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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物是一个拐杖，确切的说，是
一个拐杖的杖首。也许你会说，拐杖
嘛，日常用品而已，怎么和“特权”扯上
关系了。

年轻的人啊，切莫因此小瞧我这个
两千岁的老拐杖，毕竟尊老敬老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嘛，更何况本文物恰恰
就是这一美德的实践者和见证者。其
中缘由，容老夫细细道来。

中国人讲究一个“礼”字，这跟一系
列的儒家经典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那么咱们不妨先看一段儒家“三礼”之
一的《礼记》中有关拐杖使用规范记载：

“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
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
焉，则就其室，以珍从。”

很明显，自古以来我们国家对老年
人都是很尊重的。老人要是上了九十
岁，天子要见他，也是要上门探望的，还
要带礼品哦。如今我们用杖家、杖乡、
杖国、杖朝来代指年龄，也正是来源于
这段规范。

不难看出，拐杖仿佛已经成为尊老
敬老的符号，咱这个老拐杖，更是符号
中的符号。为什么？因为咱这杖首造
型是一只鸠鸟，不错，你们在野外经常
能看到的，那种长得像鸽子的斑鸠，就
属于这类。

鸠鸟造型的杖首又有什么特别的
呢？我要是这么说可能显得高大上一
些：鸠杖等同于王杖。

这并非老夫胡乱编造，继续翻书来
看。《后汉书·礼仪志》有明确记载：“年
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糜粥，八
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长九尺，端以

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
不噎。”

之所以王杖的杖首设计成鸠鸟的
造型，是因为那时候的人们认为，鸠是
一种胃口常开的“不噎之鸟”，老人使用
鸠杖，寓意进餐可以防噎，以利长寿，有
着祝福高龄老人长享天年的含义。

敲黑板！野生斑鸠属于“三有保护
动物”，即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
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
物。按照法律规定，猎捕三有保护动物
者，执法部门可根据捕猎数量、情节严
重程度，对其口头批评到罚款直至行政

拘留。
说回鸠杖，也就是王杖，老年人拄

着这个杖走在街上，就等于有了“特
权”，不容丝毫侵犯了。谁要敢辱骂殴
打拄着鸠杖的老年人，嘿嘿，那可就没
好果子吃了。用现在的话来说，等待他
的必将是法律最严厉的制裁。

严厉到什么程度，这么说吧，最严
重的会被判“弃市”。这个“弃市”，可
不是字面上的“把人丢在市集上”，而
是“把尸首分离的人丢在市集上”，也
就是斩首并暴尸街头。这并不是吓唬
人的假法规：汉代汝南郡就有一男的

名叫王安世，殴打鸠杖主人，并折断
其杖。他的结局可想而知，不错，正是
最惨的：弃市。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封建礼教束缚
人们身心的时代，老年人需要鸠杖这类

“护身符”才能享受些许的“特权”。不
过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特权”
并不稳定，尤其是在天灾人祸、王朝更
替的特殊时期。

如今，他们再不需要那样的“特权”
了，因为今日之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和
养老体系建设已经是各级政府高度重
视的民生工程，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自
然也不再需要借助王杖的加持。鸠杖
也好，王杖也罢，本文物可以安静地躺
在博物馆中，见证着尊老敬老传统在新
时代的传承。

专家说文物：

“2005年安徽省考古研究所为配合
‘六潜’高速公路建设工程，对位于潜山
县梅城镇七里村林新组的战汉古墓群
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众多珍贵文
物。”潜山市博物馆副馆长李騊介绍说，
这件汉铜鸠杖首出土于其中的 49 号
墓。“斑鸠栩栩如生，翎羽可见，形制优
美，不仅充分表现了汉代工匠高超的铸
造工艺、丰富的想象力和审美观，更重
要的是从中体现了古代人民尊长敬老
的优良美德。”

记者 何飞 通讯员 朱礼普

两千年前“特权”拐杖
——汉铜鸠杖首

汉铜鸠杖首

桐城是江淮文化圈的发祥地和集
中地之一，文化是桐城最具代表性、最
具影响力的资源。如何把桐城传统文
化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发展优势，从而提
升桐城的影响力、创新力和竞争力？多
年来，桐城市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保
护、继承和弘扬，并进行了多项具有开
拓性和创新性的实践探索，走出一条桐
城文化保护发展与传承的创新之路。

摸清家底，加强桐城传
统文化的研究阐释

日前，《新编桐城派文选》由时代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再飨读者。

该书由桐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组织
编选，选录了从戴名世到姚永概共计65
位作家的189篇桐城派古文。相较《桐城
派文选》，《新编桐城派文选》更为全面反
映了桐城派的流派特色和历史面貌，是
桐城派研究的又一重要参考书目。

桐城市统筹省内高等院校、各类社
科研究机构等资源，整合优秀传统文化
的阐发力量，先后成立了安徽大学桐城
派研究中心、桐城师专桐城派学术研究
中心等研究机构，广泛开展课题研究。
2005年，成立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创办
了《桐城派研究》专刊，编撰出版了学术
专著，开展了一系列学术交流研讨活
动。目前出版《桐城派研究》、编纂《桐城

历史文化丛书》、点校出版《方苞全集》、
《张英全书》等一批国家与省级社科项
目。编纂《桐城派大辞典》，从作家、著
作、文论、研究评论、文化遗存五方面对
桐城派进行系统介绍，全书近250万字，
为桐城派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提供融资料
性、实用性、权威性于一体的工具书。

崇文重教，让桐城传统
文化接续相传

为奋力推动桐城文化教育振兴发
展，2019年 12月 1日，桐城文化教育发
展基金会成立，首批募集基金2167万
余元，基金主要用于奖励对桐城文化教
育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桐城素有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享
有文都盛誉。桐城派主盟清代文坛
200余年，归附作家1200余人，在中国
文化史上蔚为高峰，走出了方令孺、舒
芜、陈所巨等一批现当代著名作家。为
培植桐城文化传承发展的现实土壤，桐
城市加强地方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组
织编写了《桐城，我可爱的家乡》一书，
并自2003年起开始发放。该书分小学
低年级读本、高年级读本和中学生读本
三个版本，从桐城的地理、历史、山水、
特产、名人、民俗等方面全面展示桐城
文化。2014年，又编写出初中历史校本
教材《我爱桐城》。

桐城市还组织开展“弘扬君子文

化”系列实践活动。举办“文都讲坛”，
聘请专家学者讲授各类知识。讲坛自
2011年3月揭牌开讲以来，至今已开讲
了59讲，受众十余万人次。

近年来，桐城市深入实施人文强市
战略，着力建设文教名城。正是由于

“崇文重教、务实创新”桐城文化的熏
陶，桐城如今成了名副其实的“院士之
乡”。从 1955年中国科学院开始选聘
学部委员开始，桐城籍的两院院士目前
已达16名。桐城因此跻身“全国文化
工作先进（县）市”、“全国文化重点（县）
市”、“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安徽省
文明县城”之列。

家藏珍奇，保护性传承
桐城传统文化

为了让“六尺巷故事”场景重现，更
好地传承发扬“六尺巷文化”，日前，投
资7.9亿元六尺巷历史片区恢复重建项
目正在紧张建设中，传承式复建张氏相
府、吴氏府邸，设立“父子宰相”张英、张
廷玉事迹展区等，在张氏相府原址处，
保留修缮秋白堂、勺园等历史遗存建
筑，将被打造成和谐、礼让、清廉、爱民
的教育基地。投资1.5亿元建设了国字
号桐城文化博物馆，目前已经建成并进
入展陈阶段。

桐城文庙是悠久丰厚的桐城文化
标志。文庙本体的最新一轮修缮和保

护设施建设在2019年5月底完工，动用
维修经费609万元。

保护与传承的最好方式是合理利
用。桐城文庙暨博物馆年接待游客30
万人次。博物馆与多所院校合作，建立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大学生实践
教育基地。

面对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积极开
展历史文物的调查、保护、维修、抢救性
清理发掘，使历史遗存实现可持续利
用，使桐城历史文化不仅有“讲头”，而
且有“看头”。目前桐城市有各级文物
保护单位114个，发现地面文物500余
处。博物馆馆藏文物2千余件（套），在
全国县（市）级文博单位藏品中独树一
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方面，
加大非遗专项保护计划和非遗人才培
育力度，举办丰富多彩非遗活动，积极
申报非遗促传承。全市现有非遗保护
项目50个。为更好地传承、保护《桐城
歌》，桐城市文化馆举办《桐城歌》免费
培训班、出版《桐城歌》、发起征集“桐城
歌研究论文”活动，深度挖掘桐城歌的
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推进桐城歌保护
工作的理论建设。此外，桐城市还加大
了对秋石、王圩灯会、缩微器具等非遗
的保护力度，组织编纂、出版了《桐城方
言》、《桐城歌研究论文集》、《人文桐
城》、《六尺巷里的那些人和事》、《桐城
记忆》等书籍。

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潘月琴

深挖传统文化富矿

本报讯 日前，省政府公布第
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潜山市林
氏祠堂、洪庄老屋、徐高楼屋、官庄
烈士墓4处上榜。

林氏祠堂，位于水吼镇天柱村
胜利组，始建于1924年，祠堂受明
清时期古建筑文化影响，呈现了成
熟的徽派建筑的雕刻艺术。洪庄
老屋位于源潭镇三妙居委会洪庄
组，始建于清嘉庆年间，明五暗七
状布局，原建筑规模宏大，因年久
失修，大部分房屋倒毁，现仅存中
轴线上的三厅二井一照壁。徐高
楼屋建于清乾隆年间，位于余井镇
岭头居委会高楼组，五架梁采用抬

梁与穿斗式结构，大门前有两根石
质八方形旗杆石保存较好，刻有铭
文：“清乾隆壬申高科举人徐安国
立。”另外有四棵百年以上的老樟
树，与月形水塘组成了一个整体。
官庄烈士墓主体为烈士余大化的
墓冢，位于官庄镇驼岭林场以北的
锣彭山岗上，呈圆形状，墓碑楷书

“余大化烈士之墓”，有墓志文记载
建墓始末以及烈士事迹。墓内另
葬有新四军政委牛金山等18位烈
士遗骨。

截止目前，潜山市共有国保单
位3处，省保单位13处。
（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李鸿志）

潜山 新增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报讯 4月 10日，大观区文
化和旅游局、大观区文化馆组织16
名安庆书画名家，以“全面建成小
康 共绘美好大观”为主题，深入
一线，开展采风创作。

书画名家们先后来到大观区
老旧小区改造示范点、城市节点公
园、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海口美
好甜园以及西江江豚保护基地，通
过深入实际，深入生活的采风活
动，推出书画精品，呈现文化大餐，
展现大观风貌，进一步推动大观区
文旅融合发展，提升大观区知名
度、美誉度。大家一边欣赏着大观
区在民生、生态、农业、旅游业发展
取得的成绩，一边情不自禁纷纷拿

起手机进行拍摄。
书画名家们纷纷表示，这次采

风，现场采集了大量的艺术创作素
材，回去后要创作一批精品力作，
以全面建成小康为背景构思创作，
全面展现大观区在脱贫攻坚、工业
振兴、乡村振兴等方面取得的巨大
成就，再现大观人民奋力致富奔小
康的精神面貌，展现新时代美好大
观幸福生活，描绘出小康社会的繁
荣景象。

据了解，该活动由安庆文联和
大观区委宣传部主办。其中的优
秀作品拟定于5月下旬在合肥安徽
画廊展出。
（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胡求）

大观 共绘美好生活

本报讯 眼下，正是百花齐放、
踏青赏花的好时节。享有“安徽第
二牡丹”美誉的怀宁县小市“乾隆牡
丹”，历经330多年的风雨，今春花
开428朵，创下历史之最，以国色天
香的娇人姿态喜迎八方游客。

在小市镇求雨村的涉趣园花
坞，一缕清幽的牡丹花香款款飘
来，清雅、淡远、沁人心脾。走
近花池，这株牡丹枝繁叶茂、复
瓣黄心、朵大如盘，园内游人正
在管理员的引导下，兴致勃勃地
赏花观景。“这个牡丹花比我想象
的要好看的多，花朵很大，散发
着淡淡的清香，牡丹花独有的气
质和富丽的花容，象征着中国的
幸福和平、繁荣昌盛，是当之无愧
的国花。”游客朱子英说。

“盛世牡丹花更艳，璀璨国色
耀独秀。”据介绍牡丹一般寿命只
有50年，而“乾隆牡丹”至今却已有
330年树龄，并越发茂盛，这株牡丹
雍容华贵、古色古香、色彩照人，盛
开的花朵一年比一年多，今年花开
428朵，创下了历年之最。游客们
也纷纷掏出手机拍照留念，记录下
美好时刻，晒发朋友圈。“唯有牡丹

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我今天
来到这里拍了很多照片，把它分享
到朋友圈，让更多人知道它的美。”
游客丁柔说。

据了解，这株“乾隆牡丹”于清
朝康熙年间，由李氏先贤李真宠托
友人从洛阳移植而来，后由乾隆
年间的李应文加以精心养护，长
势日趋茂盛，享誉方圆百里，世
称“乾隆牡丹”。“乾隆牡丹”大而
艳丽、花香四溢、沁人心脾，花色
白、红相异相间，花盘平扁、重瓣
重蕊，五色缤纷，具有寿奇、香
奇、色奇三大奇绝之处，被称为

“五彩珍珠”。现被怀宁县列为县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鉴于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据
对往年盛花期和游客高峰期的推
算，求雨村在牡丹盛花期期间，安
排专人专班为游客提供免费服
务。该村村委委员陈军表示，清明
节期间，村里就安排了10个人，在
牡丹园轮流值班值守，维护秩序，
引导游客做好防护，分批次有序入
园观花。

（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张文
涛 陈锐）

怀宁 “乾隆牡丹”花开428朵

4月9日，市民在湿地欣赏美丽风
光。怀宁县凉亭乡经过不断环境治
理，位于董祠村汪湖圩成自然湿地风
光地带，变成了一道美丽的乡村风景
线，为群众提供乡村生态旅游新去
处，带动乡村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

通讯员 檀志扬 何汀 摄

自然湿地好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