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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一周文化热点

“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
兵。”95年前的今天，南昌城头的枪响
就像划破夜空的闪电，让中国人民在黑
暗中看到革命的希望。

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在
电影《南昌起义》中，他们是当之无愧
的主角，每一句台词、每一个特写，甚
至每一次做出表情和动作，都是那么的
光彩夺目。

电影是要分主角和配角的，戏份也
有不同。但是，在真实的历史中，每一
个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人，都值得被
铭记。而作为安庆老乡，我们或许应该
特别注意一下电影中的一个人物：吴牧
师。吴牧师是那种标准的牧师形象：穿
着黑色长袍，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梳得
十分整齐，手上总是捧着书。在真实的
南昌起义中，确实有一位牧师起到了十
分关键的作用，他就是“吴牧师”的人
物原型，我们的望江老乡——刘平庚。

1899年，刘平庚出生于望江城关大
北门街一个普通人家。

彼时出生在“小镇”的他，却连当
一个“做题家”的机会都没有——幼年
命途多舛的他，三岁丧父、九岁母亡，
成了一名无依无靠的孤儿。大清自己都
要完了，自然管不了这么许多孤儿。那
时的无数孤儿像三毛一样，甚至比三毛
更为凄惨，流浪街头，最终命丧街头。

遭遇不幸的刘平庚，又是幸运的，
他得到了教会的资助。这资助，不仅有
生活上的，还有学习上的，让成绩优异
的他，有了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
——不只是改变个人命运，还参与到改
变国家命运的大事件中。

1918年，他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神
学院。圣约翰大学是个什么样的学校
呢？看看刘平庚的校友吧：顾维钧、宋
子文、林语堂、荣毅仁、邹韬奋……啧
啧，这一串名人的人名，可吓人？应该
不难发现，这些校友，极少是普通家庭
出身的。

实际上，这所学校学费确实不便
宜，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担。正如前所

述，刘平庚的家庭条件不能说很差，只
能说没有，之所以能入校，完全是因
为“学霸”属性——圣约翰对成绩优异
的学生也会给予免费或一定补助，每年
约30个名额。放到你们这个时代，刘
平庚的学习成绩，不说能进中科大少年
班吧，最起码也是县级高考状元的水平
了吧。

知名学霸，名校毕业，读的又是神
学院，基本相当于定向委培了，在那个
大学生属于沅江九肋的时代，刘平庚自
然毕业就有了工作。1922年，刘平庚从
圣约翰大学神学院毕业，即任中华圣公
会皖赣教区常委，并回到家乡安庆，在
天恩堂当会长。

幼年经历过苦难，也得到过关爱的
他，在自己有能力之后，也成了一位懂
得关爱他人的人。

在做好牧师本职工作基础上，刘平
庚将精力全部投入到教育和社会慈善事
业，1925年在安庆创建了天恩小学和慈
善会，力行培养人才、扶困救弱，收留
贫困家庭子女、赈济贫民，在安庆城中
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彼时的中国，积贫积弱，需要救助
的人实在太多。刘平庚或许有时也会
想：怎么才能救助更多人，谁能让需要
救助的人越来越少？北洋政府？旧军
阀？蒋汪之流？显然都不是那块料。

1927年，他从一群人身上找到了答
案：“他们是一群有信仰的人；他们是
一群不同的军人！”

当年年初，刘平庚调任南昌中华
圣公会宏道堂会长。在这里，他走上
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同心同行的
光辉道路。

南昌起义前夕，刘平庚工作和居住
在南昌圣公会宏道堂内，住房和院子比
较宽敞。由于教堂和刘平庚牧师的特殊
身份，对掩护起义十分有利，所以当时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的指挥部就设在宏
道堂内，贺龙的卧室和指挥部办公室就
在刘平庚的住处。南昌起义爆发时，周
恩来、贺龙、朱德、陈毅等人在此处召
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起义的命令和很

多计划就是在宏道堂制定的。
有人要问了：不就是借房子给贺老

总住吗，不就是在他房子里开会了吗，
他也算得参与南昌起义了么？这就要说
道说道了。那是 1927年，蒋介石、汪
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就算不了解“白色
恐怖”有多“恐怖”，“宁可错杀一千，
不可放过一个”总听说过吧。彼时彼
刻，跟共产党人有交往就有危险。把自
己的房子给共产党人做指挥部？那可得
有扛着枪打鬼子的勇气。

毫不夸张地说，在南昌起义中，
“望江学霸”刘平庚既是一位有着重要
贡献的宗教人士，同时也是一位历史见
证人。

保护人讲文物：

在望江县城大北门街，有一条窄
巷。巷子里，望江县政府挂牌保护的
历史建筑——刘氏堂轩，就在这条巷
子里。青砖小瓦、木制门窗、园脚石
顶起木柱、屋中央还有天井，这幢清
代民居就是红色牧师刘平庚曾居住和
生活过的地方。

“刘平庚的生平事迹，在1995年版
《望江县志》中有明确的记载。”7月29
日，在刘氏堂轩门前，望江县委党史和
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马薛毅，拿出《望
江县志》向记者介绍道。

据《望江县志》载：刘平庚（1899—
1975)，县城人，基督教牧师。早年毕业
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院，后赴美国入
约芬伯克利神学院和耶鲁大学。民国元
年，在原中华圣公会皖赣教区担任常
委。民国 16 年曾任安庆天恩堂会长。
是年 8 月南昌起义爆发时，任南昌宏道
堂会长。时第二十军的指挥部设在宏道
堂内，起义的指挥者之一贺龙即下榻在
刘的住宅中，并受到热情款待。解放后，
国家决定恢复“八一”南昌起义革命旧
址，刘不顾自己年老和疾病缠身，回到家
乡，寻找当年带回来的贺龙和起义军用
过的革命文物。1975年在南昌病逝。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吴小平

“望江学霸”如何参与南昌起义？
——望江县历史建筑刘氏堂轩

上周，一个题为《回村三天，
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视
频在B站火了，甚至火出站。火
到什么程度呢？该视频发布于7
月 25 日，至 7 月 30 日早上，视频
的播放量已经达到3511.9万。

被用户亲切地称为“小破
站”的 B 站，虽说并不算冷门偏
僻的网站，但是数千万播放量的
视频还并不十分常见，短时间内
达到这个数字的，更是凤毛麟
角，堪称现象级。作为该视频的
创作者，UP 主“衣戈猜想”自己
都表示感觉“不可思议”。

今天，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这
一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文案好。相对
于影像，文字有时候更容易直击
人的心灵。许多优质视频内容创
作者的爆火，都离不开优质文案
的支撑，诸如“小约翰可汗”“吸奇
侠”等，或诙谐幽默，或意境深远。

该视频的文案属于十分出
色的那种：适可而止的情感释
放，不矫情；恰到好处的生动风
趣，不卖弄。

比如这句：“中国人老说‘生
老病死’，生死之间何苦还要再隔
上个‘老病’呢？这可不是上天的
不仁，而是怜悯。不然我们每个
人都在七八十岁，却还康健力壮
之年去世，那对这个世界该有多
么的留恋呢？那不是更加的痛苦
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老病’
是‘生死’之间的必要演习。”

还有这句：“都说人生最重要
的，不是和一把好牌，而是打好一
把烂牌。二舅这把烂牌打得是真
好，他在挣扎与困难中表现出来
的庄敬自强，令我心生敬意。”

为了防止您讲我凑字数，还
有一些“金句”就不一一列举了，感

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观看视频。
第二个原因：内容好。

“精神内耗”不算什么新鲜
词了。内耗，无谓的消耗。当下
年轻人，常常将自己给自己制造
的焦虑、彷徨、纠结以及种种不
安，统统放到这个框里去。

实际上，在精神世界里与自
己 战 斗 并 不 算 是 无 意 义 的 消
耗。严于利己、反求诸己、君子
慎独……先贤总是不断提醒人
们：对自己狠一点。这是好品
质，是不能称为“精神内耗”的。

因陷入单一成功标准无法
自拔，而不断被负面情绪所困
扰，这应该就属于“精神内耗”
了。对此，古人同样有过分析。
王安石说：“圣人内求，世人外
求。内求者乐得其性，外求者乐
得其欲。”圣人的标准过高，但是
找回自己、做回自己，对于普通
人来说也未必是什么难事。

哦，对了，《回村三天，二舅治
好了我的精神内耗》中还有这句：

“遗憾谁没有呢？人往往都是快死
的时候才发现，人生最大的遗憾就
是一直在遗憾过去的遗憾。遗憾
在电影里是主角崛起的前戏，在生
活里是让人沉沦的毒药。”

《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
精神内耗》中，我们看到了真实，
即平凡人面对生活的苦难时，所
表现出的不屈意志，这正是这个民
族数千年屹立不倒的精神内核。
B 站还有一个爆款视频《现实版

“活着”福贵大爷找到了！》，那位
“福贵大爷”同样如此。而这些视
频能火起来，说明所谓“精神内耗”

“躺平”“摆烂”不过是一些年轻人
用来保护自己的“马甲”。他们打
心底尊重不屈的斗士，并热爱着热
爱生活的人。全媒体记者 何飞

“内求者乐得其性，外求者乐
得其欲”

本报讯 自“复兴少年宫”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宿松县二郎
镇以乡镇文化站为依托，结合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开设了党史
学习、民俗传承、安全教育、趣味
活动等丰富多彩的主题课程，让
孩子们学有所成，学有所悟，让
孩子们在“双减”后的首个暑假
度过一个既欢乐又充实的假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二郎河
就有许多进步青年参加中国共产
党，在当地进行革命活动，并组织
工农武装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
争。”在党史学习教育课堂上，二郎
镇教办主任通过讲解《烽火诉说二
郎河》一文，带领孩子们共同回看
发生在二郎河土地上的红色故事。

自“复兴少年宫”开课以来，
二郎镇“五个一”党史学习教育
融入“复兴少年宫课程”，即学一
次二郎党史、看一次红色影片、
讲一次红色故事、唱一次红色歌
曲、诵读一次红色经典，以形式
多样的红色主题教育贯穿暑期，
向青少年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
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
国情感，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为增强青少年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意识，充分展示
宿松民歌的保护成果，推动二郎
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和传承，二
郎镇还邀请宿松民歌县级传承
人朱加祥走进“复兴少年宫”，为
孩子们讲述省级“非遗”宿松民
歌的来历、寓意、传承与发展，并
现场向学生们展示传统民歌《二
郎河的姊妹多》的唱法和创作来
源，激发了孩子们学习传统文
化、传承非遗技艺的浓厚兴趣。

“宿松县的传统民歌流传多
年，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必
须很好地传承下去，现在通过这
个活动给学生们传授民歌的唱

法技巧、创作历史，把我们的歌
更好地传承下去，我认为这是一
件大好事。”朱加祥高兴地说。

除了上专题课堂，孩子们参
观了镇文化站的宿松民歌展览
馆，实地感受民歌的历史和魅
力。“这堂课，我们听朱老师讲了
民歌的创作来源和歌唱技巧，我
和同学们都非常感兴趣。”二郎
镇中心小学学生柏某说。

宿松民歌是流传在宿松境内
民间歌曲的总称。它语言生动，
曲调优美动听，具有鲜明的艺术
特色和地方风格，是宿松人民在
长期劳动中创造出来并流传至今
的集体抒情诗。2014年，宿松民
歌被省人民政府列入第四批安徽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通
过‘非遗’文化课程的开展，孩子
们在暑假期间感受到‘非遗’的魅
力，体验了‘非遗’的快乐，能让非
遗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

健康安全教育是复兴少年宫
课程的重中之重。暑期正是夏季
溺水事件多发期，为扎实做好暑
期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工作，二
郎镇邀请“爱之源”家庭教育志愿
服务团宣讲师，通过播放教育宣
传片的方式，结合身边典型案例，
向学生和家长们讲解防溺水的相
关要点，切实加深学生对防溺水
的理解与认识。同时，通过举办
防溺水绘画比赛的方式，让更多
的青少年深刻了解防溺水的重要
性，培养自身防范安全意识。

为让孩子们度过一个丰富
多彩的暑期生活，二郎镇文明办
还根据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做好
供需菜单对接，还开设了象棋、
围棋、篮球、游泳等兴趣课程，让
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
员 周仲）

二郎镇：

让村里娃的暑假更多彩

文化传真传真

“所谓婚事新办，就是一切从简。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首

先，婚庆、宴席仅限于亲戚朋友参加，
随带的礼金不得超过四百元……也就是
说，整个婚庆综合费用不得超过八千
元！”7月 17日晚7时，桐城市吕亭镇

“推进移风易俗、倡导文明乡风”艺术
化宣讲巡回演出首场活动在该镇洪桥村
的文化大礼堂举行，演员用自编自导自
演的《彩礼分文不收》黄梅小戏宣传移
风易俗。

自今年6月 1日桐城市召开移风易
俗建设文明乡风暨文明创建工作大会以
来，吕亭镇扎实推进移风易俗宣传工
作，采取入户宣讲、发放宣传单、设置
户外广告等多种形式使推进移风易俗、
建设文明乡风的观念深入人心。7 月

份，该镇又进一步创新宣传模式，组织
当地文化骨干编排黄梅小戏《彩礼分文
不收》和快板《移风易俗树新风》，用
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文明新风润泽乡
村各处，把移风易俗理念传播到每个群
众的心中。

据该镇文化站负责人介绍，新编小
戏《彩礼分文不收》由当地文艺骨干带
领群众自编自导自演，采用黄梅小戏传
统唱腔，讲述了青年教师鲜花带头执行
移风易俗规定、带头不收彩礼的故事。
在活动现场，演员们用幽默诙谐的表
演，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新编小戏将 《桐城市推进移风易
俗，建设文明乡风实施方案》和《市

委市政府致全体市民的倡导书》等文
件精神融入其中，在潜移默化中让群
众学习到移风易俗所包含的内容，认
识到移风易俗的必要性和陈规陋习的
危害并主动转变思想观念，自觉树立
新风正气，带头做文明乡风的执行
者、拥护者、倡导者。

吕亭镇艺术化宣讲巡回演出活动首
场演出安排了传统小戏和快板节目，吸
引了洪桥村、鲁谼山近200名群众到场
观看。本次巡演活动计划还将开展 7
场，在7月底前实现该镇15个行政村的
全覆盖，在全镇营造倡导移风易俗、健
康文明的浓厚氛围。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郑鹏

吕亭镇：黄梅有新唱 唱响新风尚

7月20日傍晚，市民们正在迎江区一
号公园广场欣赏书画作品。

迎江区滨湖街道秦潭湖社区开展
“喜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
书画作品展主题活动。展览展示了50幅
来自辖区党员同志和小朋友们的优秀书
画作品，一幅幅生动的笔墨，讴歌党的
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抒发了对祖国的
热爱之情。
全媒体记者 路欣 通讯员 祁红 摄

同心礼赞

新时代

黄梅小戏宣传移风易俗 通讯员 郑鹏 摄

望江县历史建筑刘氏堂轩 通讯员 吴小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