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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文化传真传真

一周文化热点

在桐城市孔城老街的东街后，有一处
有百亩范围大的建筑群被称为“仓房”。

仓房最初的模样已经无从考证。不
过，现如今的仓房还能见到一片低矮陈
旧的瓦房。毗邻瓦房的是最近几十年相
继矗立起来的零散的二层楼房，还有一
些屋顶已经坍塌、裸露着房梁的编泥房
子。二层楼房也罢，编泥房子也罢，它们
的前身应该都是仓房，是仓房破落后村
民翻建的。

瓦房东边有一段长四五米、高达三
米的厚实围墙。墙的外面现如今是漂亮
的月牙形锦湖，而在百年前是孔城河古
河道的一个枝梢，出于运输的便利，那时
候除了在老街九甲地段设有码头外，还

在仓房这一带设立了码头。
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时代，通过孔城

河、菜子湖水系与长江相连相通的孔城，
由于水运发达的因素，商贸极其繁荣。

而仓房，正是清末、民国时期孔城老
街屯储稻谷的大粮仓。来自庐江、舒城
乃至肥西等县的稻谷临时储存于此，然
后船运至长江上游的武汉、宜昌，下游的
芜湖、南京乃至苏杭。

那时的仓房，每到稻谷收获季，总是
出奇的热闹与忙碌，一辆辆载着稻谷的独
轮车吱吱呀呀而来；一只只的船筏停靠在
码头旁，木跳搭起来后，挑夫们踩着跳板，
将仓房里面的稻谷肩挑背扛到船舱里。
待粮食装满，一只只的船筏扯起风帆，从

仓房启航，沿着孔城河到达长江……
随着一条条公路的兴建，水运的地

位开始逐渐下降，仓房也逐渐丧失最初
的功能。不过，这并不影响人们继续使
用“仓房”来称呼这处建筑群。

仓房最耀眼的过往，还不是当初的
热闹与忙碌。

从仓房的一进院落到二进院落中间
有一个狭长得只能容纳一个人通过的过
道，如若在二进院落里从事秘密活动，只
需要一个人在一进院落口望风，瞄见可
疑之人，便可立即通知里面院落里的
人。里面院落的各个房屋都有后门，他
们一旦接到通知，便可立即撤离到外面
密集的人群中。

正是看中了这里的隐秘与便于疏散
的优点，1926年春天，桐城的第一个党小
组与第一个党支部在这里诞生，从此桐
城的革命活动风起云涌。

如今，仓房老屋的部分产权被置换，
当年秘密活动的院落被修缮，塌了朽了的
房梁房柱被更换，房顶、墙顶被翻修，宅子
被布展，外围竖起了标牌标识……照亮百
年仓房的灯盏，已化为永不熄灭的火炬，
照耀着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崭新征程！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吴春富

百 年 仓 房

近年来，墙绘艺术在国内多
个城市迅速推广，不少城市将其
作为美化街区、传播文化的重要
方式，一些城市通过巧妙的构思
设计，用墙绘将老城区变成流行
时尚的聚集地。一些城市小到
一条商业街大到几万平的文旅
街区，随处可见的墙绘艺术无时
无刻不吸引着人们拍照打卡。

随着人们对生活环境质量
要求的提升，城市管理者和市民
越来越重视公共空间的艺术装
饰，墙绘以其独特的视觉冲击力
和文化表现力，成为了美化城市
景观、提升街区格调的有效手
段。大型户外壁画经常成为城
市的地标，吸引游客驻足欣赏，
促进了地方文化和旅游的发展。

例如，上海市人民路近日再
次因路旁一栋大楼外立面上的
巨型墙绘再度引发关注。在天
津市，当地将天津的早餐文化用
墙绘的形式表现出来，卷圈、炸
糕、糕干等特色美食跃然于墙壁
之上，吸引了一种海内外游客驻
足观赏。

墙绘艺术之所以屡屡出圈，
原因是多方面的。互联网特别
是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墙绘艺
术作品能够迅速传播，形成话
题，很多墙绘作品因此成为“网
红”，吸引更多人关注和参与。
艺术家可以通过网络展示作品，
获得认可和支持，加速了墙绘艺
术的流行。有学者认为，当下，
许多城市的老旧建筑正面临如
何在保护与更新中寻求完善与
发展的问题，城市墙绘便为这些
建筑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改造方
案。在保留城市街巷风貌“老底
子”的前提下，通过色彩、线条、
图案、光影等元素让城市焕发新
生机，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
艺术上的再创造。

另外，相较于传统墙面装修
材料，墙绘使用环保颜料，对环
境影响较小，且不易褪色，使用
寿命长。这种可持续的艺术形
式符合现代绿色发展理念，受到
越来越多环保主义者和绿色消
费群体的青睐。

全媒体记者 付玉

扮靓城市 墙绘艺术屡屡出圈

本报讯 宿松县柳坪乡老
年学校自创办以来，秉持着“尊
重、关爱、快乐、成长”的理念，致
力于为全乡老年人打造一个没
有围墙的“精神家园”。

“哪个村里今天上啥课，我
都知道。我喜欢啥课，我就去哪
个村，正胜的毛笔字还是我教的
呢！”10月30日，长溪山村九旬老
人吴洪仁自豪地说。

长溪山村以毛笔字教学为
主要课程，课程内容主要包含了
解传统书法、基本笔画、字体结
构、布局形式等。每次开课吴正
胜老师都会给大家耐心“启蒙”，
随后再带领学员通过基础笔画
的练习，逐步找到写毛笔字的感

觉。大地村以老年人舞蹈课为
主要课程，“我们老年人的身体
比不上年轻人，跳舞过程中，动
作幅度不能太大，以防跌倒，或
关节、肌肉损伤。我都是专门编
舞，找了几套既优美，又以适应
我们身体的舞蹈，姐妹们都说我
这舞蹈编得好呢！” 舞蹈老师
朱雪姣介绍道。

近年来，该老年学校立足于
满足学员多元化的需求，不仅提
供书画、音乐、舞蹈等兴趣班，还
设有健康管理、心理咨询等实用
技能课程，全方位提升老年人的
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通讯员 吴婷婷 全媒体
记者 付玉）

老年大学欢乐多

本报讯 走进望江县凉泉
乡团山村徐屋村民徐新建的家
中，一派喜庆气氛。他的儿子徐
超前几天刚结婚，按照村里移风
易俗的新规定，两家人在一起商
议后，选择了婚事简办，原本计
划在饭店摆上30桌婚宴，改为了
在家里摆上5桌，两位新人在40
来位亲朋好友的见证和祝福下，
完成了仪式，且饭菜都以家常
菜、健康饮食为主。

“红白事比阔气讲排场的少
了，厚养薄葬、喜事新办、丧事简
办的多了”。团山村党总支书记
徐劲松高兴的说道，“如今大家
都不互相攀比了，也为村民们节
省了一大笔开支。”

团山村在尊重群众意愿的
基础上，及时修订完善“村规民
约”，推动村规民约在促进乡风
文明、破除陈规陋习上发力见
效，确保婚丧嫁娶大操大办、高
额彩礼等不良现象得到有效遏
制，推进乡风文明再上新台阶。

11 月 1 日，在望江县凉泉乡
湖滨村龙腔陈列馆，锣鼓铿锵，
曲声宛转悠扬，远远就能听到优
美动人的戏曲唱腔。在这里，很
多老人们聚在一起，由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黄梅戏“龙腔”传
承人龙长生，自编自导，通过独
特的黄梅戏特色唱腔“龙腔”，引
导大家摈弃旧俗树立新风。

活动的初衷是为了不让“龙
腔”失去传承，而让湖滨村党支
部书记龙荣华惊喜的是，戏曲活
动还让村民的业余生活不知不

觉有了改变，打牌的人少了，大
家都更愿意聚在一起唱戏，乡风
文明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改变。

凉泉乡湖滨村深度挖掘以
“龙腔”为代表的地方民间艺术，
通过传统的优秀文化来涵养文明
乡风，唱响了乡村振兴主旋律。

在凉泉乡，很多群众家门口
都挂有一个“最美农家”的牌子，
家家户户都以获得“最美农家”
的称号为荣。

“要感谢乡里和村里，家里
卫生弄干净了，我们自己住起来
也舒服，没想到今天还获得了表
彰，我感到无比的自豪。”10月29
日，湖滨村胡屋村民胡金旺接过
奖励时激动地说道。

每个季度凉泉乡都会开展
“最美农家”、“好媳妇”等先进典
型评选活动，组建道德评议会，
评选出一批模范和榜样，每季度
进行一次表彰和授牌，用“让身
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引导身边
人”的方式，号召村民向榜样看
齐，不断提高群众文明素养和道
德水平，营造了崇德向善的乡村
氛围，不断加快文明乡风建设。

近年来，望江县凉泉乡不断
创新移风易俗工作载体，认真开
展移风易俗、文明新风等一系列
活动，通过文艺演出、主题宣讲、
村规上墙等方式，探索移风易俗
新思路、新举措，不断提升乡村
社会文明程度，让缕缕文明新风
吹进了凉泉每个角落。

（通讯员 李国栋 全媒体
记者 许娟）

深化移风易俗 培育文明之花

““文物自介书文物自介书””特别报道特别报道

上周，最令你印象深刻的新闻是什
么呢？相信很多朋友会想到：2024年10
月 30 日 4 时 27 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乘坐
的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船，在长征二号F
遥十九运载火箭的托举下成功发射，浩
瀚太空首次迎来中国“90后”访客。

“90后”初上太空这么大的事，本栏目
又怎能不蹭——不请出文物大咖来展示
一下古老的皖江大地与中国航天事业的
不解之缘呢？不过，今天的主角正是去过
中国空间站的“勉成国器”雕刻版。

此处必须插一段旧闻：2022年，为庆
祝桐城中学建校120周年，经桐城中学申
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批准，桐城
中学校训“勉成国器”以邮票雕刻版的特
殊艺术形式，经由神舟十四号飞船搭载运
往中国空间站。“勉成国器”雕刻版于2022
年6月5日10时44分搭载神舟十四号载
人飞船送往中国空间站，2022年12月4日
20时09分着陆回收，随飞船返回舱运至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既然说到桐城中学与“勉成国器”，
就不得不提到创办者和题写者——吴
汝纶。

2024年，在吴汝纶去世121年后，还对
他念念不忘的，不只是我们家乡媒体。

2024年，河北省衡水市有一出《大
美衡水 湖韵千年》大型沉浸式实景演
出非常火。演出的第二篇章《福泽·水润
一方》中，有这样一幕：一项水利工程竣
工后，百姓歌舞庆祝，为一名官员送上

“渠通水润”的牌匾。这名官员是谁呢？
念白说得很清楚：“修渠建闸水利昌，湖
清河晏赞贤良。吴公治水民安乐，朝露
春雨润一方……”

不错，台上的官员角色、念白中的
“吴公”，正是吴汝纶。

吴汝纶，字挚甫，清道光二十年
（1840年）出生于桐城高甸（今属枞阳
县）。一般资料讲吴汝纶的出身时，会
讲到他出自贫寒的私塾先生之家。实际
上，吴汝纶的父亲吴元甲并不是平常的
私塾先生。

吴元甲自小聪慧，诗文俱佳，没有在
科举考场上一路进取只能说是运气问
题。但吴元甲穷是真的穷，不然也不会
有这么个小故事：吴汝纶小时候曾经得
到一枚鸡蛋不肯吃，非要拿到集市上换
成松脂用来供夜读时照明。

作为一名清高且清贫的传统文人，
吴元甲虽然无法给予吴汝纶太多物质财
富，但留下许多诸如“士人当使实出名
上，无使名出实上”之类为人处世的道
理，以及科举考试的高分秘籍。

毫无疑问，吴汝纶并没有辜负父亲
的期望，无论是道德，还是事业。

同治二年（1863年），吴汝纶以县试
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次年中江南乡
试第九名举人；同治四年（1865年）中第
八名进士。此时，他才26岁。

1865 年，太平天国运动刚刚结束。
此时，竭力为清廷续命的洋务派代表人
物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正需要吴汝纶这

样的人才。
之前就看过吴汝纶文章且对其十分

欣赏的曾国藩，将吴汝纶请到幕府辅佐
自己。考虑到曾国藩当时的地位，这份
工作比朝廷分配的工作要好。

对于下属和弟子吴汝纶，曾国藩的评
价非常高：“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裕
钊）、吴（汝纶）两生”。吴汝纶也不负期
望，在幕府治学勤奋，完成了数十种著作，
与同在曾国藩幕中效力的张裕钊、黎庶
昌、薛福成并称为“曾门四弟子”。

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吴汝纶
又被李鸿章要去，成为李鸿章的幕僚。

曾国藩和李鸿章当时对朝政的影响
力自是无需多言，鲜为人知的是，这两位
大人物不少奏疏正是吴汝纶的手笔。

同治十年 （1871年），到光绪十五
年（1889年），这十八年间，有十年时
间吴汝纶都在担任知州，先在深州干了
两年，后又在冀州干了八年。在清代，
从品级来说，知州是介于知府和知县之
间的地方主官。

当时的深州和冀州，在2024年都
属于河北省衡水市。而衡水的朋友们之
所以对我们这位老乡念念不忘，自然不
只是因为他在衡水做官的时间长，而是
因为他有“碑”！这块碑，不是石头，
却远比石碑保存得更为持久，那就是老
百姓的口碑。

吴汝纶任深州知州期间，就展现出
重视教育的一面：他不惧怕权贵势力，登
记各村被地方豪强侵占的已经荒废的学
田一千四百余亩，并划入书院，作为书院
经费；还把这个州三个县的高才生集中
到书院，并亲自登堂授课。

时间长了，当地人已经忘了他是知
州大人，而是尊称他为大师。

吴汝纶在冀州，仍然锐意兴办学校，
筹银万两，延聘名师，广置书籍，并亲往
书院授课，为一州五县培育出一大批“发
明成业，卓然能树者”。

在冀州，吴汝纶还做了一件利在千
秋的大事，正是前文提到的兴修水利。

当时冀州一些地方缺水，部分地区
是盐碱地，较为贫困。吴汝纶采纳了众
人的意见，决定开通冀衡大渠，遂报请直
隶总督李鸿章拨帑金十万两。自光绪十
年（1884年）至十二年，经过连续3年挑
挖疏浚，一条总长60余里的排沥河道修
成，引导低地积水流入滏阳河。汛期可
以泄水入滏阳河，缺水时可以引滏阳河

水灌渠。并在河上建桥涵各8座，在入
河处重建老龙亭闸一座。此举既方便了
往来商旅，又使千亩斥卤之地变为膏腴
之田。后人为纪念吴汝纶兴修水利之
功，将老龙亭闸改称吴公闸，将所修河道
称作吴公渠。

到2024年，吴公闸尚存，吴公渠自
滏阳新河左堤以外至桃城区三杜庄村约
5公里段亦保存较好。

当然，对于家乡人来说，吴汝纶并不只
是一位重视教育的官员，而是一位教育
家。关键的转折点是光绪十四年（1888
年），吴汝纶向李鸿章提出申请，辞去冀州
知州，到保定接任莲池书院山长之职。

莲池书院，又称“直隶书院”，雍正十
一年（1733年），由时任直隶总督的李卫奉
旨创办，随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高
学府。直到1903年停办，办学时间长达
170年。毛主席曾对莲池书院给予高度评
价：“莲池有名，是因为有莲池书院，莲池
书院当时在全国是很著名的。”

光绪十五年（1889年），莲池书院迎
来最后一任山长吴汝纶。在这里，这位
曾在科举路上高歌猛进的进士，举起了
反科举考试的大旗。

到任后，在李鸿章大力支持下，吴汝
纶对莲池书院教育模式进行大刀阔斧的
改革，他否定的是科举八股，并非古文
儒学，主张坚持中国文化传统，学习西
方科学技术。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下诏
开办新学，派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
臣。张百熙奏荐吴汝纶任京师大学堂总
教习，吴汝纶坚辞不就，奏请出国考察教
育。同年五月，吴汝纶奉清廷令，东渡日
本考察教育。归国后，他不赴京师就任，
还乡桐城创办了桐城中学的前身——桐
城学堂。他为学堂亲自撰写楹联和匾
额，楹联为“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
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匾额
为“勉成国器”。于是，才有了后来的事
情：一大批从桐城中学走出来的优秀人
才，在包括中国航天事业在内的众多高
精尖领域发光发热。

一定有朋友要问了：在哪里才能看
到这遨游过太空的校训呢？随神舟十四
号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勉成国器”
雕刻版并非孤品，桐城市博物馆和桐城
中学校史馆均有收藏，感兴趣的朋友可
以去现场参观。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遨游过太空的校训
——“勉成国器”雕刻版

11月2日，参赛选手们在第三届望
江炒饭大赛现场竞技厨艺。

此次比赛是望江县2024“中国农民
丰收节”系列活动之一，活动的开展，旨
在进一步普及望江炒饭制作技术，更好
地塑造望江餐饮文化品牌，加大特色农
产品宣传和推广力度，推动望江炒饭制
作技艺的传承、创新和发展。

通讯员 金锋 王翔 摄

望江好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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