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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安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一周文化热热点点

二月二，龙抬头。农历二月二，也
就是上周五，便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节
日“龙 抬 头 ”，也 就 是 春 耕 节 、农 事
节。虽然本质上这是一个与农业相关
的节日，但是对于不种田的人们来
说，这也是特别的一天，许多怀着“二
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美好
愿景的朋友，可把托尼老师们忙坏了。

当然，我们都知道，龙抬头，并不是
真有某条龙在活动。看过《西游记》的
朋友对于二十八星宿应该不会陌生。这
些神仙，在剧中大多是没什么台词的配
角，角木蛟就是其中一位。角木蛟就是
二十八星宿中的角宿。在苍龙七宿星象
中，它位于苍龙之首，主春生之权，为
苍龙之角，故得此名。在冬季，苍龙七

宿都隐没在北方地
平线下。现在这个
季节，角宿就从东
方 地 平 线 上 出 现
了，这时整个苍龙
的 身 子 还 隐 没 在
地平线以下，只是
角 宿 初 露 ，故 称

“龙抬头”。
当然，星宿星

宿，本质上不是老
仙，而是星星。角
宿共有两颗星，其
中“角宿一”离咱
们足足有 275 光年
之远。也就是说咱
们今天晚上看到的

它，还是它在乾隆朝的模样。
不聊天文了，那是科学，说多了容

易露怯。咱们还是说回龙，龙的传说太
多太杂，说错了也没大事。

从“剃龙头”这一习俗不难看出，
国人对于“成龙”的向往，古来有之。
成语“望子成龙”也是此意。当然，家
长们不是真希望自家孩子成为“头上有
犄角、身后有尾巴”的小龙人……

那是要成什么龙呢？格局高的，那就
是国家栋梁；格局低的，那就是升官发
财。在古代，无论对于哪一种家长，相
继考中进士的窦仪、窦俨、窦侃、窦
翶、窦僖五兄弟，都是自家孩子的好榜
样。《宋史》中提到，这五位被当时的人
们称为“窦氏五龙”。望子成龙，显然就

是成这样的龙。顺带提一句，成语“五
子登科”，说的也是这五位。

这得是个什么样的家庭，才能教出
这么些有才的仔？《三字经》 中有答
案：“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
扬”。他们的父亲就是窦燕山。不过人
家大名叫窦禹钧，因家住燕山一带，
故人称窦燕山。

对于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古人早已
有所了解。不然，他们也不会反反复复
地宣传孟母三迁、曾子教子这类故事。
孟母重视教育环境，曾子重视以身作
则，这位老窦又有哪些“义方”呢？大
体是“家庭之礼，肃于朝廷：内外之
防，严于宫禁；父子之训，凛于官师”
这套“严父”手段。感受一下，那压迫
感，这儿子做得简直就是战战兢兢、如
履薄冰。不过，我们如果站在移动互联
网时代，去批判五代十国的一位父亲，
教育方式过于严苛，何尝不是严苛呢？

再者，老窦还在家建了图书馆，办
了几十家学堂，让附近贫困群众子弟能
免费上学……“钞”能力这事咱就不谈
了，单说他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以及对教
育事业的贡献，也是很值得称赞的了。

据说，老窦也是有黑历史的，早年
间干了许多为富不仁的事。30岁后幡
然醒悟，修善积德，才有了“五子登
科”的好结局。这故事也说得通，历来
就有些人，自认坏事干多了，便想着干
些好事积德。其实啊，你们这个时代有
些人大可以学学老窦：与其胡乱放生外
来物种祸害人与自然，不如捐些钱到教

育事业里去。能不能积德不好说，绝对
算行善了。

老窦的教育经验，对于后世影响是
深远的。本文物，龙首螭纹玉带钩，就
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窦氏五龙”的
故事才流行开来的。

按照古人“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
图形设计基本原则，本文物的“图”，是

“苍龙教子”：一大一小两条龙，大龙回头
看小龙，仿佛是在教导小龙。原来，不止
人望子成龙，龙也会望子成龙。

当然，“图”是龙，“意”却是人。
“苍龙教子”的“意”也很明显：象征
言传身教和以身作则的重要性，以及望
子成龙的美好情感。

专家说文物

“这件清龙首螭纹玉带钩，1973年在
当时的安庆市卫东公社民主大队出土，
长8厘米、宽1.6厘米、高19厘米。”据
安庆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吴悦介绍，
该文物白玉质。整体呈大龙驮小龙造
型。龙首形钩首，钩背呈琵琶形，钩背
上伏有一小螭。龙首张口露齿，额顶微
隆，双角竖立，与钩背上的小螭相望。
螭为独角，作低伏扭动状，尾部分叉。
钩底有一椭圆形素面纽。

据介绍，玉带钩原为束衣用品，最早
见于良渚文化时期，盛行于战国时期至汉
代，东汉以后趋于衰落。龙首螭纹玉带钩
有“苍龙教子”的寓意，多见于元明清时期。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陈恒

龙，也会望子成龙？
——清龙首螭纹玉带钩

清龙首螭纹玉带钩

3月6日，游客在怀宁县石牌镇徽班博
物馆临展馆参观。

怀宁县石牌镇正在倾力打造“中国戏
曲文化的创作创新基地、戏曲人才的培养
培训基地、戏曲交流的展演展示基地、戏曲
艺术的评奖颁奖基地”为核心的国家级戏
曲文化特色小镇，通过传承戏曲文化，引人
向真、向善、向美。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檀志扬 摄

传承戏曲文化

找着了，找着了，稷下学
宫找着了！

近日，中国最早的高等学
府稷下学宫的遗址位置确定，
引发考古界普遍关注。位于山
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的齐故城小
城西门外建筑基址群，吸引了
全国的目光。

据史料记载，稷下学宫始
建于公元前374年，因位于临淄
稷门附近而得名，存续达150余
年。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
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
形式的高等学府，是一个同时
具有研究院、大学堂、施政咨
询等多种性质的机构。

对于稷下学宫，郭沫若曾
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
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
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
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
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是
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
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
一个最高峰。”

而在纪录片《中国通史》中
是这样描述稷下学宫的：“轴心
时代的东方，有一所群贤聚集，

思想之火无比璀璨的学术中心，
它既是我国最早的官办大学，
也是战国时期政治咨询和学术
文化的交流中心。这里汇聚了
当时了最著名的学者，他们收
徒讲学，交流论辩，各种思想
交流碰撞，成为诸子百家争鸣
的最重要的场所。”

两千多年时间过去了，我
们早已生活在一个“地球”被
称为“村”的世界。这个世界还
需要稷下学宫里的智慧吗？答
案是肯定的。首先，儒、道、法、
名、兵、农、阴阳……诸家学派
的智慧，不会因为漫长的时光
而消磨殆尽。更重要的是，人类
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个世界
需要稷下学宫包容兼蓄的精
神。各个国家都应致力于加强
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
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
异中共同发展。

想 来 ， 经 过 考 古 发 掘 之
后，稷下学宫的遗址之上，必
将有一处可供后人追溯历史图
景的去处：不同学术观点的人
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展开辩
论，相互吸收，共同发展。

“周秦诸子的盛况

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最高峰”

《人世间》 持续热播，热
到破圈了。

为深入探讨总结文学影视
改编的经验，中国作家协会于
近日在京召开了“从文学到影
视——《人世间》座谈会”。

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
主席铁凝在致辞中表示，《人世
间》的热播，再一次有力地证
明了文学与影视的亲密关系，
从文学到影视，这不仅是在描
述一个过程，更标志着一个生
机勃勃的创造与接受的广阔空
间。“让我们的力量融汇在一
起，让文学和影视一起走进更
广大的人民群众心里，这也是
一代代文学人和影视人共同的

努力方向。”
众所周知，即便不知，看

过这个新闻也知了：电视剧
《人世间》是根据同名长篇小说
改编的。在2022年3月4日晚上
8点，在豆瓣网上，小说的评分
是 8.2 分，电视剧的评分是 8.1
分，都属于十分优秀的作品了。

当然，不是优秀的小说，
就一定能改编成优秀的电视
剧。那需要同样优秀的改编
者。怎样才能成为优秀的改编
者呢？小说《人世间》作者梁
晓声的评价就很到位：“影视剧
对于我想表达的思想，进行了
很好的提炼”。

全媒体记者 何飞

“让文学和影视一起
走进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心里”

当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
多发，做好科学防护至关重
要。以下7点防控要点，务必牢
记心中！

1、科学戴口罩
切记：佩戴口罩前，应先洗

手，并选择合适尺码的口罩（儿
童应选择儿童尺码）。口罩盖住
口鼻和下巴，鼻夹要压实；口罩
出现脏污、变形、损坏、异味时
需及时更换；佩戴口罩后，应
避免触摸口罩；若必须触摸口
罩，在触摸前、后都要彻底洗
手。在跨地区公共交通工具
上，或医院等环境使用过的口
罩不建议重复使用。

注意：不要上下或者内外
反戴口罩，更不要戴口罩时露
出口鼻。

2、勤洗手
外出时，更要注意个人卫

生，及时进行手卫生，避免用未
清洁的手触摸口、眼、鼻；洗
手时尽量用流动的水，并使用
肥皂或洗手液。手上无可见污
染物时，可用手消毒剂揉搓双
手20~30秒。

3、遵守1米线，少聚集
排队、付款、交谈、运动、

参观时，要保持1米以上社交距
离。实行分餐制，使用公筷。
尽量不组织和参加非必要的聚
集性活动。

4、注意咳嗽礼仪
打喷嚏、咳嗽时用纸巾遮

住口鼻，无纸巾时用手肘代
替，注意纸巾不要乱丢。

5、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保持家庭干净整洁，多开

窗通风；加强身体锻炼，坚持
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
持心态健康；健康饮食，戒烟
限酒；有症状时，及时就医。

6、积极接种疫苗，及早加
强免疫

接种疫苗仍是预防新冠肺
炎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对
减少重症和死亡效果明显。请
符合条件的市民朋友全程接种
新冠病毒疫苗，完成全程免疫
满 6 个月的市民朋友进行加强
免疫。

已 完 成 疫 苗 接 种 的 朋 友
们，依然不可放松警惕，仍需
坚持做好个人防护。

7、及时主动报备，配合防
疫措施

如有发生本土疫情地区旅
居史，或与阳性病例行程轨迹有
交集，或为同时空伴随人员，或
接到疫情防控部门要求报备的
电话、短信通知等，请立即向所
在社区（村）、单位、酒店报备，并
配合做好流行病学调查、核酸检
测、隔离医学观察或健康监测等
疫情防控措施。 疾宣

新冠疫情多发时
科学防控要切记

在宿松县洲头乡金坝村复兴少年
宫，70 多平方米的空间里，各色图
书、电子设备、文化乐器等，把屋子摆
放得满满当当。去年，金坝村被宿松县
委宣传部评为“十佳书香之村”。这里
不仅阅读环境舒适温馨，而且主题活动
丰富多彩，开放课堂贴近生活……如
今，一年四季各类阅读活动、文娱活动
让这里成为了附近学生学习增知、文化
娱乐的多彩精神家园。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
舟 ”“ 知 识 改 变 命 运 ， 阅 读 陶 冶 生
活”……在少年宫的墙上，张贴、悬挂
着多个阅读提示牌，10余个彩色的书柜
按历史、法律、儿童文学、科普、经
典名著等门类排放，满柜的书籍等待
着读者翻阅。

电脑前，金坝村农家书屋专职管理
员罗时媛忙着上网查阅热门读物。“少年
宫联合农家书屋一起打造，有藏书1.5万
册、电脑 6 台，阅读围桌最多可坐 20
人，书柜旁边的立方体阅读椅也可以坐
10 多人，各类图书都有，每天都有人
来看，特别是假期的时候人更多。”罗
时媛介绍着。

2月24日这天下午，洲头乡“手绘
儿童画、剪纸送祝福”活动在少年宫举
行，11名来自金坝小学的儿童、老师及
民间剪纸爱好者们聚集在此。孩子们聚

精会神实践操作，老师及剪纸爱好者们
来回指点，不到30 分钟，孩子们都完
成了自己的绘画和剪纸作品，一剪一
画，表达出了孩子们对未来的美好憧
憬和祝福。

“剪纸真好玩，‘走向未来’这4个字
是我自己剪的，回家贴到房间的墙上，
给爷爷奶奶看。”手拿作品的金坝小学一
年级学生洪梓恒脸上乐开了花。

“冬奥会刚闭幕，我们选择用剪纸

的形式，将美好的祝福传递出去，祝
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指导老师齐
凤琴说，“金坝小学学生大多是留守儿
童，我作为复兴少年宫的志愿者老
师，平时参加复兴少年宫的主题活动
来丰富儿童的课余生活是非常开心的
一件事。”

金坝村复兴少年宫全年开放，如何
依托少年宫阵地，将开放课堂深入推
进、全面开花？乡、村都在开动脑筋。

在工作经费上，少年宫除有2万元
专项资金用于场所建设、器材配备、辅
导员队伍建设外，洲头乡还另外在实践
活动开展方面给予相应资金支持。

在课堂开放上，少年宫根据现有条
件和固有设施，开发出“百变”功能，
精心设计——道德培育方面，常年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红色基因传承、优秀童谣传唱、生命
安全、心理健康、环境保护等主题教
育实践活动；文体娱乐方面，广泛开
展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音乐、舞蹈、
戏曲、美术、书法、阅读朗诵、剪
纸、球类、棋类竞技等活动；劳动实践
方面，开展种植、手工、厨艺培训等以
儿童、青少年益心启智、良好行为习惯
养成为主的活动。

按 照 “ 学 生 需 什 么 、 教 师 会 什
么、地方有什么”的原则，乡、村精
心设计少年宫相关活动项目。如今，
金坝村复兴少年宫成为村里大多数留
守儿童的“第二课堂”，这里开设了“晚
托班”和“假期课堂”，不断有老师、志愿
者义务为孩子们担任少年宫辅导员。
少年宫凭借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仅成
为附近青少年儿童课余生活的“充电
站”，更成为学生们常来、想来、爱来
的精神家园。

通讯员 袁洁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洲头乡：复兴少年宫变身多彩精神家园

志愿者老师和孩子们一起开展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 通讯员 袁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