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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别家乡快三十年了，有关儿时家乡记忆的

相片，经时间这双大手的摩挲，大部分已经变得

模糊不清。并不常常回故乡，偶尔的停驻间，搜

寻这张已显得陌生的面孔，依稀只能辨出三两分

旧时的模样来。三水涧，这记忆中的三水涧却依

然奔流清亮。

家乡有条三水涧。这条流淌在革命老区无

为红庙的山中涧水，一直让人不解，它为什么会

是这样的一个名字？这条曾经盛满了我们童年

和少年无数欢欣与甜蜜的清流，它的源头萌发于

巢湖南岸群山里的仙人洞泉水。带着灵气的山

泉，吮吸着日月光华，行行复行行，施施然来到家

乡的团山前，如少女含春，身腰婀娜地深情拥吻

着白棠湖、响山水库、牌楼水库的三支湍流，起舞

跌宕在山乡田园里。三水涧，原来是这样一个诗

意的名字！

春深五月，春风唤醒了涧水两岸，丛丛新绿，

浓翠中透出蓬勃的生机。我们几个儿时的伙伴，

徜徉在这片被涧水一遍又一遍润泽过、膏腴过的

土地上，一草一木都是那么温润、感动着我们。

这是一片厚重的土地，翻开历史，早在东晋孝武

帝司马曜太元中，这里已是侨置扶阳县治所在

地，历经南朝宋、齐两代，至梁代废治，唐武德三

年复重设。作为一个重镇，家乡近百年历史被

《旧唐书》等典籍记载于世，当初的盛世繁华给人

留下了怎样的想象空间呀！涧水淙淙，转眼千

年，历史又一次把目光聚焦在这片土地上。上世

纪四十年代，从“皖南事变”血泊中诞生的新四军

七师扎根三水涧，先烈们披肝沥胆，抛颅洒血，创

建了皖江抗日根据地，红色区域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东抵江浦，西达彭泽，北临合肥，南及宣城，

泱泱三万里。七师儿女由草创时的区区两千人

马壮大到三万雄兵，皖江区党委更是下辖三个地

委、二十三个县委和工委，皖江行政公署下辖三

个专员公署、十四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涧水两

岸一时成了红色政权的中心。“当年鏖战急，弹洞

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徘徊在曾

经被血与火洗礼过的昔日战场，耳畔犹闻战马萧

萧，眼前疑见烽火明灭，那种拼将此身许国死，一

寸山河一寸血的壮志豪情就会冲天而起。七十

年硝烟散尽，如今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父老们，

壮志不灭，担当起建设家乡振兴家乡的神圣使

命。 这些年来家乡的变化是巨大的，一排排漂

亮农舍，一条条通衢大道，一处又一处功能完善

的生产生活设施，一个又一个具有特色的示范农

场，无不向人们展示生活的富足与美好。物质上

富裕了，乡亲们又有了追求，他们念叨着“乡愁”，

怀念起“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日子，于是搞起

了观光农业，办起了生态游，涧水两岸又一次人

头攒动，欢腾起来。革命老区俯拾即是的遗迹遗

物，七师司令部旧址、烈士陵园、纪念馆成了红色

旅游的地标，古“扶阳”成为民俗文化园的靓丽品

牌，投入巨资建起的白棠湖度假区，湖水澄碧，桨

声欸乃，朝露晚霞，令人流连。先烈们曾经战斗

过的远山近岭，种上了品种繁多的苗木花卉，成

了名副其实的生态氧吧。春天，玉兰开成了花

海，樱花、紫荆、紫薇、海棠、杜鹃、牡丹次第竞放，

数万亩的园区就是花的舞台，花的盛宴，花香引

来蝶飞舞，百鸟欢歌游人醉，好一幅天上人间的

图画！园区还将开建季节景观区，到那时四季有

花有景有逸趣将不再是梦想。涧边村落更是休

闲的好去处，缓步村中，但见流水潺潺，鸡鸣狗

吠，粉墙黛瓦，绿树如茵，恍如江南水乡的恬淡灵

动，安静安然。沿着涧水修筑的游步道平直美

观，廊台亭阁，点缀其间，这边那里的粉墙上的涂

鸦，粗朴恬淡，别有趣情。涧边人好客，攀谈热络

了，会热情沏上一壶酽酽野茶让你品尝，齿颊之

间余香飘出，深情隽永。情到浓处，还会弄出一

桌地道的家乡菜，邀你共饮，酒酣耳热之际，那熟

悉的秧歌调，粗俚戏谑的门歌，或者是叫不上名

字的小曲儿会从他们的口中漾出，歌声或高亢，

或低昂，或长情，或短咏，让你在不自觉间身心消

融……

三水涧，难以忘怀的故乡！无论你离开多

久，总有一种情调让你牵肠挂肚，不忍抛舍；无论

你距离多远，总有一些音韵让你同声相应，同气

相求，一如这身边涧水绵密而绵长。有人说西流

水是幸福水，而三水涧就是一条由东往西流淌的

水，它见证了家乡的富足繁荣和兴旺，愿这条象

征着幸福的长长涧水，千年万年不息奔流！

我的童年是在龙感湖畔的一条街上度

过的。出家门往东，走过环绕村庄、柳树绿

荫的机耕小路，就能看到龙湖开阔的河床；

出家门穿过铺满青石的街巷，往西不足二

里地，就会来到感湖的河岸。因为龙湖和

感湖分落在街巷的东西，所以镇上的人习

惯将这两条河称之为龙感湖。从儿时一直

到中学毕业，我几乎每天都要路过这两条

河流。我熟悉这里的水和船、河沟和滩头，

也熟悉那些劳作在水上、生活在水上忙忙

碌碌的人们。每当盛夏午后，踏着滚烫的

河沙地去浅河滩学游泳时，自然而然领略

到散发在空气中的清新的水汽。随着年龄

的增长，至今我还时时想起，并感到它的亲

切。

银灰色的薄雾，蓝蓝的河水，低飞的白

鹭，茶褐色的船帆，所有这些河上的景色，

都能唤起我无限的乡愁，使我的心灵如河

堤上的柳叶迎风飒飒，战栗不已。

离开故乡几十年，一直在外求学、工

作，就是在这些按部就班的平静生活中，我

仍习惯于每年两三次去龙感湖畔，眺望那

里的长流。那似乎宁静却又流着的龙感湖

水和它的水色，完全能把我那种绷紧的心

绪融入清寂而又奔放的无限眷恋与怀念之

中。就像是经过长途跋涉、费尽周折的游

子归来又重新踏上故乡的一种心情。因为

有了龙感湖的水，我才能重温故乡真挚淳

朴的感情。

小时候，我常看湖边的洋槐，面对蓝蓝

的河水，每当初夏的和风拂过，枝头轻轻摇

曳，雪白的槐花便一朵朵地飘落。我也常

在那多雾的深秋，听群群白鹭在湖水上空

发出的声声寒鸣。受龙感湖水爱抚的周边

的乡村、街巷，都是我十分眷恋难忘的地

方。从竹墩桥到下仓铺，从黄湖桥到复兴

镇的水码头，还有连着龙感湖的黄大湖、泊

湖等沿湖一处处叫人留恋河流的波平如

镜。龙感湖泛出的微波细浪，随着湖水带

来的水草味，同时还给所有大街小巷的人

们送来令人心旷神怡的哗哗流水声。龙感

湖水亘古直泻东流，与黄大湖、泊湖串联在

一起，它的水声传遍远近各地，流水声在阳

光辉耀的各地美好乡村小楼之间到处回

响，传入人们的耳中。那涛声使人难忘。

那蓝蓝的带有草绿色的河水，不分昼夜地

喃喃自语，执拗而又颇似得意地拍打着两

岸。

龙感湖的流水声，似乎在小船上听最

为扣人心弦。我小时候乘船的那些渡口已

无一存在了，只有座座大桥上奔驰的一辆

接一辆的车辆。和自己的童年时代相比，

河道改变了，那些长满芦苇的河滩也已经

无影无踪了。记忆里，小时候的浅水船，摇

船老船夫的风貌依旧在眼前，日复一日地

往来于碧波之上，蓝蓝绿水，与堤上的柳叶

一色。我常去乘坐这样的渡船，渡船随波

荡漾，宛如摇篮，身体被波浪轻轻地摇晃

着，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尤其是在傍晚

时分，愈晚愈能深刻领会到渡船幽静的情

趣。船舷很低，外面是一片光滑的绿波，发

出暗淡的光。宽阔的河面，一望无际，两岸

的家家户户融混在暮色之中，星灯点点，灯

光映在窗门的格扇上，黄黄浑浑地在夜雾

中飘浮。夜色渐深，月亮像是沉入水底似

的，渡船在这水上漂浮着，缓缓前行，静得

甚至连船上有没有摇桨的人也分辨不清。

乘着这种浅浅静静的渡船，吸着平滑绿波

送来的湖水气息，有一种说不出的宁静。

自然而然地还能感受到自己的心绪之潮，

与夜雾笼罩下的龙感湖水，合唱出同一旋

律的歌。但是，使我迷恋的，不仅仅是龙感

湖的水声，而且还有那几乎在任何地方也

很难看到的弥弥漫漫、一望无际的平滑的

波光和使人感到的温暖。奔流在湖中蓝色

中夹着浅浑的黄色，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使

人总感到它的亲切温和而有人情味。

所有的乡村都有它自己的特有气息，

我的故乡特有的气息就是龙感湖的水的气

息。不光是水的气息，还有龙感湖的水色

和它的流水声。这些也都是我爱故乡的色

彩与声音。正因为龙感湖水，我才爱故乡，

正因为有故乡，我才热爱生活。

一个人的中秋
□胡子

在外流浪拼搏，团圆的日子与父母陪伴在一起享受那温

心幸福的时刻已经许久没有感受到了。虽然现在交通便利

了，但那种与亲人相聚的简单生活不曾想却成了一种奢望。

这个中秋，月亮依然还如往常那样亮在天边，圆似饼，亮

如银。可我，也依然是一个人独自品味这离开故乡亲人的孤

独和落寞。

也曾经有一个人愿意跟我一起分享这节日的伤感，可

是，在热情的相恋相爱渐渐远去，日常的柴米油盐摆在面前

时，那曾经的山盟海誓也就成了时间的牺牲品，显得那么的

苍白和不堪一击。想想，我也曾在月下豪情万丈，志向高远；

想想，我和她也曾在月下紧紧相拥，愿意执子之手与子携老。

可是，此刻，月亮还是当年那个月亮吗？反正人也不全

是当年的那个人了。那个豪情万丈想征服这座城市的少年

已缩身于一个天地庸俗地活着，那个愿意与我牵手走一生的

她也早已在大洋彼岸过着自己赋闲富庶的生活。

不知是为什么，每每在这些欢呼团圆的节日我总是会很

茫然不知所措，只爱沉浸在回忆中，说是舔伤口也好，说是寻

求借口也好。我总是很喜欢在这样的节日来整理自己的房

间，在零乱和陈旧中寻味点曾经的美好或错误。或许在不经

意间还能找回点点的甜蜜和安慰，其实，整理房间也是重新

整理一遍自己的人生，更何况“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哲人说“活在回忆中的都是衰老之心”，是的，在这车流

滚滚的大都市，看惯了紧张忙碌，看遍了人情冷暖，看穿了梦

想现实，岁月啊，你叫我怎能不老？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整理自己,总感觉似乎灵魂出壳,有太

多的故事需要抒写,有太多的感慨需要述说。我害怕宁静,但
又总喜欢独思，在喧闹中秉承一颗冷峻的心，想想过去，望望

未来，把对故乡的眷恋和对朋友的思念都寄寓于脑际落笔于

文字。

这些年的自己，特别是今年的自己，忽然发觉以前的好

多看法好多人和事都并不是当初想的那回事，也愈来愈觉得

变化永远都快于计划。借着酒，在迷糊中买醉，不是醉在这

月，于是醉在这心。

中秋再配上这个圆月，最适合想人，我真的在想人，两种

人，自己的父母和曾经的朋友。父母自不必言说，那永远是

我述说不完的伟大；可那些曾经愿意跟我一起飞的朋友啊，

你们还如我一样想念在一起的日子吗？无论那日子是年少

轻狂也好，是流浪贫穷也罢，重要的是，在我们的人生路上，

有我们彼此在一起嬉笑过打闹过甚至一起哭泣过啊？岁月

永远都会在改变你我，在不同的时刻不同地点你我也肯定会

有不同的旅程和目的地，但我的朋友啊，你应该记住，无论现

在道路两旁的风景如何的美丽繁华，你也不应忘记我们在一

起的岁月啊？想想那时的你我是多么珍惜对方是多么在乎

对方啊？

总是在这样的时候，我问自己，在这大千世界中，有多少

人，像我一样，独望月空对酒？

中秋，团圆，思念是个圆！

时令过了冬至，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起来。气

温骤降，户外积水的地方，都已结了冰，是否能让那

些漂泊迷途之人及时回返自己的家乡。

在车辆川流不息的繁华街头上，在寒风飕飕的

桥洞中，流浪人员衣不裹体，健康情况令人担忧。

对他们来说，随身携带的单薄被褥，是最温暖的御

寒物品。但他们是从未被“社会”忘记的群体，甚至

他们是政府重点关注的人群。

在客运站附近的立交桥下看到，3位流浪乞讨

人员正在吃午饭。其中一位年长的流浪乞讨人员

满头白发，驼背严重，坐在地上不时打哆嗦。他的

午餐是一盒青菜和白饭，青菜快吃完了，他依然舍

不得扔掉，把快餐盒内的油倒进米饭里，搅拌均匀

后再吃。

躺在桥下的流浪人员兰老伯在休息。一辆三

轮车，一些瓶瓶罐罐、衣被等，还有一条狗，就是老

伯的家当。对于一行人的到来，老伯并不意外，毕

竟都是“老熟人”。“大爷，天气实在冷，跟我们回救

助站里喝些热汤，暖和暖和？”老伯还是和以往一

样婉拒了，他说，自己有几床新旧棉被，还有厚衣

物，有需要再去救助站。“这个暖宝宝暖暖的绵绵

的很舒服，棉手套挺暖和的，我捡东西时就可以戴

上。”从老伯的笑容中可以看出，他对救助站送来

的御寒物资很满意。衣服比较单薄，他们坐在立

交桥下的角落里，把被褥卷成桶状，用双手紧紧地

扣在肩膀上。

那是特殊的一天，家委会安排由我当值校园“平

安卫士”一天。这一天里给我重启了一些回忆，在熟

悉的校园里让我想起，曾经我们的汗水在那里挥洒,
曾经我们的眼泪在那里埋下,曾经我们的播种在那里

收获,曾经我们的成功在那里萌发。我们在那里度过

了多少个春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它是我们成长的

摇篮。校园里的老师在为我们的健康成长增添姿

色，为我们的成长路上保驾护航。

场景一：我看到了师生们温馨的一幕
清晨的同学们朝气蓬勃，教室里书声琅琅。“书

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宝剑锋从磨砺

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都在这样一个早晨体现得淋

漓尽致。

“哎哟！这教室里密不透风的，怎么叫同学们呼吸

新鲜空气呀？”的确，同学们每天的大量时间都在教室

里，如果空气不流通，空气不新鲜，就会引起种种不良现

象发生。平安卫士建议：“教室每天一定要保持室内与

室外空气的流通，保证同学们的身心健康。”

场景二：我看到了孩子们快乐的笑脸
转眼间，平安卫士来到了走廊。一到下课，这走

廊就成了同学们的娱乐天地。跳绳的跳绳，踢毽的

踢毽，有的还趴在栏杆上……几乎全年级的学生都

会跑到走廊上。这场面挺壮观的。平安天使再次大

叫：“同学们！你们就不知道围聚走廊（栏杆）会很危

险吗？”是啊！一来会给走廊增加负荷量，很危险；二

来大多数同学都高于栏杆，趴在栏杆上就更危险

了。平安卫士建议：“走廊是给同学、老师们行走过

路的，因此一定要保持疏通，千万不要围聚走廊（栏

杆），要保证同学们行走过路的方便。”

操场上。阳光大课间的时间到了，这可是同学们

最开心的时候。看那边的体育器械上，不少同学正在

锻炼身体。可是，有一个同学居然爬到了攀援架的顶

端，并且把自己倒吊在上面，还不停地晃来晃去，好危

险呀！平安卫士建议：“同学们应该在老师们的带领

下，井然有序地列队来到操场，开展课间活动。”

场景三：我看到了家长们满意的笑容
“丁零零——”放学的铃声响起啦！校门口，早

已人头攒动，有男的，有女的，有老人，有中年，有的

静静站着，有的翘首东望，有的拉闲散闷，咦，怎么不

见一辆车子？原来学校规定校门口直道上禁止停

车。瞧！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在警察叔叔的保

驾护航下，高举班牌列队放学，有条不紊地进入指定

位置。值日老师、保安叔叔开始忙碌地指挥交通，

“东去的，右边走！前面的，别停住！”不一会儿，逐渐

安静下来，我不断地在上空盘旋，听到一声声“老师

再见”，看到一张张欢送的笑脸，我喜不自禁地飞到

校标上播下了平安的种子。

我的旅程快要结束了，衔着平安的种子在蓝天

白云间飞翔，平安校园是得靠同学们、老师们、家长

们家校合一的力量才能成功的。从一点一滴做起，

从此时此刻开始。让平安走进校园，走进社会，走进

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北方村庄喜欢叫“某庄”或“某某庄”，而南方

特别是皖南山区的村庄很多叫“某坑”或“某某

坑”。这几年喜欢上户外徒步运动，我常常利用

节假日时间，在黄山市（原徽州地区）附近200公
里的范围内活动，走过了很多皖南山区的小村

庄。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生在黄山市黄山

区龙门乡南部一个叫“油榨坑”的村庄，每当遇到

带有“坑”字的村名，我特别留意，喜欢打听一些

村名的来源和相关故事。

在我老家“油榨坑”附近，就有“党坑”“上平

坑”和“夏家坑”等三个“坑”庄。“油榨坑”据说上

古村庄里有一个榨油作坊而取名，“上平坑”因村

庄上部有一块平坦地而得名，比较简单朴素实

在。而“夏家坑”就不同了，整个村庄全都是姓

“李”，一个“夏”姓也没有，非常有趣，偏偏叫“夏

家坑”，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而其中的“党坑”，古名为宕汘，山民纯朴，古

风犹存。该自然村位于黄山区龙门乡南部，属于

龙源行政村，村庄不大，总共只有十几户人家，基

本上是汪姓，其一世祖汪氏为越国公汪华后裔，

宋末明初年间由绩溪迁居于此繁衍生息，后来村

民认为“宕”字不旺，遂改现名。

“党坑”自然村迄今仍保留着一种古徽州特

别的习俗：腊月二十八吃年饭，大年三十的年饭

全吃素。这与当地流传的一个故事有关。

党坑始祖汪氏来自徽州，很有商业头脑，他

认为龙门的茶叶品质优良，口感极好，定居党坑

后，便做起了贩卖茶叶的生意。随着茶叶畅销渠

道的拓展，久而久之，他便在扬州租用店面开设

龙门茶庄，以诚信打理小店，坚持一茶不卖二

价。每年春茶上市之际，小小的店堂便挤满了客

商，就是到了春节期间，也有许多老主顾上门品

茶。当时的扬州商会会长魏先生，嗜茶如命，每

年春节的大年初二，都要到龙门茶庄去品一下

茶，与店主汪老板切磋太平茶文化。

俗话说，有钱无钱，回家过年。汪老板虽长

年旅外经营茶叶，但他在每年的腊月下旬，是必

须赶回龙门党坑老家的。他敬宗睦族，在每年的

腊月二十三率领全村老少男丁举行隆重的祭祀

仪式，宣扬祖上越国公的忠君爱民之美德，宣扬

中华孝敬文化。腊月二十八率男丁上祖坟敬请

祖先回家过年，准备一桌丰盛的年饭，先请祖先

享用，然后再与家人团圆吃年饭。

汪老板同一家人吃过大团圆的年饭之后，便

随身带上家人用竹筒盛装的炒米、锅巴糕、米馃

等干粮，还有咸鸭蛋、咸萝卜干腌菜，骑上毛驴走

上二十里山路，再由龙门渡上船，沿青弋江经长

江水路，日夜兼程，三天赶赴扬州，一路都是素食

充饥，不沾半点油腥。

正月初一傍晚，汪老板便赶到了扬州的店

铺。初二早晨，亲自清洗茶具，用保管好的上等

茶招待魏会长。汪老板的此举，感动了客商，徽

商的作派，也提振了龙门茶庄的声誉。而他在党

坑的家人，自腊月二十八年饭之后，便将厨房里

的厨具一律清洗，大年三十晚的年饭一桌素菜，

没有一个鱼肉之类的荤菜，体现与主人同甘共苦

的意念，以遥祝汪公旅途平安。此家风在党坑汪

姓人家代代相传，逐渐演变为一种习俗。

几年来的户外游走，去过很多的村庄，有的

已经记不起名字了，有的却印象深刻。其中，歙

县溪头镇的大谷运村，好像是我到过的“坑”名较

多的一个行政村。该村位于歙县东北部，山高路

险，沟深坑密，其周边有“考坑”“汪坑”“桃坑”“威

坑”“如坑”“竦坑”“木坑”“盘坑”“西坑”“范坑”

“野坑”“长河坑”“金竹坑”“伴娘坑”“下黄音坑”

“上考坑”“外考坑”“里竦坑”“外竦坑”“桐子坑”

“门东坑”“牛毛坑”“许坞坑”“杞子坑”等二十多

个坑名，这些“坑”不一定都是该村属地，但都是

散落在这个村周围几公里范围内的地名，是“坑

名”相对密集的行政村。

想想这些“坑”名，蕴含着我们祖先多少智慧、

愿望和期待。有诗情画意的，有据实写真的，也有

令人费解的。像石台县七井山的“画坑”，黟县美

溪乡的“朗坑”，黄山区焦村镇汤刘村的“密坑”“德

坑”，休宁流口镇的“泉坑”、汪村镇的“华坑”“石屋

坑”，祁门牯牛降的“壁坑”，泾县铜川镇的“奎坑”，

歙县深渡镇的“佛坑”、新溪口的“塔坑”和霞坑镇

的“萌坑”等，这些“坑”名，寄托了先辈们对后代的

美好祝愿和对家乡故土的热爱之情，单听听这名

字就十分悦耳，引人入胜，令人向往。

但也遇到过一些让人不悦的“坑”名，去年到

浙江衢州市衢江区时就发现了一个叫“下流坑”

的地方，我虽然没有到达该村，也不管这“坑”名

有什么特别含意，反正我看了听了总觉得不雅。

我们黄山区的“坑”名也是比较多的。比如，

新明乡有“猴坑”“夹坑”“甘坑”“沟坑”“平坑”“双

坑”“半坑”“芦溪坑”“荷花坑”“牛婆坑”“烂泥坑”

等；龙门乡自古素有“七十二坑”之称，龙源村除

“油榨坑”“上平坑”“夏家坑”以外，还有“泉水坑”

“甜溪坑”“石河坑”等，以及汤口镇的“直坑”“苏

坑”“鸭坑”“狮坑”“社屋坑”“箬昔坑”等。仅焦村

汤家庄村与太平湖汪王岭村这两个行政村之间，

就有“陈坑”“笃笃坑”“新坑”“基坑”“芦坑”“半

坑”“汪家坑”“板山坑”“南坑”“小坑”等十个“坑”

名。乌石镇桃源村和清溪村的“坑”名也是比较

多的，如桃源村的“大坑”“结坑”“里榧坑”“外榧

坑”，清溪村的“济坑”“东坑”“马仰坑”等。另外，

还有很多没有村庄的“坑”名。虽没统计，我估计

全区有上百个“坑”名。

照我的经验，“坑”多的地方好茶多。“猴坑”

的太平猴魁，汤口阮溪山社屋坑、箬昔坑的黄山

毛峰，大谷运村的黄山银钩、黄山绿牡丹、菊花

茶，祁门箬坑的祁门红茶，这些地方的茶叶都是

上等好茶，有的已经是世界名茶。

我们皖南山区称“坑”的村庄，很多是只住着

几户或十几户人家的自然村。随着外出务工人

员的增多和城镇化的推进，许多年轻人离土离

乡，移居到城市里务工生活。如今一些偏远的小

山村已经成了“无人村”或“空心村”，有的杂草丛

生，荒无人烟，有的房屋开始坍塌，濒临消失，可

想而知这些村名也会随之消失。自然的淘汰令

人惋惜，但心痛的同时，乡村振兴的春风和黄山

市委市政府提出“五微”行动的号召，让我们看到

了新的希望。

文化传承，人人可为。一个“黄山云上”民宿，

就让全国许多名流志士知道了汤口“直坑”这个山

旮旯里的小村庄。努力推动“乡村民宿、徒步运动、

旅游探密、露营野炊、赏花采果”等事项的发展，让

更多的元素跟踪这些“坑”名,引用这些“坑”名，让

地名大数据和更多的电子地图，锁定这些“坑”名。

虽然我周边还有许多“坑”名未曾知道，但关

注那远山的村名，讲好它们的故事还会继续。我

还会继续用自己的笔头和镜头，记录这些“坑”

名，宣传这些“坑”名，为地名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服务，让这些凝结着老祖宗智慧和汗水的地名不

轻易消失。

家乡有条三水涧
□张步根

我所遇到的“坑”名
□王帮助

龙感湖水是寸心
□黎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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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之暖在冬夜蔓延
□元瑞

完美校园旅行记
□金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