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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一周文化热热点点

1930年9月7日，望江县城，一位满身
伤痕的年轻人，不断向围观人群高喊着：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北门外的刑场上，他将为他准备的酒菜一
脚踢开。当身后的屠刀举起时，他再一次
喊出那句响亮的口号。那声响，直入云霄。

“他怎么不怕死？”“他是共产党。”
“给穷人发粮食的共产党？”“对，就是他
们。”人们如是议论着，而他已经听不到。

丧尽天良的国民党反动当局，将他
的头颅割下悬挂在北门城头三天三夜，
不准家人来收尸。

那些围观的人，从城头下走过的人，
他们或许会对那张年轻的脸感到陌生，
但是，他们不会对他做下的事情陌生：就
在5个月之前，这位年轻人，为数百在死
亡线上挣扎的饥民，铺就了一条生的道
路。他，就是孙敬纯。

那是那一年的4月14日，一支全部由
农民组成的队伍，从太湖大石岭出发，直奔
望江金鸡山。沿途，在“穷老子、光棍伯伯
们，到哪去哟？”“到李干桢家买粮去哟！”
的问答中，不断有农民加入，茗山南麓、武
昌湖畔、长岭上下、宿松东乡……队伍抵
达目的地时，已经聚集了200多名农民。

又是太湖，又是宿松，又是望江，这
得走多少路啊？其实这一带地处三县交
界处，从大石岭到金鸡山也没多少路，两

地相隔十多公里而已，走路的话最多两
三个小时。短短十公里，之所以能吸引这
么多沿途农民的加入，归根到底在于：他
们真的快要饿死了。

队伍中，有一群年轻人，他们之中的
很多人家境并不算十分贫困，却站在队
伍的最前面。他们正是此次暴动的组织
者，一群共产党人，有太湖县委书记甘信
元，还有望江特区委书记孙敬纯。

为什么要“到李干桢家买粮去”呢？
李干桢又是何许人也？

李干桢是大地主，也是退休官员。在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里，从官员到地
主，这类身份转换，十分平常。无论是大清
的官，还是民国的官，“三年清知府，十万
雪花银”都是普遍现象。曾在湖北担任省
承审和地检厅书记官的李干桢，官不算很
大，也攫取大量钱财，光良田就有650亩。

熟悉安庆地区革命史的朋友，对于
1930年的春荒一定不会陌生。此次自然
灾害，点燃了安庆多地农民运动的导火
索。实际上，此次春荒挨饿的只有穷人，
许多大地主家还是有囤粮的。他们只要
手指缝里漏出来一点，按照平常的价格
卖些出来，穷人也就挨过去了。

但是，某些地主就是不愿意。也不是
不愿意卖，就是“得加钱”。比如，平常一担
稻谷卖两块银元，春荒了，他们就要卖五

块银元。这就是囤积居奇，是喝穷人的血，
是扒穷人的皮，是逼着穷人卖儿卖女。

“你们想干什么？”面对群情激奋的
农民，李干桢依旧摆出一副官架子。

“我们想干什么？我们要平价买粮！”农
民队伍中领头的年轻人，个个目光如炬。

“走吧走吧，我们家没有余粮！”李干
桢依旧认不清形势，仍在用鼻孔看人。

看到这里，一定有朋友纳闷：李干桢
的底气从哪来？实际上，像他这样的大地
主，一般都会雇一些看家护院的“保镖”。
他的底气，来源于身边有人，手里有枪。

可李干桢没料到的是，也不知道是
畏惧暴动队伍的怒火，还是同情乡里乡
亲的遭遇，反正“底气”们战斗力不强，很
快被打跑，只留下他这个“光杆司令”独
自面对人民的审判。

最终的审判结果为：李干桢被绑在
村口的大树上，执行枪决。暴动队伍打开
李家粮仓，把200多担粮食和1000多件
衣物分给灾民，并缴获枪支弹药若干。
200多担粮食什么概念呢？民国时期度
量衡比较混乱，我们按照比较常见的，即
一担为 120 斤计算，200 担就是 24000
斤。这叫没有余粮？

接着，暴动队伍趁热打铁，又抄了太
湖姑塘劣绅韦大衍的家，搜获了他家的
枪支，没收了他家的粮食和衣物，并将其
枪决。20日，暴动的农民在大石岭五显
庙举行大会，会上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
太望赤卫队。

对于此次暴动，以及赤卫队随后的
一系列扒粮救饥民行动，当地群众无不
拍手称快，个个深受鼓舞。相对应的，反
动政府和土豪劣绅慌了，急了。他们正在
阴谋进行疯狂反扑。

当年5月15日，在太湖县委的领导下，
孙敬纯率领望江赤卫队员，与太湖赤卫队
员一起，围抄太湖刘山铺大地主李伯超家。

李干桢是退休官员转型大地主，已
经算是赤裸裸地展示自己贪腐“成果”
了。李伯超更过分，还是国民党政府在职
官员，就当起了大地主。赤卫队在李伯超
家缴获了冲锋枪、手枪各1支、长枪5支、
子弹1000余发。可惜的是，没捉到李伯

超本人。狡猾的李伯超在与赤卫队周旋
时，悄悄派人向国民党太湖县政府报告
赤卫队行动路线。

16日午后，当赤卫队胜利返回金鸡
山时，遭到太湖商团和自卫队500余人
的伏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赤卫队战
斗失利。紧急关头，为了保存力量，减少
伤亡，决定由甘信元、孙敬纯率队突围，
陈大虎等人负责掩护。陈大虎、殷幼堂、
孙大朵等人不幸被捕，几天后在太湖县
城北门外英勇就义。

金鸡山遭遇战，使太宿望革命力量
遭受了严重损失，此后党组织和赤卫队
转入艰苦的地下斗争。当年8月30日，在
大石岭一带开展地下活动的孙敬纯被
捕。在狱中，孙敬纯饱受酷刑仍坚贞不
屈，敌人无计可施，举起了屠刀。孙敬纯
牺牲时，年仅25岁。

保护人讲文物：

在望江县长岭镇金鸡山村，有一座
金鸡山农民暴动纪念馆。纪念馆门前，有
这样一副对联：“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
割断旧乾坤。”

“孙敬纯领导的金鸡山农民武装暴动虽
然最终失败了，但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击了
国民党反动派在太宿望的统治，有力地配合
了六霍起义和请水寨起义，声援了鄂豫皖革
命根据地的斗争。同时，它造就和锻炼了一
大批革命干部，唤醒了民众，扩大了党的队
伍。”8月17日，在纪念馆门前，该县委党史和
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马薛毅介绍说。

1960年5月4日，望江县人民委员会
发文追认孙敬纯为革命烈士；1984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革命烈士证；
1990年望江县人民政府为其修墓立碑，
作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场
所。2017年，金鸡山农民暴动遗址由望江
县人民政府挂牌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9年，金鸡山农民暴动纪念馆建成投
入使用，并挂牌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
安庆市党员干部党史教育基地。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吴小
平 实习生 汪家晖

大地主囤积居奇会有什么后果？
——金鸡山农民暴动遗址

上周，有一部电视剧杀青了。
这 部 电 视 剧 的 题 材 十 分

罕 见 ， 甚 至 称 得 上 独 特 和 唯
一 —— 该 剧 讲 述 的 是 几 代 核
工 业 人 从 引 进 、 消 化 吸 收 到
完 全 自 主 创 新 ， 最 终 成 功 研
制出“华龙一号”近 40 年的
奋 斗 历 程 ， 表 现 了 我 国 核 电
事 业 从 无 到 有 、 由 弱 到 强的
发展历程。

所以，这部剧的剧名也很
“硬核”，就叫《硬核时代》。

“我们要实现的是能通过创
作，使观众沉浸在这 40 年的时
空里，再现那群艰苦奋斗的核
电英雄，去追求现实主义题材
中应有的美感与质感。”谈及该
剧道具方面的复杂多样与实现
难度时，美术指导许可说。

剧 拍 得 怎 么 样 ， 得 播 出

来，看了，才能评价。但要说
到“华龙一号”，那评价早就出
来了，两个字：厉害。

“华龙一号 ” 作 为 中 国 完
全自主设计研发的三代核电技
术，已形成完整知识产权和自
主标准体系，它的成功让中国
核电打破了国外核电技术的垄
断，在世界核电舞台挺起中国
脊梁，成为靓丽的“国家名片”。
2021 年 1 月 30 日，“华龙一号”
全球首堆中核集团福清核电 5
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首堆前
后耗时 68.7 个月，形成 700 余件
国 内 专 利 ，设 备 国 产 化 率 达
88%。从此，我国核电技术水平
和 综 合 实 力 跻 身 世 界 第 一 方
阵，成为继美国、法国、俄罗斯
等国家之后真正掌握三代核电
技术的国家。

“通过创作，再现那群

艰苦奋斗的核电英雄”

8月 9 日上午，岳西县青天乡居民
王爱萍带着孩子们来到汪小川生平事
迹展馆，聆听老红军汪小川的故事。据
汪小川生平事迹展馆解说员汪正文介
绍，开展一年以来，已有3000余名省内
外游客来到这里缅怀老红军，重温红军
精神、长征精神。

走进汪小川生平事迹展馆，80余平
的展馆内分四个部分介绍了这位老红
军的一生：乡风淳朴，矢志救国；热血忠
诚，使命担当；为国爱民，不改初心；回
报桑梓，永远怀念。汪小川 1913年出生
于岳西县青天乡，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游击队，投入反
封建军阀的斗争，1932 年 2 月参加红
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
争年代，汪小川先后随红四方面军在鄂
豫皖苏区、川陕革命根据地等开展革命

工作，1935年参加长征，1936年随西路
军西渡黄河，先后任西路军政治部宣传
干事、红三十军宣传部部长。

漫漫长征征程，汪小川走了两遍。
1935年3月，汪小川随红四方面军北上
长征，1936年10月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会
宁，三过草地、翻越雪山，历时1年零7个
月，行程1万余里，这是汪小川第一次长
征。1936年 10月，汪小川踏上了第二次
长征征程，这就是西路军的艰苦岁月。汪
小川随红三十军西渡黄河，担任西路军
政治部宣传干事、红三十军宣传部部长，
和西路军将士们一起，与国民党马步芳、
马步青部进行了殊死搏斗。1937年3月，
西路军在经过古浪战斗，血战高台、三进
倪家营后，转战河西走廊，残酷战斗使西
路军由21800人锐减到3000人。为突破
敌人包围，西路军兵分三路，最终，仅汪

小川所在的左支队突破重围，在冰天雪
地、荒无人烟的祁连山中，经受饥饿严寒
的考验，走了整整43天。出祁连山，又遇
马家军袭击，西路军余部多次打退敌人
冲锋，向戈壁深处转移。1937年4月底，
西路军幸存400余人达到新疆星星峡。
汪小川生前撰写了《我在西路军的经
历》、《招魂诗》、《冲出绝境》等作品，详细
记载了西路军将士用血肉之躯，用共产
党人的信仰，写就了共产党人对党、对国
家、对人民的无限忠诚。

1938年受党的委派，汪小川担任新
疆日报社副社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时期，汪小川分别担任延安军委总政治
部宣传部教育科长、晋绥军区政治部宣
传部部长等职务。新中国成立以后，汪小
川历任东北局宣传部副秘书长、贵州省
委常委、宣传部长，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兼副校长，国家文物局党组副书记、副局
长等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文物、
博物馆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汪小川虽少小离家，却时时牵挂
家乡。1973年，汪小川拿出2000元工资
给家乡改善交通基础设施；2003 年汪
小川携夫人肖明捐出自己 5 万元离休
费，在岳西县成立“肖川助学基金”，资
助家乡贫困学子。2005年 1月汪小川因
病去世。

初三学生汪心如说：“听了老红军汪
小川的故事，尤其是他参加红军长征时
的一些故事，让我对那一段历史有更加
深刻的认识，让我更深刻的意识到，我们
今天的美好生活是前辈们抛头颅洒热血
换来的，来之不易更应加倍珍惜。”

全媒体记者 付玉 通讯员 梁月
升 王牌

青 天 乡 走 出 的 红 色 人 物

8月19日，在桐城市龙眠街道同安
社区文化活动室内，由社区退休老党员
组成的草根剧社正上演着自编自演的
黄梅小戏。

龙眠街道同安社区党委依托“党
建+养老”治理新模式，每月不定期组
织辖区退休老党员开展各项娱乐活动，
不仅增进了邻里间的感情交流，也丰富
了辖区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光飞 摄

共叙邻里情

本报讯 一方庭院、满屋
时光，开窗见绿、推门闻香，
移步见景……“美丽庭院”创
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内容，是推进乡村文明的
有效载体。

今年来，桐城市大关镇探
索党建引领“微自治”，把开展

“美丽庭院”创建工作作为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重要任
务，主动作为、创新措施，推
动基层党建与美丽庭院建设互
促共进。

绿色庭院承载乡愁乡韵。
大关镇青龙村汪家花园成为桐
城市新晋网红打卡点后，青龙
村党总支借势连片打造，结合
不同农户特点，培育出“花卉
小院”“瓜果小院”“书香小
院”等各具特色的美丽庭院；
桐城歌、旵冲鼓书等是该镇旵
冲村的乡土文化符号，旵冲村
开展“美丽庭院”创建后，在
自家院中唱戏听曲已成为旵冲
老百姓茶余饭后的文娱活动之
一，成为唤醒乡土记忆、留住
乡愁的文化承载，乡村的美丽
蝶变给村民带来了幸福美好的
诗意生活。

红色庭院弘扬历史文化。
黄梅戏《乌金记》故事发生地
大关镇缸窑村周庄村民组内仍
留有古迹，除完整保存的清朝

年间修建的庭院门头，该村将
历史故事展板布陈其间，让小
院的历史感和文化气息迎面扑
来。同时，该镇打造“美丽庭
院”为契机，通过党员带头示
范引领，对自家庭院进行红色
建设，科学规划、精心布置，
利用欧家岭起义、大小关伏击
战等红色历史底蕴，将红色文
化有机融合到庭院布局中，让
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与干净整
洁的院落、绿色清新的植株相
得益彰。

七彩庭院助推乡风文明。
大关镇将“美丽庭院”作为乡
风文明的细胞工程，以家庭

“小美”聚合乡村“大美”，在
“美丽庭院”创建中融入家风建
设，深入推进十星级文明户评
定和寻找“最美家庭”活动，
争做好媳妇、好婆婆、好妯
娌，传承良好家风，争当家风
正、品德好、书香浓、环境
美、邻里和睦的“最美家庭”。
同时，要求镇村党员干部示范
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注重家规家训家风建设，
推进美丽庭院创建常态化发
展，实现了从“最美庭院”的
外在美向“最美主人”的内涵
美转变。

（通讯员 曹丹丹 全媒体
记者 汪秀兵）

桐城：

“美丽庭院”涵养文明乡风

文化传真传真

望江县文物保护单位金鸡山农民暴动遗址。 通讯员 吴小平 摄

不久前，在中国国家博物
馆，一名特殊的新员工上岗了。

她叫“艾雯雯”，拥有丰富
的知识储备和讲解技能，熟知
国家博物馆内的文物珍品。特
殊在什么地方呢？她一出生就
开始工作，且没有工资……呃，
不是，没有违法，因为她是一名

“虚拟数字人”。
“艾雯雯”的讲解，更为特

别。在国博发布视频中，“艾雯
雯”走进国家博物馆“古代中
国”展厅，与馆藏文物产生了神
奇感应，让文物“活”了起来。
例如，海晏河清尊上的白釉海
燕变成了“艾雯雯”佩戴的珍
珠耳钉。

在文博圈子里，“艾雯雯”
也并不孤单，因为还有一位颇为
知 名 的 虚 拟 人 ， 名 叫 “ 伽

瑶”——今年6月，敦煌研究院
和腾讯公司联合打造了敦煌莫高
窟官方虚拟人“伽瑶”，其原型
是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声音婉转如
歌的神鸟“迦陵频伽”。

不 同 于 “ 艾 雯 雯 ”，“ 伽
瑶 ” 就 比 较 喜 欢 穿 古 装 。 在

“伽瑶”亮相的发布会上，伴随
着复原古乐风韵的音乐，她表
演了一段优美的敦煌舞。

“伽瑶”“艾雯雯”接连走
红说明了什么呢？对此，北京
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学术委员
会主任陈少峰评价说，虚拟数
字人接连涌现，是数字文化的
发展趋势，为人们带来耳目一
新 的 服 务 体 验 。 未 来 逛 博 物
馆，或将看到更多的虚拟人提
供文化服务。

全媒体记者 何飞

“虚拟数字人接连涌现，为人们
带来耳目一新的服务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