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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文化传真

1864年 7月 19日，太平天国都城天
京陷落。

众所周知，天京的陷落不是这一天
战斗的结果——实际上，早在两年多以
前，确切地说，是1861年9月5日安庆陷
落的那一刻，这一结果就已经注定——
尤其是在此后的数月里，有着“恢复皖
省”意愿的陈玉成英年早逝。

获悉陈玉成的死讯之前，赖文光正
按照英王的军令，在河南、陕西一带为

“早复皖省”而忙于“广招兵马”。
虽然他并不赞同这样做，他的想法

是：“务宜北联张苗以固京，左次出奇兵
进取荆襄之地，不出半年，兵多将广，可
图恢复皖省，俾得京门巩固，此为上策。”

即便如此，赖文光还是认真执行了
“招兵买马”的差事，捎带着还升了个级，
办成了“攻城略地”——1863年2月7日，
他率军攻取陕西兴安，旋占沔县，“一路
滔滔，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10月初，

赖文光与陈得才等共同作战，大破清兵，
攻下陕南重镇汉中……

不过，此番一路向西，实在跑得太
远，以至于1864年2月接到洪秀全援救
天京的命令后，这支“图解京师重困”的
太平军紧赶慢赶也还是没赶上天京保卫
战——他们甚至没有走到安庆，在大别
山就被困住了。

当然，不是这支太平军不想走得更快
些，而是被拦住了——在鄂豫皖三省交界
的大别山周边，清廷部署了三路钦差和湖
北、安徽、河南、陕西四省地方部队。

而当天王归天、天京陷落、幼天王投
降被杀等坏消息一个个传来时，徘徊荒
山、衣食无着又疲惫不堪的太平军之士
气可以想象低迷到何种程度。

赖文光与本文物结缘，大体就出现在
这段时间。一度转战大别山区的赖文光，
曾率部驻扎在今岳西县古坊乡境内，并在
本文物——涂氏宗祠设立指挥机构。

说回历史，那支太平军所面临的困
境，是很考验领导的带队能力的。实际
上，这支人数达到二十万人的太平军，遵
王赖文光并不是唯一的领导，也不是最
大的领导，他的诸多同事都因这种局面
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扶王陈得才
自杀，枯王蓝成春被俘死难，殿后的启王
梁成富见势不妙掉头向西一直退到甘
肃，马融和等重要将领投降……只有赖
文光，带领几千太平军残部，汇合捻军张
宗禹、任柱等部，跳出包围圈，转移到河
南、山东交界处。

即便如此，追击依然没有结束——
追击他们的，是僧格林沁。

打小就喜欢看周星驰电影的“80
后”老朋友来说，第一次听说僧格林沁这
个人，多半是因为电影《武状元苏乞儿》。

更老一些的，即看过电影《火烧圆明
园》的朋友，第一次听说僧格林沁这个
人，心情无疑是很复杂的，尤其是看到他
指挥清廷骑兵以血肉之躯向英法联军的
枪炮冲锋时……

当然，真实的僧格林沁，说起来很复
杂，不论是经历还是能力，如同当时诸多
既打过洋人也斗过太平军的晚清将领一
样。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当时的人
们，他消灭赖文光所部，不过是时间问题。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大半年
之后，即 1865年 5月 18日，在山东曹
州，当僧格林沁军尾追而来时，赖文光
等指挥部队将敌人诱至伏击地域予以围
歼，阵毙僧格林沁并消灭其所部，取得
了重大胜利。

次年10月，赖文光与梁王张宗禹分领
东、西捻军作战。1867年东捻军在湖北歼
灭淮军郭松林部及张树珊部，再歼灭湘军
彭毓橘部，同年经河南入山东，陷入清军
包围圈，被围于大运河、黄河、六塘河之
间。12月东捻军全军覆没，赖文光率残部
千余人向南突围。1868年1月赖文光在扬
州被俘，不久后被杀。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了，“最后的荣光”赖文光也在坚持游击四
年后不得不面对失败的结局。

就在短短70年后，又有一支武装力
量将指挥机构设置在本文物里。不同的
是，他们不仅是有武器的军人，还是有先
进思想武装的革命者。他们的故事，就
由其他文物来详细讲述吧。

保护人说文物：

涂氏宗祠位于岳西县古坊乡上坊村
汤畈组，是古坊乡唯一保存下来的晚清
徽派砖木结构建筑。

“该祠堂始建于道光十一年，即公元
1831 年，迄今已有 190 年历史。为一进
两重一厢四水归堂结构，一进正厅，西边
有一厢房，整体结构5 间房，占地 300 平
方米。”10 月 27 日，上坊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王志成告诉记者，太平天国
将领赖文光曾在此设立指挥机构，如今
在涂家老屋后山脚下还留有太平天国将
军墓遗址。“该文物不仅见证了涂氏家族
的迁居，还见证了从太平天国运动到鄂
豫皖三年游击战争、红二十五军红军长
征，乃至新中国成立的一系列历史，目前
正在申报为岳西县文保单位。”

王志成介绍，在1934-1937年间，该
祠堂多次作为红二十五军和二十八军的
临时指挥所，留下了红二十五军军长徐
海东、政委吴焕先及红二十八军政委高
敬亭等红军指挥员的足迹。

1934年，红二十五军在“牛背脊骨战
斗”中受伤的士兵和1947年受伤的解放
军张姓排长（河北沧县人，在转移途中因
坏人泄密被敌人杀害，葬于上坊村新庵
坪）也曾在此养伤。

新中国成立后，该祠堂还是古坊乡
人民政府的首个办公场所。1958年，该
祠堂成为“大炼钢铁”初炼厂房，如今在
西南角还留有炼铁炉遗址。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余敏

太平天国最后的“光”曾照进大别山
——上坊村涂氏宗祠

上坊村涂氏宗祠。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摄

2001年，陈金武从桐城市青草镇粮
站退休。当年农闲时由于业余生活枯
燥，群众一天到晚不是聚在张家喝酒，就
是在李家打牌。长期这样的生活，还很
容易闹出一些矛盾，更别提有什么丰富
的业余生活。

凭着一腔文艺热情，陈金武与同样
爱好文艺的妻子都桂兰一起，自费到安
庆市，到处拜师学艺，学习打腰鼓、苦练
指挥镲子，经过不断提高艺术功底和文
化素养，终于将自己历练成“多专多能”
的群众文艺领头雁。

都桂兰找来自己的闺蜜李云霞、王云
霞、苏杏兰一起练习腰鼓，这四人后来被
青草人亲切的称为“四大妈”。有了骨干，
陈金武的身边很快就吸引了一群文艺爱
好者。人多了，青草粮站里的小小场地容
纳不下，练功场移到了花戏楼的广场上，
每天练习时围观的居民越来越多。

2004年，经青草镇政府批准，“青草
花戏楼夕阳红文艺演出队”正式成立，人
员稳定在55人，政府还为演出队安排了
专门的排练室。从此，“青草花戏楼夕阳
红文艺演出队”成为党委政府开展宣传

的重要抓手，每逢计划生育、社保政策、
妇女权益保护、廉政教育、移风易俗等重
大题材，演出队就成了“艺术化宣讲”的
专业队。

演出队请来了青草十一中的退休教

师徐基宽任专职编剧，近年来共自编自导
了40多个节目，演出队还承接了安庆市、
桐城市布置的20多个剧目的演出任务。

在演出之余，陈金武还抽时间整理
祖传的剧目“打莲香”，用青草盛产的小

竹子，自制道具，排练、试演、再排练。这
个“打莲香”后来成功申报了桐城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

陈金武多次深入青草镇的田间地头
采风，在徐漕村发掘当地流传近100年
的舞狮表演，编成100多个动作形成套
路，2011年成立了舞狮表演队。

同时，陈金武还兼任青草镇老年学
校文艺辅导员、总指导，他一边指导“青
草花戏楼夕阳红文艺演出队”开展农村
文化活动，一边坚持每月轮流到22个村
的老年学校指导排练和演出。在青草有
关群众文化的活动中，到处都可看到他
老当益壮的身影。

陈金武组织的“青草花戏楼夕阳红文
艺演出队”，现在有腰鼓、莲湘、柔力球、黄
梅戏四个表演队，先后有100余人参加，
至今，还活跃在青草镇每年举办的各种
文化会议、专题文娱演出活动上……

陈金武退休至今已经有足足的23
个年头，他将生命的热情和智慧奉献给
了普及群众文化艺术这项平凡而有意义
的事业，被青草人亲切的称为“陈老总”。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黄健生

陈金武：23年倾情打造最美“夕阳红”

陈金武（右一）和他的“青草花戏楼夕阳红文艺演出队”在开展文化活动。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摄

10 月 25 日，在新疆哈密，一
名网友在伊吾县瞻仰烈士陵园
时意外发现地上碎树枝中心是
五角星图案，“颜色红得发褐，像
干了的血迹。五角星图案干净
清晰，就像先烈们的五星帽徽一
样。”视频一发到网上，瞬间引发
全网动容泪目。

据权威媒体报道，栽种在陵
园内的是杨树的一个品种，名叫

“红星杨”，外表跟其他同类杨树
并无二致，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
每一个小树枝，沿着树枝的横
纹轻轻掰开，在树枝的断面就
出现一个红色的非常清晰的“五
星”图案，端端正正。很多的烈
士陵园内都会种植这种“红星
杨”，有网友感叹到：“在庄严的
烈士陵园里、在肃穆的纪念碑两
侧，一排排’红星杨‘直刺云
端，一棵棵‘心中红’矗立不
倒，始终坚贞不屈。一列列、一
行行，就像当年英雄战士们守护
家园一样，忠实地守护在烈士墓
旁。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更
是中华大地的真情流露，是只有
中国人才懂的浪漫！”

“ 忠 魂 终 入 土 ，红 心 红 星
杨。”中国式浪漫之所以让人动
容，原因就在于它是一种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或力
量的审美表达与精神气质。它
淬炼于历史长河，以贯穿古今的
穿透力勾连出中国人发自内心
的集体记忆。

鲁迅曾说：“我们从古以来，
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
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
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
梁。”从革命战争年代一路走
来 ， 中 国 英 雄 辈 出 、 星 光 闪
耀。有战士的忠诚、干部的担
当，有院士的敬业、科学家的
执著，有医生的奉献、教师的
付 出 ， 也 有 普 通 人 的 无 私 无
畏。他们树立起一道道精神的
丰碑。有网友这样总结：“中国
式浪漫就是中国人强烈的民族
自豪感和爱国心”。

中国式浪漫的基因生长在
我们的血脉里，内化为一种生活
智慧、人生态度、价值追求，延续
在今日之中国的骨髓深处。

全媒体记者 付玉

“五星杨”击中多少人的心巴

本报讯 今年以来，望江县
太慈镇桃岭村积极利用农村墙
体绘制内容丰富的文化墙，全力
占领新时代思想文化宣传主阵
地，一幅幅传播正能量的绘画作
品扮靓了乡村“高颜值”，推动了
乡风文明建设。

10月25日，走进桃岭村，宽
阔干净的道路两旁，农家小院外
墙上各色各样的彩色墙绘引人注
目。几位墙体绘画师正忙着定
位、勾线、调色、上色，在他们的精
心勾勒下，一幅幅精致的绘画与
墙体巧妙融合，昔日单调的墙面
变得生动充实，富有文化内涵。

“以前这里的墙体破旧，有

的地方还贴着一些小广告，看着
十分不美观，如今墙面有了彩绘
图案，让人眼前一亮，不仅美化
了乡村环境，还营造了良好的文
化氛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非常幸福！”欣赏着漂亮的墙绘，
村民余斐斐连连称赞。

一 墙 一 文 化 ， 一 路 一 风
景，一村一风韵。桃岭村墙体
绘画以漫画、村规民约、宣传
标语等形式，将党建、环境保
护、美丽乡村建设等内容变得
生动形象，更接地气，受到了
村民的一致好评。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
讯员 李曙斌）

墙体彩绘 扮靓美丽乡村

入秋后天气渐冷，昼夜温差
大，呼吸道传染病也进入高发季
节。“多地儿童近期出现肺炎支
原体感染”冲上热搜，引起很多
家长的担心。

什么是肺炎支原体？

肺炎支原体肺炎是由肺炎
支原体感染引起的急性肺部感
染性疾病，各年龄段人群普遍易
感，学龄前和学龄期儿童是发病
的高峰人群；患者和病原携带者
是其主要传染源，主要通过直接
接触和飞沫方式传播。肺炎支
原体肺炎的潜伏期在1周~3周左
右，潜伏期至症状缓解数周内均
具有传染性。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和往
年相比，我国的肺炎支原体感
染出现了低龄化的特点，一些3
岁以下的儿童也有发病，出现
疑似症状时家长应及时带孩子
到医院就诊。

肺炎支原体感染有哪些症状？

临床症状以发热、咳嗽为
主，咳嗽较为剧烈（类似百日咳
样咳嗽），可伴有头痛、流涕、咽
痛等症状。低龄儿童家长需特
别注意的是：部分儿童感染肺炎
支原体时可伴发热症状，但若出
现喘息或呼吸困难，吸气时在锁
骨的位置出现了凹陷或者鼻子
吸气时出现鼻塞等现象，应及时
前往医院就诊。

如何预防肺炎支原体感染？

目前肺炎支原体感染尚无

针对性的疫苗，因此加强日常
防护和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是
关键。

1、多通风。居家经常开窗通
风，每天室内开窗通风2~3次，每
次不少于20分钟，保持室内环境
清洁和空气流通。

2、少聚集。流行季节尽量
避免去人员密集、通风不良的公
共场所，避免与有发热、咳嗽等
呼吸道症状者近距离接触，必要
时戴好口罩。

3、勤洗手。保持良好的个
人卫生习惯，做好手卫生，如饭
前便后、外出回家后应使用流动
水和洗手液（或肥皂）揉搓双手，
并用流动水冲洗至少20秒。

4、勤锻炼。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适量运动，充足睡
眠，合理饮食，提高机体免疫
力和抵抗力。

5、讲卫生。保持良好的呼
吸道卫生习惯，咳嗽或打喷嚏
时，要用纸巾或手肘挡住口鼻，
并做好手卫生，不可直接用手触
摸眼睛、鼻或口。

感染了肺炎支原体该怎么办？

肺炎支原体感染后首选治
疗药物为阿奇霉素、红霉素、
克拉霉素等大环内酯类药物，
头孢、青霉素等抗生素对治疗
无效。如出现发热伴剧烈咳嗽
等疑似肺炎支原体感染症状
时，应尽早去医院就诊，查明
病因、规范治疗，切忌盲目用
药，以免延误病情。

疾宣

肺炎支原体来势汹汹，如何预防？

10月27日，在望江县青少年法治教育
基地，县检察院工作人员正在给学生们讲
解法律法规知识。

当日，望江县检察院邀请县实验学校
的学生走进该基地开展法治教育主题活
动，检察干警通过发生在学校周边、学生
身边的鲜活案例向学生讲解宪法、未成年
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
法规和预防知识，进一步增强学生知法、
懂法、守法、用法、护法意识。

全媒体记者 江胜
通讯员 汪玲 摄

法治护航

点亮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