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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列车，在

一座喧哗的城市里，

停靠在岁月碾过的铁

轨上。步入人群中，

我静静地走，静静地

回眸。用眼睛注视着

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

陌生的面孔，与一个

个陌生人擦肩而过，

又与一个个陌生人狭

路相逢。

走过一座城市，

总是想把对这座城市

的眷恋，装满自己重

重的行囊；总想把一

座城市的繁华，包括

这座城市的文明，还

有这座城市的沧桑，

统统带走。淮南也不

例外。眼前朦胧浮现

它的变幻与变迁，往

事如云烟。

一个由众多移民

文化激活的城市，这

是一块福地。

从这个淮河之

滨，蓝色生命开始起

源，白色豆腐广为流

传，黑色煤炭蕴含丰

富，红色火电规模空

前，绿色生态宜养心

境。“五彩”的淮南，在

中国历史的长河中，

它承载着一个华东重

要的能源基地和人类

文明发祥地之一的重

担。有着地理位置优

越、交通通讯便捷、矿

产资源丰富和工矿企

业密集等优势，又是

对内对外的交通枢

纽，被称为安徽的“门

户”。对于淮南，这是

一种荣耀。

历史，穿越三千年的时空

让我们的目光回溯到夏商时期，那时，

只要说起“淮夷”之地，那就是淮南的所

在。当春秋末期，诸侯纷争之际，淮南一下

子又归入吴的境界。好景不长，随着楚国

势力的扩张，位于淮河上游的蔡国被迫几

度迁都，求救于吴国。于是，吴国帮助蔡国

迁都于州来，改州来为下蔡。后成为楚国

的京畿之地。到秦统一六国时，淮河以南

都属九江郡(郡治寿春)，凤台县及淮河以北

属泗水郡。

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刘邦封英

布为淮南王，首置淮南国，都六(今六安)，辖

九江、庐江、衡山、豫章4郡。高祖十一年

(公元前 196 年)，英布获罪伏诛，改封刘长

为淮南王，都寿春(今寿县)。后淮南国一分

为三：淮南、衡山、庐江，分别封给刘长的3

个儿子，长子刘安继任淮南王。

此后数千年，虽然有过这样那样的属

地变迁，但淮南作为一个地方的符号，坚强

而又执着地存在着，直至现在。

文化，从蔡楚起步

当我开始触摸淮南的历史沧桑，抚慰

它正在逝去的遗迹，它的城市面貌却以空

前的速度在改变，可能昨天还是古老的街

景和建筑，今天忽然就会消失而焕然一

新。这种变化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可我们

总感到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什么，那种永

远也挥不去的怀旧情愫，对曾经的历史文

化。

三千年前，一条河边，一种叫“淮”的短

尾鸟一群群地栖息停留，河因此有了名，

“淮水”是也。淮水之滨，一个小国—— 蔡

国的迁址，只生存了46年。最后消失在今

天的凤台县。可这四十多年的时间在淮河

北岸的这块土地上，建立了一个诸侯国的

国都而被载入史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历

史与文化。

淮南历史的脚步，从这里迈开。

楚国雄风的接力，从这里伸手。

楚国名相孙叔敖营建举世闻名的水利

工程、爰金、文字、青铜器，无不是楚文化留

给淮南的深刻印记。

当时间定格在汉代时，谁也没有想到，

刘安的出现改变了一个地方的文化风向。

当这位刘邦之孙的淮南王，一心求道问仙

的无心之举，让世界的美食谱上从此多了

无与伦比的绝顶美味。而他在八公山上招

贤纳士，讲经论道，著书立说，编撰了一部

“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奇书《淮南子》，谈

古论今，究天论地，包罗万象。其中有我们

非常熟悉的二十四节气，用最完整的文字

记录的最早就是源自“淮南子”，还有像中

国的传奇故事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对中国

人影响深远的哲学思想“塞翁失马焉知非

福”这些都是通过“淮南子”流传后代的。

看到这，淮南人可能会说，我们厚重的

文化积淀并不仅限于此。是的，一代名相

春申君黄歇和赵国大将廉颇等历史人物长

眠于此，不能不说没有它的道理。而闻名

中外的淮南“五古”——古生物化石群、淝

水之战古战场、古寿州窑遗址、古墓群和茅

仙古洞，每一处遗迹，无不在昭示这座城市

的灵魂文化。

资源，让“煤都”响亮

煤的外表虽是乌黑乌黑的，硬邦邦的，

但它的内心却是火红火红的，滚烫滚烫

的。淮南有名的是煤，集中在淮南矿区和

潘谢矿区。

作为这座城市的过客，在路过八公山

一瞥的印象，所能看到的仅仅是无数煤堆，

以及远处煤堆间几个黑色烟筒和崎岖不平

的公路上，随处遗落的煤渣。

地方为产煤区，似乎无处无煤。路过

于此，正值下班时段。眼见有着工装戴工

帽的无数矿工，从那一处，笑闹着涌向四面

八方，近些身看，他们的手上，脸上，还

有抹不去的黑色痕迹。

星罗棋布的煤矿，遍及淮南的山山水

水，滚滚的乌金是他们的血脉。淮南煤田

预测总储量444亿吨，这个数字一下占去

安徽省的74%，华东地区的32%，全国的

19%。

淮南给人们的惊喜远不止这些，非金

属矿产资源同样是得天独厚。在它神秘的

地底，埋藏着的有石灰岩、白云岩、粘土、磷

块岩、紫砂和矿泉水。应该说，它们的存

在，注定要给淮南的社会发展腾飞奠定优

厚的基础。

建设，串成颗颗明珠

“大分散，小集中，彩带串明珠”。这是

一句上世纪 80 年代的城市建设规划口

号。俯瞰淮南的城市面貌，你会觉得眼中

的淮南，真如颗颗璀璨的明珠。

千里淮河上，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大

桥建成后，不只是淮南的老百姓，每一个到

此的人，都会赞叹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而

这，仅是1982年拉开建设第一波的开始。

随后，凤台淮河公路大桥、陈洞路立交桥、

夏郢孜立交桥、龙湖路人行天桥相继通

行。而进入市区的必经之路——洞山隧

道，更是成为淮南市地标性的建筑物。

我一直认为，生态环境是城市的脸

面。而淮南把这张脸面抹得是“白里透着

红”：作为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

市，正在争创“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可谓山

水兼备、景色秀丽。八公山、舜耕山、上窑

山“三山鼎立”，淮河、瓦埠湖、高塘湖“三水

环绕”，东部城区、西部城区、南部新城“三

城互动”。拥有八公山景区、焦岗湖景区、

上窑景区3处国家4A级和茅仙洞景区1处

国家3A级等闻名遐迩的旅游景区。舜耕

凭栏、硖石晴岚、龙湖泛舟、寿州古窑、春申

寻梦、焦岗渔歌、新四军林、茅仙古洞、窑山

叠翠、八公仙境“淮南十景”美不胜收。“山

水平秋色，彩带串明珠”，形成了湖光山色

交相辉映，山、水、林、城融为一体的独特风

貌，像极了一幅幅水墨的风景画。

于是，心中开始羡慕淮南人的生活

了。在这样的美丽的城市里，钟灵毓秀，人

杰地灵。有大师，有风景，有文化积淀，生

活在这样的城市里，怎不如梦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