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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 究 淮 南
———从电视剧《六姊妹》看淮南的文化积淀

胡建华

在电视剧的广阔天地中，每一部作
品都是一扇通往不同世界的窗口。 《六
姊妹》这部剧，以其独特的视角与叙事，
徐徐展开了淮南这座城市的多彩画卷，
让我们得以一窥其深厚的文化积淀。

《六姊妹 》 的故事围绕着淮南的
一个普通家庭展开 ， 六姊妹在时代的
浪潮中各自经历着生活的酸甜苦辣 。
从剧集的开篇 ， 便能感受到浓郁的淮
南生活气息 。 那充满烟火气的街巷 ，
街边热气腾腾的小吃摊 ， 人们用带着
淮南口音的方言交谈着 ， 这些场景看
似平凡， 却承载着淮南独特的地域文
化符号。 方言 ， 作为地域文化的活化
石， 在剧中频繁出现 ， 不仅增强了角
色的真实感 ， 更传递出淮南本土文化
的独特韵味 。 每一句方言背后 ， 都有
着长久以来形成的语言习惯和文化内

涵 ， 是淮南人民在历史长河中交流 、
传承的智慧结晶。

剧中对于淮南传统习俗的呈现也
细致入微 。 逢年过节时 ， 家中长辈带
领晚辈举行的祭祀仪式， 庄重而肃穆，
遵循着代代相传的规矩。 这一习俗不仅
体现了淮南人民对祖先的敬重，更反映
出他们对家族传承和血脉延续的重视。
从祭品的准备到仪式的流程，无一不蕴
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现代社会快速
发展的今天，这些传统习俗通过电视剧
的镜头得以展示，让更多人了解到淮南
文化的根基所在，它们如同一条无形的
纽带，将过去与现在紧密相连 ，维系着
淮南人民的文化认同。

而淮南的饮食文化在剧中更是大
放异彩。 六姊妹家中的餐桌上，常常摆
满了具有淮南特色的美食 。 淮南牛肉
汤，作为淮南的标志性美食 ，在剧中多
次出现。 那浓郁醇厚的汤汁，鲜嫩的牛
肉，配上爽滑的粉丝，让人垂涎欲滴。 这
一碗牛肉汤，不仅仅是一道美食 ，更是
淮南文化的象征。 它的制作工艺经过多
年的传承与改良，融合了当地的食材特

色与烹饪智慧。 剧中角色围坐在一起，
共享牛肉汤的场景，充满了家庭的温馨
与和谐，也反映出饮食文化在淮南人民
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它不仅满足了人们
的味蕾，更成为了亲朋好友相聚交流的
重要媒介，承载着无数的情感与记忆。

在剧情发展中，六姊妹各自的成长
与奋斗历程，也与淮南的文化精神紧密
相连。 淮南自古以来就有着勤劳坚韧的
文化传统。 剧中的六姊妹，面对生活中
的种种困难，没有丝毫退缩。 她们凭借
着自己的双手，努力打拼 ，无论是在工
厂中辛勤劳作，还是在小生意上用心经
营， 都展现出了淮南人民勤劳的品质。
这种勤劳，并非盲目苦干 ，而是蕴含着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是在长期的
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积极向上的精神风
貌。 同时，她们在面对挫折时的坚韧不
拔， 也正是淮南文化精神的生动体现。
就如同淮南的煤炭产业， 历经风雨，却
始终在困境中砥砺前行，为城市的发展
贡献力量。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 ， 《六姊妹 》
所展现的淮南文化积淀 ， 是地域文化

与时代变迁相互交融的产物 。 淮南作
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 ， 其文化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吸收 、 融合新的元
素。 在现代社会 ， 淮南一方面传承着
古老的传统文化 ， 如传统习俗 、 方言
等； 另一方面 ， 又积极拥抱时代的变
化， 在经济发展 、 科技创新等方面不
断探索。 这种传承与创新的结合 ， 在
六姊妹的故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 她
们既深受家庭传统文化的熏陶 ， 又在
时代的浪潮中勇敢地追求新的生活方
式和价值观念。

《六姊妹 》这部电视剧 ，为我们呈
现了一个丰富多彩、 底蕴深厚的淮南。
通过剧中的人物、故事、场景，我们看到
了淮南的方言文化、习俗文化 、饮食文
化以及勤劳坚韧的文化精神。 它让我们
明白，淮南的文化积淀是这座城市的灵
魂所在，是淮南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
中创造、传承与发展的宝贵财富。 在未
来，希望有更多这样的作品 ，将淮南的
文化魅力传播得更远，让更多人了解淮
南，走进淮南的文化世界， 感受其独特
的魅力。

格
尔
木
的
云

顾

嵩

摄

山 居 寂 历
陆 锋

晨光初至，我推窗看山。 山在云中，
云是山的呼吸，山是云的骨相。

我租下这间山边旧屋时，房东反复
强调：“山中日子清苦。 ”她不知我带齐
了笔墨纸砚。 今日临《寒食帖》，墨色在
“空庖煮寒菜”处凝滞，恍然听见灶膛里
柴火的噼啪，想来苏轼在黄州写的不是
困顿，而是将整个春天的寂静 ，都煮进
了一锅烟雨。

近处的山岩壁上缀满苔衣，这些比
蝉翼更薄的绿意，在清晨透出玉石的光
泽。 宋代林洪《山家清供》里记着“苔脯”
制法，我学古人持竹刀轻刮石苔 ，苔丝
在素瓷盘里微微蜷曲，像极了 《溪山行
旅图》里的雨痕。

昨日从路过老茶农的卖茶担子上

买了些茶，那茶叶焙得极轻 ，叶片蜷曲
如婴儿的睫毛。 老茶农说这茶需得对着
竹影喝，才尝得出山岚味。 如今我在窗
边煮茶，茶烟袅袅升起，与峰峦间的岚
雾相融，没有山岚味，倒是不期然想起
《诗经》中 “独寐寤言 ”四个字———两千
年前的隐者独宿空谷 ， 醒时与山风对
答，睡去枕着星河的私语。 我恍然看见
时间的褶皱里，独处者都带着相似的眉
目。 此刻，山风穿透肺腑，竟听见血液汩

汩流动的声音。 寂静，竟有这般重量！
山脚的石缝里有一株野兰，我每日

只远远看它，不敢惊扰，任它在无人处
开得惊心动魄。 想起家中精心养护却始
终病恹恹的杜鹃花，才明白《小窗幽记》
里说的“物在独处时最见本性”，有些生
长注定要在寂静里完成。 忽然懂得了明
代供春制作树瘿壶时为何要躲进金沙
寺， 就像深埋地底的陶土需要千年陈
腐，就像我们总要退到无人处 ，才能听

见灵魂拔节的声音。
陶弘景的“山中何所有”之问，千年

后依然悬在空谷里，惊起阵阵回响。 山
不说话， 每块岩石都在寂静中生长年
轮，盛装整个世界的喧哗。

炉上的水又沸了， 这次不煮茶，且
把山色云影都投进去，熬一盅名为“我”
的偈语。 茶汤入喉的刹那，忽然明白卢
仝七碗茶的境界不在茶，而在独饮时让
生命回归最初的液态，化身为一条洄游
的鱼，在记忆的暗流里 ，找回最初那尾
透明的自己。

山中的寂静是流动的，流淌到我的
脚边， 我就成了此处一朵自由的花，肆
意且无声地绽放在松风与山月的对白
里……

认 领 一 棵 树
马 卫

腊月十五 ，寒风凛冽 ，王晓声朝大
周镇铺垭村赶去。

他在那里认领了一株古红橘树，树
的主人胡孝林在电话里讲，今年红橘挂
果少，可能只有 100 多斤。

王晓声眼里全是鲜亮的红橘。 他在
后备箱中，准备好了纸箱子 ，用它装红
橘，送给亲朋好友品尝。

九点半赶到铺垭，胡孝林早等在那
里。 他的腿像是更萎缩了，躬着身，脸上
挂着笑，手里拿着采果器。 这张脸，王晓
声太熟悉了，因为这些年 ，和胡孝林相
见甚多，成为朋友。

初见胡孝林，那时王晓声被单位下
派来扶贫。 他是一所专科学校的美术
老师，兼着办公室副主任。 他是抢着报
名来的 ，因为铺垭濒临长江 ，有老街 ，
江边全是古红橘树，风景秀丽 ，他想扶
贫、采风两不误 ，创作几幅好画参加市
美展。

当确定他对接的贫困户是胡孝林
家，他傻眼了。别人家早是砖房子，他家
还是土墙房；别人家打工能挣钱 ，胡孝
林因为腿患有严重的类风湿 ， 打不了
工；别人家的红橘果大肉甜 ，他家的红
橘果小肉酸，卖不上钱。

铺垭村家家有古红橘树 ， 不差项
目。 以前，他们这儿富裕 ，因为红橘值
钱。 后来水果多了，加上红橘罐头厂不
生产了，红橘吃多了上火 ，红橘的价格
一降再降。 玫瑰香橙、砂糖橘、脐橙、沃
柑等更受市场欢迎。

红橘不卖钱，有的家庭要砍了树做
柴烧。

这些可是古红橘树，古红橘有 4000

年的基因文化。 红橘林里，随便指一棵，
都有几十年 、 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历
史。 胡孝林家的红橘林里，最古老的那
棵，据说有 400 多年树龄。

砍断的不仅仅是古红橘树，还有沧
桑的文化之根。

胡孝林也要砍古红橘树，王晓声上
前阻拦。

胡孝林说 ：你不让我砍 ，你帮我家
卖红橘？ 红橘卖不成钱，红橘树还占地，
我们咋个生活？

去年，胡孝林家的红橘 ，大半烂在
树上。

王晓声一下子还真愣住了。
胡孝林家的红橘变不成钱，说啥也

是白搭。 农民最讲实在，实惠，空话说得
再多也无益。

王晓声最后说：行，我帮你卖红橘，
但你得听我的，按村里的要求种红橘。

胡孝林本是想将王晓声的军，让他
知难而退，没想到他还真答应了 ，只好
说：“你说咋种？ ”

按村里提倡的， 一是不用化肥，全
部用有机肥 ； 二是每年给红橘树根松
土，翻耕空地，改良果园土壤；三是在果
园修蓄水池，搞滴灌，保证旱天能及时
给红橘树淋水……

胡孝林说：“你懂还是我懂？ 你又没
种过红橘。 ”

一句话把王晓声抵到坎坎上。 好在
两人喝过几次酒，接触时间长了 ，也不
生气。

“你懂，你这样做了吗？ ”
这回轮到王晓声反击，倒把胡孝林

说得脸红。
其实胡孝林家的红橘差，根本原因

还是管理没跟上，胡孝林的腿有点毛病
是真的，但他借此偷懒也是真的。 他心
里一直有种思想———反正国家要管我，
所以这些年他大部分时间，是泡在村里
的茶馆打小麻将。 他老婆管不了他，女
儿读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 ， 更管不了
他。

胡孝林讲， 你先说你如何卖红橘，
说得对我就按你的办。

球又踢回来了。
这样子，我周末回城 ，下周一定给

你答复。
胡孝林嘿嘿冷笑， 不砍红橘树了，

往家里走，边说：“啥法？ 球法，教书匠，
嘴巴客，会说不会做。 ”

可是，周一两人再相见 ，胡孝林服
了———王晓声发动他的一帮同事，认领
胡孝林家的古红橘，每棵树每人每年付
他 300 元钱。 叫胡孝林管理，红橘熟了
他们来采摘。

钱打在一张卡里，交给胡孝林。
但密码只有王晓声才知道，种好了

古红橘，才告诉胡孝林密码 ，才能取得
出钱。 他家的树共 53 株，15300 块钱，留
两株树的果自己吃。 从此，胡孝林像换
了一个人，天天耐心地呵护他的古红橘
树。 不愁销路，稳赚，这是果农最快乐的
事。

今年天大旱 ，蓄水池干了 ，他从长
江里挑水上来浇古红橘树，来回一趟有
一里多路，他脚又不太方便 ，累得气喘
吁吁， 所以今年虽然古红橘产量低，但
他家的果质非常好，市场卖三块钱一斤
绝无问题。 但他家的古红橘，早被王晓
声的同事认领包销了。 王晓声是最后一
个来采摘认领的古红橘的人。

胡孝林拿着采果器，要帮忙。
王晓声说：“你帮我采，我又不给你

工钱。 ”
胡孝林腆着脸，堆起笑：“我不要你

的工钱，你能不能把我家后来发展的十
几株古红橘也找人认领了？ ”

王晓声说：“哈哈哈，你是做梦娶老
婆，尽想好事。 ”

当然，他心里明白 ，现在搞乡村振
兴，农村更需要产业扶持。

王晓声边说 ，边摘古红橘 ，心里也
是一腔甜蜜。 有两件事他没有对胡孝林
说，一是扶贫结束后，他被单位评为先
进个人，职务晋升了一级，成了主任；这
还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铺垭画的 《古
红橘》系列画，入选了市美协组织的展
出，得了银奖。 市里好多画家在联系他，
也想来深入生活认领古红橘。

太阳升起来了， 大地一片暖色，照
在古红橘上，一个个古红橘 ，也像一个
个小太阳，照得铺垭成了热土。

情节，看点的心跳
孙登科

情 思

水晶般透明的玻璃
若一经摩挲，则变得混沌
彼此隔着相望
纵然近在咫尺，却模糊不清

犹如爱的世界，应去伪存真
以初心，一如既往地
时时拭去纤尘
爱的情怀，会淋漓尽致地诠释
纯净与坚贞

相依的伉俪
深谙于一诺千金。 那涌动着
厚重温馨的信任
相得益彰，恪守惺惺相惜
由衷地抚慰相守的灵魂
在这纷扰的人生路
相信会见证坚定不渝的本真
奋进的步履会更加坚定
相爱有加，相伴终生

恋

相约黄昏后，瞬间
星星缀满天
两颗缱绻的心，如爱鸟
亲昵地呢喃

被岁月湮没的景致
在尽情地打捞 筛选
沉湎于青梅竹马中的
陈年情境
是多彩童趣的浪漫

今晚，两手相牵
紧紧相依，一同遥望银河
就感到彼此

胜过天上牛郎与织女的美满
他们只能隔河相望
远距迢遥的光年
怎不对其热切得眼馋

此刻，送哥哥参军的情妹子
双双陶醉在这恬静的夜晚
想着明天他去边关的路
这是多么喜庆的开头一段

伴侣与钥匙

高耸的峰峦，悬崖陡峭
锁扣锁，在一条条铁索链上
密集地缀满
仿佛在加固心中的护栏

护栏里，一片安然
护栏外，是深不见底的山涧
一把把连心锁
一心要锁住爱，锁住情
锁住那天荒地老的夙愿
看，情侣们欢天喜地
急匆匆地把一枚枚钥匙
连同对未来期许的心愿
投向了深深的山涧

然而，后来总有人为找回
开锁的钥匙
焦急 哭泣 埋怨
想着钥匙在岁月的风雨里
锈迹斑斑
但相比那些肝胆相照的伴侣
他们崇尚坦率挚诚
从不山盟海誓地空谈
笑口常开，粗茶淡饭
把真正的钥匙
始终珍藏在心间
年年岁岁
绚丽璀璨……

迎春花她回来了（外一首）
王明光

她鼓起了花蕾
像清晨迎风吹响的小铜号

像杂草丛中的一抹淡绿
此时，有尘世被残雪积压后所剩下

的
灰黄色的沉寂

草丛里依然有昆虫们不安分
春天的哨声刚从远方晨曦中传来
风依旧冷，探春的鸭儿还没试水
冰层是季节的厚度

翘首以盼，迎春花她回来了
遍布在土丘，山岗，路边
微颤，像拨动温度起伏的琴弦
像一首首诗

一行一行沾满春日的阳光

母亲的白发是另一条河流

青铜锈蚀的钟摆悬停在
第十三个刻度，风干的蝉翼
正在以慢镜头剥落

细碎的影子如同
沙漏里的流沙
每粒沙内部蜷缩着更小的钟摆
一粒接着一粒堆积

母亲的白发是另一条河流
在木梳间静电的细小蓝火里流淌
我无法忍心触碰
被岁月浸染得苍白

雨 水 帖
程晋仓

雨水节气， 静悄悄地向晚来到淮
河岸边， 稍暖还凉的空气从淮河北边
广袤的田野掠过河水拂荡河南城区的
街巷。 天气预报没有雨落降临在今天
这个节气来到的日子， 所有只让人想
像淮南的雨是蘸着阳光的笔锋， 在淮
河两岸抒写出一行湿漉漉的春联。

弯弯绕绕、 宽宽窄窄的湿冷的河
面昨夜尚在明月与亮星的笼罩里将波
浪拍击向泊系在淮河渡口边的轮船边，
回漾出道道的银鳞 ， 如诗画般诱人 ，
今晨便又化作粼粼的碧溪， 缓流向东。
那些在寒风中蜷缩萎靡了整冬的柳枝，
此刻竟柔软得能缠住早归的鹡鸰， 灰
褐的枝条渗出鹅黄， 像小鸭新长出的
绒毛。

清晨的雾还未散尽， 渡口的船工
已解开缆绳， 马达轰鸣声， 船头铁板
翘起与铁锚升起的吱呀声惊醒了河滩。
水鸟和斑鸠们扑棱棱掠过芦苇荡， 翅
膀尖沾着细碎的水珠。 它们落在新翻
的菜畦边， 歪头打量着赶早下地的老
农。 翻开的泥土泛着黑亮的光泽， 蚯
蚓在垄间游走如草书， 惹得鸟雀们蹦
跳着争抢， 尾羽在薄雾里划出温柔的
弧线。

太阳照常升起， 高高悬挂， 此时
舜耕山巅上的梅园最解风情。 黄梅还

矜持地裹着金裘， 红梅已迫不及待披
上霞帔。 花苞绽裂时， 细雪般的香气
惊醒了山间沉睡的溪涧。 去年枯黄的
菖蒲丛里 ， 嫩绿的剑刃正破水而出 。
几个稚童蹲在青条石上， 盯看小鱼在
倒影中游成流动的墨点， 忽然有早开
的小花落在水面， 涟漪便成了漾开的
胭脂。

小竹林深处裹着赭色外衣的小笋
顶开腐叶 ， 像婴儿攥紧的拳头舒展
沾满霜露 。 更远处的山腰环山步道
上 ， 身着红红蓝蓝衣衫的晨练人在
云雾中时隐时现 ， 他们的身影不时
透过树枝间 ， 一闪一闪地点缀了早
春的山林。

学校的新学期已经开启， 洁净的
窗棂下， 学生们摇头晃脑早读背诵着
唐诗宋词与经典名篇， 琅琅的书声穿
过走廊， 越过校园墙头， 竟与街巷角
里小贩们的吆喝叫卖声混响成一曲城
乡独特的协奏曲。

暮色里， 由山南缓行到山北， 越
过山岭， 走过田野， 穿过隧道， 踱过
老街， 漫步渡口， 河边摆渡船载着晚
归的农人， 船桨搅破的河面泛着金红，
恰似打翻的胭脂盒。 岸边苍蝇馆店和
小酒肆飘来新酿的米酒香， 混着前几
天雨后泥土的气息， 酿成令人微醺的
春醴。

淮河在这般热闹里愈发丰腴。 它
记得每粒苏醒的种子， 每片舒展的新
叶， 每个被细雨浸润的笑容。 当星辰
落进河心中的漩涡， 那些打着旋儿的
光斑， 分明是春天在清点她数不尽的
珍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