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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的日子。国庆期间，第十三

届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民主建国会副主委、安徽省

农科院赵皖平副院长带队，与本人、王总和陆总等一行四

人，一起赶往庐江县汤池镇，调研乡村振兴和茶旅融合等。

我与赵院长是多年的好兄弟，而王总与陆总则是两位上市

公司的高管。我们一行，既是调研，也算是休假游玩。

当天上午十点多，我们就到了汤池。汤池小镇，因温

泉古时为汤，由此得名。小镇位居庐江县的西北，大别山

余脉，山峦起伏，植被茂密，溪流淙淙，村落人家散落于山

水之间，风光秀美，百姓怡然自得，一片祥和。早年间便有

金孔雀温泉，闻名于江淮。近年来，茶产业兴起，尤其是白

云春毫茶叶，更是我省不可多得的名优茶，此茶生长于水

气丰富而多雾的山区，加上当地山川地貌，位居北纬31度

的黄金产茶区，白云仙境一般，茶叶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

自然是饮茗佳品。此茶更是赢得我国近代茶圣陈椽教授

亲自命名，茶叶为初展的一叶一芽，经过杀青、揉捻和烘焙

等程序，加工出来的条形秀美，香味鲜爽芳郁。

接待我们的是白云春毫公司的老总赵玉贵。赵总半

生事农，早年出身贫寒，但天资聪颖，市场经验丰富，为人

厚重。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他从事茶叶进出口业务，十年

前更是响应县委、县政府号召，整合了汤池镇的一些小茶

厂，成立白云春毫茶叶合作社，在进出口茶叶的基础上，打

造出合肥地区的名优绿茶，使白云春毫名优茶在江淮大地

上重新兴起。如今他虽然年近花甲，但对茶产业的发展依

然壮志未酬，下一步他又准备跟台湾茶界合作，打造合肥

地区的发酵茶，使得省城的茶饮更加丰富多彩。

我们一行坐下来，便听赵总介绍汤池小镇的独特优

势，所谓四个板块，茶叶、温泉、康养和餐饮等，小镇产业优

势明显。赵皖平副院长认真聆听，不时插问，对小镇的发

展甚感欣慰。作为全国扶贫领域的权威（近两年连续担任

国家脱贫攻坚奖评审委员会副主任评委），赵皖平在与赵

总的对话中，不断询问赵总作为企业家，是如何做到对口

扶贫的。赵总对口扶贫点在我省的金寨县，曾深入多次去

金寨县，这是他二十多年前从事茶叶贸易的所在地，看到

老区的百姓，尤其是种茶的农民还认识他，赵总非常深

情。他说他是充满感情在扶贫，希望通过茶产业的发展，

带动当地农民脱贫致富。

中午我们在白云宾馆，享受了一顿充满特色的味美佳

肴。虽然并无大鱼大肉，但食材都是当地特产，连小白菜

也是当地农民亲手种出来的，我们这些城里人，吃着这些

“土”菜，赞不绝口。

下午我们考察了巢湖源头，三合村，这个村是三个村

落合并而成，中间一条小溪流穿村而过。农民的两三层小

楼位居溪流两岸，青山绿水之间，白墙黛瓦，加上两岸还有

许多茶园镶嵌其中，俨然一幅浓墨重彩的中国画。我们看

了赵总位于白云禅寺旁边的茶园，那是一块认证过的有机

茶园，全部是通过人工除草的茶园，这样的茶叶，必然是安

全的、健康绿色的茶叶，我们为赵总的奋斗精神赞叹。

从山上下来，我们又来到一所院落，院中是三合村的

文化馆。小小的一个村落，竟然有完备的村史馆，不禁令

我们啧啧称奇。村史馆布置井然，有村庄发展史，还有村

历届书记介绍，也有村中百岁老人上榜，还有考中名牌大

学的英才介绍，虽然展厅并不大，可满满的正能量充斥，我

们都感受较为明显。

夕阳余辉，游人走在其间，如在画中游。我们顺着溪

流两边的木板步道走了一会，充分领略这种秀美宜居的生

态环境，大家心旷神怡。最后，我们依依惜别，虽然赵总一

再挽留，但我们也不好打扰，匆匆赶回合肥。

小小汤池，虽然偏居一隅，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生活富裕，管理有效，这些我们都可睹一孔而可窥

全貌，已然初具乡村振兴的基础。只是游玩之间，感觉人

气不旺，这或许是下一步振兴的着力所在。

我们一行虽然离开汤池，但每个人的心却依然荡漾其

间。我顺着车窗，看公路两边金黄色的水稻一片片，丰收

景象跃然眼帘，水稻与桂花树交错映叠，芳香扑鼻。这个

深秋之旅，真的令人留连往返，这种纯而净美的乡野风光，

不仅使我们的调研甚有所得，也是我们的一次养生之游。

回城路上，我想到汤池的美景和茶叶，心中便有诗一首：

白雾青山绿池汤，

云间禅寺种茶忙。

春光兴致故乡情，

毫素无墨心自芳。

汤池之游 □ 合肥 江鸟

这

月在反反复复的几场雨后渐渐凉了下来。在这个落雨的晚

上，虽离冬天还有些日子，遇见了带着温婉梅香的女子。其实

早在去年深秋时节就嗅过她字迹墨香的。在一大堆为大淮河参展报

上来的作品中，初次看到了朱立梅的字。尽管她自己说师承洪厚甜，

但我还是从她如流水般的文字里嗅到了一丝丝张黑女的气息。犀利

的笔锋，深深浅浅入了眼帘、入了心室，入了细雨飘洒的秋天。方笔

的质朴及侧笔的直率，真的是下笔如走刀，将细微的神韵融入其中，

星星点点的落笔，如播种、如散花，如天边的行云在浅涌、翻腾，将干

净利落和嵌含饱满较好地统一于线条的行走之中，一点一笔都显示

了她用笔的丰富性、多样性及灵活性。结体内紧外放，字如其人，轻

盈且秀美。

朱立梅给人的印象之美是极含清雅的。几年前偶得一次机缘，

朱立梅开始习字。早期她写小楷，觉得小楷如同江南的女子，着蓝色

碎花旗袍，古朴、典雅且温婉。字间竖紧密、横疏阔,布局严谨、缜密，

行书时的一招一式如飘舞的雪花、绽放的腊梅，运笔自然、飘逸，收笔

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或许人到了这个年龄，爱也变得笃定、坦

然，波澜不惊。从楷书到写碑，她把写字当作日常，当作一种灵魂的

修行。自然恬淡，呈丰盈且厚重端庄；一笔一画峻利疏朗；行笔稳静，

毫无娇揉造作之意，收笔放锋，看似并不着力反而更显凝重、沉静，亦

如深秋之意蕴。如每个依期而至的秋天，大多的时日天空明媚、洁净

的云絮在蔚蓝的帷幕上游动。朱立梅站在楼下幽暗的通道里目送儿

子上学，看着他穿过晨曦薄薄的光亮走远、消失，再折转身回屋，房子

是租住的，在儿子学校对面的不远处。那会时光尚早，她在卫生间的

水池边洗手，流水的哗哗声在耳边响着，像一段晨曲，也像一缕绕梁

的梵音，让她在顷刻间静下心来。她移步至桌案边，轻轻柔柔地铺开

宣纸，铺开叠叠翻涌的梦。从窗外透进来的晨光，还带着些许夜露湿

润的气息。这种时刻，适合写字、养心。

虽是一翩跹女子，朱立梅却极爱魏碑所蕴含的那种雄肆、激越，

与力对抗的气势。笔落纸上，她深知必先凝神造势，这种时刻，笔端

渐露的锋芒，似刀、似剑，似薄如蝉翼的利器在宣纸上游走、搏击，于

冲突中让矛盾激化、升腾，冲突愈集中鲜明，势气愈强。这一刻，她觉

自己的心也随字入了云端，开合自然，心性合一。宣纸上的每个字随

着她笔端的游走而蠢蠢欲动，她们似乎更急需展翅来化解之功力，或

容纳、消融、避让、移位、变形及一系列清雅之举来化解矛盾。化解如

破茧，功夫越娴熟，越有冲和、深沉、儒雅的气质，举重若轻及浩然大

气。习字、习性，这内在所蕴含的孤独、神性和性灵，并不是人人都

懂得并能沉淀于其中的。但这一刻，朱立梅似乎做到了，收笔的一刹

那，写碑之心在不断延伸、释放的空间里，呈现出美和曼妙的意境。

秋天里，漂泊在外陪读的朱立梅时常念起老家的院落。院子里的梅

树，枯枝如雕刻过一般，静静地伸向天空，大开大合，孤傲而冷峻，但

却是那般的善解人意，从不抱怨什么。

备注：朱立梅，安徽省当代青年书法家。

九

写碑之心
□ 六安 桑叶儿

州，钟灵毓秀，自古以来人才辈出。有

着状元故里美誉的休宁县更是君子文

化，气象万千。据史料记载，自宋嘉定十年

（1217 年）至清光绪六年（1880 年），休宁县出了

十九名文武状元。回溯历史，徽州是程朱理学

的发源地，自下而上就有崇文重教的文化底

蕴，当族里有人取得功名，考中状元，做官廉

洁，道德楷模，为故乡为家族赢得了荣誉，他们

建坊，修祠堂，以致纪念颂扬，传播正风，勉励

后人。

进入黄村，青石板铺就的山路幽静、曲折蜿

蜒，翻过山梁，一座古色古香、典型的徽州村落

映入眼帘，村内的民居粉墙黛瓦错落有致，而

在群山绿树环抱的黑白之间，星星点缀着十几

座古老沧桑的建筑，飞檐翘角的祠堂，斑驳小

巧的古桥，交相辉映于山清水秀之间。黄村

距今有 1100 多年的历史，现保存有众多明、

清、民国三朝时代的古民居。黄村的进士第，

始建于明嘉靖十一年（1532 年），是黄村黄氏

族人为嘉奖和纪念黄福而建。整个建筑南北

朝向，坐落于村落中心，风水最佳位置。建筑

四周封闭，斑驳的马头墙十分高大，青黑色的

房顶尽显肃穆，占地面积约 790 平方米，在黄

村这个小山村里显得较为庞大。黄村进士第

在明朝曾经作为官宅住人，清朝改为祠堂，所

以建筑工艺和风格上有着从实用到公用的过

渡。进士第较为特别的是，在门屋前增建有门

楼，地面做小四水归堂；在寝楼后又加一天井，

并在后天井的垣墙上做假门楼，加大了建筑的

层次感，在纵轴线上形成进深为五进的格局，这

个是有别于徽州大都数古祠堂非常明显之处。

在徽州一个房子天井的多少也能够体现出

房子的等级以及家庭主人当时的社会地位，经

济水平。黄村进士第是四进四明堂，四明堂配

四天井，门廊门屋享堂寝殿都配了四个天井，尤

其是中间两个天井规模非常宏大。在徽州民居

当中有一句话：上有天井下有明堂，四水归明

堂，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在整个徽州古祠堂

的建筑上来说 黄村进士第是很特殊的一个例

子，也是目前保存很完整的一个。进士第门楼

为七层斗拱，为四柱三开间结构，典型的明代建

筑式样，斗拱上雕梁画栋，石雕精微。门楼上方

竖镶一龙框，上书“乡圣”二字门楼正中嵌有明

代“嘉靖辛卯年(1531年)十一月”地方官员“为己

丑科赐进士出身黄福立”的“进士第”大黑字木

匾一块，据说此匾上面原有一块，腐烂后现出第

二块，就是现有的这块，可见当时匠师用心之远

见。

木匾左右分别刻有两块文官、武将木雕，在

木匾上方，刻有一块双龙戏珠木雕，加以云纹作

边。下方刻有一块双狮拱绣球木雕，云纹与上

方一致。上下呼应，左右对称。而在大门左右

开间上，均对应有两块木雕，上刻龙下刻马，云

纹作框，寓意龙马精神，为徽州木雕中的精品。

跨进大门，第一进为门楼，内有天井。黄村进士

第建筑上为了丰富空间序列，在门楼后又建筑

了门屋，借此增加建筑群的层次感，二进门屋中

间为门道，两侧为耳房，由于建设的年代不同，

门屋的前后柱础风格布置各不相同，前面为莲

花型，而门道后方的柱础为方形。为了显示主

人显赫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在门屋中采用

七层斗拱，较享堂还多出一挑，彰显身世之重。

门屋门道两侧立着两个黝黑的抱鼓石，粗

硕的冬瓜梁简朴庄重，梁栿雕刻精美，跨入大

门，门屋横排矗立四根粗壮的槠木立柱，屋梁为

三架梁，结构严谨的封檐板、屋椽和斗栱，精雕

细刻的平盘斗、月梁、雀替，以及用料厚实却装

饰简洁的木顶结构，让人不由得为徽式建筑的

营造艺术赞叹不已。宽敞的庭院两边侧廊相

连，纵横甬道，四水归堂比较宽大，由于连绵细

雨的滋润，地坪和水池绿苔满布。

站在明亮的天井望向享堂，正梁中央悬挂

着一块御赐牌匾：光裕堂。进士第的门屋、寝楼

的柱网结构采用徽州祠堂中常见的减柱法，减

去明堂前檐柱，用大额承托明堂正贴梁架，这样

既突出明堂，加大了明堂的立宽面，显得气势宏

伟，又减少了立面开间数，不但极大地增强了层

次感，而且避免了僭越等级之嫌。寝楼两侧巨

型楹柱上挂有对联：“东鲁雅言诗书执礼，西京

明诏孝悌本仁。”说的是儒家的知书达理、孝敬

父母、兄弟友爱，这副楹联充分体现黄氏族人尊

崇程朱理学重教尊儒的思想。黄村进士第整个

建筑木结构较严密，保存完整，具有典型的徽州

明代民居的手法特征。建筑内木雕、石雕、砖雕

风格独特，技艺精湛，堪称徽州古祠堂式建筑中

的珍品。

黄村进士第
□ 合肥 刘君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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