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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文化传真传真

徐家滩历史保护建筑群。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吴小平 摄

大灾之年，大地主囤粮抬价，中国共
产党领导革命群众开展斗争，暴动，人民
的铁拳狠狠砸向土豪劣绅……熟悉党史
的朋友，一定知道，在20世纪30年代初，
这类故事发生过太多次。

不过，众所周知，我们的土地革命，
打的是土豪劣绅。

许多出生在地主家庭的革命者，为
了伟大的事业“从一个阶级跨入另一个
阶级，并成为本阶级的掘墓者”。

还有一些家境不错的人，虽然没有
参加革命，但关怀劳苦大众，在黑暗的时
代，绽放出中华民族团结互助共克时艰
的伟大光芒。

泊湖边上有一个村庄，名叫徐家
滩。徐家滩上有一个小山丘，名叫雨台
基。雨台基上有一座庙宇，名叫九良
庙。九良庙曾经是龙王庙，它的故事也
分为两段。

故事的前半段是龙王庙的来历，玄
幻得很。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泊湖水里有一条恶
龙，经常兴风作浪吞噬过往船只、危害生命。

插一句：经历过多轮围垦，到20世
纪末，泊湖水面还有35万亩，古时的泊
湖有多大可以想象一下。这么大的水
面，有个风啊浪的，很正常。无奈，其时
其地群众在气象水文等知识方面难免存
在缺陷，只得将一切归咎在恶龙身上。

本着以和为贵的原则，当地老百姓
为了平安，于每年农历七月半，不仅摆香
案叩头，还献祭牲畜家禽。不过，效果并
不明显。元末明初时期，在徐家滩乡绅
的牵头下，乡里筹资在一丘陵最高位置
处建庙供奉龙王。这已经是当时的劳动
人民能给出的最高礼遇了。

说来也巧，这龙还算给面子，龙王庙
建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泊湖风平浪
静，翻船事故大为减少。这种巧合在当
时堪称“神迹”，于是人们奔走相告，龙王
庙也声名远播。随着信众的增加，庙也
不断扩建——据“民国二十三年重建九

良庙乐助碑”记载，这座庙当时占地已达
6亩，一进三重殿、两边为厢房。

那么，龙王庙为何更名为九良庙，民
国二十三（1934）年又为何重建这座庙呢？

故事的后半段，就很写实了。
民国二十三年，对于当时生活在望

江的普通农民来说，不是一个好年份。
之前有文物介绍过那一年的时代背景，
为了加深记忆，我们在这里重复一下。

那年，望江遭受严重旱灾，近百日滴
雨未落。据当时统计数字，有82.3%的
耕地受灾，受灾人口达73.6%。

以2023年的思维，人们遇见自然灾
害，无法自救时，第一时间会想到中国共
产党和人民政府。而 1934 年的望江灾
民，就没有这个指望了。当时的国民党当
局，因为无论是抗旱，还是救灾，表现都
很差劲，无法保证所有灾民的基本生存。

那政府也不管，我们灾民自己进城
讨饭吃行不行？不行！8月3日，数千灾
民涌向县城，国民党军警竟在城头架起
机枪向灾民开枪，造成3死1伤的惨剧，
灾民无奈，饮恨而走。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无能，老百姓又
一次想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龙王。徐
家滩一众乡绅决定在龙王庙设坛祈雨。

1934年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气象知
识和精准的天气预报，这种行为也是可
以理解的。您敢相信，2023年还有人这么
干么？呐，我们在此插播一条来自2023年
的趣闻：台湾“中央社”3月7日消息称，台
湾“农委会农田水利署”与大甲镇澜宫7
日上午合办祈雨法会。当日上午，近3000
人身穿白衣，祈求上天降甘霖。参加祈雨
仪式的民众都穿白上衣，随着法师诵经
跪拜，直到2个小时仪式结束。

好吧，这一套程序我们中国人都不
陌生……徐家滩的祈雨，大体上也是这
一套，至于效果嘛，那当然是没有。

灾民的肚子已经等不及龙王显灵
了，怎么办？

祈雨的所在地虽然在徐家滩龙王
庙，但徐家滩一带因为靠近泊湖，受灾并
不严重，百姓还是有些粮食储备，特别是
大户人家更多。

面对日益严重的旱情，徐家滩有开
明乡绅，不但没有乘机牟利，反而积极赈
济灾民。乡绅带头捐粮，普通农民也各
尽所能，除留点自用外，纷纷捐出所有存
粮。大家捐出来的粮食，在龙王庙按受
灾户人口定量发放。这些粮食救助了无
数灾民渡过难关。

有一位读书人发出倡议：“是啊，要
不我们把龙王庙改作九良庙吧！让我们
和我们的后代永远铭记，铭记徐家滩九
个徐姓大户和百姓的善良之心。”

“对呀！这个名字改得好！” 在场
众人纷纷附和道。

不久，龙王庙成了九良庙。

保护人说文物：

徐家滩，位于今天的望江县凉泉乡
泊湖村。

1934年重建的九良庙，现已不存，原
址有后来重建的庙。但那块“民国二十
三年重建九良庙乐助碑”被保存了下来，
碑文中地名为“保甲”，是见证了当地行
政区划变迁的文物。

此外，徐家滩还有不少民国时期就
已经建造的青砖小瓦颇有地域特色的老
房子，其中保存完好并挂牌为“历史保护
建筑”的就有3座。

“馆藏资料显示，徐家滩是一处历史
悠久的自然村落。当地村民以徐姓为
主。”6月7日，望江县档案馆馆长曹明根
告诉记者，徐家滩乡民义赈之举充分体
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和合”“向善”
等精神内核。“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价值
观，放到现在也不过时。”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郑卷
英 吴小平

抗旱救灾，不靠祈雨靠善行
——徐家滩历史保护建筑群

桐城市孔城镇清水塘村，被认为有
着笔、墨、纸、砚四个庄子。

砚庄应该很多人都清楚——那是桐
城派鼻祖戴名世的家乡，那里有南山岗、

“天鹅布蛋”遗迹、埋有戴名世血袍的“衣
冠冢”、108口族人投水自尽的“鬼塘”、戴
名世的两个姐妹随后投水自尽的“姊妹
塘”，另外还有一口听起来心情就很沉重
的“沉塘”。这些民间传说，充满悲情，正
史并没有记载，姑且视为乡人对一代文
宗遇难，以朴素的民间文学形式发出痛
楚的嗟叹而已。

关于笔庄，清水塘村老人们说，听上
辈，上上辈说，清水塘在清朝以及民国的
时候是有笔庄的，只是时代变迁，乡村区
划不断调整，笔庄在某个年代消失了。

关于纸庄，清水塘村老人们众口一词，
他们不知道有纸庄一说，也从未听上辈上
上辈说过，清水塘历史上曾经有过纸庄。不
过，有桐城文人曾经撰写过“纸庄”与“笔
庄”的文字，大约是有根有据的存在。

不清楚虚无的纸庄、消失了的笔庄

以及现存的墨庄是否都与砚庄有关联？
是否为前人的巧妙布局？假若不是，又如
何解释在清水塘这样一个不大的村子，
是如何做到“笔墨纸砚”四庄齐全的？或
者说“砚”“墨”齐全的。

四庄到底有无关联呢？砚庄以外，现
仅存墨庄。答案，当然要从墨庄找。

戴名世在《砚庄记》中写道：“世之
人以授徒卖文称之曰‘笔耕’，曰‘砚
田’。”村民口中的墨庄，也就是如今的
新桥村民组的外端，有一口面积十余亩
的大塘，去年大旱，周边其它塘都干了，
这口塘里却仍存有不少水。塘，很容易
让人联想到砚；水，相对应的当然就是
墨了……墨庄，村外就有着意念中的

“砚”与“墨”。
墨庄80高龄的王泽高老先生十分

肯定地说，墨庄与戴名世的砚庄没有任
何关联，墨庄只与庄里97岁的老人张玉
书的祖上一私塾先生有关联。

戴名世设馆授徒，笔耕砚田。清末
时，张玉书的一个祖上饱读诗书，在墨庄
办了个私塾，同时代为人写诉状，也算以
笔代耕，以砚代田。虽然张玉书的这祖上
没有四里之外的戴名世名气大，但相同
点都是授徒为生。

故事里，清末的墨庄有户人家，穷，
儿子又有点痴呆，自然娶不到媳妇。恰巧
附近有户人家的儿子因为腿疾也娶不到
媳妇，于是两家换亲。这户人家娶的媳妇
很漂亮，保长瞅上了这漂亮的小媳妇，就
三天两头上这户人家，调戏小媳妇。包办
婚姻你懂的，没有什么感情基础嘛，保长
和这小媳妇也之间的事情，很快村庄里
传开了。这户人家老实，只好任其所为。

本来这是人家的家事，与私塾先生
无关，可是私塾先生喜欢管闲事，他认为
保长不该恣意妄为霸占人家媳妇，污了
村庄风气。于是愤然研墨写状到县告保
长。清朝时官官相护，结果私塾先生不仅
没有告倒保长，反而让保长倒打了一耙，
说私塾先生时常在乡民中散布朝廷的坏
话啊，说朝廷肆意征收苛捐杂税。县令一
听大怒，于是下令把私塾先生关进大牢。

按说进了一次大牢，私塾先生应该
汲取教训，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私塾
先生遇到不公之事，仍愤然研墨状告，于
是遭到多次牢狱之灾。

据说私塾先生的弟子中有一个比较
顽劣，先生研墨多次惹祸，于是这顽劣的
学生就给先生起了个“研墨先生”的外
号，久而久之，这个村庄就成了众人口中

的“墨庄”。
戴名世愤世嫉俗，慷慨愤激，因《南山

集偶抄》中有“悖逆”之处犯案，遭斩杀，并
累及整个家族。这私塾先生性格与戴名世
有些类似，也喜欢愤世嫉俗，打抱不平，并
且惹祸，只是惹的祸子没戴名世大而已。

王泽高老先生介绍了墨庄的形状，
墨庄的南部好似一把尖利的犁头，这似
乎代表着墨庄的性格。王泽高老先生说，
他自己的性格与清朝时的私塾先生极其
相似，也喜欢打抱不平。

王泽高家的两扇铁门上分别竖刻
着“光前”“裕后”四个字。代表着“为祖
先增光，为后代造福”的意思。据了解
这是张玉书老先生手书赠予然后由王
泽高家托人印刻在铁门上的，可见私
塾先生后代肚子里的文墨。王泽高介
绍，早年张玉书赠他这四字的时候，他
也挥笔赠予了张玉书四字祝福。由此
可见，墨庄人肚子里的墨水，墨庄人豪
放的性格。

墨庄的性格与四里外的砚庄共通，
这或许是清水塘这一带乡民的性格吧。
这样看来，笔墨纸砚庄，或者说“墨庄”与

“砚庄”是有关联的了。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吴春富

笔 墨 纸 砚 庄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随着淄博烧烤的走红，这座城市
抓住了每一次稍纵即逝的时机，
围绕烧烤大做文章，用真情换来
如潮人流。淄博烧烤一度火出了
新高度。一张小饼夹串，不仅带
动了区域经济发展，还让淄博一
跃成为超级网红城市。

“仅凭一张‘烧烤’牌这个城
市能打多久？”“烧烤就火几个
月，天气太热太冷都不行，网红
城市想长红该当如何？”随着淄
博烧烤的爆红，网络上也出现了
一些担忧的声音。

这两天，淄博亮出了另一张
文旅牌，又一次让这座城市火上了
热搜，也让一众网友大呼：“淄博每
次都交出了满分答卷！”在抖音等
社交媒体上，有网友晒出了在淄博

“八大局”文化一条街上山东美术
协会的众多书画大家为旅客和市
民题字作画的情景，其中包括画作
上过国家邮票的赵宝增等。现场大
师们的摊位前围满了游客，一幅画
才二三十块钱有的排队四五个小
时，求一幅花开富贵。

淄博“新副本”一出立即引发
网友怒赞：“人民艺术家走进人民

中间，这可比展览，走高端路线，
效果好太多！”“烧烤没有馋到我
烟火气也没吸引到我，这个扇子
把我拿下了。”还有网友调侃：“我
们刚回来可能又要去一趟了！”

淄博的爆火绝不是偶然。淄
博交出的一份份满分答卷也给各
地“打了个样”。从最初网络爆火
的“进淄赶烤”，到当地筹办烧烤
大会、发布烧烤地图、增设定制专
线……烈火烹油一般的景象也曾
令人为淄博的旅游体验捏一把
汗，然而面对大量涌入的游客，当
地迅速反应，提前研判可能出现
的一系列问题，及时调控，把事情
做在前面；面对一些负面信息，
不逃避不回避，立即整改、真诚道
歉；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工作人
员对政策执行到位、护航市场及
时；相关经营主体，甚至淄博的
普通老百姓都懂得珍惜口碑、

“爱惜羽毛”，朴实真诚，让“好客山
东”深入人心。可见，淄博尽管搭
乘了网红“烧烤”的快车，但能持
续走红并非单纯靠烧烤的影响力
来完成，而是通过上下联动，全城
动员，稳稳地接住了一波又一波
的流量。 全媒体记者 付玉

艺术家街头题字作画

淄博“新副本”火上热搜

本报讯 “栀子开花枝搭
枝，少年不学到何时？笋子出土
渐渐老，庄稼宜早不宜迟……”
在桐城市大关镇卅铺中心小学
教室里，“桐城歌”国家级传承人
查月华正一字一句悉心教唱《桐
城歌》经典曲目劝学歌《栀子开
花枝搭枝》。

本着文化传承从娃娃抓起
的理念，6月9日，该镇在卅铺中
心小学举办了一场“非遗进校园
——2023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活动现
场，该镇综合文化站站长徐宾细
致地讲解了国家级非遗《桐城
歌》的起源、发展、传承及保护情
况，让孩子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和传承有了进一步了解；
查月华老师现场教唱《桐城歌.栀
子开花枝搭枝》，原汁原味的唱
腔和通俗易懂歌词让孩子们在
轻松快乐地学唱中领悟了珍惜
光阴努力学习的道理，感受到了
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下一步，该镇将积极搭建平
台，大力宣传非遗文化，通过开
展非遗进村庄、进校园、进工
厂、进机关等系列活动，以讲
座、授课、展览等多种形式，让
更多的人了解非遗并加入到非
遗传承和保护队伍中，不断激发
非遗活力。

（通讯员 吴丽 全媒体记
者 许娟）

非遗进校园 文化润童心

6月10日，游客在千年古镇、怀宁
县石牌镇老街观看由一群戏曲爱好者
表演的黄梅戏《七仙女》。

随着石牌镇戏曲文化小镇建设深
入推进，这座千年古镇焕发勃勃生
机，每到节假日，石牌镇开展特色的
文旅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前往游玩、
参观，带动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通讯员 檀志扬 潘庆谊 摄

千年古都

文旅兴

6月4日下午，市文化馆文化志愿者大队携手安庆再芬黄梅戏友
会走进迎江区新河路街道地质社区，开展“文化志愿进社区，黄梅飘香
邻里情”演出活动。演出现场，《对花》、《当官难》、《昭君出塞》、《闹花
灯》等10多首耳熟能详的黄梅戏唱段，生动展现了黄梅戏的艺术魅力
与和谐友爱的邻里情。 全媒体记者 路欣 通讯员 杨磊 摄

地名故事故事

本报讯 6 月 4 日下午，望
江县太慈镇群星村村部旁边的
广场上人头攒动，这是望江县文
旅体部门为该村送来的惠民文
化“盛宴”，精彩的节目吸引了
200多名村民前来观看。

活动现场，群星村党总支书
记童军苟巧借舞台，向在场群众
详述了青少年儿童防溺水“6不
准、1 会”和反电信诈骗“4 个不
要、10个凡是、3个不”等内容，强
调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
性、必要性、艰巨性和持久性，普

及了安全防范知识。村“两委”干
部也没闲着，发放防溺水、反诈
骗、秸秆禁烧等宣传单600多份，
忙得不亦乐乎。

这次活动卓有成效，既有群
众喜闻乐见的传统黄梅戏剧目
演出，滋养了观众的心灵，带来
了快乐，又有事关千家万户平安
建设的宣传教育，大大提升了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
满意度。

（通讯员 陈学武 全媒体
记者 罗少坤）

唱好平安建设宣传大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