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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安庆大别山脉。安庆市纪委监委供图

图②：安庆市主要廉洁教育场所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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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六尺巷廉政教育基地。 吴菲 摄

图④：党员干部在邓稼先故居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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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⑤：独秀园鸟瞰。 安庆市纪委监委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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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浩荡荡的长江水，沿着安庆城日夜奔流不息，为这座雄壮的古城平添了几分秀丽。安

庆历史悠久，是沿江北岸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明末爱国志士钱澄之就是此地人士，诗文尤

负盛名，他在诗中这样描写安庆：“长江万里此咽喉，吴楚分疆第一州。峰色晴开天柱晓，

涛声夜送海门秋。”古人在此留下不少诗篇，伴着滔滔而去的长江，山长水阔中，我们仿佛

还能听到李白、白居易、杨万里、陆游、范成大、王阳明等无数古人的吟诵之声。

1 六尺巷中天地宽

六尺巷很窄，个子高的人张开双臂几乎

能触及两侧墙体，但是这里的道理却宽到可

以容纳天地；六尺巷很短，短到走完不过一

两分钟，但这条巷子却从清代康熙年间一直

走到现在，走了三百余年。

据清末桐城大儒姚永朴的 《旧闻随笔》

记载，康熙年间名臣张英在安徽桐城的家人

因宅基问题与邻居吴家发生纠纷，张家人千

里传书到京城，张英收书后遂批诗一首加以

开导：“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人

得书后豁然开朗，主动退让三尺，吴家人见

状深受感动，也退让三尺，就留下了今日的

桐城“六尺巷”。

我们讲这条路宽不止“六尺”，是指宽在

精神境界、宽在大道至理。张英官至文华殿

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康熙对他的评价是：“始

终敬慎，有古大臣风。”张英淡泊名利，一心

为公，“民生利病，四方水旱，知无不言”，

平时教育子弟倡导“务本力田、随分知足”，

并写下 《聪训斋语》《恒产琐言》 两部家训，

可见其格局与气象。

其实上溯渊源，明代隆庆年间张家的先

辈张淳就中了进士，与其同朝为官的就有张

居正。彼时，几乎人人攀附张居正，而张淳

则始终以礼相待。张居正的父亲过世，张居

正特意写信“请”张淳写祭文，张淳却婉拒

了。张淳，就是张英的祖上。经历明清鼎

革，张家始终耕读传家，渐成桐城望族，而

这种谦虚礼让的风骨，也渐成张氏家风。

伫立在六尺巷头，思想当年这番往事，

我们内心不禁也滋生对吴家人的敬佩。据

《桐城县志略·旧闻随笔》 记载，张吴两家都

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吴氏自明代正德至清初

顺治，一族之中举进士者达十人，入仕为官

者也有数十人之多。名臣有吴一介，嘉靖三

十五年进士，官至河南右布政使。早在明代

晚期至清代初年，张吴两家就一直通婚。

正是张家的豁达大

度打动了吴家，也是吴

家的知书达理成全了六

尺巷。今日六尺巷的牌

坊上镌刻着“礼让”二

字，这是厚德载物的大

智慧，你我皆让，则天

下 太 平 。 区 区 六 尺 之

巷，彰显着中国人“心

底无私天地宽”的博大

品格。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形成了讲

信 修 睦 、 亲 仁 善 邻 的 处 世 之

道。《礼记·礼运》 有云：“大道

之 行 也 ， 天 下 为 公 ， 选 贤 与

能，讲信修睦。”正如 《论语》 所说“礼之

用，和为贵”，这已经在数千年间内化为中国

人的文化基因。

2 浩然之气传千秋

“抵天柱而枕龙眠，牵大江而引枞川”，桐

城地处大别山东麓、长江北岸，是皖西南的交

通枢纽和承东启西的要冲之地，素有“两江剧

邑”“七省通衢”之称。这里自古地灵人杰、

文风昌盛，影响中国文坛 200 余年的“桐城

派”在此孕育光大。

桐城古城依山面水，城池轮廓形似龟形。

自唐正式定名“桐城”以来，迄今已有 1200

多年的建城史。古城内建有文庙、书院等，建

筑风格如桐城派文风一样简朴雅致。六尺巷的

主人公张英，就是桐城派文学思想重要的传播

者和文学创作的实践者之一。

“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

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极天

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

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这

段文字出自我们中学时就耳熟能详的 《登泰山

记》，作者清代姚鼐就是桐城派古文大家。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散文流派，文派以城为

名，以其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

鼐的籍贯均为江南安庆府桐城得名，其文论博

大精深，影响深远，对当代文学仍有启迪作

用。桐城派统领清代文坛 200余年，这也使得

素有“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的桐城获得

了“文都”的美誉。

桐城派大家方苞曾经写过 《左忠毅公逸

事》 一文，纪念明代桐城先贤左光斗，这篇文

章同样名满天下。

左光斗，明朝万历年间进士，官至左佥都

御史，“东林六君子”之一。他为官心系国

事，匡扶正义，清直敢言，颇有政声，因魏忠

贤阉党致祸，下狱致死，崇祯年间得以昭雪。

左光斗善于发现人才，史可法就是他的学

生。左光斗在任学政时，风雪严寒中进入古

寺，看到一个书生伏案而卧，他轻轻拿起其文

稿，觉得气概非凡，于是脱下自己的外衣给书

生盖上。这名书生正是史可法。后来左光斗入

狱，史可法前去探望“抱公膝而呜咽”，被左

光斗怒骂：“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

天下事谁可支拄者！”史可法多年后提起此

事，依然泪流满面：“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

造也！”

受老师影响，史可法也成为国家栋梁。他

的浩然正气一直激励着后世的中国人，尤其在

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史可法的英雄气节

更加激起人们的斗志。

1937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义勇军进行曲》 的词作者、戏剧家田汉凭吊

史可法，他感慨万分地吟诵道：“江潮如吼打

孤城，百世犹闻杀敌声。今日倾危如昔日，我

来岭上访先生。”

3 一腔热血染红旗

4 为国为民不辞劳

“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

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这是中国

共产党创建时期盛传的一首诗，“北李”是李

大钊，笔名孤松，“南陈”则指陈独秀。

1879年，陈独秀出生在安庆，1942年病

逝江津，后迁葬回故乡，沉睡在今天安庆的独

秀园中。纪念馆内庄严肃穆，详细介绍了陈独

秀壮烈的一生。

在陈独秀的影响下，儿子陈延年、陈乔年

走上了革命道路。父亲是他们的革命导师，而

这两位学生，在革命的大道上，走得比导师更

坚定、更壮烈。

1925年 6月，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等

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

帝国主义，成为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

大罢工。1927年 6月底，陈延年为掩护其他同

志脱险，不幸被捕。他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顽

强的斗争，敌人用尽酷刑，将他折磨得体无完

肤，最后壮烈牺牲。

谭天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与陈延年

相识已久，在革命危急关头，是陈延年的一番谈

话让谭天度找到了革命的方向。在谭天度后来的革

命道路上，经常可见陈延年的影响。谭天度曾经

作诗《夜过梅花尖》：“敢撄强暴凭风骨，能负艰

危仗铁肩。正值国家多难日，坚贞应似梅花尖。”

这首诗，既是谭天度自勉，也是对陈延年的缅怀。

获悉哥哥牺牲，陈乔年泪如雨下，将满腔

悲愤化成对革命的无限忠诚——他要去完成烈

士们未竟的事业。当时的武汉，已经被白色恐

怖所笼罩，陈乔年不避风浪，冒着生命危险奔

走于大江两岸，那滔滔的江水是哥哥等烈士们

流不尽的英雄血。后来，他又被调往上海工

作，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进行地下斗争，使上

海和江苏地区的工作不断推进。

因叛徒的出卖，1928年春，陈乔年被捕。

尽管伤痕累累，他依然乐观地说：“让我们的

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1928

年 6月 6日，陈乔年在上海龙华血洒枫林桥，

追随哥哥陈延年而去，年仅26岁。

鲁迅在 《致颜黎民》 中有这样一段话：

“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有屠场，我

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所以我是不去

的。”鲁迅所说的好几个青年朋友，就包括陈延

年和陈乔年。年年桃花放，山河代代红，龙华

的桃花，以四季轮回的方式纪念着烈士的英魂。

我们寻访陈延年、陈乔年读书处，位于安

庆市迎江区大南门特色文化街，为一组晚清民

居式建筑，1995年被公布为安庆市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2021年被公布为安徽省首批不可移

动革命文物。这里展示了陈延年、陈乔年短暂

而光辉的一生，讴歌着他们将最美好的青春年

华奉献给伟大事业，用生命和热血诠释了早期

中国共产党人伟大的精神。

走访中我们了解到，今年安庆市独秀园已接

待参观学习者10余万人次，“二陈读书处”自9月

22日至10月8日试运营期间即已接待参观者超5

万人次，接待青少年6000多人次。这不由得让我

们想起陈氏兄弟的好友汪原放曾经为他们写的

一首悼念诗：“枫林桥畔待车时，磊落英姿仔细

思；血肉欲寻何处是？斑斑点点在红旗！”

潜山位于皖西南大别山区腹心地带，是安

徽早期革命星火的重要传播地、大别山革命烽

火的重要燎原地、皖南革命火种的主要来源地

和皖西解放战争初期的领导中枢。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潜山

成为安徽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党组织活动开展较

早的地区，涌现了包括中共安徽省委首任书记

王步文，以及余大化、王效亭、程千里、柳文

杰、陈履谦等在内的一大批革命英烈。1935年

2月在潜山成立中共皖西特委，对于恢复和发

展地方党组织、支撑红二十八军三年游击战

争、实现大别山“二十八年红旗不倒”做出了

重要贡献。抗日战争时期，潜山是新四军敌

后抗战的重要区域。解放战争时期，潜山是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重要目的地和战

略支撑地，是渡江战役打过长江、解放全中

国的重要后方基地。在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进

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程中，潜

山军民浴血抗战，树立起不朽丰碑。

2023 年 7月，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 20名

新考取军校的毕业生，寄出了一封特殊的信

件，收信人是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秋季开学

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他们回信，对他们予以

亲切勉励，激励青年学子走好军旅路。

野寨中学从建校之初，就有着浓厚爱国氛

围。位于校园中的抗日阵亡将士公墓是第八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入选第三批国家级抗

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在这所学校，考上名

校不是最自豪的，考上军事国防类院校才是师

生们最为骄傲的。在学校博物馆的展墙上，我

们看到了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 20名学子的

照片，稚气未脱的面孔上充溢着坚毅。

这不由得让人想到位于安庆市宜秀区的两

邓故居，这里是清代艺术大家邓石如的故居，

也是“两弹元勋”邓稼先 （邓石如第六世孙）

的出生地。这里有见证邓稼先幼年成长的重要

物件，陈列有邓稼先生前的生活用品、学习用

品和办公设备、书籍、文献等，均为其夫人许

鹿希、儿子邓志平及家属捐献。

瞻仰中，忽然想起曾经读过的一段关于邓

稼先的往事，有一位战友问他：“稼先，你说

再过几十年，人们还记得我们这些人的名字

吗？”邓稼先微微一笑，说：“记得或者不记得

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为国家做了我们应

该做的事。”

看着这里的一草一木、一书一物，我们更

真切地明白了什么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实现强

国梦的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