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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树似乎是村庄的必备品，农家孩子没有什么零

食，每年枣树上红彤彤的枣子能给孩子们打打牙祭。那

些悬在低处的枣子是等不到红的，早早就被孩童偷偷摘

了。只有高挂在树梢上的枣子才能等到真正成熟。家乡

老屋前有两棵枣树，每到枣子泛白，孩子们就急不可耐地

摘几个下来，慰藉贫瘠的味蕾。到了枣子真正成熟时，只

有孩子够不到的树梢上，悬挂着红彤彤的枣子，让孩子们

巴巴地望着，垂涎三尺。

爱心秋千爱心秋千 庞凡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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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兰家坟，后有霍山城”，这是父辈故事

中，我记忆最深的一句话。很早以前，在东淠

河南岸的滩涂只有一户兰姓人家，在此繁衍生

息，开疆拓土。后来有一户刘姓逃荒者到此，

好心的兰家收留他们，主仆关系很铁。主人死

后，就葬在他拓荒的田地中。受了兰家恩赐的

刘老爹，每次总是对犁地的儿子祷告一句:犁到

兰老爷坟边要留一犁。那意思是不要破坏了

坟地风水，让兰老爷安息，做人要懂得感恩。

刘家后代们照做了，年复一年的“留一犁”，就

“留”出了霍山城后来的雏形。我对这个故事

深信不疑，因为从现在霍山人身上还能看到几

千年前霍山人“耕读传家，礼义济世”的影子。

霍山历史悠久，《幼学琼林》中记载:黄帝画

野，始分州邑。那时黄帝就封了霍山的山脉为

南岳，商周后期在霍山设置了灊邑。灊，专指

霍山，且沿用了一千多年，灊邑也是全国最早

的县邑之一。灊邑当时很小，以兰家坟为中

心，南、北两条城河，东至幽芳河，西到柳林河，

大约4、5平方公里。到了汉代，霍山成了衡山

国，后又多次改名为岳安、开化、盛唐等，叫霍

山是从隋文帝开皇元年开始的，一直沿用至

今。从隋朝开始，霍山城也像“留一犁”那样慢

慢向外扩张，只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霍山城发

展到南靠南岳山，东接高庙河，西邻柳林河，北

临东淠河，面积有20多平方公里。而到目前为

止，霍山城已有60多平方公里，把淮河的一级

支流东淠河及柳林河、幽芳河、落阳河等都变

成了城中河，把南岳山变成了城中景。

南岳山，也叫衡山，古时称天柱山，据《史

记·封禅书》记载，元封五年，汉帝登灊之天柱，

祭祀并敕封。门楣上“汉帝敕封”四个大字透

着历史的沧桑，依稀还能看到暗淡的刀光剑

影，还能听到远去的鼓角铮鸣。晚唐诗人皮日

休还写了著名的《霍山赋》，明代文学家冯梦龙

登临后也留下了“龙去方池静，风高古洞迷”精

美的绝句。南岳庙门上镌刻狂草大师于右任

的“小南岳”，而大门两边又是于老乘龙快婿屈

武撰写的长联，这些都成了庙宇的点睛之笔。

南岳山现在已是4A级景区了，每天游人如织。

站在南岳山顶往下看，今非昔比，层林尽

染，美丽而灵动的霍山城尽收眼底，城在水上，

河在景中，人在画里。

从南岳山下来路过山庄小区，这里原来是

一个叫南岭的村民组。这里有我童年的故事，

记得上小学时曾和同学来这里偷杏子吃，结果

我被大黄狗追到了山坎下，手脚划了几道血口

子，而同学则被大黄狗截在了杏树上……南岭

成了我一生挥之不去的记忆，这里因“留一

犁”，又由“城中村”变成“城中间”了。

很长时间没来南岭了，今天一见着实令我耳

目一新，原先的“蜘蛛网”“牛皮癣”“小菜园”不见

了。小区被“瓜分”的路也让了出来，建成大小停

车场4个，车辆停放整齐。臭水塘注入活水，雨污

分流，变成了“月牙湖”，湖上还有零星的荷花，“亭

亭出水中”。凉亭步道，奇石景观，健身器材，新颖

齐全，苗木花卉，四季如春。

我与一个正在健身的青年攀谈起来，他说:

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把我家改造进了花园

里。我问他:人还是那人，为什么现在小区的面

貌就改观了？他笑着说:再没素质的人也不会

穿泥巴鞋在地毯上走啊！

如果说好习惯是逼出来的，那么高素质则

是育出来的。走进五馆花园，慢步在廊桥上，

我被幽芳河路边一排“身边的榜样”所吸引，这

一排全是霍山籍的全国和省、市级劳动模范。

幽芳河路正是通往县政府的一条大道，这让公

仆们受到了每日三省的熏陶！

作为城市的美容师，霍山城的建设者在“面

子”与“里子”上做足了文章。霍山古街老巷很

多，诸如文盛街、荷香街、桂花街、玉石街、澡堂

巷、龚家巷、一人巷、火神庙巷等等，无不蕴含

着霍山人的记忆，无不传承着霍山城的厚重。

尹家冲小区原是一个“两不管”的城乡接合

部，曾几何时变成了“非遗巷”。走进一看，令人

震撼，规划设计者别出心裁，把霍山47项国家级

和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展在巷子里，

图文并茂，让居民在休闲中了解博大精深的霍

山文化。原来国家级非遗——西路庐剧的发源

地就在霍山，这让我确确实实地自豪了一回。

我印象中金融水电是两个小区，中间有道

围墙把它们分开了，这给居民生活的确带来不

少麻烦，双方也因此没少拨打“110”“120”，大

概是“让他三尺又何妨”的精神使然，双方后来

推倒了围墙，变成现在的金水小区了。而金水

小区的另一头则是天辰养老院，住建部门把握

这一契机，把这个小巷又建成了“孝心巷”。

孝心巷，清静干净，路面是透水混凝土，老

人走在上面安全放心，巷两边墙上是敬老故事

和爱心漫画，尽显中华孝文化的精髓，不论是

谁，走过路过，顿生孝义。

西镇南路则在美容师手下变成了“霍山记

忆巷”，是一本活着的“霍山回忆录”。记忆巷

上的老旧照片，藏着光阴的故事，勾起了一代

又一代人的回忆。记忆巷向路人不住地讲述

霍山城的前世今生，是喜是悲已无所谓了，都

成了闹市里的过往，让人们在木心先生的《从

前慢》里感受这座小城的流年。

激流广场在东淠河岸边，已成了网红打卡

地，我惊叹家乡人的时尚。傍晚时分凭栏西望，

落日的余晖洒满东淠河，半江瑟瑟半江红，再现

了“霍山八景”——“双山桃浪”的壮观。

霍山毗邻黄州，据《霍山县志》记载，苏轼

被贬黄州时经过霍山灊台，灊台的双山桃浪风

景给苏轼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他便约李公择

来霍山游玩，还留下了“我有同舍郎，官居在

灊岳”“谁知大圆镜，衡霍入户牖”“灊山道人

独何事，夜半不眠听鼓声”等十几首诗。苏轼

见灊台石壁酷似黄冈赤壁，便在上面写下了

“小赤壁”三字，后来“灊台赤壁”也成了“霍山

八景”之一。而灊台赤壁的正对岸小山上，有

一个很大的墓地，墓碑上刻着“一任黄州居

士、两游赤壁名人——苏轼之墓”。是真是

假？众说纷纭，苏轼墓到底在哪？就连写《苏

东坡传》的林语堂也不知道，成了千古之谜。

霍山人崇尚文化，对三苏充满了敬意。据

《苏氏家谱》记载，明弘治甲寅年（1494年）苏昶

后人在霍山城中心建了一所“三苏祠”，以供后

人瞻仰。全国共有四所“三苏祠”，另三所分别

在四川眉山、河南郏县和浙江金华。现在全国

各地闻讯而来的人很多，霍山也因“东坡墓”和

三苏祠而声名鹊起。“中国月亮湾作家村”“仙人

冲画家村”也随之应运而生了。

霍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山区小城，正在慢

慢地发生着变化。历史的包浆，玲珑剔透;厚重

的文化，源远流长;快乐的人们，向善向好。

那年夏天，故乡老屋门前的枣树上多了一个简易的秋千。

这是祖父特意为我制作的，后来我给这个秋千取名为“爱心秋

千”。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祖父光着膀子，在老屋旁边的过道

里用麻搓一条粗粗的绳子，汗水在祖父的身上流淌。那麻丝是

祖父开垦老屋后一块荒地种植的。收割以后，放在水塘里沤一

段时间，剥下皮晾干，再放入清水中浸软。拣择成色好点儿的，

给奶奶用来织粗麻布，做粗布床单，差一点的便搓成绳子晾晒衣

服、捆庄稼等。

我围在祖父旁边问长问短。问祖父搓绳子干嘛用，祖父笑

着说：“给我小宝贝做秋千啊。”那时我刚学会一首童谣“荡秋千，

荡秋千，一荡荡到柳树梢，摘朵白云怀中抱，送给爷爷把背靠”，

也许是祖父听到了我背的童谣了吧。也可能是祖父外出看到别

的孩子荡秋千，看到孩子们都很喜欢，想他最爱的孙女也一定喜

欢吧。祖父把又粗又长的麻绳系在门口那棵枣树横生出的粗枝

丫上，小板凳卡在绳子上，一个简易的秋千就做成了。祖父把我

抱在板凳上坐好，腰里围了一圈绳子固定，轻轻往前推，开始时

祖父一松手，我就吓得哇哇叫，慢慢地，一次比一次荡得高，我喜

欢上了那种飞起来的感觉。

秋千在诗人的眼中笔下，向来有情有味，诗意缭绕。李清照的

《点绛唇·蹴罢秋千》——“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

薄汗轻衣透。见客入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

嗅。”萌动的少女情愫让人心动；宋代欧阳修也有一首与秋千有关的

词，《渔家傲》——“寻花去。隔墙遥见秋千侣。天欲暮。流莺飞到

秋千处。”秋千和春色在诗人眼中显得更加亲和，富有情味。

乡村的孩子不懂诗词，但喜欢祖父为我打造的秋千。秋千前

常常有孩子们排队等着荡秋千，我则享受了荡秋千的任性和优先

权。祖父忙完田里的农活，不管多累，都会为我荡秋千，他站在我身

后，叮嘱我坐稳了，双手扶住我的腰，在我身后用力向前一推，我就

像鸟儿一样飞起来，祖父继续推，我继

续飞，快乐的笑声洒满了庭院，在村

庄上空飘荡。

我7岁时，祖父因病故去，我

永远不能再见到那个笑呵呵又慈

祥的老人了，那个爱我的祖父在

另一个世界里护佑着他最爱的

孙女。我慢慢长大，秋千也慢慢

荒废了，但秋千上荡漾的笑声，

永远铭刻在时光的长河里。

“灊邑”默化话霍山 金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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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梓行

清明喜归桑梓地，油菜铺黄麦苗青。

亲朋含笑庆团聚，旧友执手祝康宁。

一街闹市见如故，两港流水掬可亲。

祖居老屋依稀影，主易新楼焕然真。

犹忆父母遗万爱，似闻朝夕唤小名。

几般欢颜几般累，寸心何报三春情。

鹧鸪天

一树桐花落晚风，清明转盼逐飞

鸿。那堪频向青山望，别念青山松柏丛。

从别后，忆相从，多少泪滴梦萦中。

今宵酹酒团栾月，天上人间一阕同。

清明二题清明二题 许厚今许厚今

记得有位诗人说过:熟悉的地方无风景。这可能是对宋代词人林正大“静听无闻，熟

视无睹”的一种诠释。对此，我也感同身受。我生在霍山，长在霍山，听着霍山的故事长

大，但我对霍山的印象可能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