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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文化传真传真

一周文化热点热点

““文物自介书文物自介书””特别报道特别报道

自隐一直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
在他还叫虞祚僢时，就已经有了。

很少有人会在58岁的年纪出家，虞
祚僢就是“很少”中的一员——出生于清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的他，成为自隐
的那一年是乾隆四年（1739年），他已经
58岁了。

此后的他，做了三十年的僧人，直到
在88岁的高龄圆寂。三十年里的大多
数时间，都在为了他的梦想而奔波。

那个梦想就是：修一座桥。
早在明清时期，鸦滩就已是繁华集

镇。鸦滩镇的南面有一条最终汇入武昌
湖的河流，就叫鸦滩河。由于绕过鸦滩
河需要多走十几里路，鸦滩河成为南岸
百姓前往鸦滩集镇必须过的河。

曾经的虞祚僢，就生活在鸦滩河的
南岸。

在河流密布的望江，鸦滩河不算大
河，却也不小，窄的地方也有二三十米。
盛水期还好，因为有渡口，能坐船过河。
枯水期就比较麻烦，没有桥的时候，只能
蹚着过，不方便，更不安全。

对于乡亲们的不方便和不安全，虞
祚僢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多年后，作
为广照庵住持的他，更是全身心投入募
资修桥的事业中。

每年枯水季节，他就搜集石块，在水
中垒墩，助人过河。其余大部分时间他
都在外奔走，不怕风吹日晒一路苦行，只
为积少成多，完成夙愿。

功夫不负有心人，乾隆二十二年
（1757年），大桥完工。

是的，这座长30余米、桥面宽近2米
的六墩、五孔石桥，被当地人称为“大
桥”。当然，它有着更正式的名称：广济
桥。考虑到此桥是一位僧人募化而建，
此名大约是取“广施佛法，普济众生”之
意。当地虞氏族人，也将它称为永济桥，
大约是看中这个“永”字的美好寓意。

广济桥所在的地方，望江县长岭镇
太白村仲舒屋，是一个有故事的村庄。

首先，村名“太白”就有故事。
通常认为，该村因唐代诗人李白路

经此地仲舒林而得名。
场景还原一下，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众所周知，对于游山玩水这件事，李白是
很在行的。暂居望江横山时期的李白，
少不了乘船逐浪。某日，诗人乘舟行至
武昌湖尾梢与鸦滩河交汇处，发现一处
凸起的山林。由于其地势在方圆几十里
范围内算是高的，加上“山”体庞大、灌木
葱茏、乔木参天，远在数华里开外望去，
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威武之感。于是，
李太白弃舟登岸，并在林间歇息。这块
高地正是回头远眺植雪山和香茗山的最
佳位置，天气晴好尤其是雨后天晴，可以
清晰见到云起于植雪山顶和香茗山腰，
李太白在此驻足流连。

后来，李白歇脚的山岗被命名为太
白山，那片树林称为太白林，山下的村落
便是太白村。也就是唐朝没有互联网
啊，不然当时的太白村怎么也能当个几
年网红打卡地……除了李白打过卡，太
白山还有别的值得一游的独到之处：这
片树木茂盛的山林里，即便盛夏也没有
什么蚊虫，是一块适合游人驻足远眺、夏
日纳凉的风水宝地。

再说“仲舒”。地名仲舒屋，则来自
当地虞氏族人中的一位名人：虞衍麟。

虞衍麟，字仲书，太学生，治诗经，生
于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

太学生，就是在太学里就读的学生。
太学，是我国古代中央官学的最高学
府。在明朝和清朝，太学通常指的是中
央官学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也就是说，当
时在国子监就读的学生被称为太学生。

对于寻常人家来说，进入国子监读
书的难度极大，要么有学霸潜质，要么家
里有“钞”能力，要么……因父亲英年早
逝导致家境贫寒的虞衍麟，能成为太学
生，其难度可想而知。

可以确定的是，晚年的仲书先生拥
有丰厚资财。又由于他生性好客、疏财
仗义、广交益友，名声好，名气大。名气
大到什么程度呢？自从他成名后，人们

到他家所在屋场时，都说去仲书家屋或
去仲书老屋，久而久之，后来这块地方就
以此命名为仲书屋。因当地方言中，

“书”与“许”“舒”发音相同，仲书屋也被
写作仲许屋、仲舒屋。

让我们将目光移回鸦滩河和广济桥。
正如前文所言，虽有石桥，但每到丰

水期，大桥两端的引桥长时间被水淹没，
过河仍靠渡船。

嘉庆十六年（1811年），当地虞氏族人
合捐渡船一只，在南岸清明山麓设“一济
渡”，议定每年将麻冲沟虞家垅两石九斗
五升种（折算面积约30亩）的田租尽归渡
船，以消造船、整船及渡人费用。规定渡
船、佃田由勤谨二人分办，不许归一。由
于该田的契书署名虞一济，故而得名。
道光戊戌岁（1838年），当地虞氏族人见
渡船费用不敷，又拨经费给以补助。

从广济桥到一济渡，为了过河，两百
多年来，鸦滩河南岸的人们，一直在努
力，从未中断。

专家说文物：

“据馆藏资料，由于经费保障到位，
此渡口历时140余年，世代相沿，从未间
断。新中国成立后，由生产队出公分安
排船工在涨水季节为往来行人义务摆
渡，不收取任何报酬。对于广济桥，维护
工作也一直在进行：每隔三年，生产队出
公分组织石匠、泥瓦匠，凿石块修补大
桥。”望江县档案馆馆长曹明根介绍。

新中国成立后，鸦滩河两岸基础设
施建设日新月异，河上建的桥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渡口渐渐失去了作用，广济桥
的实用价值也越来越弱。值得庆幸的
是，广济桥没有如同大多数同时代的石
桥一样被拆掉，并成为望江县不可移动
文物名录被保护起来。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吴小平

李白来“打卡”的村子，有什么故事？
——清代古桥广济桥

位于望江县鸦滩镇太白村的清代古桥广济桥。 通讯员 童凌欣 摄

本报讯 宿松县华亭镇乡贤文化长
廊，是一处标志性文化景观，集中展示多
位杰出乡贤主要事迹、成果和贡献。一
幅幅人物照片，一段段文字介绍，让参观
者驻足沉思中沐浴着乡贤精神散发的沁
人芬芳，感受到乡贤事迹传递的正能量。

“乡贤文化是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标
记，是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是探
寻文化血脉、张扬固有文化传统的一种精神
原动力。”华亭镇党委邓顶峰说，华亭镇以乡
贤文化长廊为载体，弘扬乡贤美德，激励后
人奋进，极大地推动了美丽乡村的建设。

近年来，华亭镇高度重视乡贤文化，
以乡贤作为乡村的精神领袖和道德楷
模，激发乡村振兴的活力。

熊群弟是黄大村人，是一名新乡
贤。曾经在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
中立下赫赫战功的，作为老兵，他是宿松
县理论宣讲人才库中的基层宣讲专家。
他以他的实际行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
时代精神，成为新时代乡贤的典范。

熊群弟深知和平的珍贵，他经常走

进机关、学校，开展公益宣讲，用自己亲
历的历史故事，引导人们牢记历史、珍爱
和平。他的话语中，既有对革命先烈的
深切缅怀，也有对新时代青年的殷切期
望。他的故事，如同一簇簇火种，点燃了
听众心中的爱国主义精神。

作为宿松县理论宣讲人才库的基层
宣讲专家，熊群弟深知自己的责任重
大。近三年来，他深入全县二十余个乡
镇和上百个村、社区开展理论宣讲，将理
论与实际相结合，用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的方式，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
家”。他的宣讲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
是对未来的展望，他以英雄情怀强化历
史责任，坚定奋斗意志，鼓舞着每一个人
接力完成革命先烈为之献身的民族复兴
伟业，激励着人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熊群弟的热心不仅仅体现在宣讲
上，他还积极参与移风易俗、文明创建、
爱心奉献、扶困助弱等各类公益活动，用
实际行动支持和推动家乡的建设与发

展。他的足迹遍布宿松县的每一个角
落，他的身影成为了一道温暖的风景。
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新时代乡贤的
初心与担当，成为了全镇乃至全县学习
的榜样。“熊群弟同志热心公益，积极宣
讲，让我们这些老兵感到非常自豪，他让
我们看到了军人的风骨和品格，也展现
了新时代乡贤的风采。”华亭镇退役军人
事务管理站站长方建平感慨地说。

乡贤熊群弟的故事，成为了华亭镇传
承红色基因、弘扬时代精神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华亭镇汇集各界乡贤的力
量，不仅丰富了华亭镇的文化生活，推动
了华亭的经济社会发展，更为构建平安
和谐美丽华亭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日前，宿松县举办“首届华亭诗会”
暨许洁诗集《哑巴店》分享会及诗歌采风
活动，品味诗歌文化盛宴，共叙诗和远方
情怀，诗人们在乡村景观中感知并探索
精神还乡的无限可能。

“诗歌与乡贤文化之间存在着十分
密切的关联。这次诗歌的盛会注入了乡

贤文化的元素，特别是安排乡贤分会参
与了承办工作。诗人大多就是乡贤。”宿
松县乡贤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吴云涛
说，这两年注意了一种乡村文化现象，就
是诗歌和乡贤文化有某种共通的地方。
既是诗人又是贤达，既是诗歌活动又是
乡贤活动，是乡村文化的一种常态。

以乡贤+，画“同心圆”。华亭镇努力
聚集社会新型力量构建起了大统战格
局。“诗歌被乡贤用来教育启发后人，弘扬
地方文化。乡贤作为地方文化的传承者
和推广者，常常通过诗歌来展示和弘扬本
地文化。乡贤通过推崇和创作具有代表
性的诗歌，强化地方的文化认同和凝聚
力。”吴云涛说，诗歌与乡贤文化相辅相
成，共同促进了地方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华亭镇将继续发挥乡贤的示范引
领作用，共同绘就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
的新篇章，让乡贤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
更加夺目的光彩。”邓顶峰说。

（通讯员 司舜 朱梦涛 全媒体
记者 许娟）

巧用“乡贤+”画好“同心圆”

11月10日，望江县长岭镇2024
年首届拓豆丝比赛现场，选手们比
拼豆丝制作技艺。

近年来，长岭镇弘扬特色文
化，在农旅、文旅上做文章，丰富乡
村特色文化与旅游配套。同时，凝
聚力量，加快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
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通讯员 金锋 檀春红 摄

乡味乡愁

11月12日，知名短视频创作
者李子柒在全网接连发布3条新
作品，正式回归大众视野。“李
子柒回归”“李子柒更新了”等
词条分别冲上微博、抖音等平
台热搜榜单，仅仅一天时间，
李子柒的 3 条视频播放量达 1.8
亿 ， 相 关 话 题 阅 读 量 达 14.5
亿。时隔三年，李子柒再次回归
的几条短视频作品都展现了精
美绝伦的非遗技艺。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各
平台现象级网红的火红周期越
来越短，甚至一些博主为了保持
热度需要绞尽脑汁在短视频创
作方面搞创新。反观李子柒，在
停更的三年中，尽管没有发布作
品，其在YouTube平台粉丝仍在
增长，目前已超过 2000 万，涨粉
超过 500 万，凸显其在海外的独
特影响力。那么，为什么李子柒
离开这么久还能有这么大的魅
力？我想除了她自身沉静、坚韧
的优秀品质，非遗文化的魅力在
此刻彰显无疑。

例如，她复出的第一条作品
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漆器”
为主题，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漆器
的独特美学和工艺之美；从最初
的“田园牧歌”风格逐渐走向非
遗传承，李子柒也完成了自己从
网红到非遗传承人的角色转变。

实际上，不仅仅是李子柒，
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将非物质文
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元素
融入短视频创作中，使之焕发出
新的活力与魅力。非遗文化的
加入，不仅提升了短视频的质量
和深度，也为非遗的传承与发展
开辟了全新路径。

非遗文化为短视频创作提
供了丰富的素材库。我国拥有
丰富多彩的非遗项目，涵盖了音
乐、舞蹈、戏曲、手工艺等多个领
域，每一项都是历经世代积累下
来的智慧结晶。将这些珍贵的
文化遗产融入短视频，不仅能展
示其独特魅力，还能激发创作者
无限灵感。例如，许多艺术家以
京剧脸谱、民间剪纸等传统艺术
为主题创作了一系列引人入胜
的短片，充分展现了中国文化的
博大精深。

非遗文化与短视频结合促
进了文化多样性的展现。在全
球化趋势下，不同国家和地区之
间的文化交流愈发频繁，而短视
频作为一种跨越语言障碍的媒
介，在此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很多外国友人通过观看介
绍中国非遗项目的短视频，加深
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欣赏，甚
至萌生了亲自体验的兴趣。

全媒体记者 付玉

顶流复出彰显非遗文化魅力

本报讯 日前，安庆作家储
刘生创作的长篇小说《蜕变》在
岳阳楼记2024文艺大典暨全国
第十一届文学艺术创作交流研
讨会荣获今古传奇第十一届优
秀小说奖。

储刘生的长篇小说《蜕变》
共40章，计14万余字，以丽娟这
一来自社会底层、大别山区腹地
的平凡女性的经历为主线，深入
刻画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当
下社会面貌的变迁。

“我们从中可以领略到很多
东西，如人性的善恶、命运的
沉浮、生活的悲欣。它虽然篇
幅不大，只有区区十几万字，
却是一部视野开阔且富有时代
气息的作品。”安庆师范大学人
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金松
林在为储刘生这篇小说撰写的
简评《底层生活的写照》中评
价道。

（通讯员 吴金旺 全媒体
记者 付玉）

安庆作家储刘生长篇小说《蜕变》
获今古传奇第十一届优秀小说奖

本报讯 “母教馆的建立，
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和发扬‘裁襟励子’的诚信精
神，激励更多的家庭重视家教家
风教育，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优
秀人才。”11月16日上午，桐城市
嬉子湖镇珠檀村裁襟励子文化
园，谈到园内新建的母教馆时，
省级非遗“裁襟励子”项目代表
性传承人江觉迟介绍道。

裁襟励子文化园由诚信文
化广场、诚信课堂、非遗馆、母教
馆等展区组成，其中母教馆于11
月10日开馆。就在同一天，第二
届裁襟励子文化周文艺演出暨
文化交流走亲送联欢活动也拉
开了帷幕。

“这嫁衣是我心中宝，十年
伴我在江门。今日为儿一句话，
含泪裁襟意义深。为的是教子
成人明事理，要让他铭记，诚信
二字值千金……”演出中，黄梅
戏《裁襟励子》又一次还原了百
年前的那段往事。

“裁襟励子”讲述的是桐城名
士江百川的夫人苏蕙华，为了教
育孩子尊师重教、言而有信、成人
之美，毅然剪下自己珍藏多年的
红绸嫁衣衣襟，以兑现孩子对师
母的承诺的感人故事。该故事被
《桐城县志》记载，百年来一直被
作为教子育人的母教典范在民间
广为流传。它蕴含的诚信文化，
在新时代也高度契合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2020年，《裁襟励子》
入选安庆市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2022年又被列入安
徽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母教馆有一个很重要的部
分就是渔文化展馆。

“这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
产，我们因此创建这座渔文化展
馆，旨在为人们开设一个了解渔
业历史演变及人文风情的窗
口。”江觉迟说。

“鱼哥哥来鱼妹妹，顺风顺
水结成队。求得河神作大媒，两
只鸳鸯天仙配……”“十八岁的
大姑娘，拿个箩筐洗衣裳。洗完
衣裳洗头发，洗完头发洗脸上
……”渔文化展馆内展示了许多
非遗文化保护工作者搜集来的
关于嬉子湖渔歌的图、文、视频
资料。

作为国家级非遗“桐城歌”
的重要组成部分，嬉子湖渔歌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渔家号子，
渔家大调子，打梆子，顺口溜，对
歌，斗歌，情歌，媒歌，船歌，接拢
歌，地名歌，码头歌等。“所有渔
歌，一定是要用桐城话唱出来才
算够味。”江觉迟说。

“文化园的不断扩展为我镇
文化产业发展增光添彩，它不仅
是交流和展示文化作品的崭新
平台，更是传承和保护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载体，也为我镇旅游
事业发展注入勃勃生机。”嬉子
湖镇党委书记吴超介绍。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
员 李静）

嬉子湖畔，美德与渔歌共悠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