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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一周文化热热点点

今天已经腊月二十二了，离虎年的
到来也就几天了。此时此刻，本文物出
场，再适合不过了。

大家好，我叫“何香凝设色猛虎图
轴”。来，一起看看本文物的靓照，我对大
家的新年祝福都在画里了：虎虎生风、生
龙活虎、虎步龙行。

只要各位顺利完成了九年义务教
育，就不可能没有听过何香凝先生的大
名吧？当然，大多数时候，何香凝先生是
作为政治人物出现在课本上、电视屏幕
上、电影银幕上，所以，很多人并不了解
这位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
中国女权运动先驱，最初是一位美术家。

作为画家的何香凝大师，对于狮虎
题材可以说情有独钟。有人说了，女孩子
家家，画个花花草草，小猫小狗的不好
吗，为什么要画这类猛兽呢？那就是典型
的性别歧视言论了。作为真正的女权主
义者，大师可不会在网上掀起骂战，挑动
性别对立，而是用自己的艺术成就去证
明，这类歧视女性的说法是多么的荒谬。
呐，这，就叫专业。这，才是女权。

何香凝爱画狮虎是出于对大猫们样
貌的喜爱么？并不是。作为一位革命者，
她画虎是以画寄情：希望“中国各族人民
应如睡狮之觉醒，如猛虎之雄伟”。

这种想法，在本文物上就体现得尤
为明显。

作为一幅画，本文物是有字的：“猛
虎在山，藜藿不采。香凝。”“香凝”当然是
落款。“猛虎在山，藜藿不采。”这八个大
字又是什么意思呢？有文化的人不会随
便题字的，当然是有典故的了。这一典故
出自《汉书》。

话说咱们大汉朝，有一位“虎臣”，名
叫盖宽饶。大概因为他为人刚直，所以领
导就安排他做监察工作。在这个容易得
罪人的岗位上，他非常负责，什么皇后太

子、公卿百官，检举、弹劾无所回避，不畏
权贵，“虎臣”称号就是这么来的。

您想啊，那是封建社会啊，为人刚
直难免遭受各种非议。虽然汉宣帝算是
好领导了，但是他一个人的坏话听多
了，总会有点将信将疑吧。更何况，有时
盖宽饶还会委婉地批评皇帝……于是，
汉宣帝渐渐地对盖宽饶有意见了。看到
一心为国的官员饱受非议，同朝为官的
郑昌看不过去了，就在皇帝那为宽饶辩
解说：“臣闻山有猛兽，藜藿为之不采；
国有忠臣，奸邪为之不起。司隶校尉宽
饶居不求安，食不求饱，近有忧国之心，
退有死节之义……”

藜藿是灰菜、豆叶之类的野菜。“山
上有猛兽，人们不敢去采野菜；国家有忠
臣，奸邪便不敢猖狂放肆。”说得多好！可
惜，结局依然是悲剧的：皇帝没有听取郑
昌的建议，依旧决定罢免盖宽饶的官职；
而盖宽饶则用佩刀自杀，以死明志。

何香凝为什么要题写这八个字呢？
本文物创作时间，是在先生40岁之

后，也就是1918年之后。那是个什么时代
呢？就是电视剧《觉醒年代》描述的时代。
北洋政府是个什么德行，懂的都懂，正如
演义中诸葛丞相的名言：“庙堂之上，朽
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
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
政。”至于各系军阀，你来我往，打得好不
热闹，丝毫不顾帝国主义列强正在华夏
大地上分蛋糕。

面对那样的中国，毫无疑问“猛虎在
山，藜藿不采”是何香凝先生愿望。我们
可以理解为，她希望中华民族觉醒起来，
像一头山中猛虎，让帝国主义不敢到中
国摘菜。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她希望中国
能有一个真正的人民政府，如同那山中
猛虎，震慑奸邪之徒，让世间的反动势力
不敢猖狂。再或者，您也可以依据先生的

生平，有自己的理解。
何香凝先生是幸运的，她看到了“猛

虎在山，藜藿不采”愿望实现的那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自此之后，中华民族恢复了猛虎般的雄
伟，并在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奋勇前行。

专家说文物：

“该图长 132 厘米，宽 32 厘米，纸本
设色，现藏于安庆博物馆。”据安庆博物
馆开放（社教）部副主任陈恒介绍，图上
自题：“猛虎在山，藜藿不采。香凝。”钤

“何氏香凝（朱文）、香凝四十后作（白
文）”印。从画面内容上看，图分两段，上
段绘高崖垂瀑，清流急湍，下段绘一只
齿爪锋利的猛虎脚踏岩石，正在飞奔，
但见猛虎仰头咆哮，虎尾竖起，似有横
扫千军、气吞山河之势。猛虎以赭色和
墨笔交替，留白过渡自然，毛发用散锋
带淡墨画出，增添了蓬松的质感。技法
娴熟，用笔老道，韵味十足。

作为女性画家，何香凝的绘画可谓
别具一格，她一反传统女性绘画的柔媚
习气，而专攻狮虎这类猛兽题材，体现出
她刚烈的个人性格。少女时代，她拒不裹
脚，并逐渐养成了不屈的性格和反抗的
精神。成为革命家廖仲恺伴侣后，她随夫
留日并加入同盟会，因革命需要，从日本
画家田中赖璋习画。何香凝先生一生的
绘画创作分为多个阶段，早期创作除了
花卉、风景之外，多作雄狮、猛虎。

作为革命家，何香凝不同于一般文人
画家的孤高自赏，而是通过画笔抒发革命
豪情，她绘制“猛虎在山”喻示中华民族的
觉醒，颂扬中华民族百折不屈的精神。
1937年，毛泽东在致何香凝的信中，曾对
其作品作过政治性的解读：“先生的画，充
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子瞬

猛虎在山 藜藿不采
——何香凝设色猛虎图轴

何香凝设色猛虎图轴

桐城市鲟鱼镇历史上渔业十分兴
盛，鲟鱼百姓在传承老一辈手艺的基础
上，再增加一些创新的做法，就有了鲟鱼
鱼饺这道美食，鱼饺如今也成了鲟鱼镇
一张闪亮的美食“名片”。

1月 17日早晨 8 时许，鲟鱼镇桐江
社区当地居民余永怀的餐馆里，鱼饺的
制作已经开始。余永怀和大厨殷贵相
互配合着，正在给鱼饺制作食材之一的
乌鱼进行剔骨。

年关将近，镇区居民家家门前晒着
腊鱼腊肉，过年的氛围越来越浓。随着
周边城市返乡人员逐渐增多，来此品尝
鱼饺的客人也越来越多，余永怀每天都
忙得不可开交。

鱼饺，简单地说就是“鱼包肉”。传
统的饺子大多以面粉为皮，以肉或菜为
馅，而鱼饺是以新鲜乌鱼肉为饺皮，再将
猪肉馅包入其中……余永怀在总结传统
制作手法的基础上，2019年前后花了3
个月的时间进行改良，创制出了如今鲟
鱼鱼饺的制作手法。

余永怀告诉记者，他们平时每天做

5份鱼饺，也就是 50 个，年前这阵子每
天至少要准备10份。上午做好放入冰
箱，要吃的时候将鱼饺下锅煮，等鱼饺
漂起来就可以吃了。因为有的地方有
过年吃饺子的习俗，又要图个“年年有
余”，所以年前来订购鱼饺的客人也很
多，最多的订了 5 份，用来做年夜饭或
正月里招待客人。

剔完鱼骨，砧板上就剩两块扁长的
鱼肉，考验刀工的时候到了。殷贵左手
按着鱼肉末端，右手一刀一刀地斜着
切，第一刀不切到底，左手像翻书一样
将鱼片翻过去，第二刀切到底，这样就
切成了两片底部连着的鱼肉，这就是一
张鱼肉饺皮。

“这条乌鱼3斤半，大概切成30多张
鱼肉饺皮，平均1斤乌鱼可以切成10张，
做10个鱼饺。”余永怀说，“接下来就是
冲洗，用流水冲个10分钟，去除这些鱼
肉饺皮的杂质、腥味，等到变白变透亮
时，就可以上浆了。”

余永怀说的“上浆”，用的并不是什
么浆料，而是摔打，打出鱼肉胶质使其具

有黏性。将鱼肉饺皮冲洗完毕，殷贵洗
了洗手，向装着饺皮的盆中撒了一点盐，
端着盆反复晃，“哒哒哒，哒哒哒”……鱼
肉饺皮在盆中不断翻滚，不一会儿，饺皮
表面就变得油亮起来，殷贵用手和一和，
饺皮变得粘手了，可以包入肉馅了。

鱼肉饺皮因为已经具有黏性，在包
入肉馅之后，一捏即可粘起来。殷贵
小心地将一个个包好的鱼饺放入生粉
中“打滚”，再一个个放入盘子中。鱼
饺需要静置至少 1 个小时，冷藏更好，
不能直接下锅。

余永怀透露了一个煮饺“秘诀”——
这道菜上桌，鱼饺是在鱼骨熬的汤里，但
鱼饺并不是直接放入汤中煮的，而是要
先在水中煮，煮得差不多了再放入汤中
煮一会儿。鱼饺表面有生粉，直接入汤
煮，汤会变得浑浊，鱼饺表面也会收缩起
皱，影响观感。

鱼肉的鲜嫩与猪肉的醇厚完美融
合，让人尽情享受味觉盛宴。鱼饺好吃，
其制作者本身也很有故事。

2018年，在外做了多年餐饮管理工

作的余永怀回到家乡创业，开了这家餐
馆。作为土生土长的鲟鱼人，在余永怀
的记忆里，关于鱼，老一辈有着众多吃
法，而传统的饺子做法却较为单一，两者
是否可以结合起来呢？彼时，与鲟鱼镇
一河之隔的枞阳县传统美食——攘乌鱼
给了余永怀直接的灵感。经过不断尝
试，2019年初夏，余永怀熟练掌握了鲟鱼
鱼饺的制作手法。

余永怀制作的鱼饺“一炮而红”，引
来了无数顾客。客人远的有从北京、从
山东来的，近的有从池州、从马鞍山来
的，就为了品一品这道水乡美食。

2021 年 12 月，鲟鱼鱼饺作为桐城
美食之一参加了安庆首届美食品鉴
会，充分展示了桐城地方美食特色，获
得了现场评委和嘉宾们的一致好评，
随后又作为安庆美食之一参加了“皖
美好味道 百县名小吃”全省美食评
选及宣传推广活动。记者了解到，鲟
鱼鱼饺目前也在积极申报桐城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周芬

鲟鱼鱼饺：“年年有余”的吉祥饺

1月20日，怀宁县洪铺镇正街村民
杨小菊（右）和几名妇女团坐在一起，说
说笑笑，手里不停地摆弄着一双双虎头
布鞋。

今年 70 岁杨小菊二十几岁时就跟
着婆婆练就了一手精湛的手工活，这成
就了她半个世纪的“虎头鞋”情结。

在怀宁县农村，有给一两岁的娃娃
穿“虎头鞋”的风俗，民间艺人手中的老
虎鞋形态各异，借助虎威，代表正义、勇
敢、强悍、吉祥，传递家长对孩子的爱
恋，祝福孩子健康成长，虎虎有生气。

通讯员 檀志扬 赵林玉 摄

绣“虎头鞋”

迎“虎年”

眼瞅着春节就要来了。过春
节，有一系列的年俗，而且全国各
地大有不同。但有一样，估计大多
数地区都有，那就是贴对子。

贴的对子从哪来呢？好些年
了，多数家庭的春联都是买来的
吧，或是商家送的，很少有自己写
的。省事是省事，可也会出现满大
街都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广
进达三江”之类的“套路”对联。看
起来倒是整齐划一，只是毫无深
度，缺乏内涵，没有个性。

有些同学就想着自己写。这
时候又遇到了难题：对不出来好对
子啊。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同学没文
化啊，毕竟，今时不同往日，如今我
们学校教授的知识涉及面很广，实
用性很强，对对子这种并不常用
的知识很少有所涉猎，这很正常。

呐，国家图书馆就考虑到您
有这种需求。上周，“古籍里的春
联”发布暨春联书写活动在中国
国家图书馆总馆举行。现场发布
的21副“古籍里的春联”皆是出
自经典，意蕴深厚。

还不赶紧拿出小本本记下来？
最早见于“敦煌遗书”中的

“三阳始布；四序初开”。

选自《宋史》的“新年纳余
庆；嘉节号长春”。

选自明刻本《状元图考》的
“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
满堂”。

选自清刻本《对联大全》的
“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
有余”。

选自清光绪十七年刻本《精
选对联备要》的“瑞日芝兰光甲
第；春风棠棣振家声”。

选自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藤墅俪言》的“一天云日祥和
气；万里山川锦绣春。”

……
专家们还特别从馆藏文献

中挖掘了与“壬寅”年相关的对
联：“壬佩六符，允征吉兆；寅恭
五服，相励和衷”。

篇幅有限，无法将21副“古
籍里的春联”一一展示。如果以
上的春联都无法满足您的要求
的话，上网搜一搜关键词“古籍
里的春联”，看看全部21副经典
春联，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

可以说，国家图书馆对我们
这些不会对对子，又想写出有个
性春联的人，很体贴入微了。

“壬佩六符，允征吉兆；
寅恭五服，相励和衷”

上周，长篇报告文学《中国
北斗》作品研讨会在京举办。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北斗》由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作为中
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中国作
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该书
展现了北斗系统从无到有、由弱
到强的艰辛建设历程，刻画了攻
坚克难、无私奉献的英雄群像。

《中国北斗》以北斗系统建
设时间为横线、以各分系统团队
攻坚克难为纵线，讲述了中国北
斗人始终秉承航天报国、科技强
国的使命情怀，探索出一条从无
到有、从有到优、从有源到无源、

从区域到全球的中国特色发展
道路，从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
三个拥有自主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的国家。

中国人对于北斗七星有着特
别的情感。数千年来，我们的先祖
曾依靠它们而定方向、辨四季、定
时辰。斗转星移，星空下的人们，
在新时代，为“北斗”添加了新的
注解，那就是独立自主、开放兼容
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也为“北
斗”添加了新的内涵，那就是“自
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
求卓越”新时代北斗精神。

全媒体记者 何飞

“自主创新、开放融合、
万众一心、追求卓越”

本报讯 1 月 17日，桐城市
大关镇发布的一则视频被转发
了千余次，网友留言“讲得太好
了”“忽然返老还童，回到小时候
听大鼓书的岁月了”……

原来，这是该镇结合当前正
在开展的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工
作，深挖本地文化资源——鼓书
说唱，并将二者紧密融合，以群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宣传相关政
策，有效提高政策知晓率和传播
度。“党建引领信用村，干部群众
都欢迎。全市上下共行动，信用
村户来评定。信用等级有排名，
个人集体都光荣。不仅脸上添光
彩，信用还能变成金……”视频
中，身穿紫红色长袍，一边左手打

快板、右手敲大鼓，一边说唱的表
演者是《桐城歌》项目县级传承人
倪渐银，而说唱文本《为党建引领
信用村建设叫好》由镇老年学校
教师余宏龙创作。视频一经转发
微信群，村民们纷纷点赞，卅铺村
党员余琳说，做人要做信用人，建
立信用才光荣。

据悉，倪渐银和余宏龙等去
年还合作了《不忘初心跟党走，
凝心共筑中国梦》《脱贫攻坚谱
新篇》等节目。下一步，大关镇
将继续充分发掘、利用本地文化
资源，创新宣传方式，将理论政
策送到更多群众身边。

（通讯员 彭夏 全媒体记
者 查灿华）

桐城：鼓书说唱接地气
信用村建设添动力

文化传真传真

本报讯 1月 20日上午，宿
松县洲头乡泗洲村文化广场上，
村里会书法的老先生们为村民们
免费书写春联，献上新春祝福。

一副副充满节日气息的春
联，一幅幅饱含深情的“福”字，
一张张群众朴实的笑脸，营造出
了浓厚的喜庆氛围和文明乡风，
烘托出了浓浓的年味。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翰墨
飘香。随着老先生们手中的毛笔
不断上下左右舞动，不一会儿一
副副充满喜气的春联就写好了，
随后，待墨汁干透，洲头乡团委、
妇联志愿者们将一副副寓意着
平安和谐、吉祥如意的春联入户
送给泗洲村民，同时就烟花爆竹
禁放禁烧、不用一次性餐具、与

婚嫁陋习说不、禁食野生动物等
主题开展宣传，倡导广大村民响
应绿色低碳的节日生活。村民们
选好自己中意的春联，内心喜悦
溢于言表，手持春联，笑逐颜开。

拿到春联的村民李文兵说：“老
先生们的春联写得好啊，过年拿回
去贴着又大气又喜庆，很开心，虽
然今天天气很冷，但是心里很暖。”

洲头乡组织书法爱好者们
用写春联、送春联下乡的形式，
为村民们送去了节日祝福，留住
了手写春联的年俗，留住了过年
的记忆。喜庆的“福”字、红红的
春联，承载着对洲头群众满满的
祝福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
讯员 袁洁）

宿松：笔墨写春意，送福进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