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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文化传真传真

飘然随钓艇，云水是天涯。红叶下
荒井，碧梧侵古槎。醉收陶令菊，贫卖
邵平瓜。更有相期处，南篱一树花。

书接上回。上个星期，有一位同时
代的文物，讲了一些有关菊花的事情。
咱们借用温庭筠大师的这首诗，引出今

天的主角。
上过小学二年级的同学一定知道，

“陶令菊”“邵平瓜”是两个著名典故。
陶令与菊的故事，实在是太过著名，就
不说了。咱们单说这个邵平瓜。

邵平是大秦的东陵侯。他是干啥的
呢？看这封号也能猜个七七八八了——
他一生所担任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给
秦始皇的爹娘守墓。后来，刘邦来了，
他爵位丢了，工作也丢了。即便如
此，他没有愤世嫉俗报复社会，也没
有自怨自艾消极避世，而是到长安城
郊的农村种瓜。作为干一行爱一行的
典范，他种的瓜十分味道鲜美，皮有
五色，甚至有了品牌效应：他所种出
的“东陵瓜”，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一直
是美味瓜的代名词。

他的故事当然不止如此——如果只
是种瓜能手，最多在当时长安的地方媒
体宣传一下，怎么上得了《史记》呢？

故事是这样的：话说萧何当上相
国，刘邦给了不少赏赐，还安排了卫
队。一大帮人就给萧何祝贺，一顿吹
捧。种瓜能手邵平也来了，不过不是吹
捧，而是泼冷水：“您在大后方待着，
能有什么危险？领导给您安排这么些守
卫干啥？这是守卫您，还是看守您啊？
赶紧把赏赐退了，把家里的钱捐了支援
前线吧！”萧何多聪明啊，一听就明白
了，赶紧照办。刘邦回手就点了个大大
的赞。

大约源于这段故事，又或者出于对
封建体制的厌恶，再或者出于对田园生
活的喜爱，人们常常将邵平从贵族到农

夫这种看似失意的身份转变，视为大智
慧的体现。

所以，除了前面提到的温庭筠，还
有阮籍、骆宾王、杨炯、李白、杜甫、
孟浩然、王维……一众大师，对了，
还有“陶令”陶渊明大师，都在各自
的作品中从正面角度引用了邵平故
事。不只是大师们，劳动人民的态度
也很明确：今天的西安市，有一个村
子叫邵平店村。

那么，智者邵平种出的“东陵
瓜”，到底是个什么瓜呢？

首先排除西瓜，目前主流观点认为
当时西瓜还没传入中国。没有西瓜的
话，大汉的吃瓜群众，能吃上什么瓜
呢？很可能是甜瓜。

这甜瓜，和西瓜一样，“祖籍”都
不在中国，但“入籍”比较早，属于早
期支援中国舌尖事业的瓜了。甜瓜有好
多品种，其中一些品种，不像西瓜那般
光滑，皮上有一道道瓜楞。“楞”同

“棱”，也可以说瓜棱。
瓜楞，有一种文字难以描述的奇特

手感，没摸过的可以去买一个甜瓜摸
摸，或者买一件瓜楞造型的瓷器摸摸。

当然，本文物是不给摸的，毕竟
是宋代的文物，摸坏一件可就少一件
了。是的，我就是来自大宋的影青釉
瓜楞执壶。

为什么要将一把常用的执壶，设计
成瓜楞的模样呢？当然不是因为工匠们
摸瓜摸上瘾了。难道是首创工匠也是邵
平的“粉丝”，以瓜楞寄托对偶像的崇
拜？当然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不过，目前主流的说法是瓜楞是有
吉祥寓意的。对，又是吉祥寓意……有
个什么吉祥寓意呢？这就要说到一个出
自《诗经》的成语：瓜瓞绵绵。瓞就是
小瓜。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连绵不断
的藤上结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瓜。引申一
下，这个成语就有了子孙昌盛，绵延不
绝的意思。考虑到古人对传宗接代近乎
狂热的执念，寓意“瓜瓞绵绵”的瓜
楞，属实吉祥了。

寓意吉祥，造型也雅致，我们瓜
楞执壶，在大宋年间，可算得上经典
爆款了。不过，宋瓷不是工业流水线
产品，同一位工匠也不能烧造出完全
相同的两件瓷器。至于本文物的特
点，就比较专业了，还是交给专家来
讲吧。

专家说文物：

“这件宋影青釉瓜楞执壶，于 1994
年在岳西县姚河乡梯岭窑厂出土。”岳
西县文物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陈惠荣介
绍说，该文物口径 6.4 厘米，高 20.4 厘
米，重 0.55 千克。壶身呈六瓣瓜楞形，
敝口带盖，丰肩，细颈，流曲细长，扁
平柄，浅圈足。造型简约，线条流畅，
胎白釉润，光素无纹。宋执壶集中体现
了宋代瓷器的特色：造型端庄秀丽，比
例匀称，壶流曲屈张有力，且韵位十
足，胎骨坚密细致，通透性强，釉色荥
润，白中泛青，集中反映了宋代制瓷无
与伦比的高超技艺。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徐进群

“瓜”不但能吃，还很有故事
——宋影青釉瓜楞执壶

2010年获得大学本科学历、2013年
获得硕士学位并创办微盟、2016年被评
为十大“心动 2015·安徽年度新闻人
物”、2017年荣登《福布斯》“30 un-
der 30 Asia”榜单、荣获“2018年
上海领军人才”、荣获腾讯数字生态人
物“荣耀榜创始人”、2019年微盟挂牌
上市……取得这些荣誉和成就的人，就
是从宿松县九姑乡九姑村秀才屋走出的
新时代“秀才”——孙涛勇。

孙涛勇是一位被家乡父老引以为荣
的“秀才”。其实，秀才屋名字的由
来，就与秀才有关。历史上，秀才屋就
是九姑乡九姑村的一个自然村庄。如
今，里面居着100多户居民，都是清一
色的孙氏族人。据当地老一辈的居民
介绍，他们的先辈在很久以前就生活
在这里，繁衍几十代后，人丁兴旺，
便形成了现在这个村庄。清咸丰前期
开始，这里崇文尚学之风盛行，家家都
请教书先生教其子弟，以图有出头之日
来光宗耀祖。

相传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藩
统领的湘军被太平天国大军打得节节败
退，退居宿松。一日，曾国藩面对屡战

屡败的局势，在县衙内向朝廷书写告急
文书，要求朝廷派兵增援。文书成稿之
后，曾国藩想征求一下幕僚们的意见，
看看里面有无不妥之处。幕僚们都知道
曾国藩是进士出身，又是湘军的创立者
和统帅，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不敢
去挑他的刺，都连声附和“好”，只有
宿松同乡同科秀才赵世暹和宋秉均两人
沉默不语。

曾国藩一脸不悦之色：“你们两人
怎么不言不语？”

赵世暹有点害怕，故意碰了一下宋
秉均的脚后跟。宋秉均会意，马上站了
起来：“在下不敢讲。”

曾国藩想一探原委：“但说无妨，
恕你无罪！”

宋秉均当即直言：“大人请想，如
果您的手下有这样一位带兵官员，向您
讨救兵，其呈词述说‘屡战屡败’，请
问大人有何感觉，您会发援兵给他么？”

曾国藩被问得面红耳赤：“这个
……依你之见呢？”

宋秉均见曾国藩没有责怪之意，更
加胸有成竹：“大人，您写的文书通篇
都很在理，只要把‘屡战屡败’易成

‘愈败愈战’就行。”
曾国藩一听，茅塞顿开，大拇指一

竖：“改得好，真乃博士也！”
曾国藩经历了这件事，深感宿松

是卧虎藏龙、人才济济之地，乃于同
治四年 （1865年） 向朝廷呈送了一份
《宿松、望江二县请广学额摺》。曾
国藩乃朝廷重臣，说话自然有份量。
当年科考，宿松名额在原有基础上增
加了 8 名。由于增加了名额，现名

“秀才屋”的村庄一夜之间考取了 7
个秀才。

解放前，受战乱影响，秀才屋居民
穷困潦倒，根本没有经济能力供养子女
读书。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
后，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当
地又恢复了崇文尚学之风。自 1990年
以来，村里共培养出大学生 30 余名，
孙涛勇便是其中之一。

学有所成、业有所获的孙涛勇，为
了回报家乡，为了激励家乡更多的学子
发奋读书，先后捐资150多万元，给村
里修建了大理石门楼、文化休闲广场；
门楼上，除雕刻了“秀才屋”三个楷书
大字外，还雕刻了一副以“秀才”二字

藏尾的对联：“倚青山钟灵毓秀 临绿
水杞梓之才”。广场上，安装了各种健
身器材和儿童滑梯；广场旁边，修建了
大理石六角亭、娱乐活动室和戏台。活
动室大门两边也印制了一副以“秀才”
二字藏尾的对联：“春雨润苗万树千树
竞秀 广场健身多出快出人才”。

“透过这两副对联，让我们看到了
涛勇对家乡的一片赤子之心和对家乡学
子寄予的深切期望。”秀才屋组长孙方
生说，孙涛勇是村里人的榜样，在他的
影响下，比学赶超的氛围在村里更加浓
烈，家家户户喊出了“不与别人比做
屋，只与别人比读书”的口号。2021年
高考，秀才屋又有3名学生考取大学，
另有11名学生先后以优异的成绩被县城
重点高中录取。

秀才屋里 出 “ 秀 才 ”， 名 副 其
实。为什么秀才屋能够不负当年一夜
之间考取 7 个秀才的盛名？九姑乡党
委书记洪伟给出了答案：得益于国家
繁荣安定的社会局面，得益于国家的
富民政策，得益于村民对优秀乡风家
风的重视和传承。

通讯员 孙春旺

秀 才 屋 里 出“ 秀 才 ”

本报讯 11 月 5 日，2021 中
国黄山书会在合肥开幕，安庆新
华书店作为本届中国黄山书会
的重要分展场之一，在书会期间
举办了阅读分享、文化论坛、优
秀出版物联展等形式多样的文
化惠民活动。

11月6日下午3时，记者来到
安庆图书城，一场绘画手工活动
正在这里举办，30余名小朋友自
主动手，边读边画，现场气氛热
烈，欢声笑语。图书城内，专门
布置有黄山书会展台，各类精品
新书一一展出，吸引不少市民现
场选购。

安庆图书城店店长汪文韬
介绍，本届中国黄山书会以“书
声阅百年 书香满江淮”为主
题，为期3天，书会充分发挥“文
化+金融”作用，推出了多项惠民
优惠政策，“书会期间，消费者在
新华书店购书可享受打折优惠，
另外，在使用62开头银行卡、云
闪付购书还能享受一定的惠民
补贴。”

11月7日下午3时，在人民路

新华书店“前言后记”，迎来了著
名文化学者、皖江文化研究会会
长汪军。从推动陈独秀、陈延
年、陈乔年故居恢复到创作电影
剧本《陈延年：启航霞光》、歌曲
《南水关》，汪军与现场读者共话
“延乔文化”。

读者陈飞说：“通过此次文
化论坛，让我更深入细致了解革
命先辈们的红色故事，更感动于
老一辈革命家的高风亮节，赞叹
于红色精神代代相传的力量。”

此前，中国黄山书会已成功
举办十六届，作为读书人的主
场、写书人的专场、出书人的市
场，其已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书展和全民阅读品牌活动，对推
动安徽出版发行业高质量发展
和“书香安徽”建设起到了积极
推动作用。

汪文韬表示，下一步，安庆
新华书店将继续积极推进全民
阅读深入开展，充分发挥文化主
阵地的宣传作用，让宜城安庆

“秋风传书声，书香满宜城”。
（全媒体记者 唐飞）

享受书香盛宴 共话“延乔文化”

宋影青釉瓜楞执壶

11月6日，望江县文化馆携手莲洲中
心学校开展 2021 年文化进校园系列书画
培训活动。

为传承书画技法，让学生们领略中
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望江县文化馆和学
校联合开展“文化进校园”活动，丰富
师生的课余文化生活，协力推进校园文
化建设。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沈本贵 摄

文润童心

本报讯 今年以来，桐城市
大关镇通过“清廉讲堂”、“清廉
文化”等载体，持续激发“廉洁因
子”，清廉之风扑面而来，党风
正、政风清、民风淳的浓厚氛围
沁人心脾。

“以前我对招投标的业务知
识一知半解，通过这次小课教
学，用周边村的反面典型为例，
以小见大，我更加深刻掌握相关
政策知识，也消除了过去不少思
想上的误区。”大关镇卅铺村村
委会主任盛新苗说到。

大关镇于今年八月初集中
开展“廉政送学月”活动，主动巡
回送课下乡，充分发挥小课堂教
学“活、快、精”优势，重点就党纪
法规、村级“三资”管理、工程监
管、招投标等方面的政策规定进
行详细解读，同时讲课充分运用
身边的反面典型“活教材”作用，
通过面对面、提问互动式教学，
更具指导、操作性，让干群学的
更深，悟的更透，切实提高广大
农村干部宗旨意识、法律意识和
廉洁意识。截至10月底该镇已
送学12场次，村两委成员、村务

监督委员会成员、部分村民组组
长，村民代表等集中参训，授课
人次达367人。

走进大关镇百岭村，主干道
路旁一幅幅图文并茂的廉政壁
画、一个个通俗易懂的廉政故事，
展示着尚德昭廉的桐城文化。镇
村党员干部上下班途中，人民群
众闲暇散步时，身边都充盈着浓
郁而清新的廉政文化气息。

大关镇注重将清廉元素融
入到农村生活中，创建了一批农
村廉政文化示范点。今年以来，
该镇依托文化广场、廉政文化墙
等，绘制廉政宣传壁画，廉政气
息荡漾在乡土田间，切实增强了
党风廉政宣传教育的感染力和
凝聚力。“接下来，我们还将以人
居环境整治和乡村振兴工作为
契机，增加‘廉政家风故事’等一
批美化与警示作用并存的廉政
墙画，始终坚持以点带面，发挥
辐射带动作用，使之成为反腐倡
廉宣传教育的农村主阵地。”大
关镇纪委书记胡丹丹表示。

（全媒体记者 付玉 通讯
员 何小玲）

桐城：
打造文化阵地“廉”景线

本报讯 宿松县高岭乡以
远教文化广场为依托，谋划开展
系列文体活动、宣传活动及视频
教学，不断拓宽远程教育受益
面，扎实推进远程教育学用工作
现水平、出亮点、见实效。

打造“沉浸式”教学平台。
高岭乡远教文化广场实现了将
远教站点由室内延伸至室外的
目标，同时将受教育对象由党员
干部扩展为广大群众。为突出教
育主打功能，给群众党员提供沉
浸式教学，远教文化广场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党支部主题党日、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系
列工作，通过配备的LED大型显
示屏展播了如《朱毛红军与古田
会议》《建立新中国的构想及其实
践》《战“疫”一线党旗红》《科技助
力生态循环农业》等红色影片，切
实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丰富的学习
资源和优质的学习平台。

打造“情景式”宣传阵地。
高岭乡充分挖掘远教文化广场
联系服务群众的职能，结合中心
工作将其打造成宣传政策、服务
群众的主要窗口。通过举办“春
季招聘”活动向群众宣传就业政
策、帮助有需求人群促进就业；
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宣传夜校，向
群众提供在惠农、民生、医保及

社保、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政
策解读并现场答疑解惑，进一步
提高群众对党的政策的理解；通
过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等
各类宣传资料及现场讲解，进一
步加强群众安全防范意识，促进
群众法治理念的提升等。

打造“体验式”群众舞台。
为使得远教文化广场以丰富多
彩的文体活动积聚人气，为党员
干部群众交流互动搭建新平台、
新舞台，充分发挥远教广场附加
功能，高岭乡谋划开展了系列文
体活动。如在“三八”国际妇女
节期间举办了“温暖妇女”座谈
会，鼓励全体妇女同志们在各自
的岗位上履职尽责；为纪念毛泽
东题词“发展体育运动”，举办了
乡村级篮球友谊赛，引导群众开
展并参与全民健身活动和健康
科普宣教活动，形成全民健身热
潮；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期间举办了红歌会，邀请群
众热心参与其中，用激昂嘹亮的
歌声表达出对祖国对党的深情；
在农闲时分举办“多彩生活”广
场舞活动，进一步激发更多的群
众积极参与群众文化活动的热
情，推动基层群众文化的蓬勃发
展。 （通讯员 潘玉荣）

宿松：“三功能”
赋予远教文化广场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