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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
得……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
颜色……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
不早朝……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
爱在一身……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
绵绵无绝期。”

公元756年，一个女人因为男人们
之间权力的游戏，死于乱军之中，香消
玉殒。50年后，一位大诗人，为她写下
这许多传唱至今的名句，让大唐子民和
他们的后代，再也不会遗忘这段往事，
直到一千年以后。

经历过那场惨烈的战争，大唐元气
大伤。因此，就在杨玉环“一别音容两
渺茫”的七年后，也就是“安史之乱”结
束的那一年，在因那场混乱的罪魁而易
名为桐城的一座古城中，一位官员夫人
离世后，甚至无法回乡安葬。

古人笃信“落叶归根”，无法回乡
安葬大多是因不可抗力。是因为经
济拮据，还是因为道路堵塞，或是因
为战乱未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
可以想见，当时民生之凋零可见一
斑。时人正在经历战争的创伤，发出
的往往都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
深”的感叹。

这位夫人与杨玉环年岁相仿，娘家
姓齐，高阳齐氏，世家之女，名门闺秀
——其曾祖为工部尚书，其祖父为齐州
长山丞，其父为吏部侍郎赠尚书右仆
射。不仅如此，在大唐的政治舞台上，
尤其是晚唐，高阳齐氏能人辈出，一直
扮演着重要角色，据学者考证，这位夫
人的娘家侄儿就是大唐宰相齐抗。

说完娘家，再说夫家。她的丈夫是

冯翊主簿摄桐城县令郑寔。别看郑寔
官职不高，却出自门阀世家——荥阳郑
氏，在唐代时位列“七姓十家”，是大唐
官场的重要势力。在讲究门当户对的
当时，他们俩的结合，可谓天作之合。

唐代的冯翊郡，京畿之侧，好地
方。他到千里之外的桐城“摄”也就是
代理这个县令，是为了仕途的理想，还
是为了百姓的福祉，抑或是作为一个低
级事务官根本就没有选择？我们同样
不得而知。他的夫人齐氏应该不会去
询问这些理由，只是义无反顾地跟随他
来到这片陌生的皖江大地。

也许她不会料到，正值盛年的她，
这一走，便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九天阊
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长安。

生逢乱世，在封建时代原本就地位

低下的女性，能有一段“在天愿作比翼
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爱情，应算是不
幸中的万幸了。

同为世家之女，杨玉环的爱情，让
白居易创作出千古名篇《长恨歌》；齐氏
的爱情，没有大诗人关注，在她英年早
逝之后，只是留下了一方石刻墓志。然
而关于幸福的收获，终究只有自己心中
的那杆秤方能衡量。

这方墓志，让我们了解到齐氏是一
位“植性聪敏。习威仪於壼则，承礼训
於公宫，闻诗识关雎之美，阅礼纂敬姜
之行。”“和鸣有别，琴瑟肃穆，奉上勤
恪，接下惠和，玄同烈女之规，不差內则
之教。”“天生哲妇，作配令门，宜其家
室，兰蕙氤氲，六亲已和，九族必闻，琴
瑟唱和，鸾皇以群，余庆承家。”

不仅如此，这方墓志还如同“一封
来自大唐的信”，在尘封千年之后，为当
下的桐城文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
资料。史书记载，因忌安禄山叛唐，改
同安郡为盛唐郡，改同安县为桐城县。
这位夫人的墓志铭出现的“桐城县令”
字样，印证了这段记载，也让桐城“千年
古城”的称号越发地坐实了。而且，因
为她的墓地被发现，可以确定在 1250
多年前，桐城市中心就在现在的位置
——龙眠河之西。当然，现在的桐城市
区大了很多。

◇专家说文物：

“这座唐墓是在桐城市文昌街道一
处安置房建筑工地上发现的。文物工
作者在进行抢救性清理时，发现了这
块墓志，确定墓主人为唐冯翊主簿摄
桐城县令郑寔夫人高阳齐氏。除取材
时石块边缘留有一处损缺外，整个墓
志保存完整，品相完好。”桐城市博物
馆副研究员汪传荣介绍说，墓志结构
包括标题、志及铭三个部分，共有文
字 500 个。桐城发现唐代墓葬较少，
出土如此完整的墓志更是难能可贵。
该墓志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历史文化
信息，是研究唐代社会的重要实物资
料，尤其对于桐城地方历史文化的研
究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 何飞 通讯员 李江舟

一 封 来 自 大 唐 的 信
——唐代桐城县令夫人墓志

有游人来潜山，总会对痘姆、割
肚、鞔鼓等几处地名，感到丈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暗自纳闷：“怎么会叫这
个名字呢？”其实，这些地名都是有些
缘由的，且听我慢慢道来。

痘姆——与一场瘟疫有关。当地
老人们说，很早以前有一年，这一带
的孩子们出天花不治，夭折的儿童坟
茔一座接一座，“像农田里炒烟包一
样”。后来，从很远的地方来了一位老
奶奶，用自制的单方制服了天花。她
故去后，人们感念她的功德，称她为

“痘姆娘娘”，并在“城西十五里，始
由叶姓施建，继由僧尼募化，地方捐
资”（《潜山县志》），建了痘姆庵，
世代供奉。天长日久,“痘姆”这个名

字便传开了。
割肚——源于一个民间故事。早

些时候，岳西、潜山同属一个县，岳
西称为潜山的后北乡。相传元末，一
位周老相公屯兵天堂，号令潜山各寨
抗元。白云寨寨主王诗元蓄意卖寨降
元，借机设宴用毒酒毒死周老相公。
周老相公饮酒后，到潜山各寨巡视，
行至今岳西头陀头痛河，感到头痛。
至塔竺岭冷水坑口发干，喝了几口清
泉。到了响肠河，肠道里发出咕咕响
声。至割肚，他只好将腹部切开，用
河水冲洗毒汁。当地人说，周老相公
洗腹的水潭，说来奇怪，如今一边清
水，一边浑水，泾渭分明。周老相公
折返天堂寨，与王诗元决战，一箭射

死王诗元，保住了天堂寨。后来，人
们为了纪念周老相公的抗元功绩，将
冷水坑泉水池，用石块嵌成方井，旁
边立一块镌刻有“原泉池”的石碑。
在割肚，周老相公洗腹的河边，刻楷
书阴文“洗腹溪”三字，以志不忘。
割肚，因此得名。时至今日，河岸边
的石板上，石刻“洗腹溪”的字样，
还隐约可见。

鞔鼓——牵扯着三国战事。三国
时期，潜山作为军事战略要地，吴、
魏两国的军队常在这里交战，成为他
们相争相融之地。相传曹操号称 83
万兵马下江南，曾驻扎在鞔鼓一带。
大军宿营地如今叫“营盘岭”，路过
的地方叫“马道头”。在古代，军队

作战离不开鼓。战鼓有报时、警众、
鼓舞士气之功能。“闻鼓声而进，闻
金声而退。”“一鼓作气”，士兵听到
战鼓声，定会冲锋陷阵杀向敌阵。既
然曹军驻扎在此，自然少不了要战
鼓。于是乎，当地的能工巧匠都被征
用来鞔鼓。“紧紧蒙上皮，密密订上
钉，晴雨天同音。”老人们流传下来
的俗话，说的就是制鼓的工艺。有了
这段历史，鞔鼓的地名也就这样被人
们传开了，流传如今。

通讯员 黄骏骑

令人费解的地名

本报讯 5 月 6 日早上 7 时，
桐城市双港镇民畈村潘保年如
往常一样，为 28 岁脑瘫女儿喂
完饭后，便赶着去上班。28 年
来，她一直照顾着生活不能自
理的女儿，不离不弃，无怨无
悔，期盼着通过自己不懈地努
力，让女儿能够好起来。

28年前，潘保年女儿彭钱前
出生第47天的夜里突然抽搐，经
医生诊断为出生时缺氧导致脑
瘫。但是潘保年没有放弃，因为
坚持为女儿治病，让原本不富裕
的家庭生活更加举步维艰，有邻
居劝她放弃，但是她说：“女儿是
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她这么可
怜，我哪能抛弃她。”

多家医院跑下来，潘保年的
心凉透了，一个一个医生都下了

“判决书”，说“这病看不好，由
于出生时缺氧，患了脑瘫，拖下
去，只怕人财两空”。出于经济和
农活的考虑，女儿的病情稳定
后，潘保年就带着女儿回家。病
情一有反复，她又抱着女儿上医
院。头十年，来来回回，往返了
无数趟医院。潘保年感觉孩子治
愈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女儿不会说话，生活不能自
理。潘保年说：“看着她，泪就
往肚子里淌”。潘保年含辛茹
苦，喂吃喂喝，伺候大小便，与
女儿同吃同住。女儿长大后，不
便带到外面，村里找市残联要了
一张轮椅，女儿就在床与轮椅之
间被抱来抱去。“现在个子长大
了，体重也增加了，有时候真抱
不动了”。

潘保年爱人是木工，常年外
出务工。为了给女儿治病，亲戚

朋友都伸出援助之手，能借的都
借了。为兼顾照顾女儿和补贴家
用，潘保年每天早早起床，服侍
女儿晨尿，然后洗衣服，再到附
近工厂上班。7点50分回家，为女
儿穿衣起床，伺候女儿吃喝拉撒。
然后上午再去工厂上班。即便外
出，潘保年离开女儿最长时间不会
超过三个小时。潘保年下定决心，
有自己一天活的，就不能让女儿受
苦。每天晚上伺候好女儿上床睡
觉，潘保年就打开缝纫机加工包装
袋，至少工作两个小时。日如一
日，年复一年，辛苦奔波，只为能够
让女儿平安活着。

“幸亏是潘保年，要是换了
别人，这孩子肯定要遭大罪。”
熟悉潘保年的人都被她的付出感
动。雨花斋双港站的义工们经常
给潘保年母女俩送中餐。潘保年
说，家里还有一些外债，等还清
了，看看可有哪个医院能治女儿
的病。“现在医学进步快，我还
是想带女儿去看看。”眼看自己
的年纪越来越大，潘保年心中的
期盼愈发迫切。

在双港镇党委政府的推荐
下，2019年，潘保年被评为“安
庆好人”、“桐城好人”。如今，女
儿彭钱前已经 28 岁。潘保年说，
自己从不后悔当初所做的决定，
并将一直坚持下去，用自己的一
生去陪伴和照顾女儿。
（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金聪）

潘保年：
用自己的一生陪伴和照顾脑瘫女儿

本报讯 5 月 6 日，“五一”
小长假上班第一天，王金传手
里拿着几张书法作品，来到镇
文化站，想请文化站站长李心正
帮助指点一下。“嗯嗯，不错，
字里行间透露出娴熟的笔法、漂
亮的结构和完美的章法，以及
深 远 的 意 境 ， 比 上 次 进 步 多
了，希望继续努力。”李心正欣
赏后满意地说。

今年57岁的王金传是怀宁县
月山镇向荣村王祠组贫困户，平
时一人在家门口打零工，劳作之
余，还喜欢在家练习书法。三年
前，李心正了解到情况后，多次
请他到文化站来与书法爱好者们
相互交流、学习、参观展览，还
免费提供笔墨纸砚等，使王金传
的书法进步不小，在去年举办的
全镇“廉政廉洁书法画展”上，
王金传的 《为官清廉、扶贫济
困》书法作品在比赛中荣获了优
秀奖。“现在党和国家政策好，我
享受低保，看病不用为花钱吃药
发愁，吃穿更是不用愁，平时还
在家门口打零工。我一直很喜欢
书法，但没有什么章法，多亏李
站长手把手传授‘真经’，现在有
模有样了。我会一直写下去。”王
金传高兴地说。

月山镇把“文化+扶贫”作
为 精 准 脱 贫 一 项 重 点 工 作 来

抓，不仅在扶经济、扶物质之
贫上出实招，更在扶文化、扶精
神、扶智力之贫上下功夫。该镇
以建设镇村文化中心为切入点，
以社会各界文化帮扶为合力点，
广泛开展群众喜乐见闻的文化活
动，传播精神食粮，不断满足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为脱
贫攻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
文化软环境。

月山镇充分利用镇文化站、
村文化室、农家书屋、文化广
场、体育设施、党员远程教育管
理等资源，发挥本地特色文化优
势，积极扶持引导民间文化人
才，不断丰富群众业余精神文化
生活。广泛开展廉政廉洁文化书
画展、少儿书画展等一系列文化
惠民活动，宣传脱贫攻坚政策，
依托“广场舞大赛”、“群众文艺
汇演”、“村晚”，开展“月山好
人、最美家庭、最美婆婆、最美
媳妇”等评选活动，弘扬社会正
气，传递社会新风尚，引导群众
在精神上率先脱贫奔小康。并扎
实开展乡村文化大讲堂活动，以
文化的力量、文明的家风，健康
美丽的生活环境，实现文化和物
质双层面上的脱贫，做到扶贫与
扶志、扶智相结合，不断激发群
众脱贫攻坚内生动力。

（通讯员 檀志扬 倪兴）

“文化+扶贫” 浇开幸福花

唐代桐城县令夫人墓志 姚达 摄

地名故事

五 月 ， 文 化 旅 游 活 动 应 景 而
生，怀宁县文化馆 （非遗保护中
心） 文化志愿者小分队走进黄墩镇
和小市镇，举办精彩的怀腔演出活
动，为村民和游客送去文化大餐，
在保护抢救“非遗”文化同时积极
探索文旅融合之道。

近年来，怀宁县依托蓝莓新兴
产业和富有地域特色的人文、历史
旅游资源，扎实推进全域旅游创新
发展，打造旅游精品，借助本土丰
富的资源优势，让文化与旅游融
合，乡土与时尚结合，开发并举办
演艺类和体验类的文化活动，当地
村民和广大游客参与其中，了解怀
宁优秀传统的文化。

开展“非遗”进景区活动，优秀的
非遗文化丰富并提升景区的品位与
内涵，进一步夯实文旅融合的基础，
凸现人文特色、历史特色，使地域旅
游文化也会更加富有“诗意”。
记者 吴有为 通讯员 徐萍 摄

（1） 绕梁怀腔余韵长，不断探
索非遗戏曲的发展传承，让非遗戏
曲真正地“活”起来。

（2）“唱得真地道，听得好过
瘾！”

（3）‘怀腔’艺术历经几百年的
发展，有着鲜明独特的风格，其唱
腔高亢平直，多帮腔、复句，音乐
上只有锣鼓伴奏，深爱广大人民群
众的呵护与喜爱。

“怀腔”唱起来

（（11））

（2）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