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生在一个更好的时代，戴钧衡
的人生，无论是长度，还是宽度，都应该
有很大程度的拓展。可惜的是，历史没
有如果。

清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戴钧衡
出生于桐城的一户书香门第。如同无数
书香门第走出来的文人，他打小就聪明，
求学之路也走得顺利，十四岁就拜本县
文坛前辈朱雅、张敏求学习古诗。朱雅，
字介生，张敏求，字燮臣，都是当时非常
有名的诗人。

1840年，二十七岁的戴钧衡又拜名
家方东树为师，并与方宗诚、马三俊等同
门结为挚友，互相砥砺。同一年，戴钧衡
还与同乡文聚奎、程恩绶等在孔城兴办
桐乡书院，受到县令和后来安徽学政的
褒奖。戴钧衡的《桐乡书院四议》，从择
山长、祀乡贤、课经学、藏书籍四个方面
阐述自己的办学理念，被清廷谕令全国
效法。关于桐乡书院，在之前的“文物自
介书”系列报道中（2022 年 11 月 4 日的
《这所“乡镇学校”为何成为“全国典
型”？》）有过详细介绍，感兴趣的朋友可
以找来看看。

无论是从年龄看，还是从积淀看，
1840年的戴钧衡正是大展拳脚的时候。
不过我们都知道，就在这一年鸦片战争
爆发，让这一年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从此，戴钧衡的人生，彻底换了一
面——他依然和以前一样，做教育、做学
问，但生命不断被外部环境所带来的焦
虑所消耗。

1841年，戴钧衡有诗云：“蛇豕近闻
侵上国，安危争赖将臣贤。”显然，此诗就
是在写他对鸦片战争的态度，即对侵略
者的不屑和战争结果的乐观态度。

众所周知，清帝国在这场战争的表
现，完全出乎戴钧衡的意料。所以，1842
他在登上安庆大观亭时写下的诗作，态
度已经变得消极了许多：“吊古苍茫元季

事，忧时零落巨川才。近闻夷船乘虚至，
新自金陵载宝回。”

诗中的“元季事”，自然是指元末在
安庆以死殉国的余阙。“巨川才”也是一
个典故，源自《尚书·商书·说命上》。书
中有一段商王武丁表扬宰相傅说的话：

“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
汝作霖雨。”翻译过来就是夸宰相“如同
渡大江的船只，大旱时的及时雨”。“巨川
才”也因此成为对有才能、能够担当重任
的人的赞誉之词。

虽说此诗有些消极，但戴钧衡还没
有放弃希望，希望清帝国能涌现出更多
像余阙、傅说的忠臣和能臣，抵御外敌。

对于国家，他忧虑。对于自己不能
为国家做更多事情，他也在忧虑。这种
感情，在他同年所作的另一首诗中是这
样表达的：“命薄逢时艰，书生感奋同。

百年惊世变，四海惜穷途。”
1849，南京乡试，三十六岁的戴钧衡

以第四名中举。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
获得更多报效国家的机会，只能借助曾
国藩等人，上疏条举利弊，希望得到朝廷
采纳，以匡颓势。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作为
受封建“正统”意识影响颇深的旧文人，
戴钧衡的忧虑越发多了起来。

不同于洋人，太平军是真的打到了
桐城。作为大清举人的戴钧衡为了抵抗
太平军做了不少事情，包括频繁出入官
府，屡陈破阵之策，上书累至数万言；与
同乡徐宗亮、文汉光、张勋等人四处奔
走，为清兵筹划粮饷，组织地方武装，甚
至直接参与战斗。

虽然将太平军视为仇敌，但戴钧衡
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有着较为清醒

的认识：“论者归之天劫，予则以为人事
之失也。”

1853年太平军攻入桐城后，戴钧衡逃
到临淮，向袁甲三部乞援，未果；后又辗转
到怀远，途中闻知妻妾在桐城身亡，悲愤
成疾；1855年，咯血而死。戴钧衡去世后，
遗骸葬于今桐城市孔城镇红庙村。曾国
藩题碑“大清举人戴君存庄之墓”。

戴钧衡生平以弘扬乡邦文化为己
任，曾搜辑并校刻方苞的《方望溪先生全
集》，搜辑并编纂戴名世的《潜虚先生文
集》；此外，又与文聚奎编纂《古桐乡诗
选》，与方宗诚编纂《桐城文录》。曾国藩
称赞他“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
为守其邑先正之法，□之后进，义无所让
也”，悲痛他“全家殉难，身亦欧血死
矣”。吴汝纶也曾感叹，“存庄遇乱以忧
死，余每以未识其人为恨”。

戴钧衡勤于笔耕，有《味经山馆诗文
钞》《蓉洲初集》《草茅一得》《书传补商》
等作传世。

保护人讲文物：

12 月5日，时值第39 个国际志愿者
日，孔城镇及红庙村组织团员志愿者，前
往红庙村丁家冲开展志愿服务，让桐城市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戴钧衡墓周边环
境焕然一新。志愿者们带着镰刀、锄头等
工具，清理了戴钧衡墓周边的杂草、杂树，
擦拭了墓碑，营造出整洁的墓园环境。

“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工作、发展孔
城文化旅游产业，孔城镇团委定期组织志
愿者前往戴名世墓、戴钧衡墓开展清理维
护工作，在日常巡查时劝阻附近居民在墓
园周边焚烧杂物、乱堆乱放等行为，宣传
戴名世与戴均衡的历史贡献，引导当地群
众提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参加
此次清扫活动的志愿者乔桥介绍。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江许仙

命薄逢时艰 书生感奋同
——桐城市文保单位戴钧衡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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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青瓷，最早烧制于五代时期安徽
的繁昌窑。到了北宋时，江西景德镇的
影青瓷烧造技术已达到了最高水平。影
青瓷端庄典雅，雍容华贵，美丽而雅致，
因而深得皇家贵族的青睐，成为宋乃至
元代瓷器中的代表性品种之一。

宿松地理位置靠近江西景德镇，历
史上水路畅通，漕运便利，故而镇德镇窑
口烧制的影青瓷有不少流传到宿松，这
也可以证实宿松在宋代这一时期的经
济、文化是较为发达的。从已经出土的
影青瓷器看，其数量之多，在安徽省一级
属首屈一指，器皿的精美也独占鳌头。
其种类有碗、瓶、盒、枕、注子、执壶、佛像
人物等。这些器皿造型准确生动，活泼
流畅，胎釉用料十分考究，具有极高的艺
术考古收藏价值。

1994 年在宿松县城东郊天圣三年
（1225年）也就是宋仁宗年间墓葬里出土
几十件影青瓷器，其中一件“仙人吹笙壶”
尤为珍贵。酒器通高19.3厘米，口径2.5厘
米，底径9.5厘米，为女仙吹笙造型。取材
于《列仙传》王子乔吹笙凤鸣神话故事。
王子乔为春秋时期周灵王之子，擅长吹

笙，每当他吹笙学鸟鸣时，便会有凤鸟从
天而降，随其笙鸣起舞。该酒壶壶口开于
人头发髻顶端，口沿饰羽冠，脑后至肩部
以两根飘带并列为壶把。直流、塑成笙
状，笙与人嘴之间由一细吹管相连接，双
手捧笙以固流。人身以刻画纹勾勒成袍
服为壶腹，溜肩直筒，下端饰两点为双足，
人物面目清秀，形态生动。其发髻、笙管、
双足处饰黄褐色彩釉，开片。影青瓷“仙
人吹笙壶”是一件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
在原料选择、制瓷工艺、装饰纹样、人物造
型，质地和完整性等方面在全国也是独一
无二的。此壶制作精致，构思新颖，造型
非常独特，展现了古人浪漫主义色彩，非
常有情趣，为罕见的艺术珍品。1994年被
由耿宝昌任组长的国家文物专家鉴定小
组鉴定为一级文物中的国宝级文物。先
后被收入黄山书社出版的《安徽馆藏珍
宝》和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出土瓷器
全集》，其整幅照片被《中国出土瓷器全
集·安徽卷》作为封面刊登。此壶现收藏
于宿松博物馆。

1963年在隘口出土的一件莲花瓣注
壶，曾藏于故宫博物院，现藏安徽省博物

馆，器物的整幅画面的彩色照片载入了
《中国陶瓷史》，1992年又被邮电总局发
行的《景德镇瓷器》特种邮票选中，属国
家一级文物，稀世珍品。1985年7月在
高岭乡姚圩麦雨岭羊角□又出土了一套
同样的北宋时期的影青瓷注子、注碗。
该器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温酒用
的注碗口部呈莲花瓣状，花口深腹，口腹
由七瓣莲花组成，足部亦有垂莲浮雕，执
壶放置碗中，仅露肩部以上，壶嘴冲天，
壶把妖翘，壶的颈部还饰有垂莲瓣浮雕，
在壶盖上高高蹲踞着一只摇头摇脑的小
狮子，形象逼真生动，其此器物通高22
厘米，最大直径12厘米，整个器物造型
和谐相配，犹如一朵含苞待放的玉芙蓉，
显露了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典雅风貌和
浓厚的生活气息，淡雅的色彩，简洁的刻
画又吐露出宋人儒雅的心境。收入《安
徽馆藏珍宝》《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现藏
于宿松博物馆。

1988年在陈汉乡朱湾村洪河组出土
了一对带盖影青刻花瓷酒罂，通高25厘
米，短颈小口，配尖顶暗花小盖，溜肩、鼓
腹下收，圈足底心微凹。造型规整秀丽，

暗刻菊花纹饰简洁朴素，透露出古老的
气息，从细腻的刻纹中，展现出匠心独运
的艺术之美。通体釉薄而润泽，青色淡
雅，给人以透明“影青”之美感。1988年1
月8日《中国文物报》刊登文章并发表了

“酒罂”图片。其它如在九城出土的莲花
瓣酒盏、托，二郎出土的透明薄胎瓷鉢，
隘口出土的影青刻花瓷瓶、八棱影青壶
等等这里就不一一枚举。

总之，宿松出土的影青瓷不仅是一
种物质的存在，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每
一件出土的影青瓷器都有一段故事，它
都述说着古人的智慧、情感和生活方
式。宿松出土的影青瓷器大多数来自景
德镇窑口，用料精细，轻薄透明，极尽工
巧之能事，很多器皿都堪称不可多得的
艺术珍品，曾多次被选送到国家、省、市
参加过珍品展出。如 1963年出土的莲
花瓣温酒壶还被选送到巴黎展出过。宿
松出土的影青瓷器以其质地、造型、工艺
和艺术价值不知引起过多少人的神往和
赞叹，在一次次众多出土的瓷器展览中，
宿松的影青瓷总是占尽了风流。

通讯员 陈洁

宿松出土的影青瓷器

北京时间 12 月 4 日晚，我
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
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在巴
拉圭亚松森举行的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
府间委员会第 19 届常会上通过
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北京时间 12 月 5 日晚，会
议又审议并通过我国“羌年”
等三个非遗项目从“急需保护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至此，我国共有44个项目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名册，总数居
世界第一。

春节在中国人心中有着无
可比拟的重要地位，它象征着
团 圆 和 希 望 ， 人 们 也 以 最 隆
重、最热闹的方式来迎接春节
的到来。它基于中国人在漫长
的农业生产生活中对自然、社
会的认识，承载着中华文化所
蕴含的丰富的习俗仪礼、技艺

与知识，表达了中国人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这一遗产项目不
仅有助于提升个体道德修养，
促进家庭和睦及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的和谐，也为中华民族
共同体认同和文化创造力提供
了持续不竭的动力。

春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
对中华文化悠久历史和丰富内
涵的认可，增强了国人的民族
认同感和文化自信，激发出强
烈的民族文化自豪感。申遗成
功有助于加强对春节习俗的研
究与保护，促进对传统节日的系
统梳理和记录，防止优秀文化元
素逐渐流失，确保代代相传，永
续流传。春节作为世界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成为展示中华文
明的重要窗口，促进了世界各
地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兴
趣，加深了各国人民之间的相
互理解和友谊，增进了世界文
化的多样性与和谐共生。

全媒体记者 付玉

人类非遗再添中国文化瑰宝
春节申遗成功

本 报 讯 12 月 6 日上午，
东海·全国少儿版画双年展优秀
作品全国巡展在安庆市美术馆
开幕。此次展览由安徽省美术
家协会少儿美术艺术委员会、
安庆市文化和旅游局、安庆市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江苏省东
海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开幕式当天，共有200余人
次前来观展，大家在一件件精
美绝伦的少儿版画作品前驻足
观赏。据悉，此次全国少儿版
画双年展优秀作品全国巡展
（安庆站）共展出67幅作品。

“东海·全国少儿版画双年
展”是中国美术家协会少儿美
术艺术委员会与江苏东海县人
民政府共同精心打造的全国少
儿版画学术平台和品牌，先后
已成功举办了八届，共收到全
国31个地区，408家单位，总计
30688件少儿版画作品，得到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
持，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高端前
沿的少儿艺术品牌活动。

东海县，地处江苏东部黄
海之滨，不仅是闻名遐迩的

“水晶之都”，也是我国当代著
名版画家彦涵的故乡。凭借得
天独厚的版画大师资源和人杰
地灵的艺术创作底蕴，东海·全
国少儿版画双年展应运而生，
历经十六载，已经成为全国少
儿版画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术
交流平台。此次巡展来到安
庆，不仅仅是全国少儿版画艺
术的一次精彩呈现，也是两地
文化交流与互鉴的宝贵契机。
通过这一巡展活动进一步激发
少年儿童对版画艺术的热爱，
培育版画艺术的未来之星，共
同推动两地少儿美育事业的繁
荣发展。

（全媒体记者 付玉）

“东海·全国少儿版画双年展”
亮相安庆

本报讯 六尺窄巷，宽在礼
让。近年来，桐城市嬉子湖镇蟠
龙村积极运用“新时代六尺巷工
作法”，化解发展中遇到的难题，
全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基层社会
治理新格局，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你们的话点醒了我，我也是
张家人，人家当大官的都能主动
让墙，我不能丢了张家人的脸。
修路也是为了带领咱村民发展致
富，是咱村要紧的大事，砍伐的树
木不用赔了。”日前，面对前来做
工作的村干部和村民组长，蟠龙
村村民张启立豪爽地说。

事情是这样的。近年蟠龙
村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大力发展蟠龙湾田园综合体，村
党总支书记江胜霞利用空闲时
间，一一拜访乡贤能人，用真诚
和服务吸引在外乡贤能人来村
投资。在蟠龙村干群不懈努力
下，本村外出创业有成能人决定
大力投资，利用蟠龙湾打造集民
宿文化旅游、水果采摘、珍贵苗
木培育观赏等为一体的农文旅
度假景区。景区建成后，既能助
推村集体经济发展，同时也能带
动周边农户近百人务工就业。

如今，蟠龙湾景区初步建成
对外营业，旅客络绎不绝，同时
也发现一个难题，原先进入蟠龙
湾景区的道路不适应增多的旅

客、车辆，有一定的拥堵，对后续
发展不利。景区负责人找到村
里，反映了这个情况，为服务好
景区发展，蟠龙村积极与镇政
府、上级部门对接，在多次现场
勘测、查看规划后，条件允许，决
定拓宽道路。

然而，在道路拓宽规划中，
有一小截道路涉及村民张启立
种植的树木，需要砍伐。村干部
和村民组长找到张启立，向他说
明了缘由，表示可以适当补偿苗
木费用。要砍伐自己种植多年
的树木，张启立刚开始表示为
难，且补偿费用低了，不同意砍
伐，道路拓宽前期修整工作就停
滞了下来。

如何劝导村民支持修路？
蟠龙村“两委”集体商议时一致
认为，“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适
合破解此类难题。

说干就干，村干部带着村民
组长来到张启立家中，借用六尺
巷礼让故事，耐心劝解劝导他。
张启立在村里借力调解下，渐渐
被感化，愿意支持修路。更让人
感动的是，面对不少的苗木损失，
这次他表示不需要赔偿。此举引
得村干部和当地村民纷纷为他点
赞，赞扬他是村里的榜样先进。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
员 潘亚龙）

“六尺巷”入人心“蟠龙湾”难题解

12月5日，怀宁县小市镇民兵在镇社
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参与民事纠纷
调解。

怀宁县人武部、退役军人服务局充
分发挥退役军人、民兵社情熟、情况
明、行动快等优势，全面探索“网格+民
兵”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扎根基层、
服务群众，参与文明创建、带头生产致
富、开展安全巡查，为基层治理赋能。

通讯员 檀志扬 摄

“网格+民兵”

赋能基层治理

志愿者正在对戴钧衡墓周边环境进行清理维护。 通讯员 吴春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