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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醉写清平调
刘文勇

春和景明， 兴庆宫牡丹花开了，
清新明媚、 君王玄宗悦目； 沉香亭伺
帝赏花的玉环 ， 妩媚富丽 ， 君主欢
心。 名花倾城， 需配以李翰林名诗，
方不负此良辰美景！ 玄宗如是想。

奉诏寻太白的李龟年 ， 伤透脑
筋 。 找遍翰林院 ， 不见踪影 。 突想
起， 李翰林爱酒， 定在酒家， 急于斯
处寻找， 忽听狂歌：

“三杯通大道， 一斗合自然。 但
得酒中趣， 勿为醒者传”。

啊！ 这不是李翰林还能是谁？ 喜
登酒楼， 可太白酩酊大醉， 已伏案而
眠。

李龟年手抚酒仙， 告其玄宗命写
新词。 诗人醉乡明告龟年： “我醉欲
眠君且去 ”。 李龟年难能扶起酒仙 ，
忙与几个乐师抬李白下楼， 架于御马
驮回皇宫。

玄宗命人为李白冰水浴面， 急传
醒酒汤， 又亲调醒酒羹， 奉与酒仙。
顷之太白醒来， 见玄宗、 贵妃皆于眼
前， 遂要求赐酒。 玄宗说， 你刚醒，
再喝， 不是要再醉吗？ 太白回答， 臣
是斗酒诗百篇， 愈醉诗愈好， 愈醉诗
愈美。 玄宗欲得佳诗， 急命赐酒， 李
白持杯一饮而尽。

御酒乃酒之上品， 为大唐最美琼
浆。 飘飘欲仙中的李白， 眼前顿现美
景蟾宫阆苑， 霓裳羽衣簇裹着玉环丰
满娇容， 她可是西王母群玉山瑶台上
的仙女啊！ 是牡丹园中最美最温馨的
洁白如玉的牡丹花啊！ 李白将醉眼中
的美景， 一挥而就： “云想衣裳花想
容， 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
见 ， 会向瑶台月下逢 。” 一首写毕 ，
呈于玄宗， 明皇御览， 大喜。 说， 卿
果愈醉诗愈美 。 太白喷着酒香 ， 奏
道 ， 臣还未全醉 ， 若再醉 ， 写出的

诗， 还会更美更好。 玄宗闻之而再赐
好酒。

太白亦有八分之醉， 飘逸的眼前
出现了楚襄王的阳台 、 汉成帝的宫
廷。 醉中的他， 突然发现了楚王为之
断肠的神女 ， 汉成帝为之新妆的飞
燕， 瞧其斯美， 如何能与玉环相比！
新词顿落纸面： “一枝红艳露凝香，
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
可怜飞燕倚新妆。” 兴庆宫大哗， 盛
赞太白真乃金星转世矣， 如此美妙遐
想 ， 如此绝妙神笔 ， 非大师谁能写
出。 玄宗读后， 褒奖李翰林， 爱卿确
实斗酒诗百篇， 无愧酒仙诗仙之佳誉
啊！ 禁不住颁旨， 赐朕饮之酒。

玄宗三赐酒， 即酒、 好酒， 朕饮
之酒。 此为酒中之酒、 好中之酒、 优
中之酒。 君饮之酒， 当为最美之酒。
而李翰林因诗作之美享此至高殊荣，
这在大唐绝无二人。 饮下玄宗饮的美
酒， 李白已醉至十分， 可此刻他头脑
却陡然清醒了。 他顿时从无限的仙境
中回到了现实， 双脚踩到了坚实的皇
宫大地。 那名花牡丹、 那倾国玉环，
还有那君王的欢笑， 立即融为一体。
真乃十分酒十分诗 ， 大诗人对玄宗
说， 臣酒已十分， 故诗也就能写出最
美最好的了。 说罢第三首请平调词旋
即而成：

“名花倾国两相欢， 长得君王带
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 沉香亭北倚
阑干。” 好一个 “长得君王带笑看”，
这三首诗， 首首透出浓艳， 句句流露
奇葩 ， 字字飘逸酒香 。 兴奋中的玄
宗 ， 急命乐师李龟年谱曲 、 谱 曲 、
赶快谱曲！

名花倾城 ， 让君王赏心悦目 ；
御用美酒 ， 令李白沉醉飘逸 。 美花
美人美酒 ， 使豪放的诗人编织了最
美的 诗 ， 君 主 为 此 沉 醉 而 长 亦 带
笑。

李龟年为大师之诗谱好新曲， 乐
工已始演奏。 沉醉的乐工仿佛被美酒
浸染， 天籁旋律飘逸着醇浓的酒香。
情不自禁的君王兴奋地亲持玉笛， 极
为投入地吹奏起来。

“草上飞”飞进北京城
苏登芬

1953 年 ， 刚解放不久的淮河岸
边武家岗 ， 有名的花鼓灯窝子武郢
子 ， 精明能干的武佩选 (绰号草上
飞 )， 要到北京参加民间歌舞演出 ，
大人、 小孩都兴奋地传开了。

武佩选 1917 年出生 ， 时属凤台
县东南十八里地的架河乡武庙村人，
幼年失学， 父亲早年过世， 母子俩相
依为命。 武佩选打小就喜欢锻炼， 栽
筋斗、 竖星星、 踢打蹦跳， 每到大河
湾拾庄稼、 割草， 空闲时在湾里的沙
抛地上摔筋斗。 经常在村西南角一块
桌面大的石头上练功， 空心筋斗、 蝎
子倒爬墙、 猴子单手摘桃等都练。 12
岁时， 跟着本村的花鼓灯班练起了鼓
架子筋斗， 村西头的围沟八尺多宽，
他一个鲤鱼跃龙门就飞过去。 后练就
了 《鲤鱼飞河》 《兔子扒窝》 《坐地
行走 》 《箩磨床子 》 《飞檐走壁 》
《猴子扒树》 《草上蹲人》 等， 应有
尽会， 家乡人送外号 “草上飞”。

武佩选从小聪明伶俐， 十四五岁
时更是活泼可爱， 既会花鼓架子， 又
善长扮演兰花。 一次跟大人们一起去
南乡推扫帚， 回来的路上走到六安地
区的舒家埠， 晚上住店， 既不接待，
又不给入住。 店老板是一个喜爱花鼓
灯的灯头， 张罗着安排花鼓灯演出，
淘气的小佩选 ， 在旁边连翻几个空
心筋斗 ， 被店老板看中 ， 灯头邀请
其演兰花 。 这时灯头招待饭菜后 ，
住了店 ， 准备演出 ， 出演了一场灯
头扮演鼓架子 。 当时请兰花下楼 ，
因歌词唱不到位请不下兰花 ， 灯头
急着唱出 : “我的小妹妹你别慌 ， 你
脚穿白鞋为哪桩?” 武佩选接唱 : “小
奴家家住凤台东南乡 ， 十八里路程
武郢子上， 草堂上死了继母老干娘，
我不穿白鞋顾不住大场。” 同去的不
知谁朝屁股踢了他一脚 (担心店主生
气 )， 从此接上了词， 下了楼 ， 给灯
头一大惊喜。

武佩选的表演情感真挚， 活泼热
情， 喜怒哀乐皆出于真心。 他认为玩
灯要有真情， 真情才能动人。 因此，
他的舞蹈无矫揉造作之态， 总是随着
真挚的感情而奔泻。 他的动作不屑于
对生活中自然景物的模拟， 而注重神
似 ， 比拟 、 夸张 ， 一招一式尽展神
韵。 他的代表性动作 “野鸡式”， 刚
中有柔， 神形兼备， 独具一格。 他的
鼓架子注意学习吸收戏曲动作的内在
特点， 常加以猴形化， 内外结合， 集
精、 气、 神于一体， 与众不同。 由于
他追求真情和神似， 故他的表演自然
流畅， 激烈似江河奔流， 委婉如涓涓
溪水， 一切都表现得那么和谐得体，
毫无刻意雕凿之气。

花鼓灯的表演长期以来形成一个
重要传统， 即表演时有很大的随意性
和即兴性， 名手常常在表演中显露创
造性的才华。 由于武佩选对花鼓灯小
鼓架子动作掌握得炉火纯青， 运用自
如， 加之他思维敏捷， 故而能迅速、
准确地把他对周围生活和自然界的感
受通过自己的身体转化为美妙的舞蹈
语言， 任何一位 “兰花” 舞伴与他配
合表演都能达到默契自然 ， 天衣无
缝。 若场上偶尔出现意外情况， 他能
迅速不露痕迹地救场堵漏。 其表演之
精明 ， 反应之敏捷 ， 即兴创作之奇
快， 令人赞叹不已。

抗日战争期间， 武佩选到凤台县
城办事， 被巡逻的鬼子给抓住， 见武
佩选机灵过人， 扬言要装麻袋丢进淮
河， 他见势不妙， 连说， 我会唱花鼓
灯歌， 于是唱了几段， 其中有一段把
鬼子骂了一顿 ， 事后还是放他回了
家。

随着年龄的增长， 花鼓灯技艺不
断提高， 眼睛和手势像猴一样灵巧的
武佩选 ， 1948 年应怀远石金礼 (艺
名:石猴子) 灯班邀请到怀远唐集参加
花鼓灯灯会， 武家岗灯窝的灯班应时
参加。 抵灯中， 号称 “猴子” 的石金
礼用两张大桌一把椅子 ， 叠起作动
作， 武佩选则三张大桌， 两把椅子，
叠起翻空心筋斗 ， 并爬杆摘下九连
灯。 灯会结束后， 玩友握手言和， 互
表客气， 武佩选握着石猴子的手说 :
“对不起， 你猴子我气死猴。” 同年年
底， 过春节初三， 几个玩友到军属家
串门， 走近门口 ， 武佩选顺口唱到 :
“东家门口抬头望， 中堂搞得真漂亮，
军属牌子列在旁， 左边配的董存瑞，
右边配的黄继光 ， 你们说荣光不荣
光。”

1949 年 4 月， 芦沟集四月初八会
期， 各路灯班会聚抵灯， 三张八仙桌
叠起， 上摆两把椅子一方凳子表演各
种筋斗， 没想到一脚踏空摔下， 武佩
选急中生智， 在身悬半空时， 伸手按
住第二张大桌角用力一推， 一个后翻
在丈余外稳稳站住， 全场轰动， 喝彩
声、 口哨声， 震耳欲聋。

武佩选到北京是 1953 年春天 ，
为安徽省代表团参演的演员， 有冯国
佩、 詹乐亭、 李兆叶、 常和龙等十二
位花鼓灯老艺人。 第一次到北京怀仁
堂参加全国歌舞汇演， 受到毛泽东、
周恩来 、 朱德 、 宋庆龄等领导人接
见， 在演出后的总结会上， 周总理把
花鼓灯总结为东方芭蕾。 中国电影制
片厂拍摄电影 《民间歌舞》 中， 让武
佩选扮演了主要角色， 武佩选的名声
响誉江淮大地。

悠 悠 沧 桑 话 泥 河
祁家录

泥河又称东泥河、洱河，源于凤台县
北部米集，流经潘集区中部，至尹家沟闸
入淮，长 62 公里，流域面积 360 平方公
里。

这条淮河支流行于淮北平原， 比降
甚小，上游河道窄如沟洫，中游向下逐渐
扩展，下游河面宽达 1 公里以上，水天一
色，颇有大江大河之气势。

泥河的水，泥河的泥，造就了独特的
自然生态和自然资源。从远古以来，一代
又一代泥河人探索生存之道，趋利避害，
不断创造和推动历史文明的演进， 为淮
河文化的史册增添了光彩夺目的篇章。

一
上世纪的一次文物普查， 揭示出泥

河历史上的辉煌。在中下游两岸，发现唐
代古窑址 22 处，古窑之多在淮河以北乃
为罕见。因泥河地境隋唐时属寿州，这些
古窑址被称为寿州窑址。 根据发掘出的
窑具和大量瓷器残片考证， 有唐代早期
的青瓷、中期的黄瓷、晚期的黑瓷。 由此
可以证明，泥河岸上这些古窑的生产，持
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泥河畔的群窑生产与产品贸易，应
是淮南历史上的一处亮点。 这些古窑能
够长时间生产经营， 除了当地有丰富的
瓷土资源、燃料资源、工匠资源以外，主
要是得益于水上舟船运输方便。 从历史
上看，自东汉至北宋初期，古籍中没有黄
河大规模泛淮的记载， 这段时间淮河独
流入海航运无阻。当年，泥河中下游河道
通畅，舟船直接入淮，可以把瓷器运往海
内外销售。可以想象，唐代泥河的黄金水
道和岸边的“工业走廊”，是多么繁荣。

然而， 无情的历史不能永久地留住
现状。唐窑消失了，只留下一处处瓷器的
残片，这些残片让后人猜想，是什么原因
使群窑在同时期衰落？ 也许是唐末战乱
的社会原因， 也许是沧桑变化的自然原
因。而从史料中发现，北宋时期已有黄河
夺淮记录，致使淮河流域水系紊乱，河床
淤高，河口堵塞。 泥河当然在劫难免，失
去了黄金水道。

二
黄河夺淮给泥河流域带来了灾难。

下游泥沙沉积，入淮口河槽淤塞，河面扩
展，农田成为沼泽。清嘉庆《凤台县志》记
载东泥河“自刘隆集以下河势始阔，然多
淤浅，亟宜挑浚。 ”并注明东泥河原经杨
絮沟入淮，因近淤浅改由尹家沟注淮，距
杨絮沟注淮处六里。 从清乾隆年间到民
国时期，对泥河入淮口曾几次疏浚，但疏
后又淤，每遇大雨遍地汪洋，庄稼绝收，
村庄被淹，农民流浪他乡。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发出“一定要
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
淮河治理。 凤台县于 1950 年冬，组织民
工开挖泥河入淮水道，即新尹家沟，并在
沟口建闸，防淮河洪水倒灌。 1953 年冬，
凤台县组织 9000 民工，疏浚苏家嘴以上
泥河河道，并用弃土在两岸筑堤，后又疏
浚泥河支流 14 条。 接着，又在下游修筑
拦河大坝，即窑岗坝，大坝上建南、北二
桥，桥下流水，坝上通车。 当年的治水工
地上，红旗招展，人流如潮，一派壮观景
象。

上世纪 60 年代初，国家投资 193 万
元，在泥河下游南岸建起了龚集电灌站，
使用国产第一条 35 千伏淮河水下电缆，
让本地农村首次通电， 灌区和站首工程
完成后，当年实灌面积达 6 万亩。 以后，
又在泥河岸边建起了夹沟、 泥河等多处
电灌站，灌区农田扩种水稻，泥河两岸成
为鱼米之乡。

泥河流域地下煤炭资源丰富， 上世
纪从 70 年代开始，泥河岸边先后建成潘
一、潘二、潘三、潘东等现代化煤矿。为了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淮南市在这里设立
了潘集区，由此，泥河成为横贯全区的主
要河流，与全区的经济民生紧紧相连。

三
1991 年夏季的一场大水，暴露了治

理泥河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
淮河水位暴涨， 泥河入淮口的闸门

关闭以防倒灌。而泥河流域内涝成灾，形
成了“关门淹”，中下游一片汪洋，河水漫
过堤坝， 淹了袁庄城区， 区政府泡在水
中，街上行船，交通中断，并威胁到煤矿
安全。下游的夹沟乡地处“锅底”，很多村
庄成为水中孤岛， 几万村民被困大水之
中，区政府用木船将救灾食品，送到每个
重灾村庄，并组织转移灾民。

水灾过后，潘集区经过认真分析，认
为治理泥河的首要问题，是要解决“关门
淹”。于是，区委、区政府将泥河排涝问题
列入议事日程，研究可行的解决方案，向
国家申请卢家沟枢纽工程续建工程立
项。

原来，由煤炭部门和水利部门投资，
曾于 1977 年动工兴建卢家沟枢纽工程，
按设计开挖引河， 引泥河至卢家沟抽水
站。 1980 年因国内经济调整，枢纽工程
缓建停工。

1998 年，潘集区终于等来了卢家沟
枢纽工程续建项目获批的好消息。 在开
挖引河的工地上， 召开了万人参加的誓
师大会，人力、机械一起参战，在很短的
时间内， 开挖一条长 7.5 公里的排涝引
河，将泥河水引入卢家湖。在卢家湖南岸
安装 4 台套机组， 流量达 120 立方米/
秒。

2007 年 ，淮河又发大水 ，泥河入淮
闸口门关闭，内涝水位也很快上涨，卢家
沟枢纽机泵全开，日夜不停，泥河内涝水

位缓缓下降，煤矿、电厂安全，城市乡村
安全，社会人心安定，人们感激党和政府
治理泥河为民造福。

四
随着新时代的进程， 近几年潘集区

实施泥河自然生态修复， 让泥河变得水
清岸绿，河面波光粼粼，飞鸟成群，成为
人们休闲观光的好去处。

几年前，泥河中下游拦网养鱼，围坝
养鱼，占据了大面积水面。 同时，城市的
生产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道， 致使水质
下降， 甚至水色变黑， 散发异味。 2017
年， 区政府积极申请实施泥河流域水环
境综合治理项目， 总投资 5.9 亿元治理
水污染，修复河流自然生态。他们宣传保
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 动员养殖户拆
除拦网围坝，进行河面清理，并在浅水湿
地种植绿色植物。 对下游的 1.5 万亩水
面，采取自然养殖，不投饲料，由企业承
包管理经营， 由此杜绝了饲料对水质的
污染。

袁庄城区的河道是污水治理的重
点， 在治理中将城区污水管网全部截污
纳管， 使污水进入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
放。 同时，拓宽河道，在两岸修建绿化平
台，3 公里长的绿地上花木并茂，曲径相
通，并有多处奇石景点，引来众人观光休
闲。

2023 年初夏，泥河中游太平集北的
河段上，正在实施生态修复工程。笔者在
现场看到，清理河道挖出的污泥，填平了
大片河岸，人们按设计栽植苗木，抽水浇
灌。太平集是个古老的集镇，附近就有古
窑址。相信，随着河道生态修复营造的美
景显现， 这里又是一处乡村旅游的好地
方。

泥河的流水，一浪推着一浪前进，泥
河的历史，在新时代一页更比一页壮丽，
潘集人正在描绘泥河流域更加宏伟的蓝
图。

东 津 渡
黄丹丹

东津渡位于今淮南市谢家集区唐山
镇和寿县寿春镇交界的东淝河上， 古名
长濑津，是寿县宾阳门外的淝水古渡，距
寿州古城 2 公里。

《水经注》载：“淝水自黎浆北迳寿春
县故城东为长濑津，津侧有谢堂北亭，迎
送所薄，水陆舟车，是焉萃止。 ”意为淝水
从黎浆北流， 流经寿春古城东名为 “长
濑” 的渡口。 渡口旁设有谢氏家族的亭
子，专门迎送往来贩运木料柴草的客商，
水路来的舟船和陆行的车辆都到这里停
靠。可知东津渡古时称“长赖津”，以“濑”
取名，可见当年水流之急。建安七子之一
的王粲在 《浮淮赋》 中写道：“于是迅风
兴，涛波动，长濑潭渨，滂沛汹溶。 ”后代
有人将这两句赋辞活化为“迅风兴潭渨，
波涛动长濑”，并认为王粲在赋中的“长
濑”便是长濑津。这段文字，信息量大，郦
道元在《水经注》提及的“寿春故城”，即
是现如今柏家台楚国故都遗址。至于“谢
堂北亭”， 或许就是为纪念谢安谢玄所
设。 “谢堂北亭” 令人不由联想公元 383
年， 发生在寿春古城东淝河畔那场以少
胜多、 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淝水之
战。 前秦苻坚强征各族人民，组成 87 万
大军南下，他自称投鞭可以断流，企图一
举灭晋。 晋相谢安使谢玄等率北府兵 8

万迎战。 结果，有绝对优势的前秦败给了
东晋，前秦也因此衰败灭亡，北方各民族
纷纷脱离了前秦的统治， 先后建立了十
余个小国。 而东晋则趁此北伐，把边界线
推进到了黄河， 并且此后数十年间东晋
再无外族侵略。 淝水之战，不仅在历史上
留下来浓重的一笔， 还在公共语汇中留
下了“八公山下草木皆兵”、“风声鹤唳”、
“投鞭断流”等成语典故流传至今。

昔日古渡上， 一座崭新的现代化大
桥如长虹卧波。 伫立桥上，寿州古城、八
公仙山与逶迤淝水尽收眼底， 桥下水波

微澜，如历史的回声，令人不由生出怀古
之心。 据《资治通鉴》载，公元 956 年，后
周征战南唐时，周世宗率部包围寿州时，
曾踏过“淝桥”。 《寿州志》对此亦有记录：
“周世宗征淮南至淝水， 亲取一石马上，
持以供炮，从官过桥者，人负一石。即此。
复倾圮，以舟济。 ”由此，可见，淝水古渡
上架有古桥。

后世人， 屡屡在此修桥。 清咸丰状
元、清末大臣、一代帝师孙家鼐撰文曰：
“东津渡汇东南诸水，由城东绕而北循山
麓，西与淮水汇，州之东门为往来孔道，

旧有桥，今且圮。 修治之桥长 72 丈，宽 2
丈 3 尺，往来行人得以遵坦途。 ”《光绪·
寿州志》称：清顺治十年（公元 1653 年），
东津渡即开始创建淝水桥， 但后来的一
场大水，将桥梁冲毁。 至乾隆七年（公元
1742 年）， 署寿州知府孔传橿与凤台县
知县鹿谦吉捐个人的俸银为资， 令乡绅
孙珩监办，在东津渡口修建较大的桥梁。
该桥修完一孔后资金用尽， 工程只好中
止。 此后到了乾隆三十五年（公元 1770
年），乡绅郑纯（文颖）捐银千两助修东津
桥，修桥工程复工，于是又修成一孔。 乾
隆四十二年（公元 1777 年），大水屡发，
冲击东津桥，导致桥墙坍塌。

历史上的淝水桥，“上行车马， 下通
舟楫”，由于连年黄泛，东津渡在解放前
夕已经淤塞严重。 20 世纪 50 年代，在毛
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下，治
淮工程如火如荼地开展。其间，在淝水入
淮口处的五里庙，兴建一座大型节制闸，
防御淮水倒灌。同时，由瓦埠湖至淝水入
淮口，新挖一条与淝水平行的新河，以扩
大淝水下泄流量。 在淝水新河上重建一
座 3 孔石拱桥。 20 世纪 60 年代末，跨越
淝水古渡的原石桥被拆除， 兴建了一座
全长 500 多米的钢筋混凝土公路桥。 这
座于上世纪 70 年代初竣工通车的东津
渡大桥，亦成为了历史。 2022 年 12 月 9
日， 全长 1900 米， 大桥主跨 130 米，宽
16.25 米，双向 6 车道的东津渡大桥全线
贯通。 淝水古渡之名，因一座座桥梁，被
世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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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线贯通的寿县东津渡大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