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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暑盛夏美如画
刘文勇

小暑是盛夏时节的重要节气，暑是
炎热，小暑为小热，还未达到大热。小暑
后的大暑， 进入大热气候。 民间谚语：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时节，炙热
而又灼人的阳光，田野里散发的阵阵热
浪，透出小暑时节盛夏的魅力。

小暑时节，盛夏的美丽景色。 炙热
灼人的热浪，令淮河大地，八公山林进
入夏天鼎盛时期。村庄里、山峦间，树木
葱茏，青绿的枝叶遮天蔽日，为林间小
路， 为村庄人家送来浓浓的清静与凉
爽。 路边，村旁，一排排银杏、榆树、槐
树、 枫树等各色树木， 浓密青绿的枝
叶， 在阳光的映衬下洗去了小暑的尘
埃，洗去了人心的烦恼。 又好似穿戴整
齐的凛凛武士， 恭敬而整齐地站立在
道路两旁，直至延伸到山中老林，而连
成一片绿色海洋。 小暑的树林， 有静
谧，也有壮丽。 当朝阳洒在八公山野、
淮河大地时，满山遍野，满世界变成了
金色的乾坤。 山顶的彩云随着朝阳的
变化而变幻出各种物象， 仿佛是画家
精心绘制的一幅幅美丽壮观的画卷 。
鸟儿愉快而轻松地在绿色世界中穿梭
着，歌唱着。 满世界清脆悦耳的鸟语，
在淮河大地回荡，清新而美好的歌，为
淮河大地，八公山林注入了蓬勃生机。
知了也在声嘶力竭地鸣叫着； 青蛙躲
在池塘边青草丛里聒噪， 荷花不畏酷
热，摇曳美姿散发清香。 淮河儿女在上
天赐给的美丽景色中， 感受着自然无
言而震撼的崇高。 小暑的盛夏，传递着
生命的高昂，展现出万物蓬勃。 淮河儿
女心静无澜，浅笑安然。

小暑时节，农家田园的美景。 淮河
田野，八公山大地，大秋作物播种完毕，
早稻处于灌浆后期，中稻拔节，进入孕
穗期。 绿色稻田里，稻谷抽穗在风中微
微摇曳， 如大海轻轻翻滚的细波微浪。
那些小而青嫩的稻穗， 经过春日的播
种、夏日的生长，在小暑时节进入了快
速疯长期。每头稻穗都蕴含着农民的汗
水与希望，稻穗的饱满，孕育着丰收喜
讯。小暑时节，是雨水增多的日子。淮河
农谚“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
饭”，是说五月旱一点，利好农作物扎根

生长。 两暑间雨水增多，对农作物生长
益处多多。 淮河儿女高度重视农田灌
溉，田间的水渠里，清澈的水流缓缓流
淌， 为秋作物生长提供了充分的水资
源。 水渠的流水与蝉鸣交汇共声，好像
是大自然倾心诉说这片土地的美好故
事。 密布淮河大地纵横交错的灌溉水
渠，既是农田灌溉的鲜甜乳汁，也是淮
河大地的血管脉搏。这是淮河儿女改造
自然及千年农耕文化的传承智慧。

小暑之后，淮河地区逐渐进入三伏
天。 夏至后，白昼短，黑夜长，暑热潜伏
着阴凉因子，称为“伏”，即伏藏。从小暑
至立秋，称“伏夏”，是全年气温大热最
高时期 ，民谚 “小暑接大暑 ，热得无处
躲”。 《易经》记载，小暑卦象为“遁”。 遁
是退避、隐居的意思。 古人言：应夏藏，
闭门谢客。 淮河儿女在伏天，尊古人教
诲，减少外出，以避暑气。 此间，气温极
高 ，人心烦躁不安 ，疲倦乏力 ，极易中
暑。 淮河儿女有过好伏天的巧方妙法，
食以清凉消暑食品，淮河人爱说：“头伏
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初伏时
节，新麦满仓，暑热使人们精神萎靡不
振，食欲不佳。饺子、面条是日常食品中
的佳品。再者，小暑时节多食黄鳝。淮河
人常说“小暑黄鳝赛人参。”此时的黄鳝
体壮而肥、肉质鲜美，爽口利身。 其性，
温而甘，有益气补肝、除风强筋的作用。
是冬病夏补的最佳良方。

小暑时节，万物向美而生。 淮河的
小暑时节，盛夏的青绿、花红、凉风、骤
雨悄悄汇聚， 呈现出丰盈圆满之态，万
物同盛，向美而生。 小暑中最热烈的时
光， 依次呈现出最美最富生机的风景。
晨的清露，夜的萤火，在盛夏的炽热里，
点缀着夏的绚丽美景。 万物疯长，盎然
着活力，伴随阴晴变幻，烈阳的午后，忽
有滂沱大雨，既让人措手不及，又让人
安享夏雨的清凉。小暑变幻莫测的气候
变化， 让人们既学会清空多余情事，又
学会生活中的气度优雅。不为灼热酷浪
所扰，静心观物，懂得万物向美，遵循自
然韵律，寻觅清凉之境。懂得愈酷热，万
物愈旺盛。遵天道，应时令，体悟生命真
谛，让心灵得以升华。

淮河的小暑， 带来盛夏的流火，继
续着万物向美而生的繁华。感念小暑让
盛夏走向火热，让生命臻于精粹，让人
间烟火腾腾繁盛，使淮河大地日月精华
如诗似画。

新四军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铸就了不朽功勋（上）

朱满亭

爆发于上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
的抗日战争 ， 是中国近代史上成功抗
御外来侵略， 并最终取得伟大胜利的
经典战例， 是近一百年来中华民族屡
遭外辱、 受尽欺凌取得的伟大的胜利。
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 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这场残酷的抗
日战争中铸就了辉煌功勋 。 在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之际， 我们要不忘历史， 重温
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 ， 不忘初心 、 牢
记使命， 大力弘扬抗战精神 ， 颂扬抗
战英雄， 弘扬铁军精神 ， 将全民族抗
战精神代代相传 ，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注入磅礴力量。

一、 新四军是在抗日烽
火腥风血雨中建立起来的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1937 年 7 月 7 日 ， 日本帝国主义
蓄意制造的侵略挑衅 ， 即 “七七事
变”， 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
争的开始。 全民抗战的烽火燃烧中国
大地， 为进一步确立全民抗战的纲领
和政策， 中共中央于 1937 年 8 月 22 日
在陕西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 通
过了 《关于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
决定》 和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洛川
会议是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初期新的
历史转折关头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 ，
提出的抗战路线 、 纲领和战略方针 ，
为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
了方向。

根据洛川会议精神， 中共中央一方
面下令八路军迅速向华北敌后挺进， 广
泛开展游击战争， 一方面根据形势的发
展和国民党政策的转变， 加紧同国民党
就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问题进行
谈判， 并于 1937 年 10 月达成协议， 将
南方八省 14 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
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1934 年秋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后 ，
奉命留在江西 、 福建 、 广东 （含今海
南省）、 湖南、 湖北、 安徽、 浙江和河
南八省的各革命根据地红军游击队 ，
在同中共中央联系中断的情况下 ， 依
靠人民群众， 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
术， 一次次挫败了数十倍于己的国民
党军的疯狂进攻 ， 经受了敌人的血腥
屠杀、 层层封锁 、 移民并村 、 断粮断
盐等严峻考验， 战胜了因挫折、 失败、
艰苦和敌人的分化瓦解而造成的严重
困难 ， 逐渐形成了赣粤边 、 湘赣边 、
闽西、 闽粤边 、 皖浙赣边 、 浙南 、 闽
北、 闽东、 闽中、 湘鄂赣边、 闽赣边、
湘南、 鄂豫皖边、 鄂豫边、 琼崖等 15
个游击区。 由大小不一的数十支独立
作战的红军游击队 ， 坚定顽强地坚持
着共产党在南方的革命战略支点。

南方红军游击队要实现由 “抗日
反蒋” 到 “联蒋抗日”， 由国内革命战
争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 ， 任务
十分艰巨复杂 。 一方面要同国民党一
些地方军政当局的种种阴谋作斗争 ；
另一方面还要做好内部的教育工作 ，
使干部战士的思想转好弯 ， 跟上形势
的发展。

南方游击队同国民党当局谈判 ，
达成停战和合作抗日协议 ， 实现由国
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
略任务转变 ， 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
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以国家民族利
益为重， 摒弃前嫌 、 共赴国难的博大
胸怀。 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 ， 散
处在八省 14 个地区 40 多个县的红军
游击队胜利地完成了下山 、 开进 、 集
中整编为新四军的任务 。 新四军整编
后 ， 辖 4 个支队 ， 10 个团 ， 1 个特务
营， 全军共 1.03 万余人， 6200 余支枪。
部队人数不多 ， 装备落后 ， 但绝大部
分人员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保存下

来的精华， 还有一批中共中央派来的
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 ， 是忠于祖国 、
忠于人民、 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优秀
儿女。 新四军这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人民军队，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由
小到大， 由弱到强 ， 发展成为华中地
区坚持敌后抗战的主力军。

在历史的长河中 ， 有些重大的历
史事件如惊雷般地震撼人心 ， 深刻地
影响着民族的命运与走向 。 皖南事变
不仅是一场残酷的军事冲突 ， 更折射
出复杂的政治博弈与中国共产党坚定
的抗战信念和不屈精神。

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壮
大， 人民群众欢欣鼓舞 ， 国民党反动
派更加嫉恨和恐惧 ， 千方百计加以限
制、 打击， 必欲除之而后快。

1941 年 1 月 4 日 ， 新四军军部及
所属皖南部队 9000 余人， 按照国民党
军事当局的命令并经中共中央同意 ，
从云岭驻地出发北移。 1 月 6 日， 当部
队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 ， 遭到国
民党部队 8 万余人的突然袭击 。 新四
军英勇抗击 ， 激战 7 昼夜 ， 终因寡不
敌众， 弹尽粮绝， 除约 2000 余人分散
突围外， 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 。 军
长叶挺在与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 ， 副
军长项英、 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壮烈牺牲 。 全国人
民为之愤慨 ， 周恩来满怀悲愤题词
“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
一叶，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皖南事
变中牺牲的新四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
诠释了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 ， 他们的
英雄事迹和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
记和敬仰。 事变发生后 ， 中国共产党
进行了坚决地回击 ， 揭露了国民党反
动派的阴谋 ， 在政治上赢得了国内外
舆论的广泛支持和同情 ， 使国民党在
政治上陷入孤立。

这一事件让全国人民更加清醒地
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 ， 进一
步坚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
民坚持抗战 ， 反对内战 、 反对投降的
决心和意志。

皖南事变发生后 ， 国民党宣布取
消新四军番号 。 为了坚持华中抗战 ，
中 国 共 产 党 决 定 重 建 新 四 军 军 部 。
1941 年 1 月 20 日，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
会发布命令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 ， 任
命陈毅为代理军长 ， 刘少奇为政治委
员， 张云逸为副军长 ， 赖传珠为参谋
长， 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1 月 25 日，
新四军军部在江苏盐城成立 ， 同时将
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 、 新四
军部队统一整编为 7 个师和 1 个独立
旅， 总共约 9 万余人。

新四军的重建整合强化了军事力
量， 军事上更加集中和强大 ， 提高了
战斗力， 更有效地开展抗日斗争 ， 反
击日伪军的进攻以及国民党的军事压
迫， 稳定了抗日局面 。 整编后的新四
军振奋了军民的抗战信心 ， 巩固和发
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为坚持长期
抗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 新四军的重建
加强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经济建设、
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 ， 为抗日战争的
胜利积蓄了力量。

二、 运筹于陋室茅屋，出
枪林冒弹雨抗日战场建奇功

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 ， 以大无畏
的勇气， 卓越的智慧和无私的奉献及
以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 ， 为中华民族
的独立和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 。 新四
军的英雄事迹以及锤炼出的铁军精神，
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丰碑上 ，
激励着千千万万中华儿女不断为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

运筹帷幄， 灵活机动， 奋勇抗战。
新四军坚持党的领导 ， 运筹于陋室茅

屋， 奔走于芦荡沼泽 ， 忍饥寒 ， 沐风
雪， 入枪林 ， 出弹雨 ， 紧紧地依靠和
团结广大民众 ， 同心同德 ， 坚持抗战
反对投降， 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
阴谋和日伪军的多次 “清剿 ” “清
乡”。 在极为艰苦复杂的政治和地理环
境下， 新四军在日伪顽的夹击中坚持
抗战， 不断发展壮大。 到 1945 年 8 月
主力部队发展到了 21.5 万人， 地方武
装 9.7 万人， 担负起整个华中地区的抗
战任务， 开辟了华中根据地抗战新局
面。

1937 年—1945 年全国抗战中 ， 新
四军几乎每天都在同日伪军进行激烈
地战斗 。 新四军对日作战共 24600 多
次， 毙伤日伪军 293700 多人， 俘虏日
伪军 124200 多人， 另有 54000 多名日
伪官兵投诚， 新四军也付出了巨大牺
牲， 伤亡指战员 8.2 万人。 新四军的华
中抗战为赢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
对阻碍新四军抗日 ， 制造反共摩擦的
国民党顽固派军队 ， 新四军站在自卫
立场上， 进行反击作战 3200 多次， 毙
伤俘顽军官兵 14300 多人。

新四军坚持华中抗日 ， 在战略和
战役上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 。 同
时， 新四军与战斗在华北的八路军遥
相呼应， 使日伪军处于腹背受困的境
地。 与此同时 ， 新四军还和同盟国的
美军有过抗日合作的行动 ， 为美国空
军轰炸提供相关日军情报 。 新四军所
在的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奋勇抗
日 ， 最多时候迫使 16 万日军和 23 万
伪军困守华中占领区而不得脱身 ， 从
而牵制了日军对正面战场和太平洋战
场的行动 ， 成为华中抗战的中流砥
柱。

新四军在全国抗战岁月里， 坚定
地执行党的战略部署， 采取灵活机动的
战略战术， 大量地歼灭日伪军， 取得了
辉煌战果， 建立了赫赫战功， 彰显了广
大军民同仇敌忾的勇气和担当， 谱写了
一曲曲壮丽的抗日战争凯歌， 被毛泽东
同志誉为 “华中人民的长城”。

“江南第一仗 ”， 点燃江南抗战烽
火。 1938 年， 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
艰难时期。 大片国土沦陷 ， 国民党部
队节节败退 ， 日军的铁蹄肆意践踏中
华大地。 在江南这片土地上 ， 民众在
侵略者的压迫下 ， 痛苦挣扎 。 新四军
的一场关键战役———韦岗战役 ， 如同
一道闪电雷鸣 ， 划破黑暗 ， 点燃了江
南抗战烽火。

1938 年 6 月 17 日， 新四军先遣支
队在司令员粟裕的带领下 ， 冒风雨 ，
连续 3 个雨夜急行军 100 多公里 。 到
达目的地后 ， 按预定的计划开始破击
铁路， 4 个半小时破坏铁路 40 多米和
电线 100 多米 。 同时向火车站之敌发
起攻击， 进行袭扰 ， 与此同时散发传
单， 张贴标语 ， 造成敌人恐慌 ， 引诱
敌人增援 ， 以便寻机歼灭之 。 6 月 17
日凌晨 3 时许 ， 粟裕组织部队冒雨抵
进韦岗的赣船山、 高骊山埋伏。 上午 8
时 20 分， 日军开来了 5 辆军车， 当第
一辆军车进入伏击区时 ， 先遣支队的
机枪班迎头射击 ， 击中了日军汽车 。
日本鬼子万万想不到会遭到伏击 ， 在
一片惊恐之后 ， 想组织反击 ， 此时为
时已晚。 一场激战之后 ， 日军抢回部
分伤员和死尸开车逃走 。 粟裕命令部
队打扫战场， 收集战利品和焚毁日军
汽车， 然后迅速撤退 。 当从镇江开来
的 17 辆卡车日军和 1 辆坦克、 3 架飞
机对新四军部队阵地大肆攻击时 ， 新
四军已安全全部撤离了 。 韦岗伏击战
打得干净利索 ， 战斗只进行了半个小
时。 日军指挥官土井少佐等 20 多人就
成了异乡之鬼， 负伤者更多， 4 辆汽车
被击毁， 缴获日军步枪 12 支， 手枪 2

支 ， 军刀 2 把 ， 望远镜 2 具 ， 军旗 1
面， 日币 7500 多元和许多其它军用品。
而新四军先遣支队无一人伤亡。

新四军打胜仗的消息像长了翅膀
很快传遍镇江 、 句容 ， 传遍苏南 ， 传
遍全中国 。 韦岗伏击战规模不大 ， 但
在国民党几十万部队连打败仗 ， 苏
州、 镇江 、 南京等大中城市相继被日
军占领的严峻形势下 ， 新四军在江南
首战告捷 ， 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
话， 振奋了抗日信心 ， 提振了新四军
声誉。

皖南繁昌保卫战 。 1939 年 ， 新四
军 3 支队为保卫繁昌与日伪军进行了
多次激烈战斗 。 新四军第 3 支队在谭
震林的率领下 ， 从 1939 年 1 月至 12
月， 连续指挥 5 次繁昌保卫战 。 其中
又以第 4 次保卫战最为惨烈。 经鹅头
山、 塘口坝 、 繁昌城 3 次恶战 ， 历时
15 天 ， 击毙日酋川岛中佐 ， 歼敌 500
余人。 5 次繁昌保卫战， 历经近 1 年时
间， 对日作战 200 多次， 共毙伤敌军 1
千余人 。 保卫了繁昌地区 ， 有力地打
击了日军在皖南的侵略势力 ， 巩固了
皖南抗日根据地。

黄桥战役 。 1940 年 ， 国民党顽固
派韩德勤率部攻击新四军 。 新四军在
陈毅、 粟裕等将军的带领指挥下 ， 采
取集中兵力 ， 诱敌深入 ， 分化瓦解 ，
各个击破的战法， 以 7000 兵力， 在黄
桥地区与敌激战 ， 在当地民众的大力
支持下， 最终全歼韩德勤所率包括 89
军在内的 1.5 万人。 此战稳固了华中地
区的抗日根据地 ， 提高了新四军的威
望， 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彰显了新四军的强大实力和出色的指
挥能力。

刘老庄战斗 。 1943 年 3 月 18 日 ，
新四军 3 师 7 旅 19 团 2 营 8 连 82 名指
战员， 在江苏涟水县刘皮镇刘老庄为
掩护当地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人民群众
安全转移， 与 1600 多日伪军激战。 陷
入包围后 ， 先后打退了敌人骑兵的冲
杀， 躲过日军山炮 、 九二步兵炮 、 迫
击炮、 掷弹筒的猛烈轰击 ， 喊话的伪
军遭到 4 连战士一排子弹回击 ， 当场
毙命。 4 连弹药即将耗尽时， 冒着枪林
弹雨从阵地前沿的日军尸体上取回枪
支弹药继续战斗 。 日军发动的多次进
攻被打退， 4 连伤亡不断增加， 最后只
剩下 20 多位战士 ， 且大部分都负了
伤， 枪弹及手榴弹几近打光 。 他们销
毁枪支和机密文件报刊 ， 在日军发起
第 5 次进攻时， 与敌人展开白刃肉搏。
他们用刺刀捅、 用枪托砸、 用小锹砍、
双手掐 、 牙齿咬等方式与敌厮杀 。 刘
老庄战斗中， 82 位勇士共毙敌 170 余
人， 伤敌 200 余人， 最终 82 位壮士全
部壮烈牺牲。

车桥战役 。 1944 年 3 月 ， 新四军
集中兵力对车桥据点发动进攻 ， 采取
攻坚与打援相结合的战术 。 经过激烈
战斗， 歼灭日军大佐以下 460 余人， 伪
军 480 余人 ， 摧毁日军碉堡 50 余座 ，
解放人口近 5 万人 。 此役 ， 打通了苏
中与苏北 、 淮南与淮北抗日根据地的
联系， 巩固和扩大了苏中抗日根据地，
是新四军在华中地区进行的一次具有
战略意义的进攻作战。

新四军反攻战役 。 1945 年 8 月至
12 月， 根据中央指示， 新四军各部队
迅速补充和扩编主力兵团 ， 在地方武
装和群众配合支援下 ， 对日伪军展开
全面反攻 。 苏浙军区 、 苏中军区 、 淮
南军区、 苏北军区 、 淮北军区 、 鄂豫
皖湘赣军区 、 皖江军区各部队分别在
各地向日伪军发起进攻 。 共歼灭日伪
军 7 万余人， 解放县城 40 座， 重要市
镇 440 余处及大片国土， 使解放区连接
成片， 人口达到 4300 余万， 军队发展
到 31 万， 民兵 80 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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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间，来淮工作已经两年半
了。这里的历史、人物、山川、食物、风俗
无不在诉说这是一座温暖之城、典故之
都。 千年的文脉在淮河畔持续传承，万
千风物在这里历久弥新。我所经历的一
切，值得品、值得赏、值得慢慢回味。

来的第一天，我就兴冲冲去尝了牛
肉汤。 鳞次栉比的牛肉汤馆，一家有一
家的风味，一人有一人的选择。据说，百
家不同味，各家有各家的独门秘籍。 唯
一相通的就是：经久不衰的店面，必是
用真鲜牛肉、真大骨熬制、真牛油炼化。
单靠味精调鲜的，难以长久经营。在“科
技与狠活”面前，百姓们用脚投票。

面对十几样食材，我喜欢的搭配莫
过于粉丝、牛肉、碎青蒜叶或碎中葱、千
张丝，外加一丁点牛油辣子。有的食客，
喜欢再加点绿豆饼或是其他诸如海带、
蘑菇、大白菜等食材，一起在滚烫的大
锅里汆烫， 沸腾的大骨汤包裹着食材，
不停翻腾。 绿豆饼是区域特色食品，皖
北地带食用者居多。小小的饼，糯糯的，
有点劲道。本地餐馆也喜欢和其他配菜
一起大火炒制，变成一道美食。食用时，
必须趁热，否则就会黏在一起，不好“扒
拉”。

清晨，在上班路上，随便寻上一家
牛肉汤馆坐下。“老师，吃点啥？”特有的
语言习惯，让人感受到这里的豪爽与亲
切。当热腾腾的牛肉汤伴随着一枚巴掌
大、 刚出锅的酥脆烧饼来到面前的时
候，便开启了充满温度的一天。 是先嗦
一口汤，还是先夹两片肉，每个食客都
有自己的习惯。唯一共通的就是微微吹
一吹牛油辣子或是葱蒜叶， 让浮油荡
开，轻轻嗦入一口热汤，寡淡的口腔立
马被浓郁的肉汤攻陷， 味蕾瞬间打开。
鲜、咸、香、纯，复杂的口感，唤醒独属于
淮南人的清晨。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 位于淮
河旁的淮南，不是一座美食荒漠，肉香、
豆香绵延千年。从寿县博物馆中的大鼎
到武王墩里的大鼎，大牛骨见证了楚先
民的美食文化。 从八公山脚下到田区，
豆腐在淮南人灵巧的手下呈现万千变
化。 点丹，当豆浆在洁白的瓷碗中慢慢
凝固，我仿佛看见淮南王盘坐在大鼎大
瓮前，看着火苗舔舐炉壁，静候丹药变
化，一场意外的碰撞、一次奇妙的机缘，
造福华夏万千子孙；菊花豆腐，豆腐如
发丝般在清汤中悬浮，我惊叹于厨师的
刀工之妙， 更惊叹于初创者的奇思妙
想；白豆皮、黑豆皮，再配点五花肉、蒜

叶，一起交融。 豆腐水饺，初听，乍以为
是豆腐馅的水饺， 实际是豆腐做饺皮，
一枚枚形如白玉，在青菜叶、红枸杞的
点缀下，在清汤里浮沉飘摇，极具特色。
蟹黄豆腐等等，都是一盘盘精雕细琢的
艺术品。据说豆腐可以做成 400 余道美
食，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无论是南豆腐，
还是北豆腐，每一份豆制品都承载着中
国人的饮食智慧，凝聚了华夏绵延不绝
的文化血脉。

除了牛肉汤、豆腐宴，淮南的美食
不可胜数。 有大救驾、淮王鱼、小龙虾、
炸土豆片……坊间有人戏称，没有一只
老公鸡能溜达出淮南。 去菜场溜达一
圈，能看到艳丽的老公鸡待售。 看公鸡
老不老， 除了直挺挺的大红冠子之外，
一个诀窍就是看脚， 五指越长越硬越
老。捉一只，现杀。拎回去，剁成块，烧锅
起油焙干，简单配点生姜、八角、料酒、
老抽，就能炖出一锅令人垂涎欲滴的大
餐。

晚间，在前锋美食街走一走，或是
在柏园美食街逛一逛，总能品尝到独具
特色的美食。 清蒸猪蹄、卤老鹅、炸毛
蛋、烤肉串、臭豆腐……总有一款能让
你一扫日间的疲惫。 三五知己相聚，海
阔天空畅谈。 唯有人间烟火气，最抚凡
人心。

我发现，在饮食方面，淮南人是有
发言权的。 在这里可以尝到荆芥，这是
河南人的 “灵魂伴侣”； 可以尝到折耳
根，这是独属于云贵高原的馈赠……随
着城市的融合发展，各地的美味在这里
汇聚、升华。 无论是清晨、傍晚或是夜
间，璀璨的灯火，往来的人群，都在诉说
这座城市的包容与更新。 悠久的能源
城，在美食的加持下，生生不息！

一千个日日夜夜就这么转瞬而逝。
独在异乡的游子从美食中寻到慰藉，在
慰藉中汲取前进的力量，在这座融合之
城中生活。 她有楚风汉韵的历史厚重，
有小葱拌豆腐般的质朴纯粹，半城烟火
半城情。我的一千个日日夜夜与这千年
的烟火相比，只是沧海一粟。 以千年为
一瞬，我们仿佛与勤劳的先民一同品尝
鲜美的牛肉汤；仿佛与后世的人们一同
品味浓浓的豆香。 千年间，我们反复吟
诵“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等典故，反复
感受二十四节气的智慧。 这是龙的精
神，更是华夏绵延不绝共同的记忆。

悠悠淮河水，静静安丰塘。 日精月
华，风物流传。 新的时代，新的征程，新
的一切，值得去期待，去拥抱，去追逐。

□散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