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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文化热热点点

桐、庐、枞三县市交界处桐城一侧，
有一座被称为“江北小九华”的山，名叫
藻青山。藻青山脚下，有一个百年历史
的集市，名叫砂岗集。清末的砂岗集，有
一个家人姓施，家主名叫施志宽。施志
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主业是帮工务
农。家里孩子多，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人，
他也会兼着做豆腐卖。

施志宽自己没有什么名气，但是，他的
儿子施从滨、施从云，他的孙子施中诚，在
相应的历史中，都属于有名有姓的人物。
当然，最出名的，还要属他的孙女施剑翘。

考虑到有朋友不了解相关历史，我
们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位人物。

施从云，毫无疑问，属于正面人物。
因为他是一位革命烈士。他的故事，应该
由另外一个文物来讲述，做特别的介绍，
在这里，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同徐锡麟、吴
樾一样为了革命理想牺牲的先驱者。

施中诚，经历就比较复杂。但有一
点可以肯定，他是抗日名将。

施中诚复杂就复杂在早期曾在奉系
军阀张宗昌麾下效力。这么说吧，军阀
嘛，本身名声好的就不多。在如此名声
差的群体中，张宗昌也算得上名声极
差。虽说“大炮开兮轰他娘”之类的歪诗
是后世人安在他头上的，但“三不知”
（“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
不知有多少”）将军却是真的。除了“三
不知”将军，张大帅还有“狗肉将军”“混
世魔王”“长腿将军”“五毒大将军”“张三
多”等诸多“荣誉称号”。

施中诚在这种人手下得到重用，他

说他不一样，跟上司的作风完全不同，别
人会信吗？好在，在抗日战争中，他获得
了证明自己的机会。

在抗日战争施中诚可以说是从头打
到尾：淞沪会战守顾家镇、武汉会战守田
家镇，再到衡阳保卫战、湘西战役，都有
他的身影。

淞沪会战中，他率第 169旅与日军
激战3月。其中1个多月时间因为连降
大雨，下半身都是泡在泥水中。因为恶
劣的战场环境，战后他失去了生育能
力。武汉会战中，他率第57师死守田家
镇，七千人进去，只有七百人回来。战
后，他被报纸报道为“铁军施指挥官”。
他也参加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
的最后一次会战——湘西会战。此时，
他已经是74军军长。

解放战争时期，施中诚因为厌恶内战，
也因为家里人劝说——这个我们后面会说
到——就假借身体不适之名回到桐城老家
休养，买买房子，办办学校，提前享受退休
生活。在他离开后，74军整编改制，成为整
编74师。整编74师？嗯，你没有记错，就
是孟良崮战役中被我军消灭的那支部队。

不过，国民党当局没有让他退休的
打算。1949年6月，他被国民党征召后，
到台湾。从此，直到1974年因病逝世，
他再也没有回到家乡。

革命先驱施从云，抗日名将施中诚，
从军路上的引路人都是施从滨。

施从滨15岁从军，在清朝就做到了
“授陆军少将加中将衔”。不过，不幸的
是，他也是张宗昌的部下，而且没有活到

张宗昌完蛋的时候。1925年爆发了浙奉
战争，施从滨被张宗昌任命为前敌总指
挥兼第二军军长。他在与五省联军总司
令孙传芳作战时失败被俘。1926年，孙
传芳下令将施从滨斩首并暴尸三日。没
有审判，没有审判，没有审判！

这，就不符合当时的国情了。有人
说了，军阀混战嘛，乱得很，杀一个敌方
将领还有问题了？问题大了。怎么混
战，也是20世纪了，大家都认识到，杀俘
虏起码在道义上是会被谴责的。孙传芳
不审判就杀人，还斩首暴尸，是一种很遭
人鄙视的“复古”。

好，你“复古”，人家受害者家属也可以
“复古”——在很久很久以前，“血亲复仇”
是被法律允许的行为。在获悉父亲的惨死
之后，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决心复仇。彼
时，打官司告状是没有用的，只能刺杀——
拿枪“砰砰砰”打在仇人身上那种刺杀。

可是，施从滨被害时，施剑翘只有十
九岁，又是典型的大家闺秀，还裹小脚，
写诗还行，拿枪真不行。于是，她首先想
到的就是请堂哥施中诚替父报仇。施中
诚一开始也表达了支持这个想法，可是
一直没有实施。至于他是怎么考虑的，
旁人也不好揣测，反正就是没有实施。
眼瞅着堂哥三年都没有动作，施剑翘写
了一封信把施中诚骂了一顿，并很长时
间没有跟施中诚再联系。后来，她又将
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同样落空，她也带
着两个孩子离开了丈夫。

“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施剑翘
原名叫施谷兰，她改了这个名字的时候，
大约已经下定决心自己动手报仇了。之
后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了：1935年 11月
13日，孙传芳去天津居士林进香，正当他
跪地拜佛时，施剑翘从大衣里抽出手枪，
连发三枪当场击毙时年51岁的孙传芳。

刺杀成功后，施剑翘主动向警方自
首。这起大案震惊全国，施剑翘被判处
有期徒刑七年。判决前后，新闻、教育、
法律等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上书求情，
国民党元老冯玉祥、李烈钧、于右任等也
出面救援，1936年 10月 14日，施剑翘获
得国民政府特赦。

经社会各界和国民党元老冯玉祥、李
烈钧、于右任等出面救援，1936年，施在度
过了11个月的囚牢生活后，获特赦出狱。

从此，一代巾帼侠女，名扬神州。
此时，施剑翘的信念根基也变化了：

从报父仇跃升至救中国。
施剑翘出狱后移居南京、长沙，曾在

湖南、四川从事抗日救援工作。
1937年9月担任湖南抗敌后援总会慰

劳组主任，募集了大量布鞋、棉背心、医疗用
品等物资，亲自送到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

1940年，在施剑翘的倡导下，合川各
界筹献“合川号”飞机征募委员会成立，
发起“一元献机运动”。施剑翘担任了献
机募委会指导长，她带头捐出了珍藏多
年的金银首饰，并动员母亲和弟弟各捐
献了一份。到1941年 3月底，合川民众
73万人三个多月时间就捐出法币45万
多元，认购了三架战斗机。

1945年，施剑翘遵照周恩来的指示，
在苏州创办从云小学，掩护党的地下工
作者。显然，这个学校的名称是为了纪
念烈士施从云的。

抗战胜利后，施剑翘又积极劝说包
括施中诚在内的在国民党军中任职的家
族兄弟不要与人民为敌。最终，施中诚
和两位兄弟均想方设法避免参加内战。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空军飞行
员刘善本驾机起义飞到延安。刘善本家
在上海，上有老下有小，生活陷入了困
境，周恩来曾多次派人送钱，都因刘家被
严密监控未能成功。受周恩来委托，施
剑翘利用合法身份，冒着生命危险，最终
机智果敢地完成了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施剑翘先后担任苏
州市人民代表和市妇联副主席、北京市
政协委员。1979年8月27日，施剑翘病
逝于北京，终年73岁。

保护人说文物：

施家老屋位于桐城市孔城镇砂岗村。
“老屋建于清末，为二进回字形房

屋，青砖小黑瓦。前排中间为堂屋，堂屋
两侧各有一间大屋，后排五间小屋，左右
为厢房，一律穿枋结构；中间为天井，四
周有回廊。面积约 250 平方米。”3 月 21
日，砂岗村党总支副书记蔡叶华，也是施
家的亲戚。“我的曾祖母，就是施从滨的
妹妹，也就是施剑翘的姑姑。”

据介绍，百年来，施家老屋经历多次
修缮，房屋结构变化不大。2020年夏季
持续雨水导致老屋大部倒塌。

2023 年，砂岗村开展省级美丽乡村
建设，把项目开展与历史文化以及乡愁
联结。“一是最大限度地守住历史文化遗
产，二是让历史文化遗产鲜活起来。目
前，我们已经投入资金对施家老屋进行
部分复修，建设了一座参观休憩以及乡
村旅游观赏的‘将军亭’，此外组织专人
挖掘、组稿施家老屋故事，弘扬爱国爱乡
精神。”蔡叶华说。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吴春富

传奇“女侠”施剑翘的传奇家族
——砂岗施家老屋

从古至今，东坡文化研究者
众多。在当下，东坡文化又以年
轻群体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了
出来，东坡文化短视频成了爆
款，讲东坡的博主变成“网红”，

“东坡热”频频出圈，越来越多年
轻人“追捧”苏东坡。

苏东坡在自己的时代就拥
有众多忠实拥趸：公元 1097 年，
62 岁的苏东坡被一叶孤舟送到
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

“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
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
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
轼学。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
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
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
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
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在当
下许多年轻人的心目中，苏轼是
当之无愧的“顶流男神”。“莫听
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
雨任平生。”在一所高校的毕业
典礼上，

校长用一首苏东坡的《定风
波》表达了对应届毕业生的勉励
和鞭策，全体学生纷纷起立同声
诵读，场面十分壮观。

有人说，苏东坡创造了一个
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展现出圆
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
真实人生。苏东坡是诗、词、散
文、书法、绘画的集大成者：北宋

诗歌最高成就“苏黄”（苏轼、黄
庭坚），苏轼居首；豪放派开创者
和代表人物是“苏辛”（苏轼、辛
弃疾），苏轼居首；宋代散文最高
成就是“欧苏”（欧阳修、苏轼）；
北宋书法四大家是“苏黄米蔡”
（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打
头的仍然是苏轼……人们之所
以喜欢苏东坡，除了他的文学造
诣，还有那活生生的“生活一
面”。苏轼被贬黄州时，有著名
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
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
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
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
火，少著水就是东坡肉的烹调方
法。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修
苏堤，兴水利，深受百姓爱戴。而
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燥杭
州，成为当地的一道名菜。

东坡文化之所以历久弥新，
是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东坡
文化都具有符合时代的价值。
苏东坡在坎坷不平的人生路上
寻找到“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状
态，创作出许多华彩辞章，让生
活在苦难中开出花来。著名学
者蒙曼说：“东坡让我们觉得可
以跟他的心贴得很近。他像普
通人一样面对很多生活琐碎的
问题，我们感受到了东坡当年的
心境，找到了跟他内心的相通之
处。” 全媒体记者 付玉

“东坡文化”为何频频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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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修复的砂岗施家老屋 通讯员 吴春富 摄

如何早期发现肺结核
1、连续咳嗽、咳痰持续两

周以上。
2、痰中带血丝或咯血。
3、反复发作或迁延不愈的

“伤风”、“感冒”，用抗生素等
药物治疗无效。

4、长期午后低热。
5、无明显诱因出现的易疲

劳、乏力、食欲不振、体重减
轻、夜间盗汗等症状。

有以上症状者应到我市结核
病定点医疗卫生机构就诊以排
除肺结核。定点医疗机构对肺
结核检查治疗的部分项目实行
免费政策。

城区定点管理机构：安庆市
疾控中心结防科 电话：5836747

城区定点治疗机构：安庆市
立医院北院区 电话：5836760

免费的范围包括：
1.普通肺结核患者三次痰结核

菌检查；2.免费为病人拍两张胸片；
3.全程6-8个月的抗结核药品。

警惕耐多药结核病
什么是耐多药结核病？

耐多药结核病是结核病的一
种，两种最有效的抗结核药物
——异烟肼、利福平对此疾病无
效。因此，耐多药结核病比普通
结核病治疗更困难，危害更大。

耐多药结核病的危害
1、传染危害大，患者可

长期排菌传染他人，感染耐
药结核菌，一旦发病就是耐
药结核病。

2、治疗时间长，不良反应
多，可用药物少，治疗困难。

3、治疗费用高，治疗所
需费用是普通结核病的 100 倍
以上。

4、如果不能完成全程规范
治疗，绝大部分患者不能治
好，会成为不治之症，甚至危
及生命，还会传染给家人。

耐多药结核病的治疗，一般
需要同时使用多种二线抗结核
药物，治疗时间需1年半左右。

耐药结核病患者要树立信
心，克服治疗的痛苦和困难，
积极和医生配合，坚持治疗，
多数患者仍能治愈。 疾宣

遏制结核 共享健康

安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怀宁县高河镇依托上市公司影视
IP 宝库、百家文旅康养联盟的丰富资
源和网红产品优势，合作打造的集文
化、康养、亲子、度假、影视拍摄于
一体的皖文化影视城，成为游客休闲
观光的好去处。

通讯员 檀志扬 刘晓勇 摄

文旅融合促发展

本报讯 春茶吐新绿，清气满人间。
眼下正是春茶采摘的时节，3月24日，安庆
博物馆联合安庆市文化馆、安庆市非遗保
护中心等单位在安庆博物馆共同举办“茶
香茗韵——安庆茶文化沙龙”活动，以传承
弘扬安庆茶文化，助推安庆茶产业发展。

活动分为茶歌、茶话、茶艺、茶源
和茶韵五个环节进行。岳西县文化馆现
场演绎了《翠兰茶歌》，将茶文化和民

间歌舞有机结合，使观众在识茶品茗的
同时享受到艺术的魅力；七县（市）区
域公共品牌茶企代表分别介绍了桐城小
花、天柱剑毫、龙池香尖、岳西翠兰、
天华谷尖、宿松香芽、望江云尖的品质
特色及历史渊源；太和堂茶馆运用茶艺
表演展示七县（市）代表性茶叶产品；
安庆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宜华国学汉服专
委会还现场诠释了宋代点茶技艺。

知名茶文化史研究专家郑炎贵讲述
了安庆地方茶文化及其历史演变。早在
中国茶文化鼎盛的唐宋时代，安庆就以
皖山茶(亦称天柱茶)而名满天下，是重
要的历史名茶产地。宋版《太平寰宇
记》及史料载入了舒州贡茶历史，明清
安庆府志也曾记载：“茶，六邑俱有”

“茶以皖山为佳产”。自古以来，皖山茶
以“清淡的仪容、纯净的色泽、清冽的

馨香和温润的气韵”而享誉大江南北。
如今，安庆的茶产业也已形成一县一品
的茶叶品牌。

安庆博物馆馆长王红星表示，希望
通过今天的沙龙活动，带领观众朋友听
茶歌、话茶事、探茶源、悟茶道，传承
弘扬安庆茶文化，为安庆茶产业高质量
发展贡献文博力量。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陈恒）

我市举办“茶香茗韵”茶文化沙龙活动

品春天味道 传文化神韵

本报讯 3月 16日上午，桐
城市鲟鱼镇信用积分超市正在
开展信用积分兑换活动。几天
前，社区工作人员就提前通知居
民这天开展信用积分兑换活
动。一大早，超市里就挤满了前
来兑换的居民，现场十分热闹。

自桐城市开展党建引领信
用村建设工作以来，鲟鱼镇积极
拓展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成果，
将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工作与
移风易俗工作有效结合，打造信
用积分超市，将居民参与人居环
境整治、孝老爱亲、移风易俗、长
江禁捕等情况纳入评分体系，充
分发挥信用超市的正向激励作
用，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移风易俗

活动，争做移风易俗的倡导者、
践行者，涵养社会文明新风尚。

信用积分超市运营以来，社
区发生了很大变化：邻里关系和
谐了，大操大办不见了，房前屋
后整洁了，非法捕捞更少了，乡
风更加文明了。居民群众中也
涌现出一批正面典型，如勇救落
水群众获评“安庆好人”“桐城好
人”及安庆市见义勇为三等奖的
彭李平，获评“孝老爱亲”好人的
祝小才，在婚丧宴请方面带头简
办、不办的崔乔生、胡大平、许新
民等，有效带动文明风尚传播，
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
讯员 嵇园园）

桐城：信用“小积分”
兑换乡风“大文明”

文化传真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