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成因、自己的历史、

自己的风情，综合起来就成了城市的名片。

有人问，淮南的城市名片是什么？

有人答，靠着丰富的煤炭等资源，崛起，

兴盛。

可是，淮南，并不只有这些。

大概是300万年以前的时候，淮南就有居

民了，不过那个时候还不能说是人类，只能说

是类人猿，在淮南的八公山挖出来过类人猿

的牙齿化石，这在整个亚洲都是最早的，还没

发现过比这个时期更早的了。

奔腾的淮河到这里放慢了脚步，哺育着

两岸肥沃的土地。这里，从此孕育文明的种

子。

夏商时期，它被称为“淮夷”之地。人们

在此形成部落，后成为华夏大民族的一支。

多数人有所不知，淮河虽然是淮南几千

年主要的交通航道，但这里还拥有过世界历

史上最早有明确、系统、完整文字记载的陆路

交通线——鄂君启节大道,它比著名的公元前

321年修建的古罗马亚平大道还早11年。

这样独特的地理环境、交通枢纽和

兵家必争之地的经济、政治和军事

属性，建构了淮南城市名片的基因，并由此

铸就了淮南的民风淳朴、人性豁达、勤勉务

实、宽厚包容的城市特征。

这里有八公山，绵延200多平方公里，大

小山峰 40 多座，自东晋太元八年的“淝水之

战”而闻名遐迩；

这里有豆腐，一种超越了饮食本身概念

的传统文化，其内涵极为丰富；

这里有《淮南子》，那个时代的“百科全

书”，能帮你理解后来所谓诸子百家的各种观

点由来；

这里有花鼓灯，动作细腻，扇花变化多

样，是乡土味十足的“东方芭蕾”；

这里有少儿艺术，在文艺百花园里独树

一帜；

……

淮南，从远古走来，在漫长的历史长河

中，留下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它是多元的，使

得这个城市充满活力和魅力；它是包容的，多

种文化都兼收并蓄，反映出这个城市恢宏博

大的胸怀和气度；它是进步的，无论社会变革

多么强烈，引领着这里的人民，奔向更加美好

的新生活，才是终极目标。 张亚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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