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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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文旅 4.0 时代”被多
家权威媒体热议，有学者解释我
国文旅产业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
走过了3个发展阶段，即起步阶
段 （1.0）、 高 速 成 长 阶 段
（2.0）、成熟阶段 （3.0），而如
今中国文旅即将迈入第四个阶
段—— 跨 界 融 合 阶 段 （4.0 阶
段）。近两年来网络爆火出圈的
旅游目的地都是跨界融合的典
型案例：“进淄赶烤”让淄博炙手
可热，王婆说媒点燃开封，簪花
换装让泉州出圈……

十四五”期间，“实施文化产
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新型文
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
式”，被写入了满足人民文化需
求、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的战略部署。而以沉浸式演艺、
沉浸式展览、沉浸式娱乐、沉浸
式影视等为代表的沉浸式体验
正成为拓展文旅产业发展领域
的重要一步，将是引领产业未来
发展的热点方向之一。

文旅 4.0 时代，代表了中国
文化和旅游产业在互联网和数
字技术推动下的新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去中心化传
播、内容创新、文化深度挖掘、新
媒体营销以及流量转化等多方

面的融合与进步。在这个阶段，
利用数字互联技术和用户生成
内容的力量，小众城市或景点能
够迅速获得广泛关注，成为新的
旅游热点。这表明任何地方只
要有独特的卖点，并能有效地通
过网络平台进行宣传，都有可能
吸引到大量游客。

对于旅游城市和旅游目的
地来说，提供丰富多样且富有创
意的旅游体验至关重要。城市
和景区需要不断创新，推出新颖
有趣的活动和服务来满足游客
日益增长的需求，特别是年轻一
代追求个性化、沉浸式体验的趋
势。同时，强调本地文化的独特
性和真实性，通过讲述生动的故
事、展示传统技艺等方式让游客
更深入地了解目的地的文化背
景和社会风貌。每个城市都应
努力打造自己独一无二的品牌
标识，避免同质化竞争。通过创
造专属的城市IP，可以更好地吸
引特定群体的关注。

文旅 4.0 时代强调的是一个
更加智能化、个性化、互动性强
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旅游模式，它
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旅游方式，也
为各地带来了更多发展机遇。

全媒体记者 付玉

“文旅4.0时代”被热议

1938 年 7 月，日寇逼近宿松县城。
当时的宿松县城，对于逃难的人们来说，
几乎没有任何手段对付盛夏里的闷热。
午后的大雨？或许它能带来一丝丝清
凉，却给他们前行的道路增添了许多难
以应付的泥泞。然而，这一切煎熬，都不
及鬼子飞机的轰鸣声和不时响起的枪炮
声，令人感到厌恶。

如果回到当时的宿松县城，拿到县
里出的报纸，十有八九能看到一则寻人
启事。兵荒马乱的，寻哪位呢？寻的是
一位年近八旬的桐城老者。

为什么要寻他呢？老者有位朋友，
名叫许世英。许世英是东至县人，又曾
在安庆当官，跟桐城老者不仅是老友，
四舍五入也算老乡了。说到当官，许世
英当过清朝的官，也当过北洋政府的
官，官还不小，一度当过内阁总理。当
时的许世英，在国民政府任赈济委员会
委员长，虽然已经不算实权派，但威望
还是有的。他写信给国民党宿松县政
府，请当地关照一下那位老者，还是很
有效果的。二为了在成千上万的难民中
找到老者，国民党宿松县政府想到了登
报寻人的方法。这个方法很有效。老者
也顺利得到了关照——得到了七八辆独
轮车。

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个故事的呢？老
者有一个外甥女，名叫马君宛。马君宛
有一个儿子，名叫方管。方管有一个笔
名，叫舒芜。这个故事就是作家舒芜记
录的。

他说：“在宿松上路那天，我记得很
清楚，雨下得睁不开眼，车轮陷进泥泞里
很深。头顶上敌机在‘嗡嗡’地叫。老
弱、妇女都坐在车上，我们这些男人，年
纪轻一点的，围着独轮车前前后后，推的
推，拉的拉，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走，一
整天才走出二三十里，到小池口坐上了
去九江的船。这时，消息传来，日本鬼子
已经到了潜山和太湖。后来证实，我们

离开三四天，宿松就沦陷了。”
那么，这位老者又是谁呢？马君宛

的父亲，名叫马其昶。众所周知，桐城派
“一马二姚”是郎舅关系。又因姚永概去
世于1923年，所以，当时在宿松和马君
宛一起逃难的那个舅舅，只能是姚永朴。

其实呢，这番推断完全没有必要，因
为舒芜在回忆中明确提到了：“姚老先生
名叫姚永朴，字仲实，是我母亲的舅父。
他是姚鼐的后裔，也是桐城派末期代表
人物，曾任北京大学、东南高等师范等学
校的教授，晚年在安徽大学当教授。他
有个孙女儿在桂林，孙女婿是铁路工程
师，参加修筑湘桂铁路。我们去桂林，就
是投奔这个关系去的。”

姚永朴，字仲实，晚号蜕私老人，桐
城人。他的父亲姚浚昌是桐城派著名的
学者、诗人。他的祖父姚莹……就不说
了，往期的“文物自介书”讲过很多了。

1938年，出生于1861年的姚永朴虚
岁已经78了。这个年纪的老人，就算不
走，只要不与日寇勾搭，断不会被苛责。
更何况，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从桐城到
桂林，如此长途跋涉无异于冒死涉险。
事实上，此次逃难之旅也确实极大地消
耗了姚永朴的生命力，是造成他次年病
逝于桂林的重要原因之一。

姚永朴为什么在78岁的年纪远走
他乡呢？

1939年3月24日，国民政府赈济委
员会副委员长屈映光致函教育部长陈立
夫：日军犯皖，安徽大学姚永朴先生年近
八十，义不受辱，携家人十余口，冒险出
逃，避难桂林。白发一翁，陷于无告，知
者咸为扼腕。似此儒林耆宿，暮齿流难，
国家对之宜有崇奖。

“义不受辱”四个字，正是很好的
回答。

姚永朴等人的抉择，也得到了国民
政府的尊重，教育部决定给流亡迁徙道
途中失业的老师宿儒，健在而生活困顿
之耆彦，予以急速之救助。救助金还附
有陈立夫署名信函，“藉伸尊敬之谊”。

此事因姚永朴而起，他自然是第一
批被救济人员。5月，姚永朴得到400元
救助金后，给教育部写回信时还在感慨

“深愧对于国家仗未能有所裨益”，爱国
之情溢于言表。

姚永朴不仅继承了祖父姚莹爱国的
好家风，在治学方面也没有给祖先丢脸。

在2024年，人们提到六尺巷故事
时，常常会提到两个人名，一位是故事
的主角张英，一位便是故事的记录者姚
永朴。

姚永朴在他的著作《旧闻随笔》中用
77个字就讲清了这个故事：“张文端公
居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越用之。家
人驰书于都，公批诗于后寄归，云：‘一纸
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
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只闻之感
服，亦让三尺。其地至今名‘六尺巷’。”

如果没有这77个字的记录，恐怕桐
城六尺巷很难有如今的家喻户晓。不
过，姚永朴真正的成就，体现在文学、历
史等专业领域的研究和教育工作上。

作为晚清的举人，姚永朴的志向并
不在官场。在清代，他早年先任广东起
凤书院山长，后分别任山东高等学堂、安
徽高等学堂、京师法政学堂教习。

1910年 2月，姚永朴应严复之聘，
就职京师大学堂文科教习，后为北京大
学文科教授；1914年，任清史馆纂修；
1917年3月离开北大，在北京正志学校
任教；1921年南归，随即在秋浦周氏宏
毅学舍任教务三载，其间曾为桐城中学
学生讲课；1926年秋，赴南京东南大学任
教授。1928年初，皖省筹建安徽大学，聘
姚永朴为教授。

从安徽高等学堂到安徽大学，作为
一名在古代学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经学
家，姚永朴为安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做
出了大量贡献，说他是传奇，不过分吧。

1936年秋，姚永朴由安徽大学谢病
归里。当时教育主管部门打算每月供给
养老金，但姚永朴以“余平生馆谷无一文
苟得者，今老矣乃反以口腹累诸君耶？”
坚辞不受。就这事，给老先生献上一个
高风亮节，没有任何问题吧。

姚永朴一生编著经学著作百余卷，
有《尚书谊略》《诸子考略》《群儒考略》
《十三经要述》《蜕私轩读经记》等，又有
《国文学》《文学研究法》《史学研究法》等
专著，近代研究经学者将他与四川井研
廖平并称为“两大经师”。

全媒体记者 何飞

六尺巷故事的记录者是什么样的人？
——安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端的见证者姚永朴

姚永朴曾生活过的姚莹故居。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摄

“我们村的上排门古村落，在明代已
具雏形，至清代渐成规模，民国时在村落
东南和西北扩建，如民国时的唐家新老
屋、唐述银老屋、唐家汝老屋等均建在古
村落旁，与古村落连为整体……”桐城市
唐湾镇唐湾村党总支书记熊玉跃，既是
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又在村“两委”工作
30多年，对于当地情况十分了解。12月
21日，说起村里的上排门古村落，他向记
者介绍了许多。

据介绍，唐湾村的古村落，在选址、
布局规划上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传统
观念，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
值，是发展文物旅游的重要实物载体，是
自然和人文有机融合的生态系统，饱含
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记忆，荣登第五
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这些年，来古村
落感受古色古香和田园风光的游客，越
来越多。

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部分屋面瓦
件出现破损，墙面开始斑驳，木构件局部
糟朽……如何既能保留完整古村落原汁
原味，又能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关心唐
湾村和古村落的人们想了不少办法。

“我镇积极向上级部门争取到 130
万元专项保护资金，以改善居住条件，补
齐生活配套设施，提高居民居住舒适度
为目标，使人民群众具有获得感、安全
感。”唐湾镇分管负责同志季明星介绍。

“本次修缮主要针对唐湾村古居民建筑
结构进行加固，排 除建筑结构安全隐

患，整改风貌不协调建筑立面，并遵循不
改变建筑风貌原则、真实性原则和传承
技艺原则”。

为让这些古建筑重新焕发“新生”，
唐湾村积极联合专业的文物修复团队，
做好文物古迹资源的保护传承工作，让
这些古建筑，既保住了“形”，更留住了

“神”。在修缮过程中遵循“修旧如旧”的
原则，采用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相结合
的方法，对古民居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
都进行细致修复。

村民对古民居修复工程也表现出了
极大的热情和支持，许多老人主动分享
记忆中的古民居风貌和传统建筑技艺，
为修复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这是老祖宗留传下来的智慧结
晶，我们要将这些古建筑保护好，让后
代看看以前老祖宗的智慧。”在此次修
复施工中积极献计献策的唐湾村村民彭
儒柏说。

随着修复工程的有序推进，部分已
修复完成的古民居已初显昔日风采。

“我们还在积极争取上级相关项目
和资金，依托‘古村落’名牌效应，进一步
整合周边的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资源，
让古老的建筑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打
造具有特色的乡村文化旅游品牌，绘就
一幅宜居宜业宜游的和美乡村新画卷。”
唐湾镇党委书记包遵陆说。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蒋
欢 汪婧

修旧如旧，在古村落里留住乡愁

正在修缮中的唐湾古民居。 通讯员 沈世贵 摄

本报讯 近日，桐城市大关
镇百岭村举行了一场意义深重
的红色文物捐赠仪式。经过镇
村两级连日来对于“征集红色文
物”的广泛宣传，革命老战士笪
远久的家属主动联系百岭村委
会，决定无偿捐赠其父亲生前珍
藏的红色文物，一段尘封的英雄
故事掸去历史尘埃，重现于世。

此次捐赠的文物包括笪远
久生前的功劳奖状、复员军人证
明书等四件珍贵的纸质红色文
物，这些文物将由大关镇人民政
府转交给安徽革命军事博物馆，
以供后人瞻仰学习。

笪远久的人生轨迹充满了
传奇色彩。他原系国民党军队
冯治安纵队五三师五三九团二
营机枪连的一名机枪手，1948年
11月 8日，在山东台儿庄英勇起
义，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之
后，他毅然加入中国人民解放
军，在解放福建过程中立下了三
等功。1954年10月，笪远久复员
回家，回归了农村生活，将昔日
的辉煌与荣耀深深埋藏心底。

谈及笪远久的生平事迹，其
家人眼中闪烁着泪光。他们深
情地回忆起老人生前那些朴实

无华的话语：“上了战场，我就是
随时可以为国捐躯的士兵。战
争结束，我就是个普通的农民。”
面对转业相关福利政策，他毅然
拒绝，表示身为一个普通人，自
己的归宿就在这广袤的土地上，
绝不给党和政府添负担。这份
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让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为之动容。

台儿庄起义、淮海战役等数
场战争都留下了笪远久英勇战
斗的身影。他的家人说，老人生
前常常教导他们要珍惜来之不
易的和平生活，不要忘记历史，
要铭记那些为国家和民族牺牲
的先烈们。

如今，笪远久的家属决定让
这份荣誉回归集体，正是为了完
成老人的遗愿，给后人留下勿忘
历史、珍爱和平的警示。捐赠仪
式上，大关镇武装部工作人员对
笪远久的家属表示了崇高的敬
意和衷心的感谢。他们表示，将
以此次捐赠为契机，进一步加强
红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让
红色基因在大关这片热土上生
生不息、代代相传。

（通讯员 方丽娟 任倍
全媒体记者 许娟）

桐城：文物捐赠显大爱

红色精神代代传

本报讯 今年以来，望江县
华阳镇在创建全国全民运动健
身模范县进程中，积极响应，全
面谋划，多维度发力，有力推动
了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

为营造浓厚的创模氛围，
华阳镇在集镇交通要道设置了4
块醒目的大型固定广告牌，以
直观醒目的视觉效果向过往行
人和车辆传递创模工作的核心
信息与理念。在人口密集区
域，如集市、学校门口、商场
等地，结合“清洁望江”上户
宣传，精准发放8000余份“创
模”一封信，实现了创模知识
的广泛传播与有效覆盖，进一
步增强了居民对创模工作的关
注度和参与热情

近年来，华阳镇全民运动健
身项目建设稳步推进，10 个村

（社区）已配备12个篮球场、4个
乒乓球桌以及20套户外健身器
材，体育场地总面积达19897平
方米。同时，新增小区体育器材
的登记与录入工作已全面完成，
为居民健身提供了坚实的物质
保障。

华阳镇积极参与市、县级体
育赛事，在“庆五一 劳动杯”长
绸柔力球暨腰鼓舞赛事、县第二
届龙舟文化节赛事、市第十届全
民健身运动会拔河比赛以及县
第七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赛事中
均有出色表现，充分展现了居民
良好的精神风貌和体育竞技水
平。此外，成功举办的八场社区
运动会更是成为居民健身的重
要平台。

（全媒体记者 付玉 通讯
员 李晖）

望江：全民健身热潮涌动

12月20日，地处大别山腹地的宿松县
柳坪乡，气温骤然下降，室外温度仅为 1
度，并下起连绵细雨。

为给广大学生营造一个安全畅通的
上学环境，一大早，宿松县公安局柳坪警
务室驻柳坪中心小学“护学岗”民警、辅
警，联合驻校保安及教师志愿者提前来到
校门口，不畏低温严寒天气，冒雨维护路
面交通秩序、学生入校秩序，搀扶学生下
车、过马路，打造学生平安上学路。

通讯员 孙春旺 摄

天寒心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