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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端无定象，随应不拘方。纤翳
防亏鉴，摩挲为发光。”大家好，我是
战国方形格状花叶纹铜镜。

看到这个名字不难发现，不同于
之前和大家见面的铜镜，老夫是方
的。天圆地方，各有所长。作为一面
方镜，老夫不仅长得方正，更是与品
格方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什么
这么说呢？当然是牵强附……呃……
有理有据的了。

常看古装剧的朋友，一定见过古
代的公堂：“官老爷”一拍惊堂木，衙
役们敲着棒子喊“威武”……不知道您

有没有注意到，“官老爷”背后的墙上
通常挂着一个牌匾——“正大光明”，
哦，不对，那是乾清宫的，我说的是

“明镜高悬”。
“明镜高悬”的普及率如此之高，

能没有典故吗？当然不能。这位“明
镜”和老夫一样，是一面方镜，始皇
帝的方镜。此方镜，个头比我要大一
些：长四尺，高五尺九寸。

就算秦代一尺比现在短，这尺寸也
让人感觉太过夸张了。而且，夸张的不只
是尺寸，这方镜的特异功能更为夸张：

“人有疾病在内则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

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
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

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这面方镜
能照出人心。这“人心”既是本义，
也是引申义。“人心”为本义时，这方
镜就是台医学仪器，类似于 X 光机、
CT 机什么的；“人心”为引申义时，
这方镜就是“照妖镜”，但凡心怀不轨
者，照一照就无所遁形了。啧啧，大
秦黑科技啊！

这个故事出自那本记有“昭君出
塞”“凿壁借光”“卓文君私奔司马相
如”一大批著名故事的著名小说《西
京杂记》。小说嘛，真真假假的，有能
照人心的镜子，大秦岂会二世而亡？
清代诗人王季珠就“吐槽”道：“秦廷
如果悬明镜，照胆应先照李斯。”

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神奇“秦
镜”的向往，正如古代劳动人民对公
正严明、明辨是非的贤明官吏之渴
求。于是，“秦镜”同贤明官吏之间，
建立起微妙的联系。

“大情圣”杜牧就夸一手提拔他的
老领导牛僧孺“德业悬秦镜，威声隐楚
郊”。牛僧孺就是“牛李党争”的牛党领
袖。抛开搞小团伙这个污点，那个方正
敢言、执法不阿、不受贿赂的牛僧孺，大
抵上是配得上“秦镜”二字的。

当然，不是每个古代官员都有杜
牧这样的有文采的“秘书”来夸自
己。没人夸，怎么办？自夸呗！于
是乎他们纷纷“自觉”地挂起了

“秦镜高悬”的匾额。再后来，或许
是担心劳苦大众不了解“秦镜”的
典故，便更换为通俗易懂的“明镜
高悬”。

古代官员自夸的含金量如何，完
全因人而异，而古代人民对“明镜高
悬”的向往，一直都在，那是对“平
等”“公正”“法治”的向往。

如 今 ， 已 是 “ 平 等 ”“ 公 正 ”
“法治”被写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新时代，有了这些，便再也不需
要“明镜高悬”的匾额了。而以目
前的刑侦技术，就算神奇的“秦
镜”再现，怕是也派不上用场了，
也只能跟老夫一样躺在博物馆里缅
怀昔日的荣光喽。

什么？您想到博物馆里看“秦
镜”？呃，这就有点难，据说后来被项
羽带走了，之后就不见了……没关
系，老夫出生于战国年间，算下来比
那位还要大一些，您大可以参照老夫
的模样，去想象一下那面神奇方镜的
风采——嗯，老夫也算十分有特色
的，接下来，看专家怎么夸我的吧。

专家说文物：
“该战国方形格状花叶纹铜镜于

2005年在潜山彰法山战国墓群出土。”
潜山市博物馆文物专家李騊介绍说，
该文物方形，三弦纽，八连弧纹纽
座，座外均匀伸出四叶纹。羽状纹
地。六条双线纵横相交将镜背分为16
个大小不等的方格与长方格，各交汇
点处除纽座外各置一圆形花蕊的花
朵，花纹繁缛，宽缘微卷。边长 10.5
厘米。

据介绍，方形铜镜出土极少。该
铜镜制作精良，纹饰规整清晰，布局
得体大方，是研究战国铜镜文化和制
作工艺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全媒体记者 何飞

“明镜高悬”背后的向往
——战国方形格状花叶纹铜镜

“这些年村里变化可明显嘞！
原来乡下路不好走，现在水泥路
修的这么宽敞，户户都能通，
出门方便多了。还有这厕所，
我们这里也有干净卫生的公厕
咯，过年我那小孙子回家都能
多呆几天。不光这些瞧得见的
变化，还有瞧不见的嘞！这几
年村里隔三差五搞文化活动，
让 我 们 这 些 在 家 的 老 人 、 妇
女 、 孩 子 生 活 更 加 丰 富 多 彩
了，我这大字不识几个的人，
现在也知道了一些法律知识。
要我说，还是得感谢党和政府
政策好，每家每户现在生活过
得可幸福了。”说起农村变化，
怀宁县三桥镇金闸村村民陈家
干老人喜于言表。

近年来，金闸村着力推进文
化设施到村、文化服务到户、文
化普及到人、文化扶贫到根的

“文化四到”工程，破除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发展阻力，让群众既
富口袋更富脑袋。

该镇依托“农家书屋”、远程
教育站点等场所，组织农民学习
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开
展科技培训，同时着力培养新型
农民，拓宽群众致富道路。涵养
文明乡风，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和送戏下乡等文化惠民政策，
通过政策宣讲、戏曲表演等形
式，将扶贫政策、文明风尚、法
律知识等融入其中，寓教于乐，
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

通讯员 檀志扬 王敏

怀宁“文化四到”助力乡村振兴

3月19日，迎江区司法、街道等
等相关单位开展 《民法典》 学习宣
传微课堂进社区活动。微课堂以通
俗易懂的方式对社区群众进行 《民
法典》 解读与宣传。并结合实际情
况，对民法典中的婚姻法、物权
法、高空抛物、饲养动物等生活常
见内容进行重点解读学习。

全 媒 体 记 者 路 欣 通 讯 员
孙玉萍 摄

民法典
“微课堂”

3月初春的雨季，记者走进太湖县
花亭湖北岸的金鹰村。在这深山之中，
历经数百年风雨的蔡畈古民居保存完
好，今日早已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
随着当地对其作为旅游资源的开发打
造，蔡畈古民居迎来一批又一批慕名前
来参观的游客。

彼时云雾缭绕，记者走在蔡畈古民
居楼群中看到，古民居以砖木结构为
主，黑瓦、黄墙是主色调，青苔、石板写
满沧桑，斜屋顶、马头墙极具特色，潺潺
小溪穿梭其中。

记者了解到，蔡家畈古建筑群于
清康熙年间始建至清末民初，房屋
600 余间，为殷氏聚居的独姓古建筑
群。这一建筑群历经多次改扩建，整
体保存完好，形成独特的建筑风格，
2012 年入选首批“中国传统村落”名
单，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里还有一些村民居住，大门敞
开，来客可以任意走入欣赏古建筑，坎
上坎下民居连成统一整体，户户有弄道
相连，分不清哪里是弄道、哪里是人家。

在71岁的村民殷诗必家中，老夫妻
俩热情拿出筷子，请来客尝尝刚刚出
锅的红烧肉。殷诗必在这里出生、在

这里读书，如今两个女儿已经出嫁。
殷诗必说，现在每天都有人来这里
玩、来这里拍照，看看房子、看看家
具，节假日来的人更多，都是自己开
车过来的。

蔡畈古民居现属金鹰村蔡畈组，
“蔡家畈”是三百多年前的名字，当时
蔡氏祖先在这里居住，后来蔡、殷二
姓联姻，亲密之至。蔡氏乏嗣，殷氏秉
承忠、孝、信、义，继承蔡氏基业，在这
里繁衍生息，薪火相传。后来，殷氏浩
繁，不忘外婆家的教诲，一直沿用“蔡
家畈”这个美丽的名字。

金鹰村党总支副书记殷响东说，殷
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这里得到充分
体现，蔡家畈人在地理、民风、民俗、饮
食、礼仪等方面都有独特的习惯。蔡家
畈人喜欢诗词、书法，这也是特有的传
统和喜好。基于本地丰富的文化历史，
去年 2 月，金鹰村建成全县首个村史
馆，集中展现这里的历史人文。

记者走进村史馆，馆内通过一个个
连接的小展厅，分门别类展示了蔡家畈
的历史起源、红色故事、丰富物产、古今
名人、家风家训及礼仪、习俗、民谣等内
容，通过展板及实物展示，仿佛把人们

带到了三百年前。
来到这里参观的游客，除了被这保

存完好的古建筑群所吸引，还因他们对
这里的历史人文充满向往，这也为当地
的旅游开发带来契机。

蔡家畈原有村民 80 余户 300 余
人，通过2011年及2014年搬迁政策实
施，共有两批村民迁出，异地集中新
建住房，目前古建筑群中仅有20户左
右村民居住。2016年，该村通过争取
上级财政资金近千万元对古建筑群进
行了一次修缮。蔡畈古民居焕然一
新，开始迎来一批又一批慕名前来参
观的游客。

蔡 畈 古 民 居 是 重 要 的 旅 游 资
源，由于古民居距离县城较远且道
路崎岖，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地旅
游产业发展。几年来，金鹰村帮扶单
位多次组织村“两委”赴浙江、江西等
地考察，学习发展旅游产业的经验。

2018年，金鹰村集体成立了一家乡
土文化旅游公司，开始以蔡畈古民居为
载体，重点发展乡村旅游产业。2019年、
2020年，村集体先后将一栋民房、一座
私塾承租下来并利用扶贫资金将其改
造为住宿、餐饮用房，再交由专业公司

经营，村集体、村民均能从中获得收益。
“最近几年，来蔡家畈参观游览的

人特别多。去年国庆假期，路上车子都
停不下，几天下来，村里一共接待了
500多人。现在，返乡创业从事住宿、餐
饮服务的人也多了起来。”殷响东说。

这几年，脱贫攻坚使得金鹰村彻底
扭转了集体经济收入一无所有的局面，
通过发展茶叶、土鸡、食用油等产业，到
2020年，村集体全年经济收入达到40
万元。不过，在乡村旅游住宿、餐饮方面
收入仅3万多元，发展潜力及发展空间
巨大。

殷响东说，金鹰村发展乡村旅游
的方向不会改变，今后还要持续扩大
宣传，完善服务基础设施。目前，最大
的短板还是在交通方面，金鹰村处在
两个乡镇镇区之间，但连接两个镇区
的362省道并不从本村经过。目前，金
鹰村从西边接入362省道的路已经拓
宽，从东边接入的路已经立项，开工
也将不远。在乡村旅游方面，金鹰村
还将进一步挖掘蔡家畈历史人文，对
旅游资源进行精心打造，开发旅游产
品，提升旅游档次。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王维三

蔡畈古民居：走出“深闺”正青春
公众

1.肺结核是长期严重危害人民
健康的慢性传染病。

2.肺结核主要通过呼吸道传
播，人人都有可能被感染。

3.咳嗽、喷嚏掩口鼻、不随地吐
痰可以减少肺结核的传播。

4.咳嗽、咳痰2周以上，应怀疑
得了肺结核，要及时就诊。

5.勤洗手、多通风、强身健体可
以有效预防肺结核。

肺结核患者

1.肺结核患者咳嗽、打喷嚏时，
应当避让他人、遮掩口鼻。

2.肺结核患者不要随地吐痰，
要将痰液吐在有消毒液的带盖痰盂
里，不方便时可将痰吐在消毒湿纸
巾或密封痰袋里。

3.肺结核患者尽量不去人群密
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去，应当佩戴
口罩。

4.居家治疗的肺结核病人，
应当尽量与他人分室居住，保持
居室通风，佩戴口罩，避免家人
被感染。

5.按医生要求规范治疗，绝大
多数肺结核病人都可以治愈。自己
恢复健康，同时保护家人。

6.肺结核可防可治，加强营养
和锻炼，提高人体抵抗力，有助于预
防肺结核。

教师

1.结核病检查是学校常规体检
项目之一。

2.教师有义务对学生开展结核
病防治健康教育，并督促咳嗽、咯痰
2周以上的学生及时就医。

3.学校依据结核病定点医疗卫
生机构出具的休、复学证明决定学
生和教师患者的休学和复学。

学生

1.学生出现肺结核可疑症状或
被诊断为肺结核后，应当主动向学
校报告，不隐瞒病情、不带病上课。

2.养成勤开窗通风的习惯。
3.保证充足的睡眠，合理膳食，

加强体育锻炼，提高抵御疾病能力。
我市在结核病定点医疗卫生

机构对肺结核检查治疗的部分项
目实行免费政策

免费的范围包括:
1.普通肺结核患者三次痰结核

菌检查。
2.免费为病人拍两张胸片。
3.6~8个月的抗结核药品。
4.此外还有重大疾病救治相关

免费政策。
城区结核病定点管理单位:
安庆市疾控中心结防科 联

系电话: 5836747
安庆市立医院北院区：
联系电话: 5836760 疾宣

终结结核流行 自由健康呼吸
——结核病防治核心信息

安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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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本报讯 3月17日，连日阴雨，
安庆市大观区石化大湖幼教集团
（本部）的小朋友们已经好几天没
有去园内的户外拓展基地玩耍了。
对于这个新建不久，有着各种各样
项目的拓展基地孩子们兴趣浓烈，
常常乐此不疲地玩一上午。

一进大门，这个占地1000㎡的
户外拓展基地便映入眼帘。除了弯
弯曲曲的石子路，在软软的草皮覆
盖下，地面也做成了稍有坡度的山
丘形状，中间均匀分布着荡椅、攀
爬、吊环、拱桥等玩耍项目。看似普
通的小路也并不简单：由鹅卵石、
玻璃球等5种不同的材质铺成，被
老师们称为“感官小路”，用来让幼
儿们体验不同的材质踩上去的不
同感受。

除了项目种类丰富，户外拓展
基地在设计细节上也充分站在了
幼儿的角度。“项目在设计上就针
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比如攀爬项
目中班和大班孩子可能要喜欢一
点，荡椅啊、矮矮的轮胎攀爬就比
较受小班孩子追捧。”石化大湖幼
教集团（本部）园长汪永红介绍说。

据汪永红介绍，这个户外拓展
基地是2020年大观区民生工程项
目，共计投入60余万元，拓展基地

从设计到建设，该园的师生都高度
参与。

改造前后，对比十分明显。
“在这之前，这里是一片荒地，中间
虽然也有几个大型玩具，比如滑滑
梯之类的，但都十分陈旧了，种类
不多，安全性不高，荒地里也有很
多小虫子，我们老师就不太放心孩
子们在里面玩，每次玩一小会就会
喊他们回来。”已经在这里工作了
30年的陈平颇有感触。

陈平介绍，自从去年暑假这个
户外拓展基地建成以后，班上的孩
子们能够在这里玩一上午都不觉
得疲倦，“有了这个户外拓展基地，
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

2018年入园，目前在上大班的
查予荞见证了这里的变迁。查予荞
的妈妈曹婷说：“项目设计非常符
合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孩子的参
与度很高。比如基地里的排水井盖
是孩子们自己涂鸦的，石子路上的
石子也被孩子们画上了各种图案，
我女儿也参与了。这一点让她感觉
特别骄傲与幸福。从我们家长的角
度来说，有了这个户外拓展基地，
能让孩子度过一个非常快乐的童
年时光，我们也很开心。”

（全媒体记者 付玉）

寓教于乐 快乐成长
——户外拓展基地成为孩子们玩耍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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