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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去后、吹箫声断，倚楼人独。”
“天阔云闲，无处觅箫声。”
“咫尺蓝桥无处问，玉箫声断楚山空。”
“尽日黄鹂不飞去，万年枝上听箫声。”
“树绕荒台叶满池，箫声一绝草虫悲。”
……
在宋代，文人们特别钟情于以“箫

声”寄托某种情绪或思想。对于那些情
绪和思想，生活在同一时代“桃花影落
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的桃花岛主
应该最清楚不过了。奈何今人并不能
穿越到小说中去采访黄药师，只能从现

有的实物中寻觅过往的情思。
箫声绕梁三日终有尽时，然玉箫蒙尘

千载仍可光彩如昔。玉箫，可指玉制的
箫，也可作为对箫的美称。本文物属于后
者，且在颜值和气质上又与前者有那么几
分神似，更为关键的是同样能千年不朽。

很幸运，本文物是一件宋瓷，不是
唐诗宋词那个“宋词”，也不是法医鼻祖
那个“宋慈”。更为确切的说，本文物属
于瓷器中的青白瓷——一种釉色介于
青白二色之间，青中泛白、白中透青的
瓷器。当然，如果您认为青白瓷这个称

号显得不够文艺范的话，也可以称之为
“影青”，或是“隐青”，或是“映青”。

这种特点会让您想到什么？玉器
是没错的。色调和质感都极似青白玉
的景德镇青白瓷，一度被誉为“素肌玉
骨”“陶成雅器”。

君子之德，比美玉焉。诸多古代
文人在审美情趣上，追求的是淡泊宁
静、朴素含蓄，“玉”和“雅”无疑都
契合了这种情怀。这就好比如今爱美
的年轻女性对于美丽服饰以及美颜自
拍的趋之若鹜。

当青白瓷的“玉”“雅”特质，遇见了
宋代文人特别钟情乐器——箫，瓷箫应
可称为不可多得的雅器。在文风昌盛的
大宋，那不就是爆款“尖货”吗？很遗憾，
并没有。大约是因为制作技艺难度甚
高，瓷箫在古代一直并没有成为流行事
物，仍存于世的宋代瓷箫更是凤毛麟角。

自夸？不存在的。宋人留下了诸
多不朽的遗存，有精神上的，也有物质
上的，今人可以尽情地品读与鉴赏，当
然其中就包括本瓷箫。本文物重现于
世间是 1990年，这一消息通过国内顶
级文物专业报刊发布后，不仅引发了考
古界的重视，还让音乐界的专家也投来
诸多关注的目光。正因这突出的价值，
1998年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来

安徽时，一致认为这是一项重大发现，
并将本文物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专家说文物：

“这件瓷箫是1990年9月在望江县
城郊护城村宋代墓葬出土的。据同时
出土的墓志记载，墓主于北宋嘉祐七
年，即公元1062年死亡、埋葬，因此，这
件文物最晚为北宋中期所制。时至今
日，吹奏起来仍能发出清幽动听的声
音，可见北宋时期的制瓷业发达和烧瓷
工匠们的精湛技术。”望江县博物馆馆
长朱强介绍说，该文物制作十分精致，
釉色锃亮，造型优美，胎质匀薄而又坚
实，完好无损，通长20厘米，一端稍粗，
口径 2.5 厘米，一端稍细，口径 2 厘米，
一侧有小孔五个，排列整齐，间距相等，
另一侧有小孔一个。

据介绍，这件北宋青白瓷箫不仅造型
别致美观，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科学价
值，还为进一步研究我国民族乐器的演变
与发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张巅

素肌玉骨的文人雅器
——宋代瓷箫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
周年。回顾75年前那血与火的岁月，
作为“武汉保卫战”的前沿战略要地，从
1938年6月至1943年4月，日本侵略军
先后4次侵入潜山县境。在这期间驻
守在潜的国民革命军官兵舍家纾难，奋
勇杀敌，在当地民众的支持下，与日寇
曾发生多次殊死战斗。

潜山县城是大别山的外围重镇，也
是当年的省会安庆的屏障。日军认为，
只有控制潜山，方可确保夺取武汉而无
后顾之忧。因此， 随后发生在源潭镇
棋盘岭的那场血战，也就是武汉保卫战
的外围战。

棋盘岭抗击日军战斗遗址，位于潜
山市源潭镇棋盘东南山脉，距省道318
线400米。

安庆于1938年 6月 12日沦陷。13
日从合肥南下的日军坂井支队经舒城
占领桐城，沿合安公路直达高河埠，兵

分两路，分别向潜山县城东北余家井及
东南的怀宁县公岭、小市方向进军，意
欲围攻潜山县城。

民国27年（1938年）6月14日，蒋介
石致电李宗仁，令国民革命军27集团
军司令长官杨森率主力死守上、下石牌
及潜山待援，虽牺牲最后一人不得撤
退，以掩护马档封锁线。

此前，杨森命所属的133师在源潭
棋盘的棋盘岭摆开杀敌的战场，发动军
民上万人挖战壕，筑工事，战线从棋盘
岭东边到枫树岭，绵延15华里，严阵以
待，随时准备迎击进犯的日军，并安排
所在地周围的老百姓全部转移到黄柏
山区。作战指挥部设在枫树岭前线。

6月15日清晨，日本侵略军坂井支队
依仗武器先进，且有空中优势，气势汹汹
地从安庆直奔棋盘岭附近的黄鹤塘，国军
将士斗志昂扬，奋起迎敌。阻击战打响
后，3架日本飞机在空中对阵地轮番轰炸，

国军虽有伤亡，但并不气馁，反而越战越
勇，激战了4个多小时，日军一个机械化师
久攻不下，伤亡数百，没能向前沿阵地挪
动一步。不料，酣战之际，中午12时左
右，气急败坏的日军从万人岭抓到一个
由怀宁来的雷姓手艺人。日军头目丧心
病狂地挥舞着明晃晃的指挥刀，以“死
啦、死啦的”相威胁，狡猾地逼其引后路
从万人岭经松茂冲、时思寺到老岭头、高
楼一带，悄悄从国军背后突然袭击。国军
猝不及防，腹背受敌。虽拼死血战，终因
弹尽粮绝，陷入重围。两军短兵相接，开
展肉搏，杀得昏天黑地，战斗持续两天，守
军133师伤亡惨重，两千余名官兵壮烈牺
牲，棋盘岭失守，日军直逼梅城。

是年秋季，鬼子退守安庆，逃难的
百姓陆续重返家园，只见战场上尸骨遍
野，血迹斑斑，乡亲们无不潸然泪下。
为悼念在这场保卫战中牺牲的国民革
命军将士，由当地的联保主任徐纯青主

持，在棋盘岭徐家享堂召开追悼大会，
近千民众自发赶来参加，会场气氛肃穆
悲壮。为表达民众对为国难赴汤蹈火
的英烈们的哀思，会场中央，悬挂着两
副由当地很有名望士绅徐权武撰写的
挽联，十分醒目：棋盘开战局，黄鹤杳忠
魂。世界亦棋盘，五千年中原角逐，黩
武穷兵，胜负总无常，结局依然归正统；
军民同骨肉，顷刻间倭寇顽攻，突围陷
阵牺牲全为国，悼亡能不等亲丧。

追悼会结束后，将阵亡将士遗骸葬
于黄鹤塘附近。如今，这座坟茔依然保
存完好。坟前立有石碑，坟头芳草萋
萋，四周植有松柏，环境幽静。人们路
过这里，都不禁投去崇敬的目光。

通讯员 黄骏骑

血 战 源 潭 棋 盘 岭

8月17日，吃过早饭后，王庆华
带着8岁的儿子来到了怀宁县平山
镇综合文化站。一进门，母子俩就直
奔图书室，儿子挑了几本儿童读物，
她借了几本人文类书籍，满载而归。

“文化站每天早上8点就开了，以前
每周末都会抽半天时间带正在读小
学的孩子来这看书。现在暑假到了，
孩子来看书的时间就更多了。”王庆
华说，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对群众
来说是一件大好事，更能满足大家对
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据了解，平山
镇综合文化站，总占地面积600平方
米，室内设有图书室、电子阅览室、书
画教室、音乐教室等，室外设有篮球、
足球、乒乓球等运动场地，每天开放
时间8小时以上。

为进一步推进文化扶贫，筑牢文
化惠民民生工程，怀宁县文化馆、图

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及20个乡镇综
合文化站常态实行免费开放服务，每
年举办大型文化活动100余场。积极
宣传典型、推广经验，持续推进“完白
之星百米长卷现场创作”、“诗歌春
晚”、“乡村春晚”、“周末大舞台”、“百
万青少年走进博物馆”、“美术进校
园”、“文化进社区、进企业”等公共文
化服务品牌。村级文化服务规范实
施，每年完成“送戏进万村”演出244
场，完成演出任务的120％；全县农家
书屋出版物更新及时，配送到位，每
周确保开放5天，每个书屋年开展不
低于4场读书或演讲等赛事活动；数
字农家书屋覆盖率 100%、开放率
100%；204个文化信息共享工程村级
服务点每月开展教育、培训等相关活
动；村级全年开展体育活动不少于
204场。通讯员 檀志扬 程海珠

文化阳光暖民生

本报讯 52岁的储文明是潜
山市源潭双林村人，由于家境困
难，刚刚 18 岁就离开了家外出打
拼，凭着能吃苦、肯干的精神，储文
明挣得了人生第一桶金，从此走上
了创业之路。

“诚信是我创业成功的法宝。”储
文明说，如今，他要用自己积累的财
富，帮助更多的人。创业成功的他，
只要看到村里有困难或需要帮助的
人，都会伸出援助之手，给予力所能
及的关爱。每到年关，储文明总会带
上现金和日常生活用品去慰问村里
敬老院的那些孤寡老人，之后还由村
支书陪同挨个到村里发放现金给那
些特困户；虽然他早已离开老家在镇
上安家落户，但每当村里修桥、修路
发起募捐活动，他二话不说，总是带
头捐献，而且捐款金额总是比别人

多。村民都从打心眼里佩服，村里哪
个人失业了，找不到事情做了，村民
只要找到他，他都尽可能的安排在自
己公司就业，如果没合适的岗位，他
还会积极引荐到其他公司。

储文明捐资助学，热心教育事
业，每年“六一”儿童节，他都向学校
捐钱，尽自己最大所能为孩子送去一
份爱心，在潜山工商联的介绍下他与
一位贫困少年结成助学对子；2018
年源潭中心学校要建塑胶跑道，由于
资金缺口非常大，该校校长找到他，
希望能给予资金支持，在储文明的带
头和倡议下，园区的其他老板也都纷
纷慷慨解囊，几十万元的资金缺口顺
利得以解决。据统计，近年来他为公
益事业捐款捐物已达几十余万元。

（通讯员 朱礼普 全媒体记
者 汪秀兵）

储文明：公益事业的热心人

本报讯 8 月 20 日，黄梅戏
展演周“七仙女”扶贫公益直播
望江专场在“中国民间文化艺术
之乡”高士镇雷池湿地小镇举行。

在专场直播中，非物质文化遗产
望江挑花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王世福
向广大网友们讲述望江挑花的保护传
承中见人、见物、见生活故事，并现
场展示了望江挑花代表作品及进入人
民大会堂安徽厅装饰产品。

望江县工作人员向网友们介绍
了望江文化旅游名片及特色旅游攻
略；省级非遗莲湘、市级非遗黄梅
戏龙腔传承人现场即兴展演；县扶

贫办工作人员讲述了望江县在积极
打造产业扶贫，助力县经济发展中
的经验做法和贫困户张结海身残志
坚、创业脱贫的感人故事。

直播过程中广大网友热情互
动参与，短短一个半小时，在线
观看人数超过15.6万，活动在黄梅
歌《家在青山绿水间》悠扬动听
的曲调中圆满落幕。

该公益直播活动是2020年安
庆市“十一”黄梅戏展演周线上
活动之一，也是我市文艺扶贫的
创新举措。（通讯员 何应松 全
媒体记者 汪秀兵）

黄梅戏展演周"七仙女"
扶贫公益直播望江专场圆满收官

地名故事故事

文化广角广角

宋代瓷箫

潜山市龙潭乡万涧村中有一座
距今540年的杨家老屋，曾是杨氏聚
族而居之所。目前，老屋正在进行
古法修复。

杨家老屋始建于明成化 16 年
（公元 1480 年），拓建于明代嘉靖 10
年（公元1532年），并于清代乾隆年
间多次进行了扩建，杨家老屋于
2012年6月被列为第六批“全省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老屋建筑平面座北朝南，呈长
方形布局，面宽 75.5 米，进深 35
米，占地面积 2643 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5012平方米。共有大小99个结
构间。

2018 年 5 月，安徽省住建厅正
式批复潜山开展传统村落保护发展
示范试点；2019 年 6 月，万涧村被
列入国家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安
徽省文物局于 2019 年 3 月 26 日批准
杨家老屋修缮方案，该项目于今年
4 月 24 日开工建设，预计 9 月底完
工交付使用。 通讯员 程斌 摄

匠心修缮

焕发老宅新生

8月23日，宜秀区委党校联合相关部门在五横社区就占道经营问题
现场督促整改，切实提升社区文明创建工作。 通讯员 陈秀根 摄

历经沧桑的古建筑，在匠人的精心修复下，正在重焕新生。

老宅修缮从里到外，一砖一瓦都极尽用心。
纯中式老宅的修缮工艺要求精高，整个修复工程共动

用了木匠、石匠、雕刻匠人等几十位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