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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千年
方 向

楚大鼎的最高音
楚青铜的最高音， 就在伸向天空的

手臂上
依次亮起国运、国势、国强
我看到了整个淬火的过程
在某个黎明之夜，以汉江水、淮河为

引子
铸出一鼎浓浓的州来情

看见时光通过一滴滴滚烫的铜水
在某一双手上发出吱吱的声响，那

声音
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寿春的主题思想
成为淮南楚文明的发祥地

现在， 它站在中国安徽楚文化博物
馆中央

像一枚修成正果的主语
代表淮南二千年辉煌
与世界交谈

偌大的博物馆
大大小小青铜女儿都在发着光
围着国之重器
讲述楚文化的最后积沉与升华

我停在不远处
用 206 块青铜一样的硬骨
想象那些身负沧桑的家国梦
是不是坐在大鼎中心
侧耳倾听每一个朝拜者留下的惊叹

与赞美

两枚碰撞、融合的动词
第一枚动词，在长途跋涉的路上
被强悍的秦风，削去了部分尖锐与

锋芒

被一些汉水的变迁，推入江淮大地
与一滴淮夷土著文化相遇

那激烈的碰撞
带着大片石头、青铜、汉江澎湃
带着淮河的辽阔、宽容
一片新文化的诞生
在寿春册页上
长出郁郁葱葱的枝枝蔓蔓

它们相互融入、相互借鉴
相互挑出彼此最闪亮的部分
书写楚风、楚骨、楚韵

十九年的磨合
终于生出楚文化的淮南精篇
生出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淝水之战

今天，一座历史名城
构造葱茏时光的
那些砖瓦、石头、城垣、翘角
依然记得，一把重剑
在此挥出的一道道蓝色光芒

不同地域的两枚词
像一根横穿数省的竹扁担
挑着 800 年楚国风云
行走在中华册页上

被引入芍陂的一滴滴回音
像四大美人一样
我更倾于生于故乡右侧的关键词
倾于她的婉约、温柔、明察秋毫的

那颗玻璃心

驻足芍陂，我还是忍不住
被那些奔涌而来、奔涌而出的
楚音、楚语、楚风情
深深打动着

时光的力量
在这里改变着一代代旧颜
再长出一节节新欢

只有那些忠诚于内心的水
不会忘了一滴初心
在此造就的二千年福祉

一滴乡音、一滴清澈、一尾上岸多年的鱼
像从壶口瀑布一样的气势磅礴中
一跃而下
跟随浩浩荡荡的楚风
去读人间辽阔
或是逆流而上
找到那双捧起楚都的巨手

我又前行了一步
像一棵结满追忆的稻穗
站在江淮大地的中央
等待第一行轰轰烈烈的开镰声

不可逾越的武王墩
一次次被认定、被修复的名词
一次次被否定、被许许多多不同的

声音
反复推敲着

“王”有了正确的方向
却没有相应而来的呈辞
介入地下巨大宏伟的沉默感
有了楚韵的那一抹天蓝
却没有足够的青铜音
去解析“王”的正位

但他确实存在
确实有过一段光彩照人的风光
在这里写下楚风的一页页悲歌

接踵而来的
各种器皿、各种发光的冷静事物
都在指向一座名城的重心位置

曾经有碧波荡漾般的人间烟火
从这里出发
走向楚国顶峰

今天，我无需打开什么、靠近什么、
触摸什么

无需在一个“王”字上争论下去、坚
持下去

武王墩精心留下的这一片历史纷呈
已足够证明
一个国度的终点
同样是另一个国度美好的开端

足够让我记住一种历史赋予的骄傲感
像花儿一样
盛开在江淮大地上

今天，青铜、鄂名金节、大府铜牛
一枚枚逐渐苏醒的金币
像摆在淮南意识正前方的关键词
让我们想起
源远流长的“楚”文化
正在中国文化版图上
开枝散叶、结出一串串醉人的硕果

寿州大救驾
边家强

1
灵感，离不开自然的启迪。 创意，源

于智慧。
明月，不知引发了多少哲思，触动了

多少离合悲欢。
寿州人，把“寄相思”的明月，融进生

活，融进情肠。从此，“故乡的味道”，远飘
淮河两岸、南疆北国。

越朴素， 往往越能打动人。 就地取
材，工序简单。 面粉、核桃仁、青红丝、糖
桂花，经过制皮、制酥、包酥、制馅、包馅、
拍成圆月形，生坯大功告成。

炸制，讲究的是火候。 沸腾的油锅里
香味袅袅，从作坊慢慢散开，一直钻进小
巷深处。清香里，有牵挂、有怀思、有团圆。

一枚寿州点心， 就是寿州人心目中
的一轮明月。

2
回到公元九百五十六年的后周，走

进那场战事的现场。
兵临城下。 九个月，艰难攻下城池；

九个月，如同急火攻心。将军，操劳疲惫，
茶饭不思。

一方“明月点心”，成了一剂疗伤的
良药。

花酥层层叠叠，犹如点将台下的浩荡
之师。金丝分明，宛若越过淮河时，映红将
士脸庞的缕缕彩霞。点心中央，急流旋涡，
再现了南塘大战最悲壮激烈的一幕。

清香阵阵，如金桂似青梅，橘核之气
清漾，将军心动。

品尝，香酥脆甜溢满口腔，劳累困乏
顿时云散烟消。 整装，挥师，攻无不克。

即使“皇袍加冕”，即使雄起一代王朝，
即使山珍海味摆满宫宴， 将军始终惦念南
塘，惦念那比明月更皎洁的寿州糕点。

大救驾，比“救驾”更有深刻蕴含。

3
寻味。古寿州，人海如潮。慕名，或者

怀着某种情结，心里都装满景仰。游子回
归时，总会让“乡味”再一次沁入心脾。

解说员，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就像叙
说自己的家事， 就像描述一段不老的传
说， 仿佛主人公就在某个小小的店铺喝
茶、品糕点、聊楚风汉韵，或者捻着长须
在靖淮楼上眺望八公仙境。

客人们， 总喜欢三五成群地围坐在
方桌旁， 让丝丝缕缕的感慨和大救驾的
清香，穿越出发前的那个梦境。

故事，在演绎；精彩，在继续。就像糕
点的用料和制作，一直在追求精细。但古
寿州最初的味道，永远在那轮明月里。

拎着“明月”，踏上归途。 寿州城很
小，却精致幽雅。 古朴的民风民俗，盖过
初游时的陌生和神秘。

古城并不自封自闭。 四大城门开放，
欢迎远道而来的每一位客人和他们带来的
消息，就像大救驾传递给游客的人文信息。

揣着“明月”，即使走遍天涯海角，也好
像游历在古城的三街六巷七十二拐之间。

国 家 级 非 遗“火 老 虎 ”
陈 明

火老虎是一种传统民俗表演形式，
至今已有千年历史。 火老虎仅仅流传于
安徽省凤台县区域的山口村和淮丰村，
因表演的方式为点燃扮虎者身披的特制
虎皮， 以火花显示老虎的形象而得名，
2008 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火老虎”的形成，来源于五代十国
时期的传说故事。 据说后周与南唐争夺
淮南时，后周将领赵匡胤率数万精兵攻
打寿春（今寿县），南唐将领余洪被迫逃
到八公山篼笼冲，后周名将刘金定率领
精兵追赶，并放火烧山。八公山上和淮河
岸边芦苇荡火光四起，林中的老虎被烧
后奔逃而去。 “火老虎”便是根据这个传
说洐生而来的，在当地表演之取乐于民。

火老虎的最大特点就是表现一个
“火”字，其演出活动一般在每年的农历
正月初三到十五举行。火老虎的表演道
具为纯手工的制作工艺，但是所用材料
独特， 一个火老虎制作前后有 30 多道
工序，需要几个内行人才行。其中，最难
的工序要数麻焾子制作。首先要选用家
种的火麻，待火麻成熟后采收。 火焾子
由火麻编制而成， 每当火麻成熟之后，
要用棒槌反复砸成糊状，让麻秆末溶入
麻丝之中，不等生麻糊全干，便反方向
搓成麻绳，待晒干后备用。 晒干后的麻
绳中含有大量的麻秆碎末，点着后不会
产生明火，并有很强的自燃性，燃烧时
麻绳自身会有些弹性，加之表演者不停
地抖动， 燃烧中的麻秆末喷向四方，会
产生火花四溅的效果。 麻绳编制完毕
后，开始制作护身的木板，木板当选泡
桐板最佳，因为它有“吃火”的功效，不

易起明火而伤身体。
火老虎所用道具分虎头、 虎身、虎

尾三部分，显示出夸张写意的特点。 虎
头制作时先用竹篾扎成骨架，然后缀上
焾子； 制作虎身是将大概 20 块泡桐板
以细铁丝连接起来，每块泡桐板上钻出
大概 12 个等距的小孔， 每个孔眼里像
栽鞭炮焾一样， 注入约有 10 公分长的
麻绳焾子。虎头制作一般用竹篾扎成鸟
笼状， 略加装裱后适当系些麻绳焾子，
让老虎嘴可张可合，并在头部涂上虎色

即可。 虎尾要采用桑树条，火烤后压弯
会形成上翘的形状来， 尺寸大约 2 米
长，同样要捆扎好自制的麻绳焾子。 最
后用两根木棒做成虎腿， 再系些麻绳
焾，表演时握在手中即可。 表演者表演
时戴上老头帽，护住头部和脖子，只露
眼睛，穿着紧身衣，戴着防护手套，然后
将虎皮、虎头、虎尾用绳连接在一起，就
像穿马甲一样披捆在表演者身上，待全
身火焾点燃后登台表演。

只有在火老虎表演的现场， 你才能
感受到火老虎表演的激情澎湃， 只有亲
眼看到， 才能真切体会火老虎表演给人
带来的强大震撼力和艺术魅力。 火老虎
表演除了主角三人外， 现场还要 20 到
30 人的辅助表演，上场前 5 分钟，外围
需要点火， 而且点火的过程比较麻烦，
需要配合到位，麻利果断。 以前点火，都
是用蜡烛点燃，点火人不仅需要沉稳干
练，更需要一定的技巧。 而现在，运用了
火枪点燃，这样点燃方便，又能节省时
间，整个点火过程大概需要 3 分钟就可
以完成。

表演火老虎， 不仅是个体力活，更
是技巧活。 表演过程中，表演者全程弓
腰，既需要灵敏快速，又需要体力支撑。
以前，表演到尾声时，都是火老虎不敌
两狮，满身带火扑进水塘。 现在改变了
表现形式， 用湿毛巾将火灭掉来代替；

防火服代替了演员身上用来防火的湿
麻袋、湿棉被。

火老虎的表演时间也有讲究，一般
选择在农历的正月十五里头，这样的夜
晚， 一是春节期间人们吃过晚饭之后，
正是闲暇之时， 二是这个时候没有月
光，黑暗的夜色之中，火老虎的表演效
果更佳，正是“火”色正浓，老虎发威。凤
台火老虎经过去年春节前央视报道后
声名远扬，表演火老虎的时候，很多外
地的群众纷纷赶来观看。

火老虎表演粗犷质朴、 欢腾热烈，
演出动作夸张豪放、场面激烈、惊心动
魄。 通过夸张、写意的手法把老虎的威
武凶猛进行了生动的艺术再现。这一传
统的舞蹈表演形式，表现出了淮河流域
民众吃苦耐劳的精神品格和坚定乐观
的生活信念， 反映了凤台的历史背景、
人文景观，是劳动人民智慧之花原生态
的表现，对研究凤台县历史文化、社会
生活都具有重要意义。

这些年，在当地文化部门抢救性保
护下，近乎失传的“火老虎”得以再重现
凤台。 火老虎这种表演形式，只有受过
专门训练的人方可以表演。 目前，这一
独特的民间艺术形式已面临生存危机，
急需保护传承， 培养年轻一代学习传
承，让火老虎表演后继有人，丰富沿淮
群众的文化生活。

千 年 魅 力 楚 都
沈庆功

苍苍八公山，清清安丰塘，一轴山
水画，千年梦之乡……

寿县一眼，便是千年。古朴的青石
板路， 诉说着历史文化名城的沧桑岁
月。秀丽的八公山，在“淝水之战”中细
数楚文化的积淀。壮阔的安丰塘，见证
着“千年古县”的厚重历史。楚文化，是
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楚人、楚国创造
且长期积淀的文化实体和形态。

融古汇今，巍巍楚风。我的家乡寿
县，是一座楚文化的“地下博物馆”，而
这种文化历史久、根基厚、影响深、辐射
广。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钟鼓铿锵、淮
水汤汤，以寿为名、源远流长。当地淳朴
的民风，特殊的时代背景，在长年累月
的发展之中，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乡土文化。金汤永固，指的是寿县这座
古城，久久为功，说的正是一代代楚国
人为这座城所做的贡献与努力。

寿县，是楚文化的故乡，楚国一共
有 7 个国都，先后分别是丹阳、郢都、鄀
都、鄢都、江陵、陈、寿春。其中寿春，即
为今天的寿县。 历史上的寿县因祸得
福，意外地成为了楚国璀璨文化的最后
藏身之处。在寿县古城，您只要随意出
入一座城门，就能带出一段传奇；走过
一条街巷，就能引出一个故事；随便找
个地方，挖上一锹，就能挖出一则典故；
刨下一镐，就能刨出一句成语……

楚文化，在物质文明上表现为高度
发达的青铜文明，精神文明上表现为礼
乐文化。民间俗话说：“嫁星星，嫁月亮，
不如嫁到安丰塘。安丰塘，有米香，大米
干饭银鱼汤。”寿县安丰塘，是楚令尹孙
叔敖主持建造， 距今已有 2600 多年历
史。的确是阅尽世上那些塘，不敌楚国
安丰塘。寿州香草，又叫“离香草”。有奇
香，清雅馥郁。据传，为楚国将士忠魂所
化。这种香草，成了楚文化的精神载体、
楚国老百姓们思乡的精神寄托。寿州香
草，是寿县独有的楚文化符号，更是一

种吉祥物。对于远在他乡、奔波在外的
人，或在夜深人静、阴雨绵绵之时，寿州
香草的香味幽幽袭来， 直达心扉深处。
越是远离故土，加上每逢阴雨，其味越
香。因此，流传一首诗，是这样写的：离
香草根生南唐，行走天涯伴身旁。幽幽
香味君莫忘，相思深处是故乡。

楚人，有着不忘故国的爱国主义精
神意志的体现， 他们诚信重诺的品格，
例如对祖国的忠诚、 遵守职业道德、人
与人的交往互助、对己的执着自信……
楚人这种诚信品格的成因主要是环境
决定、文化影响、体制使然。

楚地的民间，巫风盛行，土俗尚祠
祀歌舞。楚人开创的汉王朝，君臣多钟
情和留恋于楚风俗与习惯，使楚文化复
起。蚁鼻钱，是楚国青铜仿制贝形的货
币，形似背面磨平的贝壳，后人称之为
“鬼脸钱”。大府铜牛，该青铜器为战国
时期楚国铸造，约 1956 年，在寿县邱家
花园出土。楚金币，又称郢爰，战国时期
楚国黄金称量货币。1979 年 8 月， 在寿
县寿春镇花园村门西村民组出土。鄂君
启节，又称鄂君启金节，是战国时期楚
国用于交通运输的青铜器，其形制像竹
节，于 1957 年和 1960 年在寿县城东丘
家花园出土。楚国境内产黄金、白银和
青铜，因而金币、银币和铜币都曾在楚
国铸行。楚铜器墓的年代学、楚墓等级
分类、楚国丧葬礼俗、楚式青铜器体系
的形成、楚系青铜文化，对汉淮间诸国
文化的融合与统一、楚系青铜文化与吴
越、南越青铜文化的交流等具有重要意
义。楚文化，对南半个中国东周至秦汉
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融合与统一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楚国的发展壮大，离
不开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发达，文物同
样可以展现其发达程度。楚人的饮食起
居，在几千年前令人羡慕。一条 2000 多
年前腌制的干鳊鱼，以及水稻、麦、粟、
板栗 、姜 、花椒等 ，让人感觉烟火味十
足。漆木折叠床、座枕、铜薰杯、铜灯、竹
席等日用品，是楚人精致日常生活的写
照。铜镜、木梳、胭脂、油彩等物品的便
携式彩绘漆木梳妆盒，反映出当时贵族
对美的追求。

楚文化，创下历史上多个“第一”。

有天下第一县由楚人建立， 名叫权县，
位于湖北的当阳和沙洋之间。最早起源
于楚国冷兵器时代的机关枪叫“连弩”。
在长沙出土的楚连弩，扣动扳机可连发
10 支箭， 这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连发
武器。出土于长沙陈家大山楚墓的帛画
《人物龙凤图》、长沙子弹库楚墓的《人
物御龙图》，是中国最早的人物绘图。楚
国还有“当今最早的连环画”，是在随州
发现一个漆酒杯上画的郊游图，另外还
发现战国猪形酒具盒上的楚人狩猎连
环漆画。这描绘了生活气息浓郁的楚国
贵族宴乐、狩猎活动的场景。

楚国，为战国七雄之一，先秦楚国
的疆域，包括如今的湖北全省，河南省、
安徽省、 浙江省等部分区域， 面积约
150 万平方公里 ，都城为郢都 。楚国是
先秦时期位于长江流域的诸侯国，国君
为芈姓、熊氏。封楚人首领熊绎为子爵，
建立楚国。据出土的《清华简·楚居》记
载，楚人立国之初有“鄀国盗牛”祭祀一
事，说明建国开始的贫弱状况。经过了
几百年的发展，楚国在春秋楚成王之时
崛起。楚庄王任用虞邱子、孙叔敖等贤
臣，问鼎中原。邲之战大败晋国而称霸，
开创了春秋时楚国的最鼎盛时代。楚国
在周文、武之世开始崛起，奄有江汉，史

称“大启群蛮”。
楚辞，是楚文化的典型代表。屈原

是楚辞的开创者， 作品有 《离骚》 等。
“骚”或“离骚”作为楚辞的代称，楚辞的
产生，离不开楚地特有的民间习俗。“书
楚语 、作楚声 、纪楚地 、名楚物 ”的 “楚
辞”， 与其他楚文化一同构筑起瑰丽奇
异的楚地文明。《晋书·乐志》说：賨人，
又称寅人、板楯蛮，是当代土家族的“主
源”。 历史上的土家族主要分布在鄂、
湘、渝、黔交界地带，賨人的歌舞曲，反
映出汉代乐府始终吸收包含楚地民族
的歌舞而使用。

楚文化， 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她融合了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同时
也吸收了少量蛮夷文化的特点。 专业来
说是古中原文化与楚蛮区域性土著文化
相结合的产物，内容丰富多彩。楚翘宫的
文创服饰将楚人尊凤尚赤、崇火拜月、喜
巫近鬼的特质得以传承，并延续创新。

楚文化，是一座古城的内涵，也是
一座古城的精神源泉。 一城人文典故，
千年魅力楚都。 在寿县城墙上，大家可
以看到一些年轻人谈笑风生， 望城墙
下，老人们生活安详。墨香八公山，画映
淮河水。 千年历史文化名城厚重的楚文
化历史，熏陶着这里一代代的寿县人。

宋桂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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