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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
曹操统率四十万大军亲征东吴。曹
军临近江北濡须口（今安徽无为市北
裕溪河一带），受到孙权兵马的阻击，
便就地在濡须口西关安营扎寨，与吴
兵对峙。

僵持局势的形成，使得曹操为四
十万人马的粮草问题发起愁来。他
巡视濡须囗以南的地带（今无为市），
认为这里田肥水秀，是曹军的天然粮
仓鱼库，自以为自己有了扎根立足之
地。

然而天公不作美。个把月未下
雨，田间出现了龟裂，百姓用水贵如
油。曹操正欲下令让军士帮助百姓
抗旱，不料天又连续下雨，农户需要

排涝了。曹操觉得奇怪，遂登高环
视，发现此处是土质筛子地，状如葫
芦瓢，无雨干，有雨漂，经受不起风雨
折腾。只有风调雨顺，方可五谷丰
登。看来此地并非久留之地啊！

这时，探马来报，吳军加紧攻势，
前方战事吃紧。原来，曹操安排夏侯
霸在濡须囗西关安营，孙权则身先士
卒，赶赴濡须口东关垒建点将台，近
在咫尺。曹操不禁暗暗叫苦：此仗败
局定矣！于是叹道：“濡须既不能储
粮，又不能屯兵，此乃无为之地也！”
于是，曹操撤兵回府，无功而还。其
丢下一声“无为”之叹息，便成了今天
无为市芳名。

对此轶闻，北宋地理总志《太平

寰宇记》有载：“无为军本庐州巢县之
无为镇，即曹操征孙权筑城于此，攻
吴无功，因号无为。无为城临濡须水
上壖也。”

据说1949年渡江战役，陈毅率领
大军从无为横渡长江时，曾感念三国
时期魏吴濡须对峙，触景哦吟诗句：

“春水方生濡须口，大军从此过江
东。”如今，在无为市境，尚存渡江战
役人民解放军进军桥遗址。

新年伊始，笔者来到撤县设市
一年后的无为，想到无为芳名的掌
故，不失为人们茶余饭后之谈资笑
料。

流连欣欣向荣无为市，颇生感
慨。如果说无为会给人以无所作为

的联想，那么我更倾向无为市名源
自“无为而治”。“无为而治”出自《道
德经》，是道家的治国理念。老子认
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
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
民自朴”，而且强调“无为无不为”。

“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
是不过多地干预民众，充分发挥民
众的创造力，做到自我实现，走向崇
高与辉煌。我且行且思，为祝福无
为市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不
计工拙，续补陈毅元帅诗句而赘成
一首：

春水方生濡须口，大军从此过江
东。无为而治新时代，撤县设市气势
雄。

曹操败北叹“无为”
方克逸

时间走着走着，
拐个弯，就走进了腊
月。

年节，年货，总是
绕不过去的喜庆，那
些留存在童年时光里
的记忆，总会在年节
到来的时候，悄悄从
夜梦中走出来，迷散
在无尽的遐想里。

童年的年节，过
的是一份期盼。那时
候，饥馑年月，日子过
得紧紧巴巴。但每每
年关临近，父亲都会
到附近的乡镇去赶
集。作为家里最小的
孩子，我自然而然成
为了父亲赶集时的

“小随从”。冬日的天
亮得迟，但父亲这一
夜总会早起，他早早
收拾过家里的紧要活

腊
月任

随
平

计，及至天蒙蒙亮，隔着木窗棂在庭
院里喊一声“赶集，起晚了年货就被
人抢完了”，听到父亲的话，我就会
一骨碌翻身而起。

父亲赶集，从不是空着手去，他
要将家里能够在集市上变卖的农产
品用担子挑上，有时是两筐大白菜，
有时是两半袋玉米。而将农产品变
卖之后的所得，才能为我们换回年
节所需的年货。

赶集的人们总是三三两两结伴
而行，从村巷出发，走着走着大家伙
儿就走到了一起。大人们和大人们
聊着，孩子们和孩子们追赶着，奔跑
着，似乎那个遥远的年货街已等了
我们很久很久，而我们对年货街的
念想也是累积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
日，毕竟饥馑年月的孩子们赶一回
集，上一趟集镇，并不是随随便便的
事情。就这样一路玩一路前行，越
是临近集镇，心中越是着急，就像渴
望长大的岁月，总是很慢很慢，让人
有些奈何不得的惶惑。

到了集镇，大人们总要先到农
贸市场将农产品兑换成现金才能带
着孩子们上年货街。年货街与农贸
市场相隔两条街巷，并肩而立，一绺
高的平房建筑，橱窗里摆满了各色
货品，花花绿绿，琳琅满目。细数起
来，最多的要算是衣服了，大人的，
小孩的，棉衣，夹克，父亲用农产品
换回的钱并不多，但也要给我们姊
妹每人购置一套新衣服。当然，大
人们对孩子们穿新衣服还是有要求
的，不到大年初一，新衣服最多也就
是试穿一次，之后便是高高地又叠
放在在堂屋的箱盖上，只有到了初
一早晨，才会从箱盖上拿下来，让我
们洗过手脸，方才穿得新衣服出
门。至于年货，最多就是称一斤大
核桃，一斤红红艳艳的大枣，核桃寓
意来年有“活头儿”，大枣则是烧粥
泡水招待客人必不可少的。除了这
些之外，还有姐姐的红头绳，那个年
月，女孩子能在大年初一用红头绳
扎一个羊角辫，是最欢喜不过的了。

年货购置齐备之后，父亲总会
带我到街巷口的酿皮店吃上一顿酿
皮。绵薄细长条的酿皮，搭配一小
勺香油，殷红的酱辣子，几滴香醋，
趴在长条凳上滋滋润润地吃上一
顿，那个香气荡气回肠的满足感啊，
至今回想起来，肺腑之间似乎还飘
荡着酿皮的香气，令人馋涎欲滴。
午后时分，大家伙再次聚到了一起，
各自或背或挑了购置的年货，说说
笑笑向着家的方向一路而行。

时光流转，儿时赶集购置年货
的记忆早已成为了记忆抽屉里一页
泛黄的纸页，唯一留存在念想深处
的，便是那快乐时光里细数不尽的
纯真，毕竟，饥馑年月沉淀的，更是
一份渴念，一份品咂与回味。

今又年节将至，令人眼花缭乱
的年货街，是否还暗藏着当年那一
份挥之不去的馨香，在梦中，在牵念
里，在一次又一次的回眸与沉思里。

2020 我常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
觉，不知道是这一年整个世界都太魔
幻抑或悲凉，还是因为自己快到了所
谓的“不惑之年”所产生的无端感伤。

上半年因为一场疫情宅在家中，
对于这我倒也自得其乐。我并不是个
喜欢热闹的人，读书和写作陪伴着我，
这种宁静单纯的时光过得自在也安
详。儿子看上去也很享受，他自诩属
于“生于非典，考于新冠“的不平凡的
一代，在家上网课，课余还能与我们打
打闹闹，对于即将而至的高考，他一如
既往，展现出不紧不慢的节奏和不温
不火的状态。唯一遗憾的是那几个月
我们都长胖了不少。一直到四月份他
复学到校，我才重拾起晨跑。

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的生活枯燥
到清苦。就像非常好的朋友形容得那
样：生活简单得和我这个人一样。但
她们坚定地认为，我是可以也完全能
够过得斑斓多姿的。就像春天的时
候，万紫千红的花在外面磅礴成海，我
们可以一起去踏青赏花，而不必非要
枯坐在斗室里神游，或是抱着书寂
寞。事实上我从来就不是勤勉好学之
人，更不会拒绝生活里的乐趣和生动，
我热爱着一切美好的事物。也许只是
多年来，我习惯于一个人仰望星空，书
写自己。

不知道你们是否留意到，今冬的
月亮又大又圆。昨晚我练完瑜伽，回
来的时候车停在通济桥十字路口，我
抬眼一看，一轮硕大的月亮挂在华林
府的两座楼宇间，似乎都要触碰到树
梢，我心里有些惊异。回家后上楼去
望月。想到在雪花登陆的大连，今夜
是否也有这样一轮月亮，从海边升起
呢？自从上周去见过儿子，我发现，已
经不是那么强烈地思念他了。即使是
有今夜这样的月光，还有钢琴曲《冬
阳》在耳畔反复回响。我的心里，生起
淡淡的憧憬，我忽然意识到，我们都进
入了生命的新的阶段。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
人？望月怀远，我不记得何时与明月
结缘，只知道每次当我认真去望着它，
它一如千年前那样，圆润慈祥悲悯。
我曾在第二本散文集《明月照我还》里
写“在明月面前，我会被照回原型，回
到赤子的模样。”这是真的。每当静夜
与它相对，我会看到童年，赤着脚走在
乡间阡陌上；还会看到在异乡支教的
自己，在亳州九中的操场上一圈圈地
绕行，它停驻在一旁的“孔子问礼于老
子”雕像前……往日的时光既匆促也
永恒，既荒凉也饱满，构成了生命里的
一段段旅程，还有渐行渐远的自己，仿
若前世。

所幸还有些文字，特别是不曾中
断的日记，让走过的岁月有了痕迹。
有一段时间，我翻阅从前的日记，还立
起整理它们的壮志。恍然发现，历史
竟是惊人的相似。只不过，在翻阅过
去时，悲悯从容而至。我是在读自己，
又像是在读别人的故事。是文字出离
了我，还是我从文字里走出去了呢？
走过了小半生，我才好像重新认识了
自己，文字让我认真而坦诚地活着，但
我不是活在文字里，而是活在生活
里。例如，我更加喜欢的是，对着温柔
的黄昏，霞光渐渐黯淡，桌前的花草渐
渐模糊，我从书桌前起身，开车去练瑜
伽。一路穿行在街道上，烟火可亲。

有一晚去老房子，走在小区的桂
花树下，看到月光下自己的影子拉得
好长，我站在那里拿出手机拍下，想到
自己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随着人去
楼空一切往昔就像眼前的影子。经过
状元桥，想起无数个白天经过这里，还
有那些匆匆的夜晚，去接下晚自习的
儿子，他高考结束后我们搬离了这
里。环境改善了，生活却没有以前方
便，但是一间书房却满足了我多年的
愿望。有花草的陪伴，书香的氤氲，我
享受着一点点琢磨着它的意趣……年
与时驰，意与日去，生活总在不断失去

和得到中行进，变化是不变的主题，我
们终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的，包括
世界，包括自己。

那天有人悄悄告诉我，说我活
成了他们所向往的样子。我能理解
这句话背后主要的意思：是因为我
尚年轻孩子就去读大学了，可以自
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他们虽如
我一般大小，却还要跋涉一段艰苦
的岁月。我曾经也这么向往过，可
当这一天真正来临，我却陷入一种
从未有过的荒芜中。我自嘲是“年
轻的空巢老人”。终于理解了小时
候看过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里
的独孤求败，人有梦想是好的，有
挑战是好的，有对手更是好的，那
可以帮你战胜无涯的时间里无穷无
尽的孤独。孩子上大学后，我并没
有想象中的激动和喜悦，也逐渐消
散了思念和孤单。我对他们说，珍
惜陪伴的时光吧，但我也明白他们
现在体会更多的还是琐碎和压力。
这就是生活，没什么不好的。如果
说人生是一场修行，那么我们所遇
见的一切都是经历，是考验，也是
成全。认真努力地活在当下，但要
平和快乐。

我们在经历，也在创造。荣格说，
人有两次生命，第一次是活给别人看
的，第二次是活给自己看的，而第二次
生命，是从四十岁开始。于我，蘸一点
月色，写一份芳华。在这凉意顿起的
冬夜，给自己温暖，书香围炉，煨热这
略显寂寥的岁月。而我相信，在这沉
寂背后，就是扑面而至的春意。

2020太艰难，于很多人，走过去，
像走过了一世。于这个世界，都在迎
接一场场新挑战，考验是残酷的。每
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冰雪消融，万
物复苏，希望 2021 年一切都会好起
来，让生机、活力和笑声成为世界的主
旋律。祝福我们，都有重新出发的勇
气和力量，温暖和喜悦也会如期而至。

2020，月光及其他
杨蓉

（一）大寒
刘小兵
这是一场盛大的演出
在时令的最后一个节气
倾情上演
雪絮飘飞
大地银白
扮靓了这个凛冽的季节

男人们舞起棒锤
把片片雪花
当成最美的佐料
攒成团 揉进晶亮的糍粑
那浓浓的糯香
芬芳了整个腊月

寒风挡不住人们前行的脚步
孩子们蹦跳地走出户外
把辽阔的原野
当成圣洁的舞台
堆雪人 打雪仗
欢乐的场景
逗乐了整个冬天

女人们挥舞剪刀
就着雪花的模样
摊开缤纷的彩纸
叙写着幸福的故事
那一幅幅吉祥的图案
美了窗棂 美了千家万户
喜庆的场景
亮丽了日月山川

这是一场心灵的狂欢

这是岁月的星移斗转
挥别过往 砥砺向前
从此 我们精神抖擞
又将擂响铿锵的鼓点
去迎接一个崭新的春天

（二）总有一种期待
李志宏
总有一种期待
会让你在坎坷遍地的路上义无

反顾
正如绿芽出现在树苗
鹰隼飞翔在天际
那，是家的方向

家的风景，永远最美
平稳温存的声调，富有营养
小院，和父母的名字一样
清脆，纯净
左肩担着苦涩，右肩担着甘甜

一根桅杆，支起生命的帆
一双小手，缝合所有的遗憾
正如一阵春风
吹开眉心的忧愁
走进家的怀抱，融入家的血脉
洋洋洒洒的期待
洒满阳光般的温暖

风筝的线头被扯了几遍
我的期待就发酵几遍
明天也许我们并不清楚
但在期待中追求
会是生命，永恒的美丽

诗歌两首

唐代诗人元结（719—772 年），
字次山，河南鲁山人。天宝六年（747
年），他参加科举考试落第后，隐居商
余山；天宝十二年再度决胜考场，终
于进士及第。两年后，安禄山反叛朝
廷，他招募义兵，积极参与平叛；唐代
宗时，担任道州刺史等职务，很有政
绩。

《无为州志·艺文志五·诗》选录
的第一首诗就是元结的《无为洞口
作》，诗曰：

无为洞口春水满，无为洞旁春云
白。爱此踟蹰不能去，令人悔作衣冠
客。

洞旁山僧皆学禅，无求无欲亦忘
年。欲问其心不能问，我到此中得无
闷。

这首七言诗不是律诗，也不押
韵，属于歌行体，声律、韵脚比较自
由，且语言直白，通篇无典。前两句
描写无为洞前的景色，接着抒情议
论，表达对洞旁山僧的羡慕之意，抒
发对无为洞的喜爱情感。元结反对
六朝以来的绮靡浮华，提倡淳古淡泊
的诗风，但在自己的艺术创作实践
中，将直白浅显当做良好的艺术标
准，显然是存在问题的。所以文学史
对元结诗歌的艺术价值基本持否定
态度，认为他的语言显得草率，似乎
没有怎样去斟酌；说他“不重意象的
描写，不重意境的创造，没有氛围，没
有韵味，往往一览无余”。这个批评
算是看得准、讲得狠的，比如这首诗，
除了“无为洞”在无为的哪个地方费
人神思之外，诗的内容浅显易懂。

想弄清楚无为洞在什么地方，需
要看看元结还去了无为的哪里。在

《新校元次山集》里，很轻松地找到了
《宿无为观》这首诗，作于 765 年，他
46岁。诗是这样的：

九疑山深几千里，峰谷崎岖人不
到。山中旧有仙姥家，十里飞泉绕丹
灶。

如今道士三四人，茹芝炼玉学轻
身。霓裳羽盖傍临壑，飘飖似欲来云
鹤。

这首七言古诗也不是律诗，虽未
用典，但用了修辞，造境的格调也比
较高，诗味要浓郁得多。查看州志，
无为的道观，包括唐代以及以前建造
的只有襄安白鹤观，此诗的最后一句

“飘飖似欲来云鹤”似乎也是一种照
合。那么诗的前几句之中有深山峰
谷、十里飞泉，又怎么解释呢？我想
诗人很可能乘船顺江而下，从今天的
牛埠、昆山方向而来，当时山路崎岖、

流泉相伴、路途遥远、人迹罕至，都是
实情实景。“山深几千里”是一种夸
张，符合逻辑。而且，道观里的道士
苦练轻功给人印象深刻，“茹芝炼玉”
甚至让人联想到了无为的特产“紫
芝”和“五加皮”。

但是，元结所到的无为洞到底是
哪里呢？我们还是从元结765 年的
交游入手来理解。查诸资料，公元
765 年二月，元结在道州任刺史，奉
敕祭九嶷山。这是湖南的九嶷山，与
我们这里相去数千里。领袖毛泽东
曾写过美丽诗篇《七律·答友人》：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
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
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
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
晖。

这首诗通过美丽的神话典故寄
托了作者深沉的爱，以及对故乡深切
的思念。元结诗中的“九疑山”就是
这个九嶷山，是舜帝埋葬的地方，这
里还流传着娥皇女英的美丽传说。

《史记》：“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
江南九嶷。”舜帝南巡，死于苍梧，娥
皇、女英二妃寻找未果，泪洒竹上，即
成斑竹。斑竹也成为歌颂爱情、寄托
相思之物，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词
曰：“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
思。”九嶷山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
交相辉映，令人神往！

元结在奉敕祭祀九嶷山期间，创
作了《无为洞口作》、《宿无为观》、《九
嶷山题刻二段》等诗作，他还将“碧虚
洞”改为“无为洞”，并大篆“无为洞”
三字于洞旁。关于“无为观”，据万历

《九嶷山志》记载，至南朝萧齐和梁太
清时，先后建无为观、黄庭观、羊鲜观
等，唐代时的无为观应该人气很旺，
道士们在此练习轻功是完全可能
的。元结祭祀之后，天色已晚，只能
暂住此处，以便更深地感受道家文
化。相信他与道士们还有更为深入
的交流。

这样说来，元结并没有来过无
为，或在无为的哪个洞口赏景揽胜，
更不别说留下诗作。在《全唐诗》和
他自己的诗集里，这两首题目含有

“无为”二字的诗排在一起，引人注
目。州志在录用《无为洞口作》的时
候，特地注明“见《唐诗类苑》”，《唐诗
类苑》有200卷，不知其中有没有《宿
无为观》这一首，我也懒得查阅了。

这个无为洞不是无为的，还是还
给九嶷山更好一些。

唐代诗人元结游览过无为哪里？
何章宝

瀑布 潘璇 摄

桂花汤圆 汤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