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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文化传真

“你记着我今天说的，三十年后就
没人记得我欧阳修了。”

欧阳修一生大抵有过很多预言，但
他终究不过是一位大文豪、政治家而
已，了不起再加上“北宋首席猎头”

“文坛青训主管”“酒精的一生之敌”
“爱在厕所读书的碎片知识整理大
师”……总归不是预言家。这不，他说
这话都快一千年了，我们还记得他——
人啊，不要把话说得太满，您头衔再多
也不行。

“深红浅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

栽。我欲四时携酒赏，莫教一日不花
开。”欧阳修对花草的热爱应该不亚于
酒精，所以他的头衔可以再加一个：

“园艺大师”。
二十来岁，正是春风得意，那时

候，牡丹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花朵。
他不仅为牡丹撰下《洛阳牡丹记》，还
身体力行地参与到牡丹种植、培育、研
究工作中。

三十来岁，被贬成为日常，他仍念
念不忘自己“曾是洛阳花下客”。在滁
州的日子里，除了写下不朽名作《醉翁
亭记》之外，他还在亭子边植下梅花，
时常“来往亭前踏落花”。

老了老了，见惯大起大落，他又特
别钟情菊花。作为一名退休老干部，他
终于能全身心投入到养花事业中，享受
着“金蕊繁开晓更清”带来的喜悦。

牡丹，梅花，菊花。人生如花，花
如人生。

当然不只是欧阳修。宋代的人们，
可是出了名的爱花。

欧阳修毕竟是官，贬得再偏远也是
地方官员，退休了也是退休官员。大宋
的普通群众，很难像他一样有钱有闲又
有地，能亲自参与到鲜花培育和种植过
程中。那怎么办呢？就插花呗。

在宋代，大男人头上带一朵大红
花是常规操作。那叫簪花，也算插花，
不过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事情，略
过。我们单说用瓶状容器盛放花材的插
花形式，即瓶花。

欧阳修他们文人士大夫，插花很讲
究。不仅追求美观，还注重寓意。就是

以花材影射人格那一套，让花卉以花德
的形式出现在花器中。他们那些人啊，
看似是插花，实际上是表达自己的人生
抱负和理想。

文人们表达理想抱负都这么含蓄，
“凡尔赛”起来，能那么直白吗？所
以，宋代文人们也会在作品中提到自己
插花所用的花器，不直说，但会在不经
意地间传递出一个信息：我这花瓶，不
一般。如杨万里的“胆样银瓶玉样梅，
北枝折得未全开”，还有舒岳祥的“今
日萧萧凤物好，官窑瓶里插红蕉”……
又是“胆样银瓶”，又是“官窑瓶”，这
些瓷器都不是一般老百姓能买得到的。

有人要问了：插花本质是为了怡情
娱乐，自己看着舒服也就行了，犯得着
搞攀比那一套吗？问得好！大宋老百姓
绝对给您点一个大大的赞！

《洛阳牡丹记》 中就提到：“洛阳
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
插花，虽负担者亦然”。注意这段话，
为什么前面已经说了“不分贵贱都在
插花”，后面又要强调“挑担子卖力气
的人也插花”？显然，欧阳修想重点突
出一下，咱们劳动人民对美也是有追
求的。

许多会将“烧香点茶，挂画插
花。”称为宋代“文人四艺”。麻烦尊
重一下原著好不好？《梦粱录》原著中
说的是“四般闲事”。什么是“闲
事”？结合语境，完全可以解释为业余
文化生活。

插花，这一在中国有着至少2000
年历史的传统艺术，到了宋代，成为深

入平常百姓家的时尚潮流，成为人们精
神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看到了大宋的
文艺范和高格调，也看到了大宋的接地
气和烟火气。

本文物呢，就是这文艺范和烟火气
的见证者了。作为一件宋影青釉瓜楞花
口瓶，光瓶摆在那，都是一件妥妥的艺
术品。如果用来插花的话，那格调，恐
怕很难接地气了，直接高到大气层了。
不相信？来，一起听听专家怎么讲。

专家说文物：

“这件宋影青釉瓜楞花口瓶，于
2001 年 10 月在岳西县白帽镇金鸡坪出
土。”岳西县文物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
陈惠荣介绍说，该文物盖口径 8 厘米，
高 18.5 厘米，底径 7 厘米，重 0.38 千
克。口部以连弧线分成六瓣花口，向外
翻卷，直颈，暗刻圈环两道，丰肩，六
辨瓜楞腹。器物素雅饱满，比例匀称，
极富美感。荷口及爪楞起处呈青白色，
凹陷处积厚釉，呈湖蓝色，釉色莹润，
白中闪青，这让单色釉富于色彩变化，
实属难得。

陈惠荣说，在制作这件瓷器时，匠
工们采取的是手工拉坯，轧瓣成型，荷
口六瓣出筋，薄如荷瓣，整体通透玲
珑，让人啧啧称奇。圈足外撇，押数道
光芒线，浅圈足，应是垫饼匣钵烧制。

“此器不论是在陶土洗练，釉水配比，
还是制坯烧造上，都反映出宋代的制瓷
业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徐进群

宋人爱插花：烟火气中的风雅事
——宋影青釉瓜楞花口瓶

近年来，怀宁县加快农村文化建
设，提升文化自信，助力乡村振兴。全
县20个乡镇和243个村建有文化活动中
心、农家书屋、农民文化广场、农民健
身广场、农村有线广播、村村通广播、
文化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等，形成一个
设施完善、功能齐全的文化设施网络和
公共文化服务格局，遍布乡村的文化场
所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主阵地，成为老
百姓享受文化权益的幸福空间。

乡风文明不落一户

走进怀宁县江镇镇盘石村刘大屋中
心村庄，路旁的文化墙、农户墙上挂着
的家风家训，就像一个个指路牌，引领
着群众知礼明德的方向。小村庄户户楼
房整洁漂亮，村庄摆放了垃圾桶，有了
保洁员，村民们笑言，过去是“出门一
身土”，如今是“下雨不沾泥”。

坐落在S360沿线的刘大屋中心村
庄有98户 430人，原本是一条环境脏
乱差的老村庄。这几年村里引导村民
走美丽乡村建设道路，将一个破旧的
村庄建设成美丽宜居的新村。生活更加
富足之后，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逐步

提高。为满足这一需要，盘石村刘大屋
建成了三处文化休闲广场、文化室、篮
球场、兵乒球场等惠民乐民的娱乐场
所。村民还自发成立了黄梅戏票友协
会、舞蹈协会等。环境变美了，村民
的素质也随之提高。

同时，盘石村在文化建设中将美
丽庭院创建与新时代“十星级文明
户”创建工作有机结合，村里积极引
导农民提炼总结家风家训，厚植家国
情怀，将精神文明内容纳入评选标准。
积极开展“好婆婆”、“好媳妇”、“平安
家庭”、“十星级文明户”等评选活动，
推进美丽庭院和文明乡风建设，增强村
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村庄主干道和公
共场所由村里牵头绿化美化亮化净
化，村民庭院由农户净化美化亮化，
打造了户户有风景，家家庭院美，村
庄大花园的人居环境。

文体活动不落一人

一到傍晚，石镜乡石镜社区居民到
乡文化站“打卡”，文化站图书室里鸦雀
无声，十几名村民在里看书、查资料书写
字。“党的政策就是好，不仅关心我们的

衣食住行，还提供这么多文化惠民的机
会。”村民们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近年来，石镜乡投资80余万元建
起了乡文化站，建有多功能厅、书刊阅
览室、教育培训室、老年少儿活动室、
体育健身室、书画创作室等，常年对外
免费开放戏曲、培训、阅读、体育等服
务项目。10个村（社区）的农家书屋每
天向村民开放，群众随时到文化站、农
家书屋看书、借书，让文化站、农家书
屋成为群众的“知识加油站”。

石镜乡还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主体
作用，注重寻找基层文化能人，组织开
展广场舞、乡村晚会、送戏下乡等，通
过健康向上、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积极开展群众文化
娱乐活动。

文化传播不落一处

走进茶岭镇中心学校，很容易被
一声声稚嫩的“黄梅腔调”吸引过
去，作为黄梅戏的发源地，黄梅戏文
化可以说根植到群众内心深处，但时
代在变化，如何让传统文化的“种
子”一代代传承下去，茶岭镇中心学

校将黄梅戏教育融入课程安排上。“从
2019年开始，我们在年级的课程中安
排黄梅戏教育，由专业的音乐老师带
领学生学习黄梅戏，让孩子们从小就
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江镇镇中
心学校校长汪斌介绍说。

怀宁县共有专业文化工作者近200
人，结合日常工作，大力实施“种文
化”工程，广泛开展文化“结对子”、

“出点子”和“传帮带”活动，培育发
展文化服务志愿者600余人、业余文艺
演唱团队 30 多支、文化行业协会 22
个、民营黄梅戏文艺团体13家、电影
放映小分队10支、图书分馆20个、流
动图书服务点12处、公共电子阅览室
22个、农民文化乐园21个、农民健身
广场113个、农民文化广场48个、农家
书屋243家，美丽乡村普遍建起“一堂二
场三室四墙”和篮球场、健身路径等基础
文体设施。以文化骨干为龙头，以文化
志愿者为纽带，以传唱怀腔黄梅戏“草
根文化”和文艺文学创作展演展示为

“重头戏”，以文化惠民乐民为宗旨，城
乡群众文化活动异彩纷呈，亮点频现。

“文化种子”在怀宁大地生根开花。
通讯员 檀志扬

怀 宁：美 丽 乡 村 散 发 文 化 芬 芳

本报讯 11 月 9 日，潜山市
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
次会议审议决定：香樟、梅花分
别为潜山市树、市花。此前，该
市广大市民踊跃参与了市树、市
花的征集投票评选活动。

香樟树是潜山人最喜爱的
树种之一，全市栽植在百万株以
上，是公路主要行道树，占据了
近三分之一。天柱山下，河旁路
边，房前屋后，郊野旷地，随处可
见。天柱山香樟树，一般在4月
中下旬到5月上旬开花，色白带
淡黄，簇生，花朵很小，看相不
佳。一般人很少留意到香樟花，
但它给人一种“润物无声”的愉
悦感觉。如果出太阳、温度高，
香味会散发得快一些、浓一些；
晚上的时候，因为人的嗅觉更灵
敏，感觉更明显、更提神。香樟
树是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喜欢温暖湿润气候，偏爱酸
性土壤，木质硬朗细腻，适宜制
作家具，枝、根、茎、叶蒸馏或晒
干后，可制作白色的结晶体樟脑
或香品香袋等，是防腐防蛀和清
洁空气的佳品。

潜山市府被称作“梅城”，
因古时梅树多而得名，但在漫
长的历史变迁中梅花被逐渐冷
落。1998年，该市从发展天柱山
早春旅游，为梅城正名角度，极
力倡导做好“梅”文章。20多年
来，该市植梅渐成时尚，一些有

条件的学校、企业和机关的栽
梅数量多在百株乃至千株以
上，全市已栽培梅花3万株，有
梅花品种30多个。坐落于三祖
寺附近的天柱山梅园，梅林面积
近 200 亩，有各类梅花 6000 多
棵，盛花期一直持续到3月中上
旬。每年春节、元宵节期间，红
色、粉色、白色的梅花缤纷绽放
挂上枝头，花香四溢，各品种梅
花陆续俏丽示人，极大地丰富
了 潜 山 市 早 春 旅 游 的 内 容 。
2018年，安徽林科专家还在该
市板仓自然保护区红河谷溪
边，发现一株珍惜野梅。

香樟、梅花分别成为市树、
市花，符合该市自然特点、人文
历史和市民意愿，对于绿化环
境、美化城市，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增强广大市民的获得感、提
振精气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历史意义。借此契机，该市做
好市树、市花的规划布局，在主
要交通廊道、城市公园、景区景
点、机关大院、村庄院落等场所，
大力栽植市树、市花，快速提高
市树、市花的保有量。同时，加
大对市树、市花的宣传力度，切
实增强市民爱绿、植绿、护绿意
识，动员市民广种市树、市花，热
爱和保护市树、市花，让市树、市
花成为城市形象的重要标志和
靓丽的城市名片。

（通讯员 储北平）

潜山：
香樟、梅花成为市树、市花

宋影青釉瓜楞花口瓶

云上岳西美如画，天妙公路赏红
叶。初冬时节，穿越岳西县境内的“安
徽海拔最高天路”天妙公路。两旁群山
层林尽染，五彩斑斓，水波澄碧，俨然
步入百里山水画廊。

通讯员 朱琴 摄

云上岳西赏红叶

本报讯 11月8日，华阳河
农场团委组织20余名团员青年
到修缮一新的郑培志烈士墓地，
开展“学党史 祭英烈 守初
心 担使命”主题活动，现场邀
请烈士生前所在兵团连队的3位
老同志讲述烈士的事迹。

在 今 年 开 展 的 党 史 学 习
教育中，该农场高度重视场
内革命烈士墓地的教育作用，
对郑培志烈士墓地进行了修
缮，周边栽植了绿植，修通了
道路，将郑培志墓地修缮成为
农场的红色教育基地。同时，
农场组织人员对烈士生前所在
兵团连队的老同志进行了密集
走访，进一步收集整理烈士生
前工作生产、舍己救人和邻里
生活中的事迹，寻找到三位与
烈士生前曾经共同战斗的班

组同志、邻居，用他们的亲
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讲述烈
士在华阳河农场短暂的、平
凡而又高尚的事迹。

在郑培志烈士墓碑前，团
员青年代表们敬献了花篮，三
位老同志，通过自身的所见所
闻，追忆了51年前郑培志烈士
的工作生产、舍己救人和邻里
生活中的感人事迹。团员青年
认真聆听他们的深情讲述，细
细感受着郑培志烈士“每一分
钟也不能向党交白卷”的精神。

通过现场追忆革命先烈生
平事迹及奋斗历程，教育团员
青年从党的光辉历史和革命先
烈奋斗历程中汲取精神力量和
智慧养分，立足本职岗位，为
农场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通讯员 李俊）

华阳河农场：学党史 祭英烈

1、运动不息健康降糖
人在冬季的血糖水平容易

升高。这是因为天气突然寒
冷，引起肾上腺素分泌增多，
促进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同
时抑制胰岛素分泌，使血糖代
谢变慢。运动是糖尿病综合防
治方案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
节，每进行30分钟的运动，血
糖可降低 10%以上。由于糖尿
病患者的末端血液循环较差，
运动还可以带动血液的循环，
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增加机体对葡萄糖的利用，有
效地达到降糖的目的。所以，
糖尿病患者不能因冬季犯懒就
疏于运动。

2、锻炼时间要适宜
糖尿病患者又多伴心脑血

管疾病，遇清晨冷空气或劳累
很容易突然发病。清晨的血糖
一般为一天的最低值，如果此
时再空腹锻炼，很容易引发低

血糖，糖尿病患者早晨空腹锻
炼而致昏厥的情况屡见不鲜。
具体时间在饭后 1 小时左右为
宜，此时食物消化吸收快，特
别是糖的吸收最快，因而血糖
值会显著增高。如果在这时开
始锻炼，伴随运动消耗能量，
可使餐后增高的血糖峰值下
降，防止血糖大幅度波动。

3、运动强度不宜过大
选择运动项目时，要考虑

到具体条件和性格特点。通
常，糖尿病患者适合减重目的
及有效代谢血糖的有氧运动，
并且运动的强度不宜太高。健
步走是最理想的运动项目，尤
其适合老年糖尿病患者，广播
操、广场舞、慢跑、太极拳、自行
车等也可以灵活选择。运动的
频率每周不少于三次，每次大
约20至30分钟，也可根据身体
适应状况适当缩短或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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