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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一周文化热热点点

大家好，本文物是一件青铜爵。
在做自我介绍之前，我想跟大家讲一
个故事。

在《左传》上，它很短：“郑伯之
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鉴予之。虢公请
器，王予之爵。郑伯由是始恶于王。”

我来细细讲一下，故事的开头，还
要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讲起。众所
周知，这位中国历史最著名的“宠妻狂
魔”，把自家本就江河日下的基业彻底

“宠”没了的同时，也把自己的性命
“宠”掉了。这一事件，也为平王东
迁，以及周王室开启进一步江河日下的
新征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个大事件中，有两个诸侯国的
国君，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个属于典型的反派，正史野史都
是 奸 臣 的 那 种 ， 那 就 是 虢 （音 同

“国”）国的虢石父。毕竟，想出“烽
火戏诸侯”这种鬼点子的，也不会是什

么正派人。
另一个就属于“浓眉大眼”，一路保

卫平王东迁立下汗马功劳，那就是郑
国的郑武公。顺带提一下，周平王和
郑武公都是周厉王的后代，是族兄弟，
自家人。

差不多一百年后，这两国的国君郑
厉公和虢公丑又一起参与了大事件——
子颓之乱。简单来说，这是一场周王室
的内乱，叔叔王子颓造侄子周惠王的
反，结果被反杀 （朱棣看了直摇头）。
这一次，虢国和郑国都是周惠王一边
的。在成功打入自家王宫之后，杀了亲
叔叔之后，周惠王一顿封赏，周王室本
不富裕的土地，又少了不少……

除了土地，周惠王还奖励了青铜
器。郑厉公收到的奖励是“后之鞶
鉴”，就是王后的铜镜。按理说这赏赐
还算可以，郑厉公为何要“恶于王”
呢，怎么奖励还奖出矛盾出来了？那是
因为，虢公丑收到了“爵”。

不就是一个爵嘛，能让一个诸侯
将对王的不满写在脸上，甚至写在
史书上？真能！当时周王室的影响
力已经很弱了，稍有实力的诸侯，
听 不 听 天 子 号 令 ， 完 全 靠 自 觉 或

“霸主”安排。这种局势下，郑厉公
会在乎周天子对自己的宠信吗？未
必。但是，他显然在乎爵。可见，
在他看来，周天子赏赐的爵，是身
份，是地位，是尊贵。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周代的高级
贵族看来，爵是一种象征着尊贵地位的
青铜器。至于铜爵的“爵”与爵位的

“爵”有没有引申联系，聪明的您，尽
可以大胆联想一下。

那么，青铜爵主要是干什么用的
呢？说法很多，或曰饮酒器，或曰煮酒
器，或曰滤酒器……归纳起来，说是酒

器不会错。当然，正所谓“事死如事
生”，作为贵族专用酒器，青铜爵也是
礼器，而且是高端礼器——《礼记》有
云：“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
以散。”有一点必须说明一下，不同时
期文献所提到的青铜爵，未必都是同一
种器物，有时“爵”也泛指酒器。

我们知道，相对于商代贵族，周代
贵族对于喝酒这件事已经算是很克制
了。周代的青铜酒器象征尊贵，商代能
差得了吗？说这么多，就是为了本文物
出场铺垫——本文物，就是一件来自商
代的青铜爵。

不仅如此，本文物还是一件有铭青
铜器。铭文不多，单一个字：“酋”。说
到酋，您会不会想到酋长、敌酋之类的
词？实际上，这个字，也与酒有关。

《说文解字》里讲：“酋，绎酒也。
从酉，水半见于上。”这个“绎酒”是
个啥呢？还好，有清代学者段玉裁的解
释：“绎酒，谓日久之酒”。用你们这个
时代的话说，那就是年份酒呗。

说起来，“酋”这个字造得就很灵
性。下面这个“酉”，本义是酒坛子。
与“酒”有关的汉字多数都带有“酉”
字，如：造酒叫“酿”，卖酒叫“酤”，
斟酒叫“酢”，进酒叫“酬”……而上
面那个“八”形，就是冒出来的香气。
很形象，有没有？如果您看到本文物上
的铭文，或是上网搜一搜“酋”的金
文，一定会给出肯定的答案。

这个字怎么就成了酋长了呢？在
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时代，比如部落时
代，酿酒是一件十分耗费人力物力的
非必要事情。彼时彼刻，这种高端的
饮料，会交给谁来保管呢？常常是部
落首领亲自管。

再者，在那时的人们看来，酒还是
人与神沟通的媒介（会不会是喝大了产

生幻觉）。谁具体负责与神沟通，也就
是担任主祭的掌酒官呢？常常还是部落
首领亲自抓。所以，以酋指代部落首
领，成了很自然的事情。

后来生产力进步了，酒不那么珍贵
了，掌酒官就未必是“一把手”了，酋
又开始指代具体的掌酒官员，《说文解
字》中就提到：“《礼》有‘大酋’，掌
酒官也”。

综上，作为有铭文“酋”的青铜
爵，本文物与酒之间有着天然而紧密的
联系，且是尊贵地位的象征。

当然，我们都知道，在绝对实力面
前，所谓尊贵地位一文不值。虽然虢公
丑获得了青铜爵，但这并没有阻止随后
晋国用实力写出一系列的成语，比如

“唇亡齿寒”，比如“假虞灭虢”……作
为亡国之君，只能跑到周王室寻求政治
避难。不知道他在逃跑的时候，有没有
带上周王赏赐的青铜爵呢？要是留存到
现在，那可是珍贵的文物哦，嗯，就像
本文物那么珍贵。

专家说文物：

“这件商代兽面纹爵，于2006年在
望江县赛口镇南畈村出土，现藏于望江
县博物馆。”望江县博物馆馆长朱强介
绍说，该青铜爵柱间距 6.5 厘米，通高
19.5 厘米。曲口，窄槽流，尖尾上翘，
口沿两侧各有一菌状柱，卵圆形深腹，
腹侧有一带状半环形銎，三棱锥足外
撇。柱顶饰涡纹，腹部饰一周兽面纹。
盤所在一侧器腹铸铭文“酋”字。

据介绍，在商周时期，青铜爵不仅
是酒器，还是占有极为重要地位的礼
器，甚至一度成为当时贵族阶级“明贵
贱、辨等列”的标尺。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酒杯？那就太小瞧“爵”了！
——商代兽面纹爵

4月23日，在潜山市痘姆乡痘姆古
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里，一波
波来自潜山市区的游客正在展厅品
鉴、挑选陶器。“这是龙窑烧制的，每
一个的色泽和花纹都各不相同，是世
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基地负责人程
柏全站在旁边，不时地为他们做着讲
解。近年来，安庆市在文化产业赋能
乡村振兴方面开展了大量有益探索，
痘姆古陶、望江挑花、王河舒席等非
物质文化遗产在得到进一步保护的同
时，产业带动效应越来越明显；民宿
纷纷打出地方特色“文化牌”助推文
旅深度融合。

作为一张国家级“非遗名片”，潜
山痘姆陶器烧制技艺带动痘姆古陶越来
越多地走进大众视野。惟妙惟肖的藕节
荷叶摆件、寓意“事事如意”的橘红色
柿子、外观像竹节还可扩音的手机支架
……在痘姆古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
地的展厅里，除了传统的餐器、茶器、
花器和文房等陶器之外，一些集美观实
用于一体的精美小陶器也吸引着每一位
游客的目光。

“以前这里的窑厂生产水缸、罐
子、泡菜坛子等大件生活用品，制陶师
傅们每个人闭着眼睛都能做出来，谈不
上精细和精美，跟艺术品更是相去甚
远。”程柏全说，自2013年其接手这里
以后，他便开始探索将痘姆古陶向工艺
品方向发展。

“这项工作在2016年以前进程都非
常缓慢，转折出现在2016年。”程柏全
说，由于当时另一名股东撤资，“剩下
我一个人，已经到了退无可退，背水一
战的境地。我将家产全部抵押出去，并
通过柔性引进的方式，请进来了很多艺
术家。”

程柏全说，他接手基地以后，最先
改造的一栋危房，就将其打造成了艺术
家工作室。艺术家工作室更像是一个文
创空间，在资源共享的同时，各种思想
在这里碰撞，激发创作灵感。“超过20
位知名艺术家、制陶大师都来过这里，
他们与基地的制陶师傅们一起生活、一
起制陶、一起交流。”程柏全说，通过
不断地学习交流，基地生产出的陶器越
来越精美，向工艺品转型之路也愈发蹄

疾步稳。
2021 年，基地的产值已经达到了

1000万元，人员工资性支出达到了120
万元，“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当地制陶师
傅的工资支出。”程柏全说，基地内有
12 名一线制陶师傅，“都是当地的居
民。”除此之外，制陶常年所需收购的
陶土、竹木、杂料等原材料则让周边
500余户农民受益。“2021年这一项的
开支在五六十万元。”

早在2008年，被世人赞誉为“青
白如初，表里如一”的望江挑花便
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了传承发扬挑花工艺，做大做强
挑 花 经 济 ， 望 江 县 探 索 出 了 一 条
学、教、产之路。望江县有关部门
通 过 开 展 “ 地 方 文 化 进 校 园 ” 活
动，在安庆皖江中等专业学校建立
了望江挑花保护与传承基地，如今
成为省级研学旅行基地；同时，把
望江挑花非遗项目传承内容编成教
材，作为当地高一、高二年级学生
文化艺术类必修课，让更多年轻人
了解望江挑花。同时，望江县创建

了展示挑花完整流程和工艺成品的
陈 列 馆 ， 着 力 打 造 望 江 挑 花 的 保
护、传承、研发和销售体系。

望江县鸦滩镇望马楼村通过积极
争取国家政策扶持，推进挑花的市场
化、产业化，大力提升挑花品牌的知
名度。在充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根
据市场需求，积极开发新产品，在原
有 500 多个品种花样的基础上扩大到
1000余种。同时，拓宽产品研发与销
售渠道，开展新产品信息发布及网络
推广活动，打造电商网络销售平台。
目前，挑花产品网上销售额占总销售
额的50%。

除此之外，望马楼村以望江县望马
楼挑花专业合作社为主体，投入资金
50余万元，建成面积达450平方米的望
马楼村望江挑花展馆。通过集散相结合
的方式培育一支拥有 30 人的“挑花
女”队伍，农闲时统一在合作社的挑花
工坊挑花，农忙时在家抽时间挑花。每
名挑花女每年通过挑花能获得1万元左
右的收入。

全媒体记者 付玉

文化赋能 产业兴盛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教育
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
乡村振兴局、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印
发《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
兴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显然，对于文化资源丰富的
安庆来说，《意见》有着十分重要
的指导意义。比如，其中提到的

“演出产业”，会让许多安庆人自
然而然地想到黄梅戏；而“手工
艺”，会让潜山人自然而然地想
到桑皮纸或舒席。

所以，即便抛开其他文化资
源不谈，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
安庆也足以。国家级非遗项目，
安庆就有8个，分别是：黄梅戏、
桐城歌、孔雀东南飞传说、桑皮
纸制作技艺、岳西高腔、望江挑
花、文南词和痘姆陶器烧制技
艺。省级、市级非遗项目合计更

是近百个。
清华美院艺术史论系教授

陈岸瑛在解读《意见》时提到：
“新时代乡村手工艺的振兴，具
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
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双重属性，
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其
实，不只是“手工艺”，戏曲这类

“演出产业”何尝不是如此。
除了“演出产业”和“手工

业”，安庆的非遗项目中还有不
少是故事和传说。这些故事和
传说，是乡村的灵魂，也是推进
文旅融合的独特资源。从这点
来看，同样具有“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和特色文化产业发
展的双重属性”。

只要做到让“双重属性”“相
互促进”，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
振兴方面，安庆必然大有可为。

“非遗保护利用和
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相互促进”

近日，由中国戏曲学会主办
的“戏曲发展的新机遇——直播
间里的戏曲舞台”研讨会在线上
举行，探讨戏曲这一传统文化如
何利用直播在现代开拓新观众，
发展线上的“第二舞台”。

公开数据显示，2021 年，抖
音传统戏曲直播开播场次超80
万，平均每场观看超3200人次，
每一场戏曲直播都相当于一场
中型演出。其中，73.6%已开播
戏曲获得过直播收入，戏曲类主
播收入同比增长232%，不少濒
危剧种通过直播再现活力。

“所有优质内容的传播都是
戏曲的‘种子’，希望散落的‘种

子’都能开出不同的芬芳。”在讨
论戏曲直播时，全国人大代表、
广东粤剧院院长曾小敏说。

是啊，网络直播不过是传播
途径，内容生产能力才是戏曲人
的核心竞争力。当然，在守正的
基础上掌握“流量密码”，也是有
必要的。

其实，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视
角会发现，在直播间演出的戏曲，
仿佛是让戏曲回到了最初的模
样：观众会丢掉包袱，在演出中即
时给出反馈，用弹幕褒贬，用打赏
喝彩。而对于演员来说，这样的
演出方式，既是挑战，也是历练。

全媒体记者 何飞

“所有优质内容的
传播都是戏曲的‘种子’”

什么是疟疾：疟疾是由疟原
虫寄生于人体引起的一种传染
病，俗称“大摆子”、“大脾寒”。
它主要通过蚊虫叮咬人传播。

疟疾的主要症状：疟疾的主
要症状包括发冷、发热、出汗、全
身酸痛等，有时还伴有呕吐、腹
泻、咳嗽。病情严重的患者还会
出现谵妄、昏迷和休克，以及肝、
肾功能衰竭，如不及时救治，有
可能因病情延误而危及生命。

关注恶性疟：恶性疟流行区
为非洲、东南亚地区，在恶性疟
流行区工作和旅游的人特别容
易感染恶性疟。人感染恶性疟
到发病的潜伏期大约为9-14天，
从恶性疟流行区归国的人员一
定要提高警惕，如果出现发冷、
发热等类似感冒症状，应考虑为
恶性疟感染，及时到正规医疗机
构就诊治疗，就诊时要告知医生

出国史，以便于疟疾的及时诊断
与治疗。

我市防控疟疾态势：目前我
国本地疟疾已经消除，但国外输入
性疟疾仍然存在，曾经还有死亡病
例出现，需要广大市民引起关注。

防控措施：蚊子叮吸人血是
传染疟疾的主要途径，防蚊叮咬
是最方便、最有效的预防疟疾传
染的好办法。居家应使用纱门、
纱窗，晚上睡觉应使用蚊帐，外
出时应在裸露的身体部位涂上
防蚊药水防蚊。

医疗机构一旦发现疟疾会
立即报告市疾控中心开展流行
病学调查，采血确诊，确诊的
病例将免费提供抗疟药品，进
行规范治疗和管理。要根治疟
疾就一定要遵照医生的嘱咐，
规范足量全程服药，切勿随意
服服停停。 疾宣

疟疾预防 从你我做起

安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4月22日，大观区大湖社区会同石化路街道党团员志愿者，正
在清理水上公园草坪上的垃圾。

今年4月是第34个爱国卫生月，大观区大湖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组织党团员志愿者开展河湖环境清理义务劳动，用实际行动
践行爱国卫生运动。 通讯员 项顺平 全媒体记者 路欣 摄

4月20日，在迎江区一小学“安徽省
最美书屋”的甜趣书吧，老师和同学们
正在诵读国学经典唐诗宋词，浓郁的书
香溢满了整个校园。

连日来，迎江区教育部门在辖区 19
所中小学幼儿园同步开展了万人诵读国
学经典，让更多的学生与书籍为伴，令
书香致远，让书香满园。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方迪 摄

诵读国学经典

商代兽面纹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