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12月 6日 星期二 淮 河 A3
本版责编/鲍 宏hnrbhh7726@163.com

红色小甸：这里是安徽省党的旗帜最早举起的地方(资料图)

镌刻在淮南大地上的红色印记（上）
李思法

淮南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淮南大地上留

下了大量红色革命遗址、遗迹，红色印记
熠熠生辉，成为一个个红色坐标。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红色
文化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深入挖掘
红色文化资源、缅怀先烈、礼赞英雄、褒扬
功勋，把革命前辈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推
向前进。

小甸集： 安徽第一面党旗
升起的地方

瓦埠湖畔的小甸集，是明代瓦埠街至
合肥的古驿道上的小店埠，年代久了演称
为小甸集。

上世纪二十年代， 这里流传一首民
谣:“三年旱来三年淹,三年蝗虫遮满天,水
旱几年没收获 ,野菜树皮都吃完。苛捐杂
税猛如虎,百姓血汗被榨干!”

饥寒交迫的人民 ,盼星星 ,盼月亮 ,盼
望东方出太阳。

1923 年冬,在上海读书的年轻共产党
员曹蕴真、薛卓汉、徐孟秋返回寿县家乡,
秘密发展党组织。

一天冬夜,小甸集小学一盏煤油灯闪
亮,在绣有镰刀、锤头的红旗下,曹蕴真、曹
练白、徐梦周、鲁平阶、方运炽、薛卓汉、徐
梦秋、陈允常 8 位共产党员庄严地宣布成
立中国共产党寿县小甸集特别支部（曹蕴
真任特支书记）。

这是从小甸集升起的安徽第一面党
旗！

这是从漆黑的夜幕上划出的一道红
色闪电！

这是从瓦埠湖畔响起的安徽第一声
春雷！

小甸集特支是安徽第一个农村基层
党组织， 开创了安徽革命斗争的新纪元，
载入了《中国共产党安徽地方史》（中共安
徽省委党史研究室著）。

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聂皖辉为小
甸集特支纪念馆题诗：“故乡送来一盏灯，
先知先觉夜照明……”。 小甸集特支的成
立，在寿县点燃了照亮革命前程的马列主
义明灯。

从此， 寿县的历史揭开新的一页，以
小甸集特支为先导， 建立了中共寿县县
委。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震惊江淮的瓦埠
暴动，促进了皖北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

小甸集，是中国革命在安徽早期的发
祥地， 一批又一批革命者从这里奔赴战
场，成为中国革命的先躯。曹氏“一门三烈
士”———曹渊、曹云露、曹少修被誉为“寿
州志士，淮上英烈”。

当年，朱德总司令在赞扬英雄人物的诗
中写到 “忠心为国声名在， 仪表堪称后世
师”，也完全可以作为对一门三烈士的写照。

如今，从四面八方前来小甸集参观、学
习的人们，在“安徽第一面党旗纪念园”，在
高耸的寿县革命烈士纪念塔前，对脚下这
块红色的热土油然而生崇高的敬意。

致敬，小甸集———中共安徽省党组织
发祥地！

致敬，小甸集———安徽省第一面党旗
升起的地方！

致敬，小甸集———烈士的家乡，英雄
的故里，红色的热土！

瓦埠暴动：霹雳一声震乾坤
瓦埠湖水卷怒潮，农民暴动红旗飘。
1931 年 3 月 29 日，在寿县党组织的

领导下进行瓦埠暴动。农民暴动队伍云集
泰山庙。参加暴动的骨干人员组成“皖北
红军游击大队”，由方和平任大队长、曹鼎
任政委。

3 月 30 日凌晨 ， 参加暴动的农民
1000 多人潮水般地涌向瓦埠街， 在望春
园饭店门前，竖起镶有镰刀、锤头的红旗，
宣布正式暴动，暴动的农民发誓和反动派
斗争到底！

要吃辣椒不怕辣，要干革命不怕杀，
就是刀架脖子上，也要踹他几板脚！
这豪言壮语斩钉截铁、 掷地有声，多

么豪迈，多么坚定！
“霹雳一声震乾坤， 打倒土豪和劣

绅！”
3 月 31 日， 党组织发动瓦埠周围方

圆 20 余里的农民 3400 多人，开仓扒掉地
主粮食 4 万多斤。皖北红军游击大队收缴
土豪劣绅 100 多支枪。 土豪劣绅闻风丧
胆，四处逃窜。

声势浩大的瓦埠暴动，正如毛泽东同
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赞扬
的那样，“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
么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
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瓦埠暴动的消息传到国民党寿县政
府， 县大队及封建地主武装联庄会 1500
多人枪， 疯狂围攻游击大队和暴动群众，
双方开枪射击。敌人依仗枪弹多，多次轮
番进攻。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和实力，暴动
群众分散隐蔽起来，寿县游击大队在中共
瓦埠区委掩护下顺利突围。

瓦埠暴动载入《中国共产党安徽地方
史》和《寿县革命史》，产生了广泛影响。

瓦埠暴动，是寿县党组织领导的第一
次农民革命运动，揭开了寿县武装斗争的
序幕。

瓦埠暴动，声援了鄂豫皖苏区第二次
反围剿斗争，为淮南革命斗争史留下了光
辉的一页！

白塘庙：红旗卷起农奴戟
官府奸诈手段多，苛捐杂税如牛毛。
地主豪绅张血口， 地租高利贷来盘

剥。
穷苦农民闹革命，挥起长矛和大刀！
这是 90 年前在凤台县白塘庙流传的

民谣。
白塘庙是凤台县城西北 20 多里的农

村集镇。1928 年，中共凤台县委在白塘庙
小学建立了中共凤台县特别支部（化名冯
德芝），马克思主义在凤台传播，点燃了凤
台人民向往翻身解放的革命烈火。广大农
民进行抗捐、抗税、抗租的斗争。

凤台县党组织逐步扩大，成立了中共
凤台县委。1930 年 8 月的一天晚上，县委
书记程东方在白塘庙召开全体党员大会，
传达县委关于 9 月 17 日举行白塘庙农民
起义的决定，并对起义作了全面部署。

红旗卷起农奴戟。9月 17日下午，以召
开农民互助会会员大会为名， 参加起义的
4000多人，从各地向会场集合。他们高举红
旗，手持大刀、长矛（红缨枪），威风凛凛。

当会场集合 1500 多人时， 国民党县
政府察觉农民群众举行起义，随调集县常
备队 300 多人和地主武装，持枪实弹凶猛
地扑向会场镇压农民起义。起义人员进行
了英勇反击，但因只有少数枪支，没有足
够力量打垮敌人，为了减少损失，起义队
伍撤离，保存了实力，等待时机再起。

白塘庙起义是凤台县和淮南地区第
一次农民起义，显示了党领导农民运动的
巨大威力。这次起义载入了《中国共产党淮
南地方史》（中共淮南市委党史研究室著）。

白塘庙起义是农民群众由抗捐 、抗
税、抗租、抗债等日常的反压迫、反剥削的
斗争，转向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斗争的大胆
尝试，斗争方式具有开创性。

白塘庙起义鼓舞了淮河儿女革命斗
志， 推动了淮河流域农民运动的蓬勃发
展，有诗赞曰：

淮河流水浪头高，农民起义白塘庙。
喜看凤台展红旗，革命火种遍地播！

板张集烈士陵园： 红色的
历史坐标

革命浩气，在天地间激荡，
人民英雄，在烈火中永生。
庄严、肃穆的凤台县板张集革命烈士

陵园， 坐落在县城西北丁集镇板张集村
西，始建于 2004 年 10 月。

这是一座拥有墓、碑、馆、桥、林、路、
门、亭为一体的大型陵园。苍松翠柏掩映，
显得清新、幽静；名贵花卉锦簇，格外古
朴、高雅。

这里是革命烈士长眠的墓园，
这里是凤台红色历史的坐标，
这里是供人民缅怀革命先烈的圣地，
这里是淮南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第

四届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耸立在广场上恢弘大气的主碑，正面

镶嵌着白金压制而成的毛泽东手写体“革
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熠熠生辉，光
彩夺目。

陵园的烈士墓群，安葬着解放凤台县
城壮烈牺牲的豫皖苏六分区十二团营长
李振海、四连连长王福成、指导员刘法家、
班长刘会民等 14 位烈士。

陵园里竖立着胡之光烈士墓碑。她曾
在凤台从事地下工作， 播撒革命火种，点
燃信仰的火炬。

在胡之光烈士墓碑的东西两侧，竖立
着在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凤台牺
牲的 4 位县团级烈士。他们是：1931 年 11
月 3 日在领导黄家坝暴动中牺牲的中共
凤台县委书记唐志远、 县委委员程东方；
1948 年 5 月在凤台王圩孜对敌作战中牺
牲的豫皖苏六分区十二团副团长、老红军
罗平；1948 年 10 月牺牲于凤台县高汉庄
的颍上县委副书记杨金辉。

陵园中，巨大的“凤台县烈士名录碑”
长 7 米、高 2.2 米，镌刻着凤台籍和非凤台
籍而牺牲于凤台的烈士名单 276 人， 其中
有红 27军副军长吴宝才等将领。

上述这些革命先烈，让凤台历史的星
空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英雄壮歌，烈士长眠。
凤台县板张集革命烈士陵园，成为一

部红色的历史教科书，唤起人们对千千万
万革命先烈的缅怀和追忆。

当我们仔细擦拭烈士墓碑的时候，仿
佛听到烈士们的红心仍在“怦怦”跳动；

当我们肃立默哀的时候，就会感到烈
士们把沉甸甸的革命重担放在我们肩上；

当我们畅谈今日美好生活的时候，就
会意识到是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
幸福；

当我们仰视烈士纪念碑的时候 ，就
会感到烈士们在天之灵昭示我们踔厉
前行……

飘香的芦集镇
苏登芬

一直以来，悠闲的生活是人生的一种
高境界，但得之者甚难。 这除了要有能维
持温饱的生活基础，还得有较高的生活情
趣。 年轻人有时能悠而闲不起来，中年人
既不悠也不能闲， 老年人闲是没问题的，
但能不能悠起来难说。 悠在心，闲则要关
起自己的心门。

古色古香的潘集区芦集镇，原先集东
西两侧各有一条较大而深的芦苇沟而形
成，芦集又名芦沟。走近街中心，引入眼帘
的古题字“春来茶馆”浑厚有力，顿觉春风
神怡。古茶馆的对门，左右皆是饮茶之处。
茶馆临街而立，门面简陋陈朴，布局并非
正儿八经的茶肆，而是如同住家，以房屋
结构而因地巧设。 进门即茶室，十余人坐
在小凳上，一边饮茶，一边看电视，喝着聊
着，看着说着，从衣着上看，大多是上年纪
的，应为村民（街民）。老来闲着，放下家务
的琐碎，置身于老茶馆，捧一壶老茶，或浓
或淡，细品百般茶味，百味人生。越看越觉

得这是一幅古集镇的风景，一番不可多得
的乡土风情。

茶室的中间是待客的古色茶桌，长桌
的两侧是厚重的木椅，一把茶壶，青灰色，
荧荧有光，有名的六安瓜片、霍山黄芽，黑
黝黝的，茶尖裸露出壶口，散发着缕缕茶
香，缓缓弥漫于茶室。芦集不产茶，芦集人
借六安瓜片及大别山茶叶，利用老芦沟集
家家都有井泉水的特质，打造出芦沟香茶
特色品牌。 阳光从窗户的栅栏间透出来，
四壁张贴着各色人的饮茶图，他们是静止
的，而我们是活动的，我们的举杯啜饮，犹
如他们优美的定格。 茶壶下褐色的托盘，
镌刻着“茶缘”二字，茶水沁人，字迹发黑。
能来芦集，确实是以茶为缘。 若不是慕名
千年古茶镇，我们怎么会来到这逶迤淮河
的内河架河岸古港口码头茶镇。

史料传说，芦集历史悠久，是古州来
下蔡国时临架扼淮的军事要冲之地。滨架
水而濒淮，周际临水，中挟方园二里之汀
路，四角架桥通途进出。 下视集南岗咀抵
淮港口码头。亘古以来，曾几度水路通贸，
商贾鼎盛，名噪千里。据说宋、元、明以来，
就有金、幸、王、胡、马、杜、陈、熊八大姓居
住此地，集市中心以金姓居住为主。 古集
镇四角桥上井，井上庙遥相呼应。 南下东

去的官道招来南来北往，东去西上的路人
商旅，说书斗唱，算命卜卦，贸农经商等五
花八门拥而云集，竟成为歇脚、打尖的好
地方。一时间店铺林立，小街纵横。特别每
年农历四月初八庙会人山人海， 货畅其
流，时至今日不衰。

庙会期间，持续数日，那石条铺就的
街面上，你拥我挤，生意叫卖声声萦耳，地
摊杂货，骡、马、猪、羊黑压压一片，服饰、
锦帛，家具琳琅满目。人流沉醉于笑声、歌
声、喝斥嘈杂之中。

特别引人注目的京剧良友班是周边
百里范围内较大的农村集镇京剧团，唱大
戏，演名戏，接亲访友，热闹非凡，逢年过
节一般。

芦集老茶馆茶价低廉，并可不计时间
地泡在茶馆里，这里不是有钱人的久留之
处，而是悠闲人的驻足之地。 茶馆门两边
对联：“虽无扬子江中水， 却有六安山顶
茶”。门前挂着鸟笼，一只鹦鹉，见着美女，
冷不丁地会说一句，“你真漂亮”。 有人递
给它一颗花生， 它竟从容地剥去外壳，啄
开米粒，悠闲地享受着美食。 一位年过花
甲的老人，赤着上身，手持一杆近三尺的
烟袋。 悠悠吞吐着白色烟雾，和着银白色
胡须缠绕在一起，宛如烟雨岁月，让人顿

入一种悠闲而虚幻的境界。享受芦集的慢
生活，在老茶馆里；分享芦集温柔生活，也
在老茶馆里。 我只是过客，正如我匆匆地
来，又匆匆地去，不带走一片茶叶，却捎走
缕缕清香。

芦集，这座飘香的古镇。香风四拂，从
六安茶尖上萌发， 从街巷的古屋里散发，
从千百年的历史文化中引发。茶香、书香、
抚琴的檀木香，香在里里外外，香得透透
彻彻。 悠闲品茗悠闲乐，怎一个“香”字了
得。

在中国，喝茶的方式很多。在办公室，
一杯清茶放在面前，公务忙碌间，喝一口
茶，解渴润喉。 在老茶馆里喝茶，所谓一
人喝茶得其神，两人喝茶得其味，三人喝
茶得其趋，七、八人喝茶得其杂。 虽然形
式质朴，但常喝延年益寿，饭前增食欲 ，
饭后助消化，少喝不过瘾，多喝不胀肚 ；
春喝清凉、夏喝消暑、秋喝生温、冬喝增
暖。 一年四季，这里的人们只要一有空闲
便坐进茶馆， 一边喝着茶， 一边嗑着瓜
子，家长里短，谈笑风生，热热闹闹，座无
虚席。 我们在茶楼之上喝茶，喝的是茶，
品的是风景，茶人之意不在茶，而在四周
之景也，喝出从容、喝出淡定、喝出轻松、
喝出悠闲。

冬阳下的淮河（外二首）
徐满元

没有了充沛的雨水的乳汁的喂养
冬日里的淮河
像刚断奶的婴儿
消瘦了不少

缕缕冬阳，母亲的柔指般
抚摸或轻揉着淮河
淮河仿佛春蚕一样蠕动着
那些披头散发的淮河柳
像捋光了叶子的桑树
此时已变得一无所有
连一爿浓荫
也被远去的秋风
借去当了盘缠

偶有几只水鸟
同情似的栖落柳梢
顷刻化作被放大的悲悯
以倒影的方式
叫淮河刻骨铭心

河 湾
河湾是河流到了一定年龄
长出的肚腩
也让神经一度紧绷的河水
在此舒展一下筋骨

因为有了河湾
河流就很少
对两岸的管束口出怨言
更不会负气出走
可以说是河湾
叫河流的肚量大增

那些一直迷恋河流的
水草和芦苇
在河湾处紧紧拽住了
河流的白色长袖
将翠绿的依恋之情
痛快淋漓地诉说个够

针 线

我从淮河上横渡
无意中化作一根银针
淮河的丝线
精准地从针眼穿过
从此，我不再惧怕
千疮百孔的生活

即使留下补丁
那也会成为
岁月眼里的风景

一城楚韵一城文
沈庆功

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
安徽省淮南市，是一座蕴含丰富

楚文化的宝库， 其丰厚的历史内涵。
近年来，这里的人们一直努力探寻传
承创新模式。

楚文化，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
念，它与楚民族的形成、发展具有密
切的关系。 在我的家乡寿县，有千年
古刹、威严城墙、纵横如棋盘的街道、
利在千秋的芍陂、 汩汩流淌的珍珠
泉、葳蕤秀丽的八公山等。

在有着“地下博物馆”之称的寿
县，自古及今，这片深厚的土地，积淀
了丰富的文化遗存，长期以来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 寿县，也是楚
文化的最后积淀地， 楚国迁都寿春
后，江汉文化和淮夷土著文化经过长
期地碰撞、融合，最终形成了以寿春
城为中心的江淮楚文化，在中华文明
史上留下灿烂篇章。 熊绎，楚国史第
一位君主，鬻熊的曾孙，被周成王封
为楚君。楚国，历史与文化光辉灿烂，
是一个奥妙无穷的迷宫。 楚国人民，
他们在农业、 手工业、 天文历法、文
学、音乐、绘画、雕刻、哲学、史学等方
面取得了光辉成就。

寿县的历史， 令人流连神往；寿
县的未来，会更加辉煌壮美。 记文化
为底蕴，载厚重之古墙。 挺雄伟之矗
立，秀馥郁而荡漾。兴寿县之春游，欲
君心而舒畅。 揽一缕和煦，赏一路荷
香。 采一片红霞，披一身晨光。

今年，国庆节的假期，我走进了
历史悠久的寿县， 踏青石板台阶而
下，步入古郡之城中。 淝水百丈水汤
汤，千古南朝诧战场。 自己在寿阳城
下，淝水岸边，故垒寻访，勾引起无限
的遐想。千年之久的这场战争风云早
已散去，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却
成为脍炙人口的著名掌故， 千百年
来，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我想，感受
楚文化，散步在城道，就如同行走在
一部沉甸甸的历史巨著之中，恍惚梦
回千年。

寿县，底蕴深厚，流连忘返。大家
应该知道，寿县又叫寿春、寿阳和寿
州，属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书法之
乡……在这里，有着底蕴丰厚的地域
文化、独具特色的地名文化，素有“中
原屏障”、“江南咽喉”之称。历史上州
来国、蔡国、楚国、西汉淮南国、东汉
阜陵国，先后建都于此，屡为州郡，也
是豆腐发祥地和淝水之战古战场。 其
古迹繁多，遗产丰富。 据传，现存的古
寿春城遗址上的古城墙， 构筑于北宋
熙宁年间，周长约 7147 米，高约 7 米。
城有四门，东为“宾阳”，南为“通淝”，
西为“定湖”，北为“靖淮”，均设城楼与
瓮城。 另外，寿县人口以汉族为主，少
数民族分别有回族、藏族、苗族、彝族、
壮族、侗族、哈尼族、满族等。 在 2015
年 12 月 3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将寿县
由六安市划归淮南市管辖。

寿县，岁月更迭，文化倍重，自己
多次到寿县博物馆内参观。 此馆于
1958 年建设， 是安徽省最早的博物
馆之一，曾用馆址为寿县古城东大街
报恩寺和古城西大街中段孔庙古建
筑群南附近。 2022 年 6 月 11 日，安
徽楚文化博物馆，即寿县博物馆新馆
正式建设完成，并对外开放。 该馆是
全国唯一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
坐落于寿县新城区寿春城国家考古

遗址范围内，占地约 200 亩，建筑面
积近 15000 平方米， 概算投资约 3.2
亿元。 馆藏文物 1 万余件（套），展陈
内容包括安徽楚文化、寿县文明史两
个基本陈列和寿春寿文化专题陈列。
安徽楚文化陈列包括立国江汉、东进
江淮、徙都寿春、楚韵悠长四个单元，
寿县文明史陈列包括淮夷旧邦、两汉
寿春 、秦晋纷争 、隋唐寿州 、寿州之
战、宋清寿州、革命沃土七个单元，较
好地展示了安徽楚文化和寿县历史
文化，是一座大中型的现代化、地方
性综合博物馆。

寿县，宝藏丰富，文物众多。说到
寿县的楚金币， 它是国家一级文物，
而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内的楚金币藏
量是全国博物馆之首。楚金币的形制
有龟版形、楔形和圆形，多在正面钤
有方形或圆形 “郢爰”“盧金”“陈爰”
和“專爰金”等阴文印记。商周时期饕
餮纹铜铙、斝、重环纹三足匜、三足羊
尊，战国时期嵌松石“越王者旨於赐”
剑、“郢爰”“盧金”“陈爰”印记金钣及
无印金钣， 东汉鎏金银刻纹铜舟、累
丝嵌宝八龙纹金带扣、“长宜子孙”双
龙玉佩，以及北宋时期金棺和鎏金银
棺，为重要的代表性藏品。

寿县，人文古迹，历史之地。 约
1600 年前，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
名战役“淝水之战”。国家非遗名录中
有正阳关抬阁肘阁、八公山豆腐制作
技艺等。 省级非遗名录有寿州锣鼓、
紫金砚制作技艺、 大救驾制作工艺、
安丰塘传说、寿州大鼓书、四顶山庙
会、淮词等，其中的寿州锣鼓是楚文
化积淀的产物、楚音乐的遗存，有千
百年的历史， 流传于寿县以及周边
县、市，是群众喜爱的民间传统音乐，
表演不受时间、空间的约束，宜于参
加各种节日和喜庆庆典活动。

它融进了淮河地区传统的“十八
番”“凤凰三点头”“兔子扒窝”“长流
水”“大小绞丝”“双绞丝”“小五番”等
锣鼓谱的精华。人们表演所用的主锣
“钢锣”，声音清脆、洪亮，具有浓郁的
楚文化韵味， 在沿淮地区独一无二。
寿州锣鼓的演奏效果，像是我国闽浙
一带的“十番锣鼓”，它那舒缓、柔和
的特点，也像中原地区的“威风锣鼓”
高亢、激昂。 因此，寿州锣鼓被称为
“会说话的锣鼓”。 寿县的隐贤镇、瓦
埠镇、正阳关镇等是千年古镇，孙公
祠、安丰塘、孙家鼐故居、淮南王墓、
廉颇墓、 小甸集特支等历史遗迹，如
同一颗颗珍珠，串起了这座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寿县，因水兴盛，酌古御今。安丰
塘，古名芍陂，号称“天下第一塘”，始
建于春秋楚庄王时，为楚相孙叔敖征
集民力所建， 至今已有 2600 多年历
史，被称为“中国灌溉工程鼻祖”，位
居中国四大古代水利工程之首。

寿县，人杰地灵，名人辈出。 有
“宋代三吕”，即是吕夷简、吕公著和
吕本中。 昆曲创始人张野塘，北大创
始人、清代帝师孙家鼐，五四先驱高
语罕，淮上军司令张汇滔，淮上英杰
柏文蔚，抗日名将方振武，北伐英雄
曹渊，地矿部长孙大光，铁笔张树侯，
女画家孙多慈，书法家司徒越等名人
志士，流芳于世。

一城楚韵一城诗，千古寿州千古
情。 历史封存了数千年的浩瀚往事，
唯有那些砖石，记录着寿县的旧日记
忆。 当下的寿县，由原先瓦釜雷鸣的
英雄时代， 到油烟茶醋的平民时代，
已归于平凡质朴，却保留着古城本该
有的模样。 千年古城寿州之旅，令我
永不忘记这片古老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