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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文化传真

过几天就是重阳节了。您说巧不巧，
而本文物呢，就和重阳节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么，本文物和什么有关呢？本文物
名叫唐葵口真子飞霜镜，“唐”是朝代，“镜”
是品名，“铜”是材质，“葵口”是外形，最大
的特点当然就在这“真子飞霜”四字上。

“真子飞霜”怎么来的呢？在唐代铜
镜中，真子飞霜纹饰非常常见，通常以龟
身与荷叶组成镜钮和钮座。钮下方有荷

池；左侧一人在竹下抚琴；右侧有一独舞
鸾鸟；上方则有云雾缭绕的仙山。不少
此类镜，在山下田字格中还铭有“真子飞
霜”四字，这便是镜名的来历。虽然本镜
没有那四字铭文，取而代之的是一只仙
鹤，但是也叫这个名。

由于铭文过于简单，目前文物专家也
不能对纹饰的含义给出确切无疑的解释。
有人说与道家修仙有关，有人说与孝子伯

奇有关，有人说与伯牙子期有关……要是
把所有说法及其论证摆出来，怕是要写个
几十万字的论文。我一个唐代的镜子，连
知网都不会上，肯定是没这个水平的。

好就好在，我们这个民族有先天优
势——我们能看懂老祖宗在数千年前留
下的文字。所以，我决定采取一个投机
取巧的方法：找一个铭文更多的同类，再
按照铭文展开来猜……呃，展开来讲。

这个不难找。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一
面真子飞霜镜，就有这样的铭文：“凤凰
双镜南金装，阴阳各为配，日月恒相会，
白玉芙蓉匣，翠羽琼瑶带，同心人，心相
亲，照心照胆保千春。”

这就很明显了，又是爱情……有句
话怎么说来着，想起来了，“这个世界，总
是对‘单身狗’充满了恶意”。

对于“孤孤单单一个人”感到哀怨
的，不只是你们现代人。不信您看本文
物的纹饰，又是别鹤，又是孤鸾，都是什
么？“单身鸟”啊！联想到晋代文学大师
陶渊明的“上弦惊别鹤，下弦操孤鸾”，虽
然好像和爱情没什么关系，但是孤独感
也十分强烈。

身为“单身鸟”，“孤鸾”是不是有什
么典故呢？当然有了！

我们唐代的大诗人李商隐，有一首
《破镜》，就提到了“孤鸾”：“玉匣清光不
复持，菱花散乱月轮亏。秦台一照山鸡
后，便是孤鸾罢舞时。”

这首诗用到了“山鸡舞镜”“孤鸾悲
镜”两个典故。

山鸡舞镜是曹操那个时代的事情。
话说这位曹丞相可能是位动物爱好者，
老是有人进贡一些稀奇古怪的动物给
他。某日，南方进贡来一只山鸡，曹操十

分喜欢。这山鸡漂亮是漂亮，就是不怎
么爱蹦跶，手下人忙活半天也不能让山
鸡支棱起来。您猜是谁出点子解决这
事？对了，又是曹冲，这娃不只会称象，
还会舞鸡。他让人搬来一面镜子，山鸡
看懂镜中的自己，便开始忍不住接着奏
乐接着舞，竟然一直舞到累死。

孤鸾悲镜的故事十分类似。说是某小
国君主获得了一只鸾鸟，十分喜爱。可这
鸟一直心情不太好，养了三年，叫都不叫一
声。王后出主意说“鸟都喜欢跟同类交流，
不如给它照照镜子，说不定就叫了。”照了
镜子的孤鸾，终于叫了，不过那是与世界诀
别的悲鸣：“哀响中霄，一奋而绝”。

这两段典故，道尽了“单身鸟”的悲
哀。再联想到人们会用“别鹤孤鸾”一
词，来比喻远离的夫妻，或是“异地恋”之
类的，将本文物与爱情联系起来也更为
可信了。如果我们再将单人抚琴视为寻
知音，孤鸾独舞视为求伴侣，那么可以推
测真子飞霜镜是婚嫁镜。当然，这仅仅
是一种推测。

专家说文物：
“这件葵口真子飞霜铜镜，为唐代青

铜照面用具，于 1982 年宿松县下仓镇
（原东洪公社）新联村出土。”宿松县博物
馆副馆长齐晓荣介绍说，该文物葵花形，
龟状钮。背面铸成浅浮雕图案，钮座左
边一人背依竹林，楞冠长袍，两袖绾起，
端坐于蒲团之上弹琴。右边神树下一凤
鸟闻琴起舞。钮下方为一菏池，池中伸
出一柄荷叶，叶面宽大，围托镜钮形成钮
座。“真子飞霜镜是唐镜中多见的题材之
一，曾见于不少著录。不过，其纹饰图案
的含义在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石琪

古人不愿做“单身鸟”的那点小心思
——唐葵口真子飞霜铜镜

10月2日，对于陈立来说，是忙碌
的一天。

作为望江县黄梅戏研究中心的主
任，他要为黄梅戏艺术节的参演剧目
《蔡仲贤》忙碌。一遍遍翻着剧本，一
次次统筹演奏，一场场指挥排练。
“《蔡仲贤》这个戏，艺术节展演是在
7日。我们希望在最后几天里，能提炼
打磨一下，为大家呈现一个我们能做到
的最完美的作品。”

作为望江县黄梅戏艺术传播有限公
司，也就是望江县黄梅戏剧团的负责人，
他还要为“送戏进万村”忙碌。“前些天
送戏到华阳镇陶寓村，连着唱了好几天，
演员们没有时间休息，马上又要投入下一
场演出。”

这样的忙碌，在陈立这41年的从
业经历中，也不过是寻常的一天——是
的，1980 年，他还只有 15 岁的时候，
就进入了望江县黄梅戏剧团。

“对于我来说，黄梅戏不只是工作，早就
是生活的一部分了。”陈立讲起过往时，满是
对今日的珍视。“现在好啊，以前太苦了。”

时代在变迁，对于黄梅戏来说，同样
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抓住机遇应对

挑战，成为黄梅戏人必须思考的问题。
上世纪九十年代，戏剧演出市场萧

条，各剧团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坐在家里等饭吃，就算饿不死，也吃
不饱啊。”于是，他决定到经济较为发
达的沿海地区寻找市场。

“跑市场，那真是一步一个脚印的
跑，鞋都不知道跑破了几双。”当时交
通条件和通讯条件远没有现在发达，城
里还好些，到农村联系演出，他就只能
靠双脚走。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
又难免走了不少冤枉路。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20年时
间里，他靠着双脚，跑出了市场。在温
州一带，戏曲演出中介人被称为“戏
股”。他们对戏曲团队的负责人仍采取
旧时称呼，即“老板”。于是，在遥远
的温州，多了一个活跃的“陈老板”。

当然，任何产品，跑市场只是第一
步，要站稳脚跟，还要靠质量。黄梅戏虽
是艺术，也适用同样的道理。“我们是国
营剧团，无论是剧目的质量，还是日常表
现出来的人员素质，都必须做到最好。”
陈立一直如是要求剧团的演职人员。“那
时候条件很艰苦，我们演出时一般住在

长期闲置不用的房屋里，常常十分脏
乱。但我们在演出结束离开的时候，都
会打扫好自己的房间，干干净净的交还
给人家。这一点，许多剧团很难做到，这
就为我们留下了好口碑。”

“现在好了，出远门肯定是住宾馆。”
陈立说，交通也方便，高铁、飞机随便坐，
即便到了再偏僻的农村，也不愁没有车
子。陈立率领团队跑的最远的地方，要数
内蒙古了。“我们演职人员坐飞机过去，再
租用一辆大卡车运输设备，方便得很。”

“内蒙古人，也喜欢千里之外地的黄
梅戏吗？”对于记者的疑问，陈立答道：

“当时我心里还有些打鼓，想着当地人能
认黄梅戏吗？能认我们这个县级剧团
吗？不过考虑到当时对方很有诚意，早
早付了订金，我们也就抱着试一试的态
度，去挑战一下。”

第一场演出开演，看着观众从西面
八方纷纷赶来，汇聚于舞台前认真看戏
时，他终于放心了。这次演出不仅获得
了当地观众的认可，也让当地观众爱上
了黄梅戏——此后，黄梅戏艺术传播有
限公司又多次受邀到内蒙古演出。

“演出的成功，必须感谢我们这个新

时代。从双方在网络上对接，到我们落
地演出，只过了几天时间，这在以往是
不可想象的。”陈立说。“所以说，我们
戏曲要有生命力，就必须跟得上时代。
当然，我们戏曲人，不光是要享受新时
代的福利，也要歌颂新时代，宣传新时
代的好人好事。”

实际上，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这
些年，围绕扫黑除恶、移风易俗、精准
扶贫、正风肃纪等主题，望江县黄梅戏
艺术传播有限公司创作了大量剧目。

“当然，要让群众爱看，就不能单纯
讲大道理，需要我们在剧本上下功夫，在
表扬上下功夫，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去表达。现在，我们正在创作一部关
于乡村振兴的作品。”陈立介绍了这部作
品的故事大纲：在望江的一处乡村，随着
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产业发展迅
速，老百姓实现在家门口就业的愿望，不
再需要出远门打工谋生。“我们常说，艺
术来源于生活。而这样的故事我们田野
采风中，无数次亲眼看到的生活。我们
应该把这样的生活搬上黄梅戏舞台，唱
响我们新时代的小康生活。”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张巅

陈立：唱响新时代小康生活

本报讯 “都说博物馆是用
低成本大开眼界的最好去处，来
到博物馆，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公
益讲解了。”10月2日，市民陈兵
带着孩子来到博物馆，享受假期

“亲子文化游”。
今年国庆长假，宿松县博

物馆每天推出两场定时公益讲
解，游客们跟着博物馆工作人
员，畅游历史长河，学习历史
知识，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感
受宿松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

国庆节当天，宿松县博物
馆还为入场观众免费发放小国
旗，一面面鲜红的五星红旗，
一张张幸福洋溢的笑脸，为博
物馆增添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国庆七天长假里我们这里都
是免费开放“不打烊”“不打折”。
宿松博物馆馆长石成文说。

“博物馆是一扇扇窗，是一
座座丰富多彩、常看常新、浓
缩大千世界的宝库。和孩子一
起在博物馆里学习、成长、开
阔眼界、陶冶性情，是给孩子
最好的童年礼物。带着国庆的
喜悦徜徉在博物馆的各个展
厅，其乐无穷。”陈兵说。

宿松县博物馆经过改造提
升后，在场馆设施建设、藏品
研究保护、陈列展示等方面有

了很大提升，进一步满足了人
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以
时间为脉络，以文物为实证，
展现了从古至今中国发展的历
史轨迹。展厅分为远古时期、
两周时期、秦汉时期、隋唐时
期、明清时期，以及近代时期
等部分，通过三孔石刀、饕餮
纹青铜鼎、西汉白胎陶蒜头
壶、唐瑞兽纹铜镜等文物，全
面、客观的展现了松滋大地上
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
活各方面的发展状况。通过观
看文物展示、掌握文物知识、
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观众获
得了更丰富的文化体验。

“让文物活起来，融入社会
时代发展，离不开对文物价值
和意义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博物馆更好展示展览
文物、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
我们就能充分发挥博物馆功
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丰富
文化滋养。”石成文表示。

据不完全统计，10月1日-6
日，宿松博物馆在疫情常态化
防控情况下，采取限量措施，
仍接待观众超过800人次，其中
未成年人观众500人次以上。

（通讯员 司舜 全媒体记
者 付玉）

宿松：
走进博物馆 欢度国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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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5 日，几名群众在参观微型
“六尺巷”。怀宁县江镇镇新联村自
2018 年在村文化广场一角建起一处

“六尺巷”以来，已帮助群众解决大小
矛盾纠纷 70 多起，开辟了一条调解矛
盾纠纷的新路子。

通讯员 檀志扬 张庆明 摄

微型“六尺巷”

帮民解纠纷

本报讯 太湖县北中镇地
处皖鄂两省交界的大别山深
处，当地交通不便，知识信息
传播相对滞后。随着大量青壮
年人口外出务工，在家的以留
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
为主体，特殊的镇情给做好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带来了挑战。

针对此，北中镇依托“村
村响”广播平台，开设“山村
小喇叭”新闻直播间，通过方
言剧、顺口溜、三句半等群众
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把新时
代文明实践宣传教育传播千家
万户，覆盖到田间地头，为人
民群众带来了“福音”。

北中镇广播电视站每天在
7：30、12：00、18：00三个固
定时段，开设“山村小喇叭”
新闻直播间。通过提前收集新
闻线索，精心选定宣传教育主
题，做到一周更换一个主题，
第一时间播出群众最需要的科
普知识，让群众掌握更多的惠
民政策，把新时代文明实践宣
传教育落到实处。

“不少村民听了广播宣传
后，得知了疫苗接种的消息，
纷纷行动起来，带上家人、邻
居、朋友，前往镇中心卫生院
排队接种疫苗。这个‘小喇
叭’作用确实不一般，过去村

干部挨家挨户去通知，现在无
论是田间地头还是屋里巷尾都
能听到广播的声音，用的是家
乡话，感觉特别亲切。”家住皖
鄂两省边界的望天村艾口组村
民组长吴宋林说。

今年以来，北中镇 18个行
政村202个广播小喇叭，通过每
日固定时段，持续播出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疫苗接种及世界
防治结核病日、全国爱国卫生
日等主题节目，全镇人民群众
自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用公
筷、戴口罩、常洗手等文明健
康的生活习惯被越来越多的群
众接受。

为达到播出效果，北中镇
制定了“年初调查定计划、年
中评估补短板、年底考核看成
效”的考核评价制度，以便听
取群众建议、发现播出中存在
的问题，做到建议第一时间采
纳、问题第一时间整改。

如今，“山村小喇叭”新闻
直播得到了群众的高度评价：

“吃饭、劳动或者田间小憩时，
都能听到党的声音、增长知
识，这样的宣传省时省力，效
果好，接地气！”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
讯员 吴承钺）

太湖：
“山村小喇叭”为群众“送福音”

本报讯 “母亲生日心潮
涌，我为祖国唱支歌。神州大地
歌嘹亮，五星红旗在飘扬……”9
月 30 日，在桐城市大关镇旵冲
村，伴随着一声声有节奏的打拍
声，一句句悠扬婉转的桐城歌在
一位古稀老人口中吟唱出来。

桐城歌是起源于桐城市的
一种地方歌调，以独特的七言五
句体式、婉转凝练的语言、优美
动听的曲调著称，2008年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而唱歌的老人名叫查月华，国家
级桐城歌非遗传承人，1950年出
生的她自幼喜唱山歌，并拜师学
唱，至今已从事民歌事业 40 余
载，会唱民歌近百首。如今，她
除了参加各种场合的桐城歌演
出活动外，还广收弟子，培养桐
城歌传承队伍。

“今年是党的百年华诞，祖
国母亲又迎来她的生日。借此，
我想用桐城的民间文化，来唱出
我心中对党，对祖国的热爱与祝
福。”查月华说。

在桐城，像查月华这样通过
桐城歌表达对祖国、对生活热爱
之情的不在少数。近年来，桐城
市大力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积极挖掘整理文化遗产资源，加
强桐城歌非遗宣传，建成非遗桐
城歌展厅，开设4处“桐城歌”校
园传承所，并定期开展非遗现场
教学，另外，鼓励非遗传承人开
班收徒，调动社会各界参与非遗
保护传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积
极打造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逐步
完善非遗传承保护体系。

（全媒体记者 唐飞 通讯
员 胡启明）

桐城：
桐城歌唱出古稀老人爱国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