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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 力 ” 与“众 智 ”
张纯林

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的实践
中，常常大量引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经
典中的名句去纵论国内外大事，不仅大
气磅礴，思想深邃，而且赋予这些经典
名句以鲜活的时代价值，形成了独具魅
力的语言风格，给人们以深刻的思想启
迪、 无穷的精神激荡和昂扬的文化自
信。 《淮南子》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的
经典著作之一。

2023 年 8 月 22 日至 24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发表
题为《勠力同心携手同行迈向发展共同
体 》的讲话时说 ：“‘积力之所举 ，则无
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 ’让
我们坚定信心，众志成城，携手构建发
展共同体， 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
现代化进程中掉队！ ”大道不孤 ，众行
致远。

时间向后回放。 2017 年 1 月 17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
年会开幕式上发表的 《共担时代责任 ，
共促全球发展 》 主旨演讲中也同样指
出 ：“‘积力之所举 ，则无不胜也 ；众智
之所为，则无不成也。 ’只要我们牢固
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 、
共同担当 ，同舟共济 、共渡难关 ，就一
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 、 让人民更幸
福。 ”

2015 年 11 月 5 日， 在对越南进行
国事访问之际 ， 习近平总书记在越南
《人民报》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越关系

的美好明天》的署名文章中写道：“中国
有句古语：‘积力之所举， 则无不胜也；
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 ’越南有句俗
语：‘独木难成林，三树聚成山。 ’”“只要
中越携手共进，加强合作，必将开创中
越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实现中越两国
共同发展繁荣。 ”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国际场合发
表的讲话、主旨演讲和署名文章中所引
用的这段经典名句，就出自《淮南子·主
术训》。 《淮南子·主术训》是《淮南子》这
部政治哲学中，以朴素唯物史观论述主
政者如何治国理政道理的重要篇章；是
《淮南子》 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萌芽的重
要体现。 主，指君主；术，即指治国之术，
治理天下之道。

在《主术训》的篇章中，《淮南子》反
复论述“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
之所为，则无不成也 ”、 “夫乘众人之
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
也”这样一个政治哲学观点。 《淮南子·
主术训》主张，主政者在治国理政时，应
当善于“总海内之智，尽众人之力 ”，正
确处理好个人才干和大众智慧的辩证
关系，正确处理好个体力量和集体力量
的辩证关系。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淮南子·主术
训》引经据典，进一步论证说：“汤、武圣
主也， 而不能与越人乘舟令舟而浮于江
湖。 伊尹，贤相也，而不能与胡人骑騵马
而服驹駼；孔、墨博通，而不能与山居者

入榛薄险阻也。 由此观之，则人知之于
物也，浅矣。 而欲以遍照海内，存万方，
不因道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达
矣。 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 ”这意思是
说，像中国古代汤王、武王都是圣明的
君主，但习惯于陆地生活的他们却不能
像南方越人那样乘小舟而游泛于江湖；
伊尹是贤明的宰相，但生活在中原地方
的他却不能像北方胡人那样骑着骏马
去驯服野马；孔子、墨子尽管博学多才，
却不能像山民那样自由自在出入草莽
丛林、高山峻岭。 由此看来个人的智能
对事物的认知，总是有限的。 仅想以个
人的有限智能光照四海， 施震海内、保
护四方，而不凭借“道”的规律，只想凭
借个人的智慧去治天下，只会走上穷途
末路。 一个人的力量和智慧，相对于整
个社会来说，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因
此，善于驾驭全局的君主，必定深谙“乘
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之道，这样
即使是行走在幽暗险要的道路上，也不
会迷失方向，“虽幽野险途 ， 则无由惑
矣”。 只有“乘众人之智，用众人之力”才
是国家发达强盛、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
和保障。

《淮南子·主术训》从以上朴素唯物
史观的认识论出发，强调说，“君人者不
任能，而好自为之”，君主决不能恃才自
傲，目空一切，要正确处理好个人与群
体的关系。 只有“乘众智，聚众力”，把各
种各样的人才和社会力量紧紧地凝聚

在朝廷核心的周围，并为他们提供发挥
智慧和力量的机会，为他们创造施展抱
负的条件，使他们各得其位，各扬其长，
调动他们参与治理国家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
和，群臣亲，百姓附”，才能达到国泰民
安的效果。 所以，英明的君主要善于集
众人之智，尽众人之力，这样必定激发
“贤者尽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泽兼
覆而不偏 ，群臣劝务而不怠，近者安其
性，远者怀其德”的社会现象出现。 一旦
各级官员和各界人士，把国家的事当成
自己的事那样尽心竭力地去对待，就会
形成“臣尽力死节以与君”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的社会风尚。

《淮南子》以朴素唯物史观的觉悟，
去思考它那个时代，必须要重视和解决
的问题，这就是当政者如何处理好 “积
力”和“众智”的辩证关系，这是一个涉
及到能否维护和巩固王朝统治地位的
大课题。 因此，在《主术训》的篇章中反
复强调：治国理政要善于“积力”和“众
智”，积聚集体的力量和大众的智慧；做
事需要顺天应人，顺应客观规律 ；尊重
事物特性，汇聚各方力量；则无往不胜，
无事不成。 团结合作的力量是巨大的，
大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淮南子》以“积
力”和“众智”去强调齐心协力，众志成
城的重要性。 这一蕴涵着朴素唯物史观
的政治主张，在当时“君权至上”、“君命
神授”的封建社会，极其难能可贵。

《淮南子》成语来源
应克荣

成语是中国汉语词汇中特有的一
种长期沿用的固定短语，大都来自于古
代经典、历史故事、古典诗文，具有深厚
的历史渊源。《淮南子》在中国古代文化
典籍中有着极其独特的地位，是中国文
化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更是中国成语
典故的宝库。

成语大都有一定的来源，《淮南子》
的成语出处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本身就
出自于《淮南子》，有的在《淮南子》就已
成定型的成语 ， 有的是通过一些方法
（如：概括、减字、增字、换字以及调序），
使之成为现在通用的定型成语。二是出
自于《淮南子》以外的成语。

一、出于《淮南子》的成语
出于《淮南子》成语，也可以分成两

类。一类是《淮南子》 的首创成语 ， 即
首次出现在 《淮南子》 且在 《淮南子》
中已经定型的成语 ， 另一类也是出自
《淮南子》 的成语， 但还没有定型， 是
在历史的传承中逐渐凝练概括而形成
的。

《淮南子 》 中始见的成语 。 在
《淮南子》 成语中， 有一部分是 《淮南
子》 首创的成语 ， 这部分成语与现在
定型的成语没有区别 ， 无论是形式还
是意义都与原来文本基本一致。 如：

“傲世轻物”， 现在意思是指孤高
自傲， 处世不与一般流俗苟同 。 出自
《淮南子·齐俗训 》：“傲世轻物 ， 不污
于俗，士之伉行，而治世不以求民化。”
也是说 ，高傲自负轻视外物 ，不被世
俗所玷污 ， 这是士人中品行高尚的
人 ，但是治国不以此作为民风教化的
标准 。

“人尽其才 ”，意思是每个人都可
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所有才华与能力。
出自 《淮南子·兵略训》：“若乃人尽其
才，悉用其力，以少胜众者，自古及今 ，
未尝闻也。”其意是说，战斗双方每个人
都发挥了他们的才智，都使出了他们的
力量，还能以少胜多的，从古到今，都没
有听说过。

“不可揆度 ”，意思是指无法推测 。
出自《淮南子·兵略训》： “故能调五音
者， 不与五音者也 ； 能调五味者 ， 不
与五味者也 ;能治五官之事者， 不可揆
度者也。” 意思是， 能够协调五音的 ，
必是不参与五音的； 能够调和五味的，
不是不参与五味的 ； 能够总督五官之
事的， 是不可估量的。

渊源出自 《淮南子 》 的成语 。 在
《淮南子》 中， 有些成语虽然形式上与
现在定型的成语不完全相同 ， 它是后
人在尊重 《淮南子 》 原有文本的基础
上， 通过概括、 减字、 增字 （填字 ）、
换字 、 调序等方法形成的定型成语 ，
但是追溯其渊源仍是最早出现在 《淮
南子》 中。 如 《淮南子 》 首次完整记
载的四大神话： 嫦娥奔月、 后羿射日、
女娲补天 、 共工触山 ， 都是在 《淮南
子》 原有记载的基础上后世逐渐概括
而成的成语。

“共工触山 ” 又称 “共工怒触不
周 之 山 ” 出 自 《淮 南 子·天 文 训 》 ：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 怒而触不周

之山 ， 天柱折 ， 地维绝 ， 天倾西北 ，
故日月星辰移焉 ;地不满东南， 故水潦
尘埃归焉 。” 由原文 “怒而触不周之
山 ”， 逐渐演变为 “共工怒触不周之
山”， 进而概括为 “共工触山”。

“女娲补天” 出自 《淮南子·览冥
训》： “往古之时， 四极废 ， 九州裂 ，
天不兼覆， 地不周载， 火爁炎而不灭，
水浩洋而不息 ； 猛兽食 民 ， 鸷鸟攫
老弱 。 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 ，
断鳌足以立四极 ， 杀黑龙以济冀州 ，
积芦灰以止淫水 。” 后人将之概括为
“女娲补天” 的成语， 女娲炼五色石补
好了苍天 ， 用以形容改造天地的雄伟
气魄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后羿射日” 出自 《淮南子·本经
训》：“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 ，
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
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
诛凿齿于畴华之野 ， 杀九婴于凶水之
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
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
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作者把他想
象得神勇非凡 :他下杀猛兽，上射太阳，
救万民于水火。后羿射日的壮举 ，千百
年来为人们所称道。这反映了我国古代
劳动人民想要战胜自然、改造自然的美
好愿望。

“嫦娥奔月” 出自 《淮南子·览冥
训》：“譬若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 ，垣
娥窃以奔月， 怅然有丧， 无以续之。何
则？不知不死之药所由生也。”嫦娥奔月
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神话传说之一，讲述
了嫦娥偷吃西王母赐给丈夫后羿的不
死之药后，飞到月宫的故事。

二、出于《淮南子》之外的成语
《淮南子》中，也有引用前人成语的

情况，大体上分成两类 ：一类是源于先
秦诸子典籍的成语；另一类是源于其他
文献典籍的成语，即先秦诸子典籍之外
其他典籍中所记载的成语。

来源于先秦诸子典籍的成语 。在

《淮南子》 文本中， 有些成语不是出自
《淮南子》，而是援引自先秦诸子的文化
典籍。有的是从先秦诸子中直接引用过
来，在结构形式和语言意义上都没有变
化，属于直接援引。

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出自《老
子》：“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淮南子·
道应训》：“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意
思是深知事理的人深藏不露，而夸夸其
谈者并不深知事理。

“以水投水 ”意思是把一条河里的
水倒到另一条河里。 比喻事物相似，很
难辨别。出自《列子·说符》：“（白公胜）
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渑
之水合，易牙尝而知之。’《淮南子·道应
训》：“曰‘若以水投水，何如？’”

“朋党比周”是指坏人结党营私，排
斥异己，谋取私利。出自《荀子·臣道 》：
“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
也。”《淮南子·主术训》：“大臣专权，下
吏持势 ，朋党比周 ，以弄其上 。国虽若
存，古之人曰亡矣。”

“秋毫之末” 出自 《孟子·梁惠王
上》：“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輿薪，
则王许之乎？”《淮南子·原道训》：“神托
于秋毫之末，而大宇宙之总。”《淮南子》
引用此语意在说明作为自然界和人类
社会的“道”，虽然有时候处在细微的事
物上， 而扩大时却能比天地总和还要
大。它是世界万物的主宰 ，是无所不有
无处不在的， 人们的行为只能遵循它，
而绝不可违背它。

“以卵击石”出自《墨子·贵义》：“以
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击石也 。尽天
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淮南
子·主术训》援引为：“使人主执正持平，
如从绳准高下，则群臣以邪来者 ，犹以
卵击石，以火投水。”

还有一些成语属于间接援引，即来
源于先秦诸子又有所改造。《淮南子》里
的这类成语在形式上与原文本中所记
载有一定的差异，但表达的意义是基本
一致的，只是在形式上存在增字 、减字

或换字的差别。如：
“小人得势”出自《文子·上德》“小

人得势，君子道消。”意思是说品行低下
的人得了权势，君子就会受到排斥。《淮
南子·泰族训》：“君子虽死， 其名不灭；
小人虽得势，其罪不除。”

“见微知明” 出自 《韩非子·说林
上》：“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故
见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淮南子·
主术训》：“孔子学鼓琴于师襄， 而谕文
王之志，见微以知明矣。”

来源于其他文献典籍的成语 。《淮
南子》的有些成语，还直接或间接援引
了先秦诸子之外，《尚书》《诗经》《大招》
《礼记》《国语》《吕氏春秋》 等出现的一
些成语。如：

“尾大不掉”出自《左传·昭公十一
年》：“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比喻下属势力过于强大，难于驾驭。《淮
南子·泰族训》：“草木洪者为本，而杀者
为末 ；禽兽之性 ，大者为首 ，而小者为
尾。 末大于本则折 ， 尾大于要则不掉
矣。”

“击筑而歌 ”，指一边敲击乐器 ，一
边唱歌。出自《战国策·燕策》：“高渐离
击筑，荆轲和而歌。”《淮南子·泰族训》：
“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
歌于易水之上。”

“易子而食”出自贾谊 《新书 》：“越
王之穷 ，至乎吃山草 ，饮腑水 ，易子而
食。” 形容越王穷到绝粮断炊到人吃人
的惨状。《淮南子·人间训》：“其后楚攻
宋，围其城。当此之时，易子而食，析骸
而炊。”

淮南不仅是世界豆腐的发祥地、淝
水之战的主战场，还是中国成语典故重
要的发源地之一，是“中国成语典故之
城”。《淮南子》 不仅成语率可观， 而且
许多成语常为后人津津乐道耳熟能详。
成语典故将八公山 、 寿州古城和 《淮
南子》 有机融合成淮南独特历史文化
底蕴的文化符号 ， 成语典故已然成为
淮南亮丽的城市文化名片。

民国以来的寿县报刊
王晓珂

报纸是文化进步的载体，是人们生
活中的精神食粮，在没有电脑手机的时
代， 一份报纸的珍贵要高于一瓶美酒。
那些年代，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每一篇
文字， 如同畅饮和品味一桌丰盛的家
宴。

回顾寿县报刊发展的历程，那段不
同寻常的历史， 让我们回想而深思，写
这篇小文，也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知
晓，文字变成铅字，呈现在纸上的不易
和变迁。

《红旗周刊》是我党决定在寿县创
办最早的党刊。 1931 年 3 月 27 日，中
共中央巡视员方运炽在寿县瓦埠上奠
寺召开寿县、凤台、阜阳三县联席会议
成立皖北（寿县）中心县委时，决定筹办
该刊。后由于多种原因，刊物未出。之后
在 1932 年 11 月至 1934 年夏， 中共皖
北（寿县）中心县委出版了《皖北布尔什
维克》刊物，共出刊 25 期，这是对内的
刊物。 而对外刊物则是《皖北真理报》，
共出了 7 期。这两种刊物编写的机构都
是：中共皖北（寿县）中心县委编辑委员
会，时任负责人笔名文元，真名即是张
国诚。

民国 22 年（1933 年），寿县板桥集
人冷隽创办了《淮上日报》。冷隽自任社
长，聘柏烈武（即柏文蔚）为董事长。 社
址在孔庙建筑群魁光阁内。该报刊发行
数期，具体期数不详。同时在此年，中国
国民党寿县党部主办的机关报《寿县寿
光报》创办发行，报名“寿光”，为专员兼
县长席楚霖题写的行楷字体。报上印有
“中华邮政特许挂号认为新闻纸类”字
样，登记证为“内政部警字第 2589 号”。
社址在寿县天后宫巷，而今老县委大院
东北隅，原将爷巷南段的前国民党县党
部内。 初期社长兼主编的有胡铭震（伯
寅），后期有孙多植（培良）。该报宗旨是
宣传国民党团政令主张， 兼及一些商
情、诗文，辟有《芍圃》文艺专栏，该报为
石印 4 开版，3 天一期， 至民国 24 年 2
月 10 日，刊出 195 期。

民国 32 年末，寿光报改为《寿县简
报》。国民党寿县执委会民国 33 年 1 月
秘字第 123 号通知说：“查本县寿光报
业经遵照定章改为寿县简报，该报为本

县宣扬主义及政令惟一报章”。 改后的
寿县简报社址在城内北大街 279 号，3
日刊，4 开 2 版。 “寿县简报”报名为常
恒芳题写并署名。至民国 34 年 8 月，刊
出 143 期。 报刊发行人为郝毅民，其时
价目本埠每月 120 元 ， 外埠连邮 131
元。

到了民国 34 年 （1945），寿县县立
民众教育馆主办《民教画报》，石印 4 开
2 版，月出 2 期，到第九期时并入《寿县
简报 》，改名 《民教画刊 》，每月仍刊 2
期。

寿县县立民众教育馆于民国 24 年
（1935 年 )创办 《民众周报 》，主编吴蕴
经，城内售价 8 分，城外售价 1 角，至民
国 25 年（1936 年)12 月 10 日，共发行 8
期。

新中国成立后 ，1956 年 3 月 9 日
筹办中共寿县县委机关内部刊物《支部
生活》，4 月出刊发行。 负责人李体丰，
报纸是铅印的 8 开 4 版， 开始不定期，
后来改为周刊，发到县区镇乡基层党支
部，在 1000 份左右。 开始在六安印刷，
后由九龙岗《淮南日报》社印刷。报纸在
1957 年 1 月停刊，共发刊 30 多期。

1957 年 2 月， 中共寿县县委机关
报《寿县报》创刊，中间曾改为《寿县日
报》，后又恢复为《寿县报》。 报纸 4 开 2
版铝印，周一出刊，报头为张恺帆题书。
至 9 月改为 5 日刊， 到 1958 年 8 月改
为 2 日刊，10 月更名 《寿县日报》，4 开
4 版。 1958 年 12 月 5 日分寿县和安丰
县，改为《寿县报》，安丰县另办《安丰日
报》。 四个月后，两县复并为寿县，两报
也合并为《寿县日报》，同年 9 月改名为
《寿县报》，报头为谢觉哉题书。 1961 年
1 月改为 2 日刊 ， 到 5 月 31 日停办 。
《寿县报》除两期创刊号，共出 633 期，
《安丰日报》共出 56 期。 当时的办报经
费都是靠地方财政拨给，主编是当时的
宣传部副部长黄方炘兼任。

岁月匆匆，报刊的经历在时光中留
下记忆，记录了时代发展的历程。 停刊
后的三十四年后，在寿县新浪文学社油
印刊物《新浪》基础上，寿县于 1995 年
7 月 1 日创刊了《寿州报》，踏浪而行二
十余年，在古城寿县的大地上，绽放出
芳香， 文字的乐符奏响了新时代的强
音，讴歌着古城日新月异的变化。 《寿州
报》到如今已发了 1000 多期，像千纸鹤
一样飘飞在淮南蔚蓝的天空，回首近一
个世纪来，那一张张发行的报纸，它是
一种文化，一种信念的诠释。

幽幽桂香
程晋仓

秋分之后， 淮南秋热闹起来， 秋
如一支画笔， 勾勒出层林尽染， 流金
铺翠， 五色斑斓， 流光溢彩的迷人世
界， 令人欣喜。 门前那株初绽枝头密
密匝匝凝成一簇簇花朵的丹桂和相拥
一旁的几株悬挂满黄色花蕾的金桂攀
比着喷吐芬芳， 将浓浓桂香弥漫开来，
浸人沁肺， 令人心旷神怡， 我的注意
力被引到这令人感慨万千的桂花上来。

作为三大芳香树之一， 夏季至秋
季开放的桂花是中国传统十大花卉之
一， 是集绿化、 美化、 香化于一体的
观赏与实用兼备的优良园林树种， 其
花清可绝尘 ， 浓能远溢 ， 堪称一绝 。
尤其是仲秋时节， 丛桂怒放， 夜静轮
圆之际， 把酒赏桂， 陈香扑鼻， 令人
神清气爽。 在中国古代的咏花诗词中，
咏桂之作的数量也颇为可观。 自古就
深受中国人的喜爱， 被视为传统名花。

有资料表明， 桂花在我国栽培历
史悠久。 据文献说最早提到桂花是战
国时期 （前 475～前 221） 的 《山海经·
南山经》， 谓 “招摇之山多桂”。 屈原
（前 340～前 278） 《楚辞·九歌》 也载：
“援北斗兮酌桂浆， 辛夷车兮结桂旗”。
自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桂花已成
为名贵花木与上等贡品。 在汉初引种
于帝王宫钳苑， 获得成功。 唐宋以来，
桂花栽培始盛。 唐代文人植桂十分普
遍， 吟桂蔚然成风。 宋之问的 《灵隐
寺》 诗中有 “桂子月中落， 天香云外
飘” 的著名诗句， 故后人亦称桂花为
“天香”。 唐宋以后， 桂花在庭院栽培
观赏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元代倪瓒的
《桂花》 诗中有 “桂花留晚色， 帘影淡
秋光” 的诗句， 说明了窗前植桂的情
况。 桂花的民间栽培始于宋代， 昌盛
于明初， 喜温暖湿润气候， 耐高温而
不甚耐寒， 为亚热带树种。 桂花叶茂
而常绿， 树龄长久， 秋季开花， 芳香
四溢， 为我国特产的观赏花木和芳香
树。 其集中分布和栽培的地区主要是
岭南以北至秦岭、 淮河以南的广大热
带和北亚热带地区， 大致相当于北纬

24～33°。 我国历史上的五大桂花产区
均在此间形成。 日常习惯中， 人们还
将桂花分成金桂、 银桂、 丹桂和四季
桂四个品种类型， 并且以桂花做原料制
作的桂花茶也是中国特产茶， 它香气柔
和、 味道可口， 为大众所喜爱。 据说
1771 年， 我国桂花经广州、 印度传入
英国， 此后在英国迅速发展， 现今的欧
美许多国家以及东南亚各国均有栽培，
尤以地中海沿岸国家生长最好。

话说至此， 就不得不说桂花与淮南
的渊源情深了。 似乎人们通常只记得
晏子使楚所说的 “橘生淮南为橘， 生
于淮北为枳” 那句名言， 孰不知在广
袤的淮南大地之上还流传有 “淮南桂”
之说。 从淮南植种史来看则古已有之，
因有历代诗家游客的笔录为证。 宋人
王清叔 《泊淮上作》 道： “枫林望尽
见苍山， 桐柏飞流入楚关。 潮散海门
孤岛出， 月明渡口数帆还。 客梦祗惊
青琐远， 沧波长羡白鸥闲。 闻道淮南
多桂树， 朝来杖策一相攀。” 这首是描
绘淮南多桂花的最好证据。也许有人会
说那只是传闻而或一家之言罢了。其实
再看看南朝梁人李君甫的 《淮南幽桂
辞》：“履屐登小山，紫气天地间。不顾鬼
斧石，只是恋桂仙。幽香间淝淮，飘去楚
云间。本欲归故国，桂令吾流连。”更有
刘禹锡 《寄杨八寿州》：“风猎红旗入寿
春，满载歌舞向朱轮。八公山下清淮水，
千骑尘中白面人。桂岭（指八公山）雨馀
多鹤迹，茗园晴望似龙鳞。圣朝方用敢
言者，次第应须旧谏臣。”这里，他直把
八公山称做“桂岭”了，说明当年八公山
中不单是遍地生桂， 而且也是桂满山
野，不然何用“桂岭”一词让人费解呢。
诗仙李白 《白毫子歌》：“淮南小山白毫
子，乃在淮南小山里。夜卧松下云，朝餐
石中髓。小山连绵向江开，碧峰巉岩绿
水回。余配白毫子，独酌流霞杯。拂花弄
琴坐青苔，绿萝树下春风来。南窗萧飒松
声起，凭崖一听清心耳。可得见，未得亲。
八公携手五云去， 空馀桂树愁杀人。”更
是直言了八公山中桂树丛生的境况。因
此民间流传自古淮南多桂树是确有其
事的了。

对桂香追寻和思念的越多， 就越
期望在当下， 在这些神清气爽的日子
里， 好好享受一个实实实在在的飘香
季节。

淮南子文化园根据千古奇书《淮南子》记录的塞翁失马、削足适履、女娲补天、一叶知秋、鸟尽弓藏、后羿射日等成语故事，
雕刻了形态各异、风格独特、栩栩如生的石雕。（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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