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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一周文化热热点点

刚刚过去的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提起抗战胜利日，不少人会有一个
疑惑：首先想到的是8月15日日本宣布
无条件投降，为什么将抗战胜利纪念日
定在9月3日呢？

其实，早在1951年 8月 14日，《人民
日报》刊登的一则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的通告，就已经解释过了：“本院在1949
年 12月23日所公布的统一全国年节和
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曾以8月15日为抗
日战争胜利日。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
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
为9月3日。”打个比方，某个罪犯招供
了，只在口头上认罪是不行的，必须得在
口供上签字画押，才能算数。

抗战怎么胜利的？因为我们中有一
群人，一群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依然坚
信胜利终将到来并为之奋斗的人。他们
之中每一个人都值得至于敬意，比如望
江人檀觉天。

檀觉天，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出
生于望江新坝，字龙岩，又字抱一，别号
若颠觉非。这个别号，就很怪。“怪”当然
不是什么好字，但是后面加一个“才”那
境界就大不同了，从特定角度看，比“天
才”还要更胜一筹。

其实，哪有那么多天才？不过是在
你打游戏的时候，他能静下心学习罢
了。檀觉天学习的时候，“蚊虻刺肤，汗

流 浃 背 不 自 知
也”。这，才有了
才思敏捷、出口
成章的赞誉，才
有 了 “ 河 北 才
子、望江怪人”
的称号。在这里
说明一下，此处
的“河北”不是河
北 省 那 个“ 河
北”，也不是“河
北袁绍”那个“河
北”，而是望江
当地人进行区域
划 分 的 地 理 名
词：以武昌湖为
界，北则为河北，
南则称河南。

光说他有才华，不拿点证据是不行
的。这就必须要说到，他在抗战期间做
了些什么。

在望江县城沦陷后，名义上来讲，
望江已经属于沦陷区。但我们也知道，
小鬼子基本就在城市和交通线上活动，
根本无力将触角伸到广阔农村，只能通
过扫荡等恶毒手段，疯狂报复农村的抗
战力量。

有人在用枪抗战，有人在用笔抗
战。身为教书先生的檀觉天属于后者。
当然，用笔抗战，也有很多种方式。他需
要找一种适合当地情况的方式。

写文章骂鬼子、宣传抗战？行倒是
行，可毕竟身处农村，当时农民受教育程
度不高，识字的人都不多，文章写出来给
谁看呢？起不到宣传效果啊。

老百姓爱看戏，写戏给他们看啊！
于是，教书先生檀觉天改行剧社班主，在
赛口古镇高举抗日救亡大旗，组织文明
戏剧社，并夜以继日编写了16个宣传抗
日剧本。同时，他还编剧、导演、剧务一
肩挑，带着20余名演员在赛口老街、高
士新坝等抗日后方巡回演出。

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些剧本的
标题：《智取倭寇》《战地之花》《算血帐》
《枪毙汉奸》《投敌悲剧》……从标题中不
难看出两个字：直白。智取倭寇、枪毙汉
奸、算血帐，这不都是人民群众的普遍愿
望吗？这样的戏，老百姓当然喜欢。所
以，剧社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

情欢迎。观众时而眼含热泪，时而群情
激奋，时而鼓掌欢庆……一场场小戏，不
仅为处在极度压抑中的人们送去了短暂
的慰藉，也让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多了
许多必胜的信心和反抗的激情。

如此冒着杀头的风险宣传抗日的行
为，国民政府总应该支持吧？可惜，并
没有。

有些人啊，在打鬼子、宣传抗战这些
正事上你看不到他，扇阴风点鬼火比谁
都积极。剧社火了一段时间，就有小人
向国军政府告状：“剧里的国军角色一点
都不正面，有的消极抗日，有的欺压百
姓，还有的直接就当汉奸去了。”

众所周知，“文字狱”是著名的“怪
才”杀手。我说我没那个意思，你说我有
那个意思，至于我到底有没有那个意思，
完全看当权者的意思。很快，“意思”出
来了，檀觉天被押解至国军 176师 1056
团部狱中，并被判处死刑。

故事要结束了吗？还好，并没有。
虽然176师1056团这个番号比较难

记，但当时这个团的团长的名字，就很好
记。这位团长，就是大名鼎鼎的莫敌。
但凡了解过一些安庆地区抗战史的朋
友，对于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莫敌
的战绩太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们只需
要知道这是一位真抗战的国军军官。

真抗战的国军军官，遇见同样真抗
战的教书先生，英雄惜英雄，那肯定是把
人放了……过程当然没那么简单了。

莫敌打鬼子认真，审理案件同样认
真。他亲自审阅了檀觉天的“公状”和狱
中诗作，当读到“由来麝为藏香毁，不信
犀为照角全”和“始信死生凭爱恶，方知
明暗出兼偏”等诗句时，不禁大为惊诧，
既怜其才情，又恤其不幸。结果，莫团长
不但免了檀老师的死刑，还委任其为随
从副官。然而，檀觉天辞官不受。

后来，常有人问起他：“别人讨官买
官，你却辞官，为什么呢？”对此，檀觉天
回答：“沐猴而冠何足言！”

抗战胜利了，檀觉天不用再为了民
族大义奔走呼号。于是，他特别在行的
一项技能全面觉醒——“吐槽大师”闪
亮登场。

1945年年底，檀觉天受聘于望江初
中任教。到了城里，目睹国民党统治下
的望江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民不

聊生，他便以“雷阳”二字撰联：“雷
水长流，洗不尽贪官污吏；阳光未出，
何曾见白日青天。”

如此吐槽，反动当局能忍得了？很
快，檀觉天被解聘回乡。回到赛口后，他
仍以教私塾为业，关注时政和民生，与
农、商、渔、樵等下层人民交往甚密，对贫
苦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且不惧官吏、仗
义执言，继续吐槽……

一次，他看到赛口“船舶管理处”（俗
称“卡关”）残酷地搜刮民脂民膏，不禁感
慨赋诗一首，形象地加以讽刺：“小小长
河绕市环，五更风急浪如山，孤舟偏趁洲
边过，不避险峰避卡关。”

1947年，望江举行第二次县国民代
表大会代表选举，他撰联讽刺：“选场
变为市场，有酒食，有香烟，打躬作
揖，逢人便请；投票即是绑票，拉亲
戚，拉朋友，交头接耳，遇缝就钻”。
寥寥数语，将国大代表选举的种种丑恶
现象揭露得淋漓尽致。

“吐槽大师”的枪口，也不仅仅对着
恶政，有时也会朝向坏人。彼时望江有
一名“竹泉”者，不务正业、常寻衅滋事。
檀觉天用其名撰写对联云：“竹本青皮，
虽然节外生枝，终成光棍；泉原白水，任
凭江中作浪，总是下流。”

1949年望江解放后，檀觉天又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什么叫“技多不压身”——他
利用自学的中医知识，在已废弃无人住的
家乡石隆庙行医，光荣地成为新中国的建
设者。他不辞劳苦、不计报酬，尽其所能
为病患服务，深得乡亲信赖。1953年，“吐
槽大师”檀觉天在石隆庙谢世。

保护人讲文物：

在望江县赛口镇赛口社区，有一条
老街。老街上，有一座老房子，正是檀觉
天住过几十年的老房子。

“檀觉天一生著作颇丰。他的诗、联
广为当时文人学子传抄，可惜大多数未
编辑付印留传后人，十分遗憾。”8 月 17
日，在檀觉天故居门前，望江县委党史和
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马薛毅介绍说。“目
前，这条街上的古建筑均纳入古镇古建
筑保护。按照当地恢复赛口古镇风貌的
计划，这条街将修旧如旧，重焕生机。”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吴小平

什么叫大师级吐槽？
——赛口老街檀觉天故居

上周，2022年中国网络文明
大会日前在天津落下帷幕。

此次大会，有一项议题十分
引人关注，那就是：如何让中华
文化“扬帆出海”？

会上，奥运冠军武大靖、敦
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所
长俞天秀、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王艳、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张晓
龙等各界人士纷纷建言献策，从
多维度展现“文化输出”这份考
题上不同的思路与答案。

从诸位知名人士的身份头
衔 ， 就 不 难 猜 出 他 们 发 言 的
内容。

北 京 冬 奥 会 的 国 际 影 响
力，相信不用赘述。作为奥运
冠军，武大靖不仅深度参与其
中，更是其影响力的重要传播
者 。 所 以 ， 在 谈 论 借 体 育 盛
会，传播崭新而鲜活的中国形
象时，他是很有发言权的。这
是很有意义的经验分享。

敦煌莫高窟是集壁画、建
筑、彩塑于一体的世界文化遗
产。2016年，敦煌研究院通过互
联网将 30 个洞窟的高清数据公
开免费向全球展示，访问量高达
1680 万人次。俞天秀亲身经历
了“数字化”是如何让文物走出
国门，将东方之美辐射全球的。
这同样是很有意义的经验分享。

作为此次大会的表演嘉宾，
王艳给观众奉上了一场名为《梅
派遇上00后》的表演，京剧《贵妃
醉酒》和网络热曲《万疆》的混搭
赢得满堂彩。多次赴国外表演
的王艳，对于京剧的海外影响力
有着切身体会：这个世界上，有
很多“懂戏”的外国票友，喜爱中
国的国粹艺术。

张晓龙的教授身份可能不
如他饰演过的角色有名——他
曾 在《甄 嬛 传》中 饰 演“ 温 太
医”。鲜为人知的是，作为一名
致力于向国外推广中国古代传
统礼仪文化的教授，张晓龙曾为
包括《甄嬛传》在内的众多电影、
电视剧、话剧等担任礼仪指导。

从他们的发言中，我们可以
看到体育、文物、传统戏曲、影视
剧……中华文化正在全面“扬帆
出海”。商务部近期公布的数据
显示，2021 年，我国对外文化贸
易总额 2000.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8.7%，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成
绩单有目共睹。

而这一切的背后，都有一个
功臣——互联网。

说到互联网和中华文化“出
海”，就不得不提“网文出海”。

上个月发布的《2021中国网
络文学蓝皮书》显示，2021年，中
国网络文学全球影响力不断扩
大，海外市场规模突破 30 亿元，
海外用户1.45亿人，覆盖世界大
部分国家和地区。共向海外输
出网文作品 10000 余部。其中，
实体书授权超4000部，上线翻译
作品3000余部。

而中国网文在海外能有如
此大的影响力，不可能与中华厚
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没有关系。

正如张晓龙谈到近些年影
视行业对外的作品输出在逐年
扩 大 ， 稳 中 向 好 的 原 因 时 所
说：“中华上下五千年，各个时
期有各个时期的美、各民族有
各民族之美。”

中华之美，正是中华文化
“出海”的核心竞争力。

全媒体记者 何飞

“中华上下五千年，各个时期
有各个时期的美”

本报讯 9月1日，望江县八旬老党
员余小元“喜迎二十大 大墨韵金声”作
品展开展。老党员用心用情运用传统书
法深情讴歌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辉煌成
就，在望江县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今年82岁的余小元1957年参加革
命工作。原在中小学校任教并担任校
长，后长期在基层从事行政工作，担
任党委书记，区镇长，始终对工作充
满热情，执着前行。其多次评为先进
工作者和优秀党员。退休后，他在县

关工委和县政协老委员联谊会，尽职
尽责发挥余热，2015年获安徽省关工
委先进个人，2020年获全省离退休先
进个人荣誉称号。

余小元勤于学习，对书法有一定的
造诣。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安徽省书
协会员，多次参加全国书法大赛，获
金、银、铜奖。2021年喜逢建党百年华
诞，书写百米长卷颂党恩誉满省内外。
今年适逢二十大召开，余小元从年初开
始酝酿，精心设计，几易其稿，经过半

年多时间，采用“楷、行、草、隶、篆”五种
字体，书写近百幅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
重要论述喜迎党的二十大。

作品书写的内容，涵盖党的建设，国
家治理，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
技、法治、社会、外交等方面。布局有主
有从，大小相融，张弛相宜，形象得体。
这次书法作品展，突破常规模式，着重于
突出书法文化社会功能的展示，展示书
法文化的实用性、传承性、教育性和传达
人们的精神与情感等功能。

“这次喜迎二十大，墨韵金声书法作
品，是通过学习习近平著作、论述、报告、
讲话、演讲、指示、批示、贺信等经典原
著，从中敬录选段、选节、名言、金句，制
成近100幅书法作品，以展览的形式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向党的二十大
献礼，实际上也是一次集中学习习近平
系统讲话的成果汇报。”余小元喜滋滋地
向观展的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书法
爱好者介绍了创作感悟。

（通讯员 汪少华）

望江八旬老党员余小元

翰墨润初心

本报讯 日前，岳西县纪
委监委组织拍摄的廉洁文化微
电影《不虞之隙》在安徽省纪
检监察网站展播。

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
设，强化党员、干部廉洁自律
意识，在全党全社会营造和弘
扬崇尚廉洁、抵制腐败的良好
风尚，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
部、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中
国文联国内联络部联合主办，组
织开展廉洁文化微电影微视频
征集展播活动。今年 4 月至 8
月，各地区有序组织开展征集展
播活动。截至9月初，全省共展
播微电影7部、微视频12个。

在影片 《不虞之隙》 中，
北岳村第一书记王橙青利用自

己传媒专业优势，积极宣传推
介乡村旅游，上镜搞直播带
货，带动群众致富增收。但因
交流沟通不够，群众对此产生
误解。县纪委监委第四纪检监
察协作区及时受理群众相关举
报，迅速开展核实。一周后，
县纪委监委查明事实，在村里
召开澄清正名大会，还群众明
白、还干部清白。在群众的监
督下，直播带货成为北岳村乡
村振兴路上新的风景线。网红
书记带火了农产品，也带火了
乡村旅游，村里建起了农家乐
一条街，王橙青再也没有了后
顾之忧。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
讯员 徐以涵）

岳西廉洁文化微电影
《不虞之隙》在全省展播

文化传真

9月1日，安庆的中小学、幼儿园
开学了。在市区一小学门口，孩子们
有序走进校园，队伍中有不少孩子怀
抱独自种养的盆栽，一脸神气，并称
这是他们的另类暑假作业。我市中小
学丰富“双减”内容，要求学生暑假
期间多动手参与劳动实践活动，树立
学生“劳动最光荣”的人生观，促进
学生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全媒体记者 储永志 摄

劳动最光荣

9月3日上午，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77 周年，桐城市吕亭镇团委、工会、妇联、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等部
门，联合开展“徒步叶家湾、重走游击路”徒步活动，步行至该镇叶家湾
红色教育基地，实地探访当年抗日游击队走过的路，寻找革命斗争遗
迹，听革命英烈后人讲述吕亭人民参与抗日战争的英勇事迹。

通讯员 郑鹏 摄

赛口老街檀觉天故居 通讯员 吴小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