画数以
千计，“遂使声名齐五岳”。

人与景入诗，一定有某种缘分；而
人与诗入景，珠联璧合，传诵后世，文化
基因嵌入景中，蓦然间窥见人在自然山
水中搭建的纯净精神境界，彰显出文化
在自然审美中的不朽价值。

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中记载：
“今潭已壅塞。”张惺斋炯题云：“蝉翻一
叶坠空林，路指桃花尚可寻。莫怪世人
交谊浅，此潭非复旧时深。”

这种叹息延续已久。1958年，国家
在青弋江上游修建陈村水库（现称太平
湖），大江截流之后，大坝下游的桃花潭
水已不复旧时丰盛。

然风景其实无时无处不在，且总是
青睐那些有情怀、有共鸣的人。所谓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圣人之言，靡日
不思。

改革开放之后，当地政府着手修复
桃花潭，打造诗意胜景。开荒山，理杂
芜，迁移修葺，复山川之灵气，还桃花潭
本来之面目。如今，桃花潭畔，“层岩衍
曲，回湍清深”“清泠皎洁，烟波无际”

“由山耸汉，玉屏叠翠”。虽谪仙往矣，
然流水依然，袅娜风姿仍旖旎。

看着桃花潭畔乘兴而来、尽兴而
归的游人，真应该感谢李白，1000多
年过去了，居然还能以他特有的方式
惠及后人。

一处风景，竟成千百年后叙写离愁
别绪的代名词——桃花潭，幸甚至哉！

（转自2018年12月08日《人民日
报海外版》，作者现为人民日报社安徽
分社社长，高级编辑）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微笑从
容，沉淀、馨香、念起，过去的日子很冷，现在回忆
起来很温暖。

（一）我们这一代的“风流歌”
五个芜湖师专的老同学在毕业三十七年后

再次相聚,一个个兴奋的像老顽童一样。我们的
老班长——徐明，人生多波折却极聪明，当年高
考我们只考了两百多分，而他竟考了三百六十多
分，是当年的芜湖地区高考文科状元；我们的生
活委员——王金虎，曾任了十二年的泾县教育局
局长，他更大的业绩是，以妻为原型，创作了散文
《笔》，获得了全省大学生作文竞赛奖，并发表在
《希望》杂志上；刘化，他任了二十来年的南湖茶
林场中学校长，当了多年的管教干部，可是要论
喝酒他可比不上刘军豪气，那晚的豪饮，让他出
现“断片”现象；当年称我为“四同”（同学、同乡、
同宗、同庚）的人——刘军，一个敢爱敢恨的人，
从事了多年的外贸商务工作，现在成了全市这方
面专家型领导。

我们那个年代有首歌最流行《再过二十年，
我们再相会》，可是，我们这次相会快两个“二十
年”了！金虎同学感慨道——

二十年后再聚，豪情不减从前。
往事何堪回忆，人生五味俱全。
也曾拼搏奋斗，扪心并不汗颜。
浮躁归于平静，全凭内心修炼。
老来别无他求，诗酒寄托流年。

（二）怀念父亲
对父亲的记忆我是模糊的，正如那一张父亲

留下唯一的发黄了的老照片，因为在我的童年时
代，他就永远离开了我们，再也没有回来；对父亲
长眠的这一抔黄土，我的记忆又是深刻的，因为
几十年来，每年清明我都要来此祭拜，只不过以
前是来回步行七十华里，而现在是乘车前来。

父亲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在他十四岁时就

随着他的舅舅一担稻箩下江南，在偏僻的山村
——洪林双沟成家立业，他和母亲生了十三个孩
子，长大成人的只有五个，父亲一人工作拉扯大
五个孩子，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那时的双沟土
匪横行，父亲作为一个外地人，能站住脚跟是多
么不容易，所以和几个伙伴结成拜把子兄弟，相
互携扶。父亲后因脑溢血发作，从此倒下，再也
没有站起来，去世时仅仅五十刚出头。

父亲的一生又是充满爱的，我是父亲最小的
儿子，出生时父亲已有四十多岁了，老人们常说：
爷爷喜欢长头孙子，父亲宠爱幺儿子。真是这
样，儿时的我特别好哭，我的大姐夫曾戏称我为

“五好哭佬”，“哭”是我争取到一切好处的武器，
我看到邻居家小朋友有木头做成的小汽车，便在
家死命的哭，从不愿求人的父亲，只好到邻居家
求他为我也做一辆；有一次母亲回娘家喝喜酒，
不能带着我，便对我说，回来带麻饼子给你吃，我
想妈妈兼想吃麻饼子了，又是死命的哭，父亲只
好牵着我，走上十来里去迎候母亲。即便我是这
么讨厌，父亲却从来没有动过我一根手指头。父
亲去世时的情景，我还有一些印象，记得父亲断
气时，邻居大哥说：“刘伯伯，你把眼睛闭上吧。”
那时，我有些恨这位大哥，认为是他催我父亲死，
现在才知道父亲是割舍不下我们一家，尤其是他
的最小的儿子!

又是一年清明时，我又来到父亲还有后来去
世母亲的合墓前，这是一堆矮矮的黄土，父母在
坟的里头，我和我的妻子在坟的外头，我们所能
做的只能在坟头插上白纸剪成的清明吊，在坟前
烧上一些黄色纸钱。感慨道：父母在，人生尚有
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来去无法选择，归
途只是开始，人生一世，草木一春，来如风雨，去
似微尘。

在清明时节，在父母亲的坟墓前，我对父亲
的怀念似这纸钱的烟和灰，向远处飘零……

风
是时候了
放下书
面向窗外
看一看
静静的风

希望
每一缕风都这样
没有硝烟
没有眼泪
没有污染
只有洁净
和大自然的清新

樱花
一片、两片、三片
樱花那粉白的嫩叶
嫩花瓣
是那么可爱
让人怦然心动
迷恋其中
不可自拔

童年啊
就犹如那樱花
虽然不能一直盛开
但它
将永远根植于
我们心里

《诗林》推出“滴撒诗群”

全国公开发行、哈尔滨出版的《诗林》双月刊2019年第
3期“中国诗歌流派展”栏目推出我市“滴撒诗歌”相关资料，
并发表了成员海淀、高月明、韩庆成、帅忠平、文郁、李庭坚、
王正洪、夏子、左云、杨昌文作品。

“滴撒诗群”曾被评为“中国十大诗歌民刊”（2011）、
“21世纪中国十二大影响力现代诗群流派”（2014）等。

《新时期中国诗歌地理（安徽卷）》
收入我市20位诗人作品

北魏主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今年出版的《新时期中
国诗歌地理（安徽卷）》为安徽40年优秀诗歌作品荟萃，其
中“宣城”一辑收入我市20位诗人作品：高月明10首，海淀
15首，周墙10首，左云12首，杨昌文10首，韩庆成8首，李
庭坚10首，盛敏10首，韦笳9首，田斌8首，李庭武8首，潘
志远8首，孙非8首，申文祥5首，乐冰3首，胡正勇8首，沙
飞6首，布小衣4首，其川13首，李明亮4首。 （闻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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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洋楼，拔地而起
茅草屋已成为古迹，土坯墙也变成文物，走遍

十里八乡，都难见踪影。
所见，清一色砖瓦房，点缀着几幢小洋楼，鹤立鸡群。
这边是堂兄的，粉墙黛瓦，还翘着高高的马头，

刮起一股徽派风。
徽风皖韵，伴着江南翠竹。窗前菊吐蕊，梅生

香。春来一树桃花，彤云掩映；夏则雨打芭蕉，流淌
着淅沥沥的旋律。

本家水爷爷，盖起一座大庭院。庭院深深，摁
门铃，小门洞开，大门洞开，最后庭院电动铁门洞
开，方可见其大驾，俨然世外高人或乡野豪绅。

妹夫的小洋楼，拔地而起，三进四层。一楼会
客，二楼寝卧，三楼看书，四楼观景。

顶楼阳光房里，姹紫嫣红，花香袭人，四季如春……
自来水，接上了锅台

装月亮，也装星星的水桶，早销声匿迹。
有一点压力，就在暮色里叽叽昂昂的扁担，告

老回乡，不，进了农耕博物馆。
水缸为何物？如今，恐怕只有到司马光的故事

里去找答案了。
瓢，照葫芦画瓢。查字典，还要百度实物照片，

才能教儿孙们读认。
不用生火，也不用釜底抽薪。
“啪”一声，蓝色火苗跳跃。炒、煸、蒸、煮、炸、

汆……十八般厨艺，都可在这一方洁净的锅台上，
大显身手。

热气腾腾，却没有一缕油烟呛鼻。
还可以随时暂停，去看一下视频，再来继续你

的下一道新菜。
一条银亮亮的小河接通锅台，轻轻一扭，一曲

新世纪的《泉水叮咚响》，被你演奏得有声有色……
电产品，演绎着家庭浪漫

十平米的卧室，就是十平米的秋天。
宽敞明亮的厅堂，就是宽敞明亮的阳春。
几台空调，击败严冬，也让酷暑退避三舍。芭蕉

扇、蒲草扇、鹅毛扇、纸叠扇，统统下岗、退休，干脆失
业；电风扇也备受冷落，靠边站，额头上落满尘埃。

分分秒秒的事，几张钞票的事，便摆平了一个
个难缠的季节。

冷饮伸手即来。
冰箱，冰柜，仿佛是一个神奇的世界：一年四

季，新鲜蔬菜瓜果，取之不尽，食之不竭。
豆浆机，让你尽享城市人的早餐风味。
电磁炉，免除你顿顿做饭的烦恼；电烤箱，让你

生活品质，再上一个台阶。
电吹风，让你春风得意，秀发三千，面若桃花。
打开环绕立体声音响，你可贵妃醉酒，也可小天

鹅。倘若你想浪漫，那就来一曲十八相送、楼台会；
最好来一段天仙配，比翼双飞，夫妻双双把家还……

···如歌的散板如歌的散板如歌的散板···
四十年：乡村变化协奏曲

□潘志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