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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有不少三国遗迹，比如曹魏新
城、逍遥津。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到合
肥，就都专程去过。

最近听说有条曹操河，而且与古江淮
运河有关。我有些诧异，倒也饶有兴趣。

记得 2016 年底的时候，被称为安徽
版“南水北调”的引江济淮工程正式开
工建设。这条崭新的南北向水上大通
道，又被称作江淮运河，它将打通长
江、淮河水系，结束安徽江淮之间水运
必须绕道京杭大运河的历史。

曹操河与江淮运河，到底有何隐秘
的关联？

安徽自称江淮大地，长江、淮河穿
省 而 过 。 长 江 安 徽 段 号 称 “800 里 皖
江”，淮河安徽段 430公里，约占淮河全
长的一半。省城合肥居中，处江淮之间。

地理位置不东不西的安徽，多在江
淮之间做文章，可能也是别无选择。

江淮分水岭，处安徽中部，又称江
淮丘陵，是长江流域与淮河流域的分界
线 。 面 积 约 2 万 平 方 公 里 ， 海 拔 在
100-300 米之间。岭头在岳西县，主要
岭区横跨安庆、六安、合肥、淮南，岭
尾差不多涵盖滁州全境。合肥所属肥
东、肥西、巢湖等市县所在位置尤为典
型，降雨从这里往长江或淮河分流，南
麓流往长江，北麓汇入淮河。

查看安徽省地形图，在合肥西北的
将军岭一带，流入巢湖 （再汇入长江）
的南淝河与流入淮河的东淝河，分列江
淮分水岭两侧。两河支流很接近，距离
仅10余公里。

这就很容易让人想到：如果在此开
凿一条河，把两条肥水连接起来，安徽
境内的江淮水系即可由“二”字形变成

“工”字形，南北贯通了。
据说，曹操河正是如此。而且自古

及今，一直有人执著地动此心思。
春秋时期，吴、楚的边界，在江淮

分水岭一带，有吴首楚尾之称。因其特
殊的区域位置和战略价值，历来为兵家
所重。春秋吴、楚争霸，三国魏、吴相
争，均在此有过交手。

曹操在江淮分水岭开凿人工河道，
南北间连接肥水和施水，无论从军事还
是经济的角度，既有需要，也有可能。

当地土人世代相传，曹操河开挖之
后，“日挖一丈，夜长八尺”，周而复始，河
道难成，只得半途而废，望岭兴叹。

当代诸多专家综合历史资料，结合
遥感图像处理解译和野外考察，基本确
定在合肥市蜀山区小庙镇将军岭、曹操河

遗址周边，包括曹操河、鸡鸣坝、大陂、小
陂，自西向东排成一线，确实存有一条古
人工河道遗迹，正好把东淝河和南淝河
的源头连接起来，总长 5 公里。当地人
习称曹操河，又称“十里旱河”。

“运河”是一个特定概念。除航运
外，运河还可用于灌溉、分洪、排涝、
给水等，但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二者缺
一不可：人工开凿疏通的河道；全河道
能够完全通航。

曹操河确实有人工开挖疏通的痕
迹。但在江淮分水岭一带的江淮水系是
否曾经做到了全程完全通航，抑或只是
在将军岭一带翻坝过船，目前尚无直接
证据可以确定。

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在公元 7 世纪
初，隋炀帝下令开通济渠、邗沟运江南
漕米以后，曹操河业已湮塞不通了。

曹操河历千年而风貌残存，依稀可
见的轮廓，隐含着一言难尽的无奈，仿
佛欲说还休。

沟通江淮，几乎成了江淮儿女心中
难以抹去的梗：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
也不会忘记。

可喜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淮河成
为第一条被大规模系统治理的河流，在
安徽境内打通江淮的构想，再次浮出水
面。几经波折，前赴后继，历经半个多
世纪的论证和研究，终于迎来了真正意
义上的江淮运河。

引江济淮工程从枞阳引江枢纽和凤
凰颈引江枢纽引水，输水线路总长 723
公里，自南向北分为引江济巢、江淮沟
通、江水北送三大段，以城乡供水和发
展航运为主，结合灌溉补水和改善巢湖
及淮河水生态环境，涉及安徽、河南两
省 15 个市 55 个县 （市、区），将长三角
城市群与中原城市群连为一体，润泽皖
豫、辐射中原，造福淮河、惠及长江。
它是继京杭大运河后打造的中国第二条

南北水运大通道。
不过，江淮运河没有走曹操河这条

线路，而是选择东淝河与同为发源于江
淮分水岭的派河相连，与巢湖贯通。

当江水自巢湖顺着派河一路向北流
去，到达合肥市蜀山区及肥西境内的江
淮分水岭，引江济淮途经的这一地段，
仍然是必须穿越的雷区——传说中当年
开挖曹操河遇到的情形，实际是一道世
界性技术难题。

所谓“日挖一丈，夜长八尺”，其实是
江淮分水岭区域广泛分布的膨胀土造成
的。膨胀土是一种富含亲水粘性矿物质
的土质，遇水膨胀，失水收缩。下雨时，吸
水膨胀，松软如泥；天晴后，迅速收缩，
硬如岩石。开挖河道遇此土，易致垮塌。

为攻克膨胀土处理难题又不影响引
江济淮水质，在江淮运河工地上，云集
了中国最顶尖的水利工程专家和技术人
员。通过试验段长达两年多时间的实
验，最终通过把膨胀土换填成水泥改性
土，攻克了这一千年难题。

在踏访热火朝天的江淮运河工地的
时候，真正吸引我的，不是那些体现综
合国力的技术和装备上的领先和卓越，
而是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标签——

“生态优先”。
话说，地跨桐城和枞阳的菜子湖，

是引江济淮的必经之路，又是内陆湖泊中
黑腹滨鹬重要迁徙和越冬地，周边的湿地
吸引众多候鸟在此栖息。特别是珍稀鸟
类白头鹤，每年有1万多只由西伯利亚南
下迁徙，其中约2000只在菜子湖过冬。

为让引江济淮的江水能够自流，必
须抬高菜子湖的水位 1 米多，淹没滩涂
丰茂的水草。而草籽、草根皆为水鸟的
食物，食物源减少和生存空间缩小，破
坏了候鸟栖息环境。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和湿地国际候鸟
迁徙专家，很快把目光投向了这里。

反复论证之后，决策层拍板：专门
增加约3.5亿元工程投资，对原设计方案
进行大幅调整：将航道西移约 1 公里，
远离团结大圩鸟类集中分布区；在每年
11 月至第二年 3 月，降低水位，保护候
鸟越冬栖息湿地基本不减少；修复团结
大圩附近湿地，改善和扩大湖区湿地环
境；冬季候鸟期，临时停航，设立投食
站，给候鸟准备充足的饵料。

引江济淮所有工程环节的先导条件
是保护生态和减缓环境不利影响，谨慎论
证并不断调整和优化调水规模、引江口
门、输水线路、枢纽布置等重大方案……
早在工程论证阶段，鱼类、鸟类、生态
等专家就已按问题导向提前介入，最大
限度地减少水利工程对流域生态的影响。

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成为当今
的一个社会问题，值得深思，令人警醒。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面临的诸多
新问题，一定有许多是古人想象不到或
者毋需考虑的。一项浩大的工程，讲究
生态优先，充分照顾到鱼、鸟以及生态
环境等等，有时候甚至不得不不惜代
价、不计成本。这是社会发展带来的问
题，也展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有梦想，才有方向、有远方、有未
来。好梦成真之日，便是福祉惠至之时。

千年梦圆在今朝。引江济淮工程全
线竣工之时，生机勃勃的江淮运河将使安
徽腹地实现“通江达海”，真正融入“一带
一路”合作倡议，便捷对接“长三角”、中部
崛起，为人们描绘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
享的经济版图和生态美景——“一河清
泉水、一道风景线、一条经济带”。

运河，从来都像是一条流动的生产
线，带给人类的，始终是发展与进步、
文明与富足。

古往今来，只有那些顺应自然、福
泽众生的事，才会世代传扬，并最终为
历史所铭记。

贡品是专供皇亲国戚消费的东
西，自然都属于稀奇珍贵的优等物
种。不管什么物品，一旦跟贡品牵
连，立即身价百倍。

茂名在岭南边远的丘陵山区，却
因为荔枝和沉香两种贡品很受皇亲
国戚喜爱，扬名天下。且这两种贡
品，都与杨贵妃有牵连。

先说荔枝。关于荔枝的赞美文
字，最让我们熟知的是唐朝诗人杜
牧的 《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绣成
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
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有人说，诗中的荔枝来自四川合
江，也有人说产自茂名高州，有一点
可以肯定，千里迢迢送到长安皇宫的
荔枝，是给绝世美人杨贵妃享用的。

还 有 北 宋 诗 人 苏 轼 的 《食 荔
枝》，写的就是岭南荔枝：罗浮山下
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
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就因为荔枝，苏轼大诗人甘愿
永远作岭南人，可见岭南荔枝之魅
力。岭南荔枝品种繁多，民间有一
句流行语，说中国荔枝看广东，广
东荔枝看茂名，茂名荔枝看高州，
根子镇荔枝数第一。由于特殊的地
理位置，根子镇的荔枝不仅种植面
积大，而且比其它地方的荔枝早熟
一个月，每年都是最先占领荔枝市场。

我去根子镇的时候，已是深秋，早过了采摘荔枝的
季节。尽管没有看到满山挂红的壮观景象，但公路两边
的山山岭岭，几乎都被荔枝覆盖了，翠绿的荔枝园随着
连绵起伏的山脉，蜿蜒而去，与天际相连，令人惊叹。

根子镇最著名的荔枝园，无疑是贡园，据说园内的
荔枝就是给唐玄宗和杨贵妃进贡的。贡园有 80 亩荔枝，
大都是百年和千年古树，每棵古树前都立着一块巨石，
镌刻着树的年龄、品种和昵称，扫一下旁边的二维码，
就可以读到这棵荔枝树的传奇故事。

在靠近贡园门口处，有一棵被称为“别有洞天”的
白糖罂荔枝树，树龄有 1300 年了，不到 1 米高的粗大树
干，树心已空，只剩下 1 寸多厚的树皮，像个垃圾桶似
的。这棵树生长在一个斜坡上，有大半的根部悬空透
光，只有一小部分根部埋在土中。令人称奇的是，荔枝
树竟然在1寸多厚的树皮上，又生长出强壮的枝干和繁茂
的树冠。面对这棵荔枝树，你似乎看到一位历经沧桑的
老人，倔强地立于天地间，见证着一个个时代的变迁。

导游介绍说，这棵荔枝树的果实，当年就是专供杨
贵妃的。真伪，已无从考证。我好奇地问：“现在这棵树
还能结果吗？白糖罂的荔枝好吃吗？”导游说，不但能结
果实，而且果实累累，都是极品，每斤价钱上百元。

“能买到吗？”我又问。“能，网上就有卖的，可以提前预
订。”我心里一喜，立即用手机扫了二维码，决定明年提前
预订一些，品尝一下专供杨贵妃的白糖罂，究竟什么味道。

贡园深处，一棵棵古老而又苍劲的荔枝树，排成
队，站成行，迎接着游客的检阅。

走出贡园，对面有一个八角亭，名曰“红荔阁”，登
上阁楼平台远眺，丘陵层叠，云雾茫茫，一个个村庄散
落在满山遍岭的荔枝园里，若隐若现，仿佛童话里的世
界。荔枝，已经成为根子镇百姓生活的重要部分了。

再说沉香。茂名电白的沉香也是贡品，而且比根子
镇的荔枝更负盛名。电白的沉香文化历史悠久，可追溯
到大唐以前。据 《隋唐嘉话》 记载，唐太宗曾问高州首
领冯盎，家住之处距离沉香出产地电白有多远，冯盎说
自己就是电白人。这个冯盎，是冼夫人第三个孙子。传
说，当年冼夫人带兵打仗，军中将士都随身带一个香
囊，既能避瘴毒又能疗战伤，功效奇特。由于唐太宗喜
爱沉香，电白沉香作为贡品的惯例一直沿袭下来，之后
历朝历代都以电白贡香为傲。

当然，沉香之所以成为古人佩戴的物件，仍是跟杨
贵妃有关。“诗仙”李白专为杨贵妃写过一首诗：名花倾
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
北倚栏杆。

沉香能散发出一种奇异的幽香，可以缓解疲劳，醒
脑安神。据说杨贵妃最珍爱的贴身用品就是沉香，她在
长安宫内经常栖息的亭子叫“沉香亭”，全是用沉香木搭
建；她洗浴的池子叫“沉香池”，洗浴的木桶是用沉香制
作的……日久天长，她浑身上下散发着沉香的气息，深
得李隆基喜爱，于是皇宫上下都迷恋沉香。

沉香不仅是名贵的香料，还是名贵的药材，具有行
气止痛、温中止呕、纳气平喘的功效。

电白有世代薪火传承的香农，熟悉沉香的培育、结
香、加工、收藏等技艺。明清时代，香农们就在电白水
东的忠良街，打造了著名的贡香香市，通过海上丝绸之
路，电白沉香流通到广州、香港、上海等国内各大城市
以及日本、东南亚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改革开放后，电白的沉香生意风起云涌，开始大面
积人工种植沉香，到2000年底已种植11万亩，电白沉香
产业蜚声中外，2012年被林业部中国经济林业协会授予

“中国沉香之乡”称号，观珠镇成为中国沉香第一特色
镇，从事沉香产业的人超过 3 万，沉香销售年产值超过
20 亿元。电白的沉香效应，带动了广东、福建、云南、
广西、海南等地的沉香发展。目前全国沉香种植超过 50
万亩，大部分沉香种苗是由电白提供的。

荔枝和沉香，两种贡品都曾为杨贵妃喜爱。在帝王
时代，这两种贡品对普通百姓来说，是极端奢侈品，只
能是一个梦想，但如今在茂名的乡村振兴中，荔枝和沉
香成为百姓走上幸福生活的敲门砖。我在根子镇的桥头
村，就见过村民们打造的“荔乡民宿”和“沉香小院”，
街道院落处处都有荔枝和沉香的元素，两种贡品已经融
入百姓生活中。

祝愿茂名沉香的幽香更持久悠长！
祝愿茂名甜美的荔枝给百姓带来更甜美的生活！

一
享誉世界的阿拉伯大诗人

阿多尼斯在 2009 年访问中国之
后，写过这样一句诗：“云翳泼
下中国的墨汁”。

阿翁自从彼时在中国体验
过用毛笔书画的方式之后，传
统的中东剪贴画的风格为之一
变 ， 改 为 中 国 画 式 的 泼 墨 写
意，或许这也是画家阿多尼斯
的 衰 年 变 法 ， 与 白 石 老 人 的

“红花墨叶”有异曲同工之妙。
也正因此，阿翁后来连续几次
访问中国，到了临别时候，翻
译家薛庆国都要受阿翁所托，
为他的行李上装上几大盒一得
阁的墨汁带回巴黎。

我在 2014 年随中国和平发
展 基 金 会 代 表 团 赴 泰 国 参 加

“一带一路”主题的国际学术会
议时，结识代表团成员一得阁
董事长孟繁韶。我们说起阿翁
与一得阁的笔墨情缘，都颇感
温暖，相约将来有机会为阿翁
在北京举办一场笔墨雅集。这
个约定在3年后成为现实。

2017年秋天，阿多尼斯访问
北京。我和薛庆国、孟繁韶商议
为阿翁举办题为“云翳泼下中
国的墨汁”的雅集。孟繁韶精
心策划，把这场雅集设在了琉
璃厂清秘阁的二层。是日，清秘
阁正举办西湖画派余久一的山
水画展。阿多尼斯、叙利亚驻华
大使伊马德-穆斯塔法和薛庆
国、董强等阿翁的翻译家、诗人
朋友都参加了这场笔墨雅集。
几位书画家朋友受邀在雅集现
场创作，其中一位就是年轻的书
法家雷江，字大舟。雷江创作了

“如莲在水”4字手卷赠予阿翁。
在清秘阁的设色山水中，大

家朗诵着、书写着阿多尼斯的诗
歌以及致敬阿多尼斯的诗歌，直

至“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二

庚子腊月，我走进中国大
百科全书出版社嫏嬛书房的大
门，在古色古香的展厅看到一
个专题书法展，是雷江向其乡
先贤印光大师致敬的展览，精
选 了 多 年 抄 录 印 光 大 师 的 嘉
言。数年后，我和雷江的作品
就这样不期而遇。

印光大师和雷江都是陕西
郃阳人。关中地区有着深厚的
张载关学传统。庚子年恰逢张
载千年诞辰。在纪念张载千年
诞辰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90多
岁高龄的张岂之老先生饱含激
情地吟诵横渠四句：“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这一幕令人动
容。印光大师成长在关中，由关
学入佛，专弘净土。同邑后学雷
江敬慕印光大师，发起成立仰光
学社，举办印光大师嘉言钞翰墨
展，并将展览主题定为“诚敬”。

我想起同样出入儒佛的叶
嘉莹迦陵先生。痖弦评价迦陵
虽然看起来“柔弱秀美”，却性格
坚强，形容她是“穿裙子的士”，
儒家对士的标准“威武不能屈，
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迦陵
都做到了。赵朴老作词酬和迦
陵，赞誉她“是悲心参透词心，并
世清芬无几”。白先勇亦评价迦
陵有“佛家的心胸”，“唯有具备
佛家的心胸才能如此悲悯”，也
感受到她“非常入世，想要经世
济民、兼济天下的宏愿”，更有儒
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

迦陵先生出入儒佛的双重
心态，体现在她提出的“弱德
之美”这一概念。我曾著文，论
迦陵先生“弱德之美”。 首先，

“弱德之美”，是一种敬畏、节制、
内敛、隐忍的美感，是“感情上那

种承受”，是“在承受的压抑之中
自己的坚持”。再者，“弱德之
美”是人格风骨的美感，是一种
在承受压力时坚持理想、坚韧不
拔、外圆内方、一以贯之的美，是
代表儒家至大气象的美。这两
个层次的“弱德之美”，也可以概
括为“敬”和“诚”。雷江翰墨展
的主题“诚敬”，在某种意义上与
迦陵先生的“弱德之美”相契合。

三
印光大师和雷江的家乡陕

西郃阳，在中国书学史上有着
极其重要的地位。明代曾在郃
阳发现了纪念东汉时期郃阳令
曹全的隶书名碑 《曹全碑》。近
年来，钱念孙先生感慨“告老还
乡”传统在当下的缺失，高声呼
吁建立乡贤文化。雷江的翰墨
展，将其故乡郃阳的书学传统和
乡贤印光大师的思想史轨迹浑
然一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
一点一滴地践行乡贤文化。

雷江以“无我为大”“自在即
舟”之义，取字“大舟”。我想起
论述迦陵先生“弱德之美”的第
三层含义。词人追求理想境界
而受挫，转为曲笔叙说“难言
之处”，这背后的驱动源，是他
们内心生发的理想情怀和美好
情感，是“独立之精神、自由
之思想”的境界。雷江的“无
我为大”“自在即舟”，不正是这
个层次的“弱德之美”吗？

“无我为大”“自在即舟”的
“大舟”，在朱文公的诗句中是这
样的意象：“昨夜江边春水生，蒙
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
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我相信，
在秉持“诚敬”信念的同道心中，
都撑着一帆大舟，无论是在三千
弱水，还是在潋滟春江。“诚敬”
不变，“弱德之美”不变，这帆大
舟总有“中流自在行”的一天。

第一次认识马蜂的厉害，是很多
年前在外面和先生一起吃蛋糕时，他
拿起杯子来喝，突然大叫一声，仰头
白眼朝天，他含糊着嘴说被马蜂蜇了
舌头。我们手忙脚乱地回家了。

后来我进入小村的面包房工作，
面包房里甜品多，马蜂自然也多。它们
在糖浆上快乐而又疯狂地爬来爬去。
一般到了下午，平整的甜品糖浆会被马
蜂们吃成个麻脸。多的时候，甚至全
部被吃掉了。不要说我们售货员看了
心惊胆战，连来买甜品的顾客看了也
目瞪口呆。

我第一次与马蜂相亲是从脚底板
上开始。那天因为热，把脚从拖鞋里脱
出来放到砖地上晾，当我将脚再伸入拖
鞋时，一阵刺痛，有只马蜂爬到了拖鞋
里。那种剧烈和持续的痛，让我眼泪都
出来了，还无法走路了。我边哈气边从
冰箱里拿出黄瓜切了一片敷在伤处。

第二次马蜂看中了我的手指尖。我伸手去拿面包时被蛰。
两次领教过马蜂的厉害后，我在面包房里变得小心翼翼。

想不到第三次还是被蜇了。这次它是躲在了抹布上。我一拿
抹布，痛！让我从此拎起抹布的一个角后都要将其甩一下。

如此小心着，马蜂还是非亲我不可。第四次痛的程度在我
已经不陌生了。想不到的是被蜇处开始迅速肿胀并奇痒，这种
痒很快蔓延全身，让我浑身像着了火似地抓狂。耳朵也开始听
不见声音了，我才明白自己中毒了，当救护车来临时，我的脸已
经明显肿了起来。在医院我被注射了一针激素，又吊了一瓶
药水。我全身都是疹子，不得不在医院住了两天后才被放出。

出院后再上班，我看见马蜂就怕得心抽搐。可是班还得上
的，便只能想，这应该是今年最后一次被蛰了，毕竟被蜇是小概
率的事。可半个月后，正当我忙得不可开交时，一只笨得要死
的马蜂飞到一半飞不动了，一跌正好跌到我的眼镜里。马蜂在
我的眼角部位转圈，我本能地脱掉眼镜后闭着眼睛不知所措。
当时就一个念头，不能让它扎我的眼球，必须把它赶走。

马蜂走的时候，狠狠地在我的眼皮上蜇了一下。我立马跑
到水龙头下去冲洗，眼皮还是肿起来了。这次我果断地自己开
车前往医院。根据上次经验，我知道自己到毒发全身之前有近
10 分钟时间，好在小城很小，10 分钟开车抵达医院肯定来得
及。接下来的流程和上次一样，开通静脉、吊水、打了一针激
素。那天因为处理及时，全身还没有发出疹子就被压下去了。

在面包店工作啥都好，就是马蜂出来了我特别怕。怕到我
在冬天时就开始担心到了夏天该怎么办？有没有啥办法因为
马蜂而不去上班了？然而，还未等到我因马蜂而提出停工，新
冠肺炎疫情来了。我们工作时都戴上了口罩和橡胶手套。

马蜂还是一如既往地多，多到每天在家中都能够看见几
个。按照德国人的说法，马蜂是不可以被打死的，因为它们属
于受保护的动物。于是如果谁遭遇了马蜂，毫无还手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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