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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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1915年8月，一群知名人士办起来一
个筹安会。这个筹安会，表面上是一个“学
术团体”，但是明眼人都知道，彼时彼刻一
帮名人聚在一起鼓吹“君主立宪”“废民主
而立君主”，上面肯定有人。那人，肯定是
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

众所周知，古人讲究一个出师有名。名
怎么才能有呢？作文“讲道理”就是常用手
段之一。当然，这“道理”有时候也带点攻击
性，这一点，曹操、武曌等人一定深有体会。

出师都要有名，更别说称帝了。除了
安排名人造势之外，袁世凯也想请人作文
讲讲“道理”，着重阐述一下“君主制的优
势”，以及“废民主而立君主的必要性”。如
此重要的文章，那使用文字的水平，自然
得以陈琳、骆宾王那样的高手为标准。思
来想去，袁大总统就认准了马其昶。

马其昶，字通伯，晚号抱润翁，清咸
丰五年（1855年）出生于桐城的一个书香
门第。虽说清代的桐城名人，十有八九都
出生在书香门第，但是，很少有人能拥有
如马其昶一般豪华的老师阵容：他年幼
时就从其父马起升学习古文；12岁，从学
于吴山；14岁，从学于齐际燃；15岁，从学
于姚思赞；17岁时从学于叶逢辛；18岁时
从学于杨澄鉴；稍长，受业于方宗诚、吴
汝纶，吴汝纶又荐之于张裕钊。

马起升曾先后从师于戴均衡、方东

树等古文家，吴山、齐际燃、姚思赞、叶逢
辛、杨澄鉴都是当地知名的硕学之士，方
宗诚、吴汝纶、张裕钊则是声名远播的学
术大咖，这老师阵容，堪比郭靖了都！

作为桐城派传人的马其昶，无疑是
正宗中的正宗，嫡系中的嫡系。尽管在应
对科举考试方面，他远不如老师吴汝纶，
一直一无所获，没有考取功名，但是他在
论学治文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
成为学术界的知名人士，还在潜川书院、
桐城中学堂从事教育事业，培养出许多
优秀的人才，没有辜负一众名师的期望。

科举考试没有录取他的这件事，逐
渐从他的遗憾，变成朝廷的遗憾。为了弥
补这个遗憾，宣统二年（1910）年，清廷将
已经56岁的马其昶吸收到官僚体系中，
让其任学部总务司主事。

学部是当时统辖全国教育的中央教
育行政机关。总务司是学部所属五司之
一，掌学部机要文移，审核图书典籍，职官
从大到小有郎中、员外郎、主事、书记官等。

当然，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到这
个年份，清朝的官已经当不了多久了。
1912年，随着清帝逊位，马其昶也辞官回
到安庆，安徽高等学堂监督。

1914年，因严复介绍，马其昶赴京为
法政学校教习，并备员参政院。严复？对，
就是翻译《天演论》的那位严复；著名的

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严复。严复与桐
城派关系密切，甚至被以胡适为代表的
学者认为是桐城派的一员。

人无完人，严复虽然以思想先进著
称，但是在袁世凯意图复辟时，却没有站
在正确的一方。前面提到的那个筹安会，
严复就是主要发起人，即所谓“六君子”
之一。

正是因为严复推荐工作，1915 年 8
月马其昶正好在北京，这才有了袁世凯
请马其昶为变更国体作文的事情。

起初袁世凯认为马其昶不会拒绝，
毕竟，早在1913年，袁世凯别有用心地推
动祭天配孔大典时，包括马其昶在内的
一众桐城派文人那可是举双手赞成的。

然而，马其昶拒绝了。
于马其昶而言，支持祭孔与反对复

辟，一点都不矛盾。
马其昶不仅拒绝为复辟服务，还上

书袁世凯，表达反对复辟的态度。他说，
民国成立之初，袁世凯曾宣誓决不使帝
制复生，国内外称颂，而后如果食言，则

“使大总统失大信于天下，以后命令所
颁，纵出血诚，人其谁信？以公始，以私
终，信义一失，人皆解体，而谓大总统之
明而为之乎”。

如此措辞，可以说很严厉了。随着与
袁世凯的决裂，马其昶在京的第二次工
作经历也结束了。

1916年，马其昶又进京了。这一次，
他是应赵尔巽之聘，任清史馆总纂。他此
次进京待的时间比较长，一直到1926年
才因病返乡。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
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
发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战将，以《新青
年》为阵地，向旧文学、旧文化发起勇猛的
进攻，而桐城派成为他们重要的靶子。

作为靶子的重要一员，马其昶对新
文化运动自然不会支持。因此，当1919年
6月11日陈独秀因发放《北京市民宣言》
被捕入狱后，胡适等人寻求在京安徽同
乡协助营救时，想到马其昶的名字时，也
想到了“他会不会拒绝？”

然而，马其昶没有拒绝。
于马其昶而言，反对新文化运动与

营救陈独秀，并不冲突。

马其昶不仅签名为陈独秀担保，还
表示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
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
许”，吾等“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
稔”，恳请准予保释。

这件事给胡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至于时隔六年后的1925年12月，他在
给陈独秀的书信中，仍然感叹道：“我记
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
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
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
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
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
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
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

‘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马通伯自然就是马其昶。姚叔节即

另一位桐城派作家姚永概。他同样生于
名门，其祖父正是大名鼎鼎的姚莹。另
外，他还是马其昶的妻弟。

不畏强权，不曲意逢迎，不落井下
石，不以个人好恶论是非……有“桐城派
殿军”之誉的马其昶，即便抛开他在学术
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谈，他也是一
位值得心向光明者尊敬和学习的人。

保护人说文物：

1926 年，马其昶离开京师，归里养
病，1930年，因病离世，享年七十五岁。马
其昶墓在位于今桐城市黄甲镇汪河村，
坐北朝南，四周群峰环绕，秀木荫翳。墓
前垒砌拜台，碑上楷书阴刻：“马通伯先
生墓”，字迹清晰，透露着古朴与庄重。

“马其昶古文得方苞、姚鼐之真传，不
逾乡先贤所传之义法，高洁纯，酝酿而出。
马其昶治经重考证和校勘，尤《易》《诗》

《书》《孝经》《大学》《中庸》和《庄子》。马其
昶著述颇多，主要有《抱润轩文集》《桐城
耆旧传》《屈赋微》《三经谊诂》《老子故》《庄
子故》《桐城古文集略》。”黄甲镇党委宣传
委员张凌鹤介绍。“马其昶墓是重要的文化
遗产。它的存在，不仅是对个体生命的纪
念，更是桐城派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见证。”

2017 年，马其昶墓被公布为安庆市
第七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储旦

“桐城派殿军”的人格魅力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马其昶墓

安庆市文保单位马其昶墓。 通讯员 储旦 摄

本报讯 在怀宁县小市镇四联村饮
马组，一幅和美乡村画卷正徐徐展开。

走进村庄，新树立的两匹骏马雕塑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村庄围墙上画着一
幅幅一代枭雄曹操金戈铁马的画像。
村路口建有“饮马塘”“饮马亭”，塘坝树
立四块大牌子，上面写着“三国故地”四
个大字。饮马塘由左右两个对称的小
河塘组成，两池清泉，清澈见底，终年不
涸，因战国时期曹操路过饮马休整而得
名，后人亦因形称鸳鸯潭。“我们饮马组
今年投资 70 余万元，围绕‘曹操文化’
建设市级美丽乡村。”四联村饮马中心
村村民谢家丰介绍说。

这个小村庄与曹操有啥渊源？据

《小市历史人文汇编》记载，东汉末年，
曹操征讨江东的孙权曾在怀宁县小
市镇四联村一带驻扎逗留，饮马塘之
名来源于此。

皖城当时属东吴军事前线的重镇，
如楔子般插入曹操的统治区，为了占领
军事要地皖城，曹操将军队驻扎在离皖
城二十里地的皖河东岸，作着战争的准
备。曹操在行军的途中，见“白骨露于
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心中一阵悲
悯，战争带给百姓的只有灾难、伤悲。
部队驻扎后派出侦查的探子来报，皖城
外十室九空，根本找不到一个向导。曹
操一听很着急，于是决定亲自到皖城周
围探访一下。第二天风和日丽，是个好

天气，曹操打马出营，确实找不到一个
当地人，怎么办？曹操心中失落、焦虑、
悲愤，五味杂陈。作为卓越的政治家、
军事家和文学家，此生最大的心愿就是
统一天下，结束军阀割据、混战的乱世，
解百姓于倒悬，可连年的战争，百姓依
然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现在所作的
一切似乎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甚至
更加渺茫。想到这曹操打马疾驰，让
剧烈的颠簸减却心中的愤懑。一阵疾
驰后，曹操压抑的心情减轻不少，心痛
自己的坐骑，于是在一口清澈的池塘
边停下，让心爱的马儿休整休整。侍
卫们陆续赶来，人困马乏，喘着粗气。
曹操坐在池塘边远眺皖山，目光深邃，

有意无意地问道：“这是什么地方”？
“丞相，找不到向导，我们也不知道这
是什么地方”。一名侍卫小心地回
答。“既然是我们饮马之处，就叫饮马
塘吧”。曹操见此情此景，若有所思地
说着。从此这口池塘就叫“饮马塘”，
附近的村庄也随之叫饮马庄。曹操本
来这次出征是准备饮马长江的，却饮
马在一口普通的池塘，一切似乎都是
天意。后在龙濡口一战中败于东吴，
留下“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慨叹。

历史总归是过往的荣耀，如今，饮
马组的村民依然朴实地生活着，依然
口口相传曹操的故事。

（通讯员 檀志扬 张瑞）

怀宁一村庄和曹操有啥渊源？

“通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怎样做
最安全？”11月21日，宿松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干警在道路现场进行路口礼让规
则培训，手把手教行人安全过路口。

从 11 月上旬开始，宿松县启动“百
名交警示范过路口 万名群众‘慢、看、
让’字记心头”冬季交通安全宣传提示
活动，利用三个月时间对公路沿线村民
普遍进行一次“路口礼让”提示教育。

通讯员 李政平 摄

“礼让”记心头

近日，在网络平台上，众多
云南保山籍学子纷纷晒出自己
收到的“惊喜大礼包”，“收到了
保山政府邮寄的小粒咖啡”“保山
政府回应给学子寄送小粒咖啡”
等话题冲上网络热搜榜。据当地
媒体报道，从 11 月中旬开始，云
南保山联合当地数家咖啡企业及
快递物流公司，向考取省外大学
的近20000名保山籍学子每人寄
去一份咖啡和《致家乡优秀学子
的一封信》。保山市的做法出圈
后，一众大学生纷纷@家乡文旅，
表示“羡慕的心溢出了屏幕”。

赠送咖啡的行为体现了浓
郁的地方文化特色。保山地处中
国西南边陲，这里产出的高品质
阿拉比卡豆备受国内外消费者
青睐。将这一地域名片送至异乡
游子手中，不仅能让学子们品尝
到来自家门口的熟悉味道，还能
借此推广当地特色产业，提升城
市知名度与品牌形象。

长期以来，人才外流一直是
制约边远地区发展的瓶颈之一。

通过此类暖心活动，保山市表达
了对在外求学青年的关心与期
盼，旨在营造一个温馨包容的归
属感，鼓励他们在学业上奋发向
上，将来为家乡建设贡献力量。

相比较按部就班的活动类
型，保山向在外学子赠送咖啡和
书信的形式无疑是新颖的，这种
有创意和温度的活动，符合年轻
人的喜好的方式，体现出与时俱
进的思维模式。这也给全国各地
的公共部门提供了一种思路：通
过挖掘地方特色优势资源，制定
针对性政策措施，激发区域经济
潜力；或者建立长效联络机制，
搭建沟通平台，定期收集反馈意
见，及时调整政策方向……

保山赠送咖啡虽是一件小
事，却承载着厚重意义。这项充
满温情与关怀的行动，不仅展现
了浓厚的地方特色与文化自信，
更体现了地方政府对青年才俊
的关注与支持，成为一道亮丽的
城市风景线。

全媒体记者 付玉

云南一地向在外学子赠送

咖啡火上热搜

望江县华阳镇陶寓村，因当
地一处江滩——陶寓滩得名。陶
寓滩又因陶渊明得名。陶寓滩原
名桃花滩。史料显示，晋代的桃
花滩位于古雷池大雷口江畔，约
3000亩的半月形沙滩地，面临长
江、背倚金盆、岸边烟柳拂水、滩
上桃花成林，堪称“桃花源”。东
晋时彭泽县令陶渊明到此赏桃
花并寄宿。为了纪念陶渊明，当
地人将桃花滩改名陶寓滩。

如今，距离陶渊明离开桃花
滩已经过去了大约1600年了，生
活在陶寓滩的人们，依然有一个
建设文明和美乡村的“桃源梦”，
并一直为此而努力着。

早在 2023 年，陶寓村就为
“一上片中心村建设集资”问题
开展了协商议事。

协商议事会议开展前，议事
会成员均多次深入群众，走访调
研，聚焦群众反映强烈、迫切需要
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将公共设
施的使用、维护，重点工程、公益
事业的建设、公共资产的使用管
理，群众矛盾的调处，困难群众的
救助及弱势群体的帮扶纳入议事
范围，听取居民意见和心声，有事
情提前沟通，与群众商量着办理。

在协商会议上，大家结合前
期工作调研和实际工作情况，围绕
建设资金问题展开讨论。经反复协
商，权衡利弊，最终参会人员达成
一致意见：将杨西埂2023、2024年
土地流转费作为建设资金。经过
这次协商议事会议，问题得到迅
速解决。陶寓村也在今年成功申
报为省级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

“我推荐於彩云家庭，她家房
前屋后每天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於彩云一家和邻居相处得
都很好，乐于助人，我赞成！”

近日，在陶寓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村“两委”和村民代表们
围桌而坐，参加陶寓村“村民理事
会”。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正在推
举镇级“星级文明户”人选。商讨
过后，对初步人选进行投票评比。

“通过群众代表无记名投票，
今年第三季度我们最终评选出了
13户‘星级文明户’。”11月21日，谈
及此项评选的意义，陶寓村党总支
书记韦章群说：“这样的评选活动
既可以起到带头作用，又可以让大
家争相学习，促进村居和谐。”

除了“星级文明户”外，陶寓
村还在“美丽庭院”创建方面下
功夫，今年共评选镇级“美丽庭
院”255户。

此外，陶寓村还积极发挥道
德模范、身边好人、“五老”人员
等“新乡贤”主体的示范引领作
用，深入开展乡风文明建设活
动，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持续提升乡风文明治理水
平，涵育文明乡风。

“新乡贤”陈学如家有个书
法小院，其中最为醒目的就是
两张铺着大毛毡的长桌子，以
及一幅幅发出扑鼻墨香的稿纸
和书画作品。

陈学如已经80岁了，是一名
侨眷。四年前，听说望江县在老
年大学开设了书法班后，就积极
报名参加书法绘画班的授课，同
时利用自家的后院为周边的孩
子免费教授书法，得到了周围村
民的一致好评。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
员 伊婷 储刘达

筑梦文明和美新“桃源”

11月22日，怀宁县黄龙派出所联合司法所开展网络谣言防范宣
传活动。

黄龙镇结合近年来发生的网络谣言真实案例，广泛传播防范网络
谣言的知识与技巧，增强群众对谣言的辨别能力。同时，提醒群众自觉
抵制网络谣言信息，坚决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健
康清朗的网络环境和良好社会秩序。 通讯员 袁梓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