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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常新不是讲解员，但因
为他住在墓园里，有时被拉
来应付。有一天傍晚，太阳
快落山了，一个韩国教授带
着几个学生来到墓园，谷常
新看讲解员都已下班，便硬着
头皮顶了上去。他把对李白
的深情全融在解说中，说到祖
先的承诺，竟然满眼是泪。天
黑了，他把韩国教授送到门
口，走得老远，老教授忽然折
回身，说还想进去看看。谷常
新只得陪着他们重返墓园。
这时，一轮明月正在升起，那
位教授举起酒杯对李白塑像
大声说：“诗仙，让我们对着月
亮再饮一杯吧！”

谷常新恍然大悟，教授是
在等月亮出现再来陪陪李白
呢。他被感动着，觉得自己知
识太少，对李白理解得不够。
于是，他开始刻苦学习李白的
诗，发现李白特别喜欢月亮，在
他的上千首诗中，竟有400多
处写到月亮。月亮是光明的象
征，是李白生命的写照。难怪
那位教授非要等到月亮升起的
时候再返回来呢。他深深感
到，要做好合格的守墓人，肚子
里没货是不行的。打那以后，
一有机会就捧着书学习，一闲
下来就背诵李白的诗歌。只要
来了专家学者，他就跟前跟后
地请教。同时，又操起那带着
乡音的“普通话”做起了义务讲
解员，给前来参观的中外嘉宾
讲解李白文化。

30多年来，他接待了上百
万国内外参观者，讲解近万
次。他那憨厚的面庞，朴实的
语言，真情的表述，常常引来
一片掌声。谷常新，谷常新，
他的思想跟他的名字一样，不
愿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上，对待
工作总希望常干常新。实践
中，他体会到，宣传李白文化
光靠嘴巴讲不行，还得靠笔杆
子，通过写文章来表达自己的
感情，可自己只是个高中生，
力不从心哪。但他从不泄气，
订下学习计划，从零开始，一
边学习写作技巧，一边搜集李
白的资料，结合自己的体会，
终于写出了《李白与青山》《李

白与谷氏家族》等文章，这让
谷家村的父老乡亲刮目相
看。碰到机会，他更不肯放
过，专家们编撰《太白碑林书
法集》《青山诗魂》等图书，他
也参与撰稿。因为他的努
力，多次走进中央电视台，向
全国观众介绍他心中的李
白，还被大学聘为旅游班专
家讲师，他神采奕奕地登上
大学讲台，给年轻人讲李白，
讲谷家世世代代守护李白墓
的故事。

在寻访李白的调查研究
中，谷常新发现自己的妻子竟
然是李白的孙女后代。在一
块碑文里，有一句话引起了他
的注意，说李白两个孙女一个
嫁给了刘劝，一个嫁给了陈
云，他的妻子陈晓妹正是陈云
的后代。于是他深入妻子的
老家查家谱，访老人，经过反
复核实，妻子确实是李白孙女
的后代。他把这个消息告诉
妻子，妻子笑笑，说：“不管是
谁的后代，我是你的妻子，丈
夫喜欢李白，我当然也喜欢。”
夫妻俩把家搬进墓园，齐心协
力侍奉着李白，在诗仙的眼皮
子底下结婚生子。如今，他们
全家五口都住在墓园里，是幽
静的环境让他们远离了人间
的浮躁，是李白诗歌的乳汁滋
养着他的儿孙，他那4岁的孙
子不用多教竟然也能背出十
几首李白的诗歌。每当孙子
在李白塑像前背诵起《望天门
山》时，那稚嫩的童声，夸张的
动作，摇头晃脑的样子，逗得
游客笑出了眼泪。

九泉之下的诗仙感激谷常
新，时代没有忘记谷常新，2008
年，党组织接纳了他，他还获得
马鞍山好人、马鞍山市十佳道
德模范、安徽省道德模范等光
荣称号，荣幸地当选马鞍山市
第十六届人民代表。所有这些
成绩，对谷常新来说，都成了
过往。他经常说，我已经50多
岁了，什么都可以放下，重要
的是要做好 50代、51代的守
护传承工作，说服儿子、孙子
接好这个班，守住这跨越千年
的承诺。

讲好李白的故事

跨越千年的承诺
马鞍山当涂县有一座李白墓，墓园里住着一家人，主人叫谷常新。他不

忘先祖的承诺，把青春和热血全部献给了这座墓园，献给了李白。他的故事
让人难忘，他的精神催人泪下……

李白曾七次来当涂，数次登临青
山，青山下有座美丽的村庄叫谷家
村，村里居住的全是姓谷的人家。李
白辞亲远游，第一次登上青山，与村
里一个叫谷兰馨的年轻人相识，他们
一见如故，结为生死至交。李白晚年
四处漂泊，最后投奔当涂县令李阳
冰。从此，谷兰馨天天陪伴着他，让
他结识了谷家村的许多亲朋好友，谷
家村也就成了他的第二个家。

李白临终前，谷兰馨向他承诺，
愿捐出自家的良田作为李白的长眠
之地，并许下诺言，让家人世世代代
守护好这块墓地。

谷家人牢记先祖的诺言，一代一
代，子子孙孙，修葺墓园，看护墓地，
千年如一日，一直到今天。李白墓和
太白祠是公元817年建的，从南宋到
明朝，从康熙到乾隆，从嘉庆到道光，
大修十二次。在这漫长的岁月里，
哪怕庄稼颗粒不收，哪怕洪水泛滥，
民不聊生，村民们也没有忘记诗仙，
依然坚守着这块墓地，护佑着他们
心中的诗魂。抗战期间，日军用炮
火轰炸李白墓，村民们奋起抵抗，用
鲜血和身体保护着墓地。战争硝烟
刚刚散去，谷家村男女老少很快就
把李白墓重新修好。

只为了老祖宗说过的那句话

1985年，当涂县政府在财力匮
乏的情况下，拨出巨款对墓园进行一
次规模宏大的维修、扩建。扩建李
白墓园，需征用谷家村 50 余亩农
田、池塘和住宅，村民们无一反对。
谷常新家农田只有4亩，要征用两
亩多，占他家全部土地一半。谷常
新的爷爷和父亲、叔叔二话没说，一
口答应。那年，谷常新才18岁，成
了一名守护李白墓地的传承人。刚
扩建的墓园经费不足，景点又少，谷
常新每天跟随叔叔、哥哥，领着妹妹
乘坐手扶拖拉机，带上锅巴、馒头，
到处寻找可供游人欣赏的树木花
草、古桩紫藤、假山奇石。多年来，
他们共移栽竹木、树桩上万株，垫坡
石800多吨，铺设旅游道路1万多
米，种植草坪万余平方米，还建成一
座上规模的盆景园。

谷常新负责李白墓园的卫生管
理，每天天一亮就开始忙碌，他挥动扫
帚，把墓地周围、祠堂内外打扫得干干
净净，地上一片枯叶，路边一块碎石，
甚至连头发丝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每次干完活，他总爱走到李白塑
像前行注目礼，他总觉得李白一直在
注视着他，向他微笑，还说要感谢
他。谷常新会心一笑，他朦胧地感到
他所从事这项工作的意义。

那时，谷常新每月工资才30块，
看到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挣
钱，他的心动了，几次想走。一天傍
晚，他发现一个陌生人悄悄钻进墓
园，抄起洛阳铲就往李白墓上挖，谷
常新上前制止了他。还有一次，来了
好几条大汉，带着工具在破坏李白
墓。谷常新马上报警，警察赶到，把
那几个人带走了。那些天，谷常新急
得吃不下，睡不安，他问自己，你要一
甩手走了，还要有人来搞破坏怎么
办？一连多个夜晚，谷常新都能梦见
李白在深情地看着他，还梦到立下承

诺的老祖宗，披着满头白发的他追着
谷常新问：“你这个49代儿孙，看你
往哪里跑，你忘记当年的承诺了吗？”
谷常新再也不能平静，思前想后，横
下了心，不走了，就在这里当一辈子
守墓人，做一个讲信用、守诺言的谷家
子孙。

李白墓园远离城市，没有一颗甘
于寂寞的心是待不下去的。这里交
通不便，没有煤气，经常停电，虽然困
难重重，谷常新却从18岁的小伙子
坚守成年过半百的小老头，一待就是
30多年。夏天，连降暴雨，山洪暴
发，谷常新昼夜无眠，几乎每隔一小
时就绕墓园巡视一番，生怕大水淹没
了墓地，惊扰了诗魂。2020年年初，
新冠肺炎流行，即使游客寥寥无几，
谷常新一步也不敢离开，对每个进园
的人都认真测量体温。朋友问他，你
这样认真干什么，他说怕有人把病毒
带进来，传染给李白。朋友听了哈哈
大笑。

接力棒传到49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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