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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过去了，气温下降了，那一阵阵
“知了——知了——知了”声，也渐渐听
不到了。今时的人们，不到夏天，听不到
这声音，极难想到这种叫做蝉的昆虫。

除了作为夏日的定点标签，“知了
猴”还是一种曾经颇为流行的美味。好
在，今年蝉宝宝们迎来了禁食野生动物
的规定。如今在百度上搜索它，还会出
现一个“拒绝野味，守护家人健康安

全。”的公益倡议。
当然，无论是夏日标签，还是昨日

美食，都不怎么值得炫耀。考虑到数千
年来它都被视为神秘而圣洁的灵物，本
文物有必要为蝉提一下“当年勇”。

太史公在《史记》中评价屈原时，就
将他比作蝉。那段话大意为：他独自远
离污泥浊水之中，像蝉脱壳一样摆脱浊
秽，浮游在尘世之外，不受浊世的玷辱，

保持皎洁的品质，出污泥而不染。
屈原是什么样的品行，我们当然是

非常清楚的。能有幸成为如此高尚品行
的类比物，蝉如有感情的话，应该是能
感到光荣的。

还有，咱们安庆人最为熟知的东晋
人物——郭璞，也颇为看中蝉。郭璞似
乎十分喜欢小动物，为它们写过诸多

“赞”，如《龟赞》《蚌赞》《螳螂赞》。他的
《蝉赞》是这样写的：“虫之清洁，可贵惟
蝉，潜蜕弃秽，饮露恒鲜。”也就是说，他
认为蝉出污秽却不染，喝着纯洁的露
水，是最清洁干净的虫子了。

实际上，蝉是不是最清洁干净的虫子
并不重要。毕竟“文以载道，歌以咏志”，古
人看似在表扬蝉，实际上是表扬“洁净”。
这个“洁净”，既可以是字面意思，也可以
是引申含义。引申含义与本文物关系不
大，咱们单说说古人爱干净、讲卫生这事。

讲卫生？好像谁也提到过？是的，之前
本文物的一位同时出土的兄弟“春秋青铜
匜”就说它是“周代国人讲卫生的典型实
物证据”。它的讲卫生体现在“勤洗手”上，
而老夫的讲卫生体现在“饮食洁净”上。

从哪体现呢？当然是本文物的“纹
身”——没有描龙画凤那么花哨了，只
有朴素的蝉纹。

蝉纹之所以被广泛的用于青铜器
纹饰，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因为蝉代表
着“洁净”。这说明商周时期的人们，已
经非常注重饮食卫生。在鼎这类炊具
上使用蝉纹，就像如今的餐桌上立着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的卡牌一样，
既是表达态度，也是施加提示。

专家说文物：
“这件文物同之前介绍过的青铜牺鼎、

青铜匜、青铜盉一样，于1982年3月1日出
土于当时的怀宁县金拱公社杨家牌。”怀宁
县文物保护中心（博物馆）负责人何张俊介
绍说，该文物高27.9厘米，方耳，微鼓腹，三
蹄足，腹部饰有变体蝉纹和乳丁纹。

据介绍，青铜器蝉纹，蝉体大多作
垂叶形三角状，腹有节状条纹，无足，近
似蛹，四周填云雷纹；也有长形的蝉纹，
有足，也以云雷纹作地纹。盛行于殷末
周初，主要装饰在鼎、爵的流上，少数
觚、个别盘上也饰有蝉纹。可能意味蝉
纹和饮食及盥洗有一定联系，其取义大
约是象征饮食清洁的意思。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潘启和

那“知了”叫的，竟是圣洁灵物？
——春秋青铜蝉纹鼎

今年六十九岁的赵发银，是怀宁县
平山镇大塅村村民。近些年，他和老伴
的日子都是在黄梅戏的旋律中度过的。
妻子王大姐嗓音不错，黄梅戏唱段张口
就来；老赵自称唱功不行，拉二胡是他的
拿手好戏。妻唱夫伴奏，倒也其乐融融！

老赵说，他是喝着皖河水、听着黄
梅腔长大的，而真正走进黄梅戏的世
界，是在年过花甲之后。当时他和妻子
住在安庆，没事时，夫妻俩就到大湖公
园里闲逛，很快就和一群戏迷交上了朋
友，也从此迷恋上了“你演唱我伴奏”式
的黄梅戏“原生态”。

黄梅戏演唱和伴奏，都离不开曲
谱。老赵说，当时他和一些擅长演奏的
戏迷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的“烦恼”：不少
黄梅戏经典唱段，书店里买不到，网上

难以搜到，而传抄的曲谱往往存在很多
缺陷，于是老赵便萌发了搜集整理黄梅
戏曲谱的想法。

在经过两年的收集、筛选之后，
老赵又费尽心思，用制谱软件，对所
选唱段的曲谱进行了制作、编排，还
将其分成了男腔、女腔和对唱三个序
列，并编制了音序目录。就这样，由
他自行设计、自费印制的一套《黄梅
戏经典唱段汇萃》终于出炉（以下简
称《汇萃》）。《汇萃》装帧精美，收录了
650 个黄梅戏经典唱段的曲谱，很受
戏迷朋友喜爱。怀宁县老年大学黄
梅戏教学班的学员如获至宝，人手一
册。知名黄梅戏作曲家、曾任怀宁县
黄梅戏剧团艺委会主任的何晨亮老
师说，《汇萃》出自一位戏迷之手，难

能可贵，作为黄梅戏曲谱的“土教材”
“活字典”，不可多得，它大大方便了
戏迷的演唱、演奏，对于弘扬和传承
黄梅戏艺术起到了积极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汇萃》收录的曲
谱，有少量是老赵通过传唱的视频记谱
完成。他说这些唱段很受戏迷青睐，而
又无法找到相应的曲谱，只能一句句、
一遍遍的听音记谱，个中艰辛，难以言
表。不仅如此，爱动脑筋的老赵还发明
了一种方便演奏的曲谱活页，消除了演
奏者因翻页带来的困扰。

《汇萃》的问世，让老赵结识了更多
的戏迷朋友。宿松、舒城、合肥等地的一
些戏迷还特地找上门与老赵交流。为了
帮助戏迷学唱和演奏黄梅戏，老赵还通
过自己申请注册的《黄梅戏曲谱》微信公

众号，发布自制的视频和曲谱。如今关
注公众号的县内外戏迷超过一万人。

老赵为人谦和，一生不沾烟酒，不
打牌。如今，三个孩子都在大城市里安
了家，老赵也在寻思着如何让自己的晚
年生活过得充实。移居县城后，他和老
伴几乎每天都泡在黄梅戏里。文化广
场，县城公园，经常看到他们与戏迷活
跃的身影；即使回到乡下住上一段日
子，老赵的身边也少不了一群戏迷乡
亲，为此他还牵头组建了怀宁县戏曲票
友协会平山分会，并隔三岔五的开展活
动，让乡亲们在文化生活中陶冶性情，
获得快乐。

老赵曾说，文艺的熏陶、文化的滋
养才是最好的养老方式！

（通讯员 何新年）

有戏的戏迷

本报讯 桐城市黄甲镇坚持
党员干部带头、机关先行，多措并
举反对“舌尖上的浪费”。

党员先行，树新风从我做起。
该镇坚持领导带头、党员先行，把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作风建设
的重要内容，通过镇机关干部大
会、主题党日、三会一课等，引导
全体党员干部职工积极行动起来，
把节约理念贯穿公务接待、文明用
餐、树立家风等各个方面，坚持从
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
起，以实际行动聚合崇俭戒奢的
正能量。

营造氛围，让节俭蔚然成风。该
镇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微信群、入户
走访、村民说事会、发放倡议书等
形式，引导群众在日常用餐、聚餐
和婚庆宴会中树立节俭意识，不讲
排场、不比阔气、不搞攀比。在镇
村职工食堂、校园食堂、辖区饭店
的显目位置布置宣传海报、墙贴等
提醒，倡导饭店向消费者提供“小
份、半份”菜单、“N-1”点餐提醒、
餐后打包服务，积极营造文明、健

康、节约的用餐氛围。
源头把控，推进“光盘行动”。

该镇从机关食堂入手，改进供餐
模式，提前一天统计用餐人数，
第二天按照统计人数合理调整
菜品数量、份量，从“源头”上杜
绝浪费；实行“分餐制+自助式”
用餐，将吃什么、吃多少的自主
选择权交到用餐者手中，推进

“光盘行动”。
监督加码，惜粮人人有责。该

镇提升食堂管理水平，用餐预算严
格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执行。在食
堂取餐和餐具回收处设置节约用
餐监督员，及时劝导、制止用餐浪
费行为；畅通举报渠道，鼓励、支持
群众对违规公款吃喝、奢侈浪费等
问题进行举报，营造惜粮人人有责
的浓厚氛围。镇纪委把文明餐桌行
动纳入日常检查，不定期检查机关
食堂、村级食堂、学校食堂，对浪费
行为给予现场批评教育，进一步督
促党员干部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上走在前、做表率。

（通讯员 刘薇薇）

桐城：文明餐桌 崇俭戒奢

本报讯 怀宁县月山镇关工
委以立德树人为目标，营造青少
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氛围，全
镇建有关工委18个，关工小组32
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文化教
育基地、家风家教传承基地 49
个，关工委文化教育工作大幅提
升，荣获“全省关工委文化教育
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月山镇以文 化 教 育 为 切 入
点，着力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
镇关工委、文化站、中心学校等
部门每年都联合开展主题宣讲进
校园、廉洁文化进校园和黄梅
戏 进 校 园 ， 庆 六 一 少 儿 书 画
展、庆六一少儿书画百米长卷现
场创作活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
国主义读书教育演讲、讲故事比

赛，展现新时期青少年热爱党、
热爱祖国、奋发进取的精神风
貌。开展“大手牵小手欢乐过佳
节”微公益活动；同时，在全镇
建立起了“一对一”结对帮扶机
制，2019年全镇共有困难儿童结
对帮扶97对，留守儿童结对帮扶
353 对，全镇各类帮扶资金达
176.57 万元，58 名贫困大学生得
到资助；今年以来，开展革命文
化、先进文化、优秀传统文化
报告 3 场，听报告 1813 人次。借
助铁铺岭战斗遗址、杨兆成烈
士墓、安庆烈士陵园，在清明、
重阳、十一等节假日开展青少年
红色教育活动，获得了较好的社
会评价。

（通讯员 怀扬 李心正）

怀宁：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文化广角广角

春秋青铜蝉纹鼎

9 月 8 日，宜秀区委党校组织中
青 班 学 员 到 大 别 山 革 命 烈 士 纪 念
馆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感悟红军精
神，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

通讯员 陈秀根 摄

感悟红军精神

安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登革热是由登革病毒引起、
通过伊蚊（俗称花蚊子）传播的一
种急性传染病，是法定报告乙类
传染病。目前，输入性病例是我国
登革热发生的主要原因，无论在
登革热流行地区长期居住还是短
期逗留，都有可能被携带登革病
毒的蚊虫叮咬而患登革热。目前
全世界还没有有效的疫苗预防登
革热。

主要症状和体征：
突发高热：一般持续一周，体

温可达39℃以上。三痛：主要为剧
烈头痛、眼眶痛、关节肌肉和骨骼
痛。发红：脸部、颈部、胸部及四肢
皮肤发红，貌似“酒醉状”，甚至出
现眼结膜充血、牙龈出血等。皮疹：
四肢和躯干出现成片的淡红色或
伴有出血点的皮疹。

如果您具备以下条件：
发病前 14天内到过有登革热

流行的国家或地区；
发病前 14天内有可疑蚊虫叮

咬史；
出现上述登革热样症状。

请立即考虑采取以下 3 项措
施：

立即与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或医疗机构取得联系；

进行有关登革热的实验室检
查以便尽快确诊；

避免病人被蚊虫叮咬，对周
边环境进行灭蚊，以防止进一步
传播。

预防登革热健康提醒：
1、到登革热流行区旅游或生

活，应穿着长袖衣服及长裤，并在
外露的皮肤及衣服上涂蚊虫驱避
药物；

2、家中应装置蚊帐或防蚊网；
3、使用家用杀虫剂杀灭成蚊，

并遵照包装指示使用适当的分量；
4、避免在“花蚊子”出没频繁

时段在树荫、草丛、凉亭等户外阴
暗处逗留；

5、防止积水，清除伊蚊孳生地；
6、对于花瓶等容器，每星期至

少清洗、换水一次，勿让花盆底盘留
有积水，把所有用过的罐子及瓶子
放进有盖的垃圾桶内。 疾 宣

认识登革热

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黄铺镇云峰村是潜山至太湖县的
乡村捷径，我们从潜山县城到云峰吃过
午饭后，又从这里经十几分钟后奔向云
峰古民居。

行进途中，我问百年古民居远不
远。向导牌楼中学李尚荣老师说，就在
右边的山凹里。沿着一条很陡的路，接
着往下走到山底水田旁，李老师也迷路
了。在一女孩的指引下，我们向右通过
一片茂密的毛竹林，然后在一条几乎不
是路的路上踩着青草和刺藤往前走。气
喘吁吁、小心翼翼，约二十分钟后，在一
制高点上我们看到了古民居。

为了搞清古民居的年代，我们询问一

位坐在一间民宅门槛旁的老人。老人个头
不高很慈祥，他说自己姓朱，今年已70多
岁了。老屋究竟兴建于哪一年，老人笑着
说“搞不清楚，反正我还是小孩时就有这
些房子了。”老人接着说，“下面房子只有6
个老人在守着，年轻人都搬走了。”老人笑
着说，前面山脚下还有古房子。在老人和
一条狗的带领下，翻过一座小山包，路程
不过百米，几排古民居果然出现在我们
的面前。

又是一位笑容可掬的老人，他放下
手中正砍的柴棍棍，带我们走进正中央
的一间古民居。这房屋的格式，与其他
地方的大同小异。几道石阶，长椭圆型镶嵌

着石条的门框，大门是很厚实的木板拼
的，上面有几道锈迹斑斑的阔铁条连接
着，还有固定的铁环，然后是堂轩、天井
和摆放祭祖牌位的正厅。这位老人也70
多岁了，回答我们的询问，答案与朱老几
乎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我们发现，这古
民居的墙头和瓦，实实在在板结板结，而
且都带有美术图案。数百年过去了，房屋
还有人居住，还被后人惦记，还被手机照
相机拍摄，可见古人为人处事一方面讲
究纯朴厚道，一方面不忘追求美。

离开第二个古民居群前夕，我们发
现村里的水泥路就在眼前。径直从公路
上下再到古民居自然轻松得多，可毛竹

林间那稀有人畜踏过的小路，以及沿途
的原生态风光，在当下可是极为罕见
的。在休憩亭等候我们的县文物专家告
诉我们，三年前，潜山县黄铺镇云峰村
李大屋民宅被批准为第七批安庆市文
物保护单位。

古民居是“乡愁”的一个集结地。听
别人叙述，远不如亲自来走一走。欣赏
那古老长满青苔的石阶，品味连片古民
居那精巧的建筑结构，看看周边画一样
的环境。不禁想到：老乡们何时能从外
地打工返回？这古民居，可是发展全域
旅游和营造民俗的好地方呀。

通讯员 霍建明

云 峰 古 民 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