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nrbhh7726@163.com淮 河2024年 4月 9日 星期二 3本版责编/鲍 宏

杀 你 情 非 得 已
———楚考烈王记事⑨

沈国冰

1
公元前 224 年，雄才大略的嬴政担

任秦王已经第 23 个年头了。
那个时候，楚国的王，是楚考烈王

的另外一个儿子，名字叫做负刍。
负刍通过血腥的政变，杀死了自己

的同父异母弟弟楚哀王，夺得了楚王的
权杖，登上了楚王的大位。

但是，楚国朝野内外人心不服。
秦王嬴政觉得时机已经来了，决定

对奄奄一息的楚国，发起致命一击。
嬴政选定王翦，作为灭楚之战的最

高军事统帅。
这年初春， 秦将王翦统帅 60 万秦

军，从秦都咸阳，东出。
大军出发第一天，王翦向秦王嬴政

传回第一封“军情快报”。在这封“军情
快报”里，王翦说，大王，臣现在所住的
院子有些破旧，也很狭小。恳请大王看
在臣出征攻楚的份上，赏赐一处宽敞的
新院落，待臣灭掉楚国后，回来居住。

大军出发第二天，王翦向秦王嬴政
传回第二封“军情快报”。王翦在“军情
快报”里说，大王，这次出征，估计没有
几年回不来。 除了儿子王贲一起出征，
臣还有几个儿子，在秦国不同的地方领
军驻防，那里条件都很艰苦，恳请大王
能把他们的妻子、孩子迁回都城咸阳居
住，让臣的孙子们有好学校读书，让臣
的媳妇们生活、居住更好！

看着王翦发来的两封“军情快报”，
秦王嬴政不禁喜形于色，欣然批示给国
相李斯：着即办！

秦王嬴政说，寡人，放心了！
王翦的儿子王贲，对父亲的行为十

分迷惑不解。
父亲王翦凌厉的眼神扫他一眼：尔

何懂！（你还不懂！）

2
公元前 262 年， 在秦国当了 10 年

人质的楚国太子熊完，接替因病去世的
父亲楚顷襄王，登上楚王大位。

当年， 楚国左徒黄歇陪伴着 17 岁
的太子熊完，踏上西行入秦之路。

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条
不归途。

熊完无法二选，谁让他是楚王的儿
子、楚国的太子呢？

但左徒黄歇的选项却有很多。然而，
黄歇却选择了最为凶险的一个选项。

从此，熊完和黄歇，他们的人生跌
宕和命运起伏，休戚与共。

他当楚王，他就让他当相国。
他只要能够拿出来的、能够给予他

的，他从未有过丝毫犹豫，从不吝啬。
以至于，他当了 25 年楚王，而他则

当了 25 年楚相。
他们都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一个成了史书上的不朽，一个成了

典籍里的传奇。 一个成了楚考烈王，一
个成了楚相春申君。

他们也活成了自己没有预料到的
结局。

在考烈王死后的第 17 天， 黄歇也
死了。只不过，黄歇死得很凄惨，死得很
难看，死得很莫名。在寿春城的南门棘
门里，黄歇的头被砍下来，扔在门外。

考烈王熊完，享年 52 岁。
春申君黄歇，终年 76 岁。
原来，他们君臣之间，不仅仅相差

着 24 岁的年岁啊。

3
自从考烈王主政，在相国黄歇的辅

助之下，内政和外交做出了精心调整，避
开了强秦的锋芒，又和其他五雄交好，经
过 10 多年的励精图治、养精蓄锐、韬光
养晦，楚国迎来了难得的中兴和繁荣。流
离失所、饱经战乱的楚国民众，也迎来了
短暂的安宁祥和休养生息。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和其他六国的国相有很大不同，楚

国的国相黄歇，还拥有楚王考烈王赐予
的封地淮北 12 县。不仅如此，黄歇还手
握军权、总揽朝政。

渐渐地，无意识地，相国黄歇把自
己淬炼成了楚国一言九鼎、 说一不二、
眼中无人之人。

他的富可抵国、生活奢靡、作风骄
横，人尽皆知，早已传遍了列国。

可是，春申君黄歇的好友赵国平原
君赵胜，却不信。

在平原君赵胜的记忆里，还是数年
前，他们在邯郸之会时，那个意气风发、
朴实无华的楚国左徒黄歇。

于是，平原君赵胜派自己的门客为
使者，到楚国的都城陈郢，去看望春申
君。春申君盛情接待，让赵国使者住漂
亮的房子，乘豪华的马车。平原君的门
客想在春申君三千门客面前炫耀一番，
他拿出用玳瑁制作的头簪和饰有珠玉
的剑鞘给他们看， 以为他们必定会羡
慕。然而赵国的使者想错了，春申君的
门客们一点也没有羡慕的神色，甚至不
屑一顾。赵国使者迷惑不解，他往春申
君的门客们脚上一看， 顿时明白了：门
客们竟然都穿着用珠玉装饰的鞋子！

这就是著名典故“珠履三千”。
平原君赵胜的使者回到邯郸，向平

原君复述了他在春申君黄歇相国府见
闻以及在楚都所见。

平原君听完后， 深深地叹了一口
气。

4
公元前 241年，以楚国考烈王为合纵

长、楚相春申君黄歇为联军总司令的五国
攻秦特别军事行动，以五国惨败而告终。

这样的结局，让楚考烈王无法接受。
一直对是否发动这场攻秦之战持

犹豫态度的楚考烈王， 对坚定主战、担
任联军主帅、主导这次军事行动、一意
孤行的黄歇，内心产生了极大不满。

当然，黄歇还并不知道，此前，关于
他和楚国王后李嫣的绯闻，早已在都城
广为传播。

担心秦国很快就会报复楚国，考烈

王把都城从陈郢，迁到了寿春。
春申君只好前往考烈王赐予他的

新封地，遥远、落后的吴（今天的上海、
苏、浙一带）。

远离都城寿春， 远离考烈王的冷
落，远离传闻谣言，春申君黄歇在新的
封地，疏浚河流，治理水患，筑城建邑。
所以，他成为了今天的上海、浙江湖州
的开城共主。

自公元前 241年楚国迁都寿春，远离
都城寿春的春申君黄歇，虽然名义上还是
楚国的相国，实质上，相权已经旁落。

5
公元前 238 年， 楚考烈王染病，病

重不治。
入秦 10 年人质 ， 当了 25 年的楚

王，历经刀光剑影，看遍王权更替的血
雨腥风， 阅历极为丰富的楚考烈王，自
然深知自己身后，楚国面临的凶险和王
权面临的不测。

黄歇虽然已经年迈， 但有他在，强
秦必不敢轻易灭楚。

然而， 黄歇虽然现在相权旁落，但
考烈王死后，朝中再无可以辖制黄歇之
人。黄歇如果卷土重来，楚国必将落入
黄歇囊中。况且，还有他和王后李嫣的
传言……

考烈王的两难之选。
虑遍全朝文臣武将， 考烈王在生命

的最后时刻，做出了无奈且艰难的抉择。
考烈王选定的，是他。
———太子熊捍的亲舅舅、王后李嫣

的亲哥哥、相国黄歇曾经的最为得意受
宠的门客：李园。

在弥留之际，考烈王将一个密诏授
予李园。

这个密诏，如果翻译成为今天的白
话文，核心内容是这样：

杀之，取而代之。

6
公元前 224年春天，王翦统领着 60万

秦军精锐，推进至楚国边界，却驻扎下来。
那个时候， 楚国出了一个名将项

燕。
可能很多人对项燕并不是很了解，

但项燕的孙子，却如雷贯耳：西楚霸王，
项羽。

就是这个项燕，把秦王嬴政谋篇布
局、由秦将李信统领 20 万秦军精锐，发
起的第一次灭楚之战，击败。

李信攻楚，惨败在项燕手下，秦王
嬴政才迫不得已启用功高盖世，已让嬴
政极为忌惮的名将王翦。

项燕准备着和王翦，交手。

奇怪的是，王翦的 60 万秦军，驻扎
在楚国边界，却并不发起攻击。天天组
织秦军将士，开展一些跳远、短跑等体
育运动，让士兵们增强体能、积蓄力量。

如此，一年。
原本坚守不战的项燕，最终经不住

楚王负刍的逼令，楚军出战。
王翦的精锐秦军，势如破竹。
公元前 223 年冬天，王翦攻破楚都

寿春，俘获楚王负刍。

7
王翦进入寿春城之后，寿春城下了

一场罕见暴雪。
或许是陷落之都的最后倔强。
深夜，寒冬。
王翦和他的儿子王贲，煮酒谈心。
以下是父亲王翦、儿子王贲对话实

录：
父亲，是否还记得一年前，大军出

发时，父亲连发两封“军情快报”，向大
王索要良田、豪宅，还要大王把我的几
个兄弟的孩子、 妻子迁回都城咸阳。这
是何意？

儿子啊，我们父子提着脑袋，为大
王攻楚，胜负难料，能否活着都很难讲，
如果我们打败了， 整个家族都难自保。
我们做出如此贡献、付出这么多，我们
要让大王知道，作为大王，难道不该给
予我们赏赐吗？所以，我向大王索要了
良田、豪宅。

那，父亲为何又提出把我的几个兄
弟的孩子、妻子迁回都城咸阳？

我们带走的可是 60 万精锐， 秦国
的倾国军队，大王全部家当。你要是大
王，你会放心吗？

我要是大王，我肯定不放心。
所以，父亲主动提出来，请求大王

把你的几个兄弟的孩子、妻子，都迁回
咸阳，放在大王的眼皮底下。这既是向
大王明誓了我们的赤胆忠心、 绝无二
心， 也是向大王表明攻楚的壮志决心、
必胜雄心！

可是，我们父子，对大王真的是忠
心耿耿、绝无二心啊！大王的担心，岂不
是多余？

你还记得长平之战吗？立下不世之
功的战神白起，是怎么死的？头断寿春
棘门里的战国四君子之一、 楚相黄歇，
又是怎么死的？又何止他们呢？

父亲，那是因为什么呢？
王如有疑，作为臣，有自清的责任。
杀你，情非得已。但，情有可原。
———《史记》并未记载，王翦和他的

儿子王贲，公元前 223 年寒冬，在楚国
故都寿春的“雪夜长谈”。

闲话寿州方言
王晓珂

寿州历史悠久， 长期形成的通用语
言， 属北方官话系列， 只是个别近似字
音，混浊含糊。城关及正阳、瓦东、瓦西等
地人的说话，口音略有不同。但都比较通
俗，远方来的旅客听后，易懂易解。

一
寿州人方言里的有的字，声母不分，

读风、防、方是 h 与 f 不分；声母翘舌与
平舌分不清，如方言里的十、是、师读成
了平舌，规范化的语言应读 shi。韵母有
些字寿州方言里没有后鼻音， 如读层、
影、凝时省略了 g。寿县方言中字第三声
是规范化语言中的第一声，如读钢、喝、
秧、掀等字。如果寿州人在以上声、韵、调
方面注意读音，就是很标准的普通话了。

二
寿州之地的称谓用语很多， 旧时对

父母有时喊“老头”、“俺伯”、“俺娘”、“大
大”等。新中国至今，称“爸爸”者居多。有
特殊原因改变其寻常时称谓， 如称父为
“舅舅”、“俺姑”、“老头”等，多是旧时有
钱的人家，孩子金贵，经星命先生卜卦，
父与子在生辰“八字”有“冲”、“尅”，需要
改变原来的称谓；如称父为“舅”者，即算
是讨给舅舅；称“俺姑”、“老头”者原因也
是如此。外地移民落户者，对父母的称谓
仍按其原籍地称谓， 如北方来此落户的
称父为“爹”。寿地大多称祖父为“爹爹”，
祖母为“奶奶”。而北方移居此地者，仍沿
其原籍的称谓，称祖父为“爷爷”。对曾祖
父母以上的称谓，寿地惯称为“太太”，五
代称“爷爷”，六代以上称“板板”。旧时，
寿地受封建礼教束缚， 大多数哥与弟媳
见面不说话，因而很少称谓。新社会移风
易俗，哥对弟媳的称谓，多是呼其名字。

对夫妻的称谓，寿地名称很多，如称
丈夫 “男人”、“爱人”、“当家的”、“老头
子”、“孩子爸 （伯）”、“先生”、“劳动力”
等。称男人、孩子爸（伯）、当家的，多是旧
时农村的称谓；称先生多是商业账房、医
药郎中、教师等。新中国成立后，机关、学
校、厂矿等多称“爱人”；“劳动力”多是农
村妻对夫的代称。丈夫对妻子的称谓，名
称也较多， 如：“老马子”、“孩子妈”、“老
伴 ”、“她 ”、“后头人 ”，“家里头 ”、“大奶
奶”、“我家属”、“爱人”。“老马子”的称谓
据传始于明代，因朱元璋之妻名叫“马氏
娘娘”，朱称其妻“老马子”。明朝时，寿州
属凤阳府管辖， 故这样的称谓在寿地流
行颇广，以至今日称“老马子”的尚多。

寿地农村和普通之称女儿多是 “姑
娘”、“丫头”、“女弄”。 “小姐”之称，多是
富贵之家；“闺女”之称，多是北方移民。
对岳父母的称谓， 寿地惯称岳父为 “丈
人”、“小孩姥爷”等；称岳母为“丈母娘”。
对医生的称谓， 旧时农村惯称 “瞧病先
生”、“看病的”。

三
寿州地域广阔， 广袤百里， 历史悠

久。古往今来，生活习惯形成了不同的生
活用语。如“吃饭”，沿淮地区说“格饭”；
近于六安、肥西县界的人通称“吃饭”；近
于霍邱、颍上县界的人叫“斗饭”；正阳关
附近人称“毕饭”。“人走了”一词，沿淮地
区的人称杠了 、颠了 、溜了 、爬掉了 、滚
了；城关、瓦埠、三觉、安丰、迎河、炎刘等
地称走了、溜了、爬掉了、滚了等语，多属
来客，久居不走，主人对其厌感的用语。
有的地方“人走了”说成“趋溜了”，多是
客人有名不正言不顺之事， 不好谢别主
人，不告而去。

又如洗脸、洗澡用语，寿地说法互异。
沿淮地区的人既讲“洗脸”，又讲“擦擦”；既
讲洗澡，又讲擦澡、打汪。打汪多是大人对
小孩热天常到沟塘里洗澡嬉戏的贬语，如
水牛下水打汪一样，横冲直闯。

寿之地妇女分娩， 多称做月子、生
产。寿地婚嫁用语很多，称女儿出嫁叫给
婆家、出嫁；出阁用语，乃旧时地主、官僚
家女儿出嫁的用语。

四
寿县之南境，多以水稻、油菜种植。

由于地理、 种植不同， 故在用语上亦不
同。如沿淮地区称“割黄豆”、“歼秫秫”称
之为“砍黄豆”、“砍高粱”等。“砍、割、歼”
均是动词，但在劲势上有所不同。“砍”字
用力须大，“割、歼”虽用力，但体现出一
种优游轻闲之感。沿淮用“砍”字，正因沙
质土壤肥沃，所植高粱、黄豆粗壮，不用
大力不可能收掉； 其他地区的土地较板
结，生长的高粱、黄豆较沿淮纤弱，故用
“割”字。再如种油菜，沿淮习用撒播，寿
县之南多用点播，故在用语上亦不同。沿
淮叫“种油菜”；县境之南叫“点油菜”。寿
地除上述不同情况外， 其余如割稻、割
麦 、插山竽 、撒种 、上粪 、犁田 、耙地 、锄
地、栽秧等用语均同。

五
寿州方言里有种市门语， 属特殊语

言范畴，又叫做“番语”。此语时在寿县正
阳关盛行。 语的组成是以主、 谓语的单
字。单音、复音，进行千变万化的番拼，发
出多层次的音响，作为对话。这种语言既
表达了主观意识， 又使那些听不懂的人
不知其然，捉摸不定。

“市门语” 虽是自由语言的一种体
例，但也有其一定的规范，用“干、裂、切、
里、梗、柳、狗、车、果、别”等字作为声母，
然后任意拼就。如“我”字，拼成“饿果”；
“吃饭”，拼成“别里阿干”；“商店”，拼成
“涩冈叠恋”；“火车”， 拼成 “霍里折格”
等。 市门语的另一种是以字代数作为特
定的形式出现的。使用这种语言的，多是
肩挑贸易者。他们按照数字的顺序编为：
“一柳、二断、三言、四吊、五莫、六闹、七
调、八清、九富”。依此韵序，说明某物的
价格。例如：鲜鱼一斤价一元二角，即是
“柳断”；瓜子一包价一角五分，即是“柳
莫”。

六
方言里有讳语，俗称“破嘴话”，也是

不吉利的语言。此语在各行各业中都有，
尤其是水上人家最为讲究。如将“船帆”，
叫作 “船篷 ”，“开船 ”，叫作 “走船 ”、“行
船”；“盛饭”叫作“刻饭”、“添饭”；“船老
板”， 叫作 “管船的”；“船老板老婆”，叫
“管船娘子”；“伙计”叫作“老派”等。寿州
的二、三岁的婴儿“胖”，叫“晗”。民间“饺
子”，叫作“扁食”。菜馆将“猪舌头”，叫作
“赚头”；“萝卜”叫作“顺气丸”；“猪耳朵”
叫作“顺风”；“豆角子”叫作“龙瓜”。生意
没做成，叫“走手了”；生意做成了，叫“成
交了”等。

方言里有隐语，一是隐其本事，借他
词言之，犹若谜语，让人猜测；二是以手
比划，口出代词，以示对方，使其明意。凡
属此类者，多系牙行。如：“无事不登三宝
殿”、“好马不备双鞍子”、“肉烂在锅里”、
“好心当作驴肝肺”、“鳖出一滩”、“君子
只打九九， 不打加一”、“刷锅把子戴帽
子”等等。

旧时集市上的猪、牛行经济人，为使
买卖成交，把买主与卖主拉开距离，经济
人两头奔走， 以手比划价数， 如对卖主
说：“这个数很高了能卖”；转而又到买主
面前比示说：“这个数便宜， 你到哪里去
买”？两头隐瞒，互不知情，最后成交。

游 寿 州 古 城
查政权

大体上我是一个不太善解风情的人， 所以旅游于我原则
上算是一个陌生的话题。 年轻的时候忙于工作， 所谓的旅游
基本是与出差划等号， 偶尔在假期携家人出去一趟也就是打
卡照相。 退休后也偶有朋友邀约出门转转， 但总体感觉也就
是换个城市喝酒、 掼蛋而已。 初春， 我真的就来了趟说走就
走的旅行。

寿县， 地处淮河南岸， 北临八公山， 古称寿春， 公元前
241 年， 楚考烈王从陈城 （今河南周口） 迁都于此， 18 年后，
800 年楚国经历 “七都六迁” 后在此亡国， 因此， 这里是楚国
的最后一个都城。 公元前 248 年， 楚考烈王将江东 （今上海、
苏州、 无锡） 列为春申君黄歇的封地， 上海之所以简称 “申”
即由春申君的 “申” 而来。 因后来楚国国都迁至寿县。 正因为
寿县有着如此古老厚重的历史。 所以它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我今天的第一站是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该馆是 2018 年建
设， 2022 年开馆， 这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一个以 “楚文化”
命名的博物馆， 该馆建筑设计以楚文化元素为灵感， 整体成
方型， 从南门进入， 一座气势恢宏， 5 米多高的仿出土文物
楚大鼎映入游客眼帘。 这尊楚大鼎原型出土于 1933 年， 高
113 厘米， 口径 93 厘米， 重 400 公斤， 抗战时被国民政府转
移至重庆存放 ， 新中国成立后被安徽省博物馆收藏 ， 1958
年， 毛主席视察安徽时看到该大鼎， 曾风趣地说道： “好大
一口鼎， 能煮一头牛啊”！ 如今这尊楚大鼎仍然是安徽省博
物馆的镇馆之宝。

楚文化博物馆占地 200 多亩 ， 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 ，
馆藏文物达 30000 余件， 其中国家二级以上文物 400 多件。
馆内分 “安徽楚文化” 和 “寿县文明史” 两个展区板块。 进
入楚文化展区， 楚大鼎、 大府铜牛、 楚金币等楚国文物尽收
眼底， 让参观者叹为观止。 另外， 还有北宋金棺、 东汉八龙

纹金带扣、 战国越王剑等镇馆之宝。 所以， 这个博物馆被广
大游客誉为 “一眼千年” 的中华古文化圣殿。

出了楚文化博物馆， 五分钟车程便来到寿县古城， 寿县
古城目前有全国保存最完好的古城墙， 建于南宋宁宗十二年
（1206 年），虽后代不断修葺，但整体保持宋代原貌。整个古城
呈方形，绕城一周约 7 公里，古城有东南西北四个城门，最气
派雄伟的是南门，但此门如今宋代痕迹已不多，现在的城门基
本是后代修旧做旧的产物。保存最完整的当数东门，又称宾阳
门，由于建城时还没有发明水泥，工匠师傅们便用糯米拌石灰
作为黏合剂，把青砖和石条垒砌在一起筑成城门，如今已历经
千年风雨仍巍然屹立，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由此可见一斑。城
门下的青石条铺成的石板路被千百年来商贩们的独轮车压出
了深深的凹痕，向游览者诉说着历史的沧桑。想当年前秦王苻
坚率 60 万大军南下，欲灭东晋于寿春，但结局惨败，这就是历
史上著名以少胜多的战例———淝水之战，苻坚之所以战败，缘
于他站在当年的东门城头，遥望八公山上，作了“风声鹤唳，草
木皆兵”的战略误判，结果 60 万大军惜败东晋。

寿县古城最奇特的是四门都有瓮城， 瓮城就是城门有两
道大门， 两道大门之间有约半个篮球场大的一块天井空地，
两道大门不对应， 而是错开， 其主要功能是军事需要。 古时
打仗， 首先要攻打城门， 瓮城易守难攻， 即使敌军攻破第一

道城门， 还有一道城门需要一定的时间攻打， 这样， 短时间
内大量的敌军拥入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地方， 这时城上四周万
箭齐发， 瞬间毙敌于城下。 瓮城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防洪，
两道错开的城门封闭后可以有效防止城外的洪水进入城内。
宾阳门的外墙上画有两条水淹线， 记录 1991 年和 1954 年大
洪水时城外的最高水位为海拔 24.46 米和 25.78 米， 而城内的
平均海拔不到 20 米。 据老人回忆 1991 年大水时， 城外的水
比城内高 7—8 米 。 在历史上 ， 寿县曾多次遭受洪涝灾害 ，
但这座古老的城墙屡立奇功， 始终保护着城内百姓的安全。

从宾阳门出来， 沿城墙内侧的道路一直往北， 就是古城
里的古寺庙报恩寺， 这是一座唐代的佛寺， 相传为去西天取
经的唐僧法师亲自修建， 距今已有 1300 多年的历史， 其规模
之大、 香火之盛在淮河流域可谓无出其右。 据介绍， 原本报
恩寺中最有名的景点是院内始建于北宋的舍利砖塔， 但因年
久失修于 1977 年拆除。 目前， 楚文化博物馆中的镇馆之宝之
一金、 银棺等珍贵文物就是在清理古塔地基时发现的 。 此
外， 报恩寺内还有两棵千年古银杏树， 树高 20 余米， 枝叶
繁茂、 遮天蔽日， 树干需要成年男性三五人才能围抱， 被认
定为国家一级古树名木。

离报恩寺不远， 是古城神奇的城内排水设施， 名曰 “月
坝”， “月坝” 现存古城东北和西北角两处， 平时城内雨水

经 “月坝” 排出城外， 最神奇的是遇到洪水时， 城内的水可
以排向城外， 而城外的洪水即使水位再高也不会向城内倒
灌。 所以， 历史上多次大洪灾 ， 寿县城内都没有出现过内
涝。 据老人们传说， 曾有清华大学的水利专家专程来古城考
察过 “月坝”， 但专家对其工作原理也解释不清。

游完古城已是中午时分， 寿县是著名的美食之乡， 有赵
匡胤困南塘的救命美食 “大救驾 ”、 有著名的淮南牛肉汤 、
有皖西大白鹅、 还有刘安炼丹发明的美食豆腐宴。 我一早来
时的路上就给县城的一位老友打了电话， 游览结束后， 老友
领我来到了古城北大街一家名为 “鸡蛋饭店” 的苍蝇馆， 小
店位于一个叫西大寺巷的幽静小巷， 没有显眼的招牌， 但店
内生意兴隆， 座无虚席， 甚至还有人在门口等着翻台， 要不
是朋友一早预订肯定没有位置。 小店地道的土菜让我胃口大
开， 传统的红烧老公鸡、 木须肉让我着实体验了一把舌尖上
的中国， 最让我难忘的是一道清炒乌白菜， 据朋友介绍， 这
种菜只在寿县古城内北侧一块两亩地的地方生长， 它和其他
产地的乌白菜的最大区别是再老的菜梗都没有丝， 入口香甜
可口， 嚼后满口清香。 真的是难得一见的人间美味。

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 我感叹在收获满满时， 也深切体
会到在淮南生活工作了四十多年的我对身边的名胜古迹真的
是知之甚少，真的是应了那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
山中”。在此，我热情地邀请我所有的朋友 ，有空来寿县古城
转一转 ， 我一定当
好东道主 ， 助您寿
州行 ！带您吃好 、喝
好 、 住好 、 玩好 ，
深度体会咱寿春的
古韵新景！

倪倪 军军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