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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文化传真

一周文化热点热点

1月15日，有媒体报道，山东
台儿庄一村子“梵高”大爷的故
事感动了万千网友。“没有人为
他的画买单，可是他一生都在为
自己的梦买单。”

这位大爷名叫李昀侠（真名
为李允堂），他在菜市场卖菜的
同时，也在摊位上展示自己画的
画作，如芍药、牡丹和梅花。据
了解，在1岁多时，老人因为发烧
导致智力受损，但这并没有阻止
他对绘画的热爱。从12岁开始，
他就自学画画，尽管生活条件艰
苦，他仍然坚持创作近60年。通
过卖菜来购买画具，并且从生活
中寻找灵感，他的艺术成就逐渐
被人们发现并认可。

大爷的故事在网络上发布
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共鸣，许
多人被他的坚持和对生活的热爱
所感动。视频中可以看到，大爷
的家充满了他自己创作的艺术作
品，而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以及
面对困境依然乐观的态度也赢得
了网友们的尊敬和支持。

“梵高大爷”之所以能够引
起广泛关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
因是在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现
代社会中，大爷的故事如同一盏

明灯，照亮了许多人心中的希望
之光。它传递了积极向上、乐观
面对生活的态度，有助于构建更
加和谐、正面的社会氛围。“梵
高”大爷虽然是一个普通卖菜的
大爷，但他在绘画上的成就展示
了艺术并不局限于专业人士或
特定阶层。任何人都可以通过
不懈的努力，在自己热爱的领域
内取得成就。这鼓励更多人去
探索和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丰
富个人的精神世界。

大爷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
关于个人奋斗和梦想实现的故
事，更是一个能够激发社会正能
量、增进人际理解和社会和谐的
重要案例。它提醒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力量，用自己
的方式为这个世界增添更多的
美好。随着农历春节临近，过去
一年中在网络上产生影响的平
凡人也被邀请参加央视春晚，比
如理发师晓华等，他们都是各行
各业中的平凡人，他们的故事都
充满了励志色彩，他们用自己的
努力和才华、坚韧和顽强在各自
领域发光发热，他们的出现给观
众带了无尽的正能量。

全媒体记者 付玉

左手梦想 右手生活
菜市场里的“梵高”大爷火了

旧闻
祈文运大雷岸建塔
抗敌寇奎文塔架枪

整整两百年前，即清道光五年，公元
1825年，望江县城东门外杨溪河义渡旁
建成一座塔，即奎文塔。

奎文塔在诞生时，曾被望江人民寄
予两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风调雨顺。
这是从建塔的年份推测的。奎文塔

开工建设的年份是1823年，即清道光三
年。那一年，中国遭遇严重水灾，长江、黄
河、淮河洪水并发，340多个州县受灾，其
中172个州县受灾严重，社会经济遭受巨
大损失。那一年，地处长江之滨、域内江
河连体的望江，自然受灾严重。因那是一
个癸未年，此次水灾史称“癸未大水”。

在2025年，有过九年义务教育经历
的朋友都知道，此次洪水主因是全球气
候剧变，与1815年发生的有历史记录以
来最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坦博拉火山
爆发有着莫大的关联。

200年前就不同了，绝大多数人并
不知道爪哇岛那一带还有一个会喷火的
山，更不知道这玩意喷起来会导致欧亚
大陆从中国到西欧不可计数的老百姓饿
肚子。对于一系列的气候异常，他们当
然会采取兴修水利等科学有效的方法去
积极应对，不过，这也并不影响他们同时
做出一些“唯心”的事情。说好听点，就
是尝试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美好愿望吧。

要问哪句土匪“黑话”暗号最广为人
知，“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绝对有夺
冠潜质。《林海雪原》所记录的这句“黑
话”说明，塔有镇妖的功能。塔的这一功
能，在民间传说《白蛇传》中也有体现。

第二个愿望，文运昌盛。
这是从塔名推测的。“奎文”一词指

皇帝写的文字，也就是“御笔”，不过在此
处不能这么理解，必须拆开来看。

奎此处的“奎”，指的是二十八星宿
之一，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
参、觜中的第一宿——奎宿。奎宿由16

颗星组成，因其星象组合“屈曲相钩，似
文字之画”，东汉纬书《孝经援神契》中有

“奎主文章”之说。看起来很牵强有没
有？没关系，总会有人不断地“圆”，最迟
在唐代，人们已经将奎宿奉为文章之府，
并为之立庙奉祀了。

说奎宿可能很多朋友不熟，奎木狼
呢？就是那个在电视剧《西游记》（1986年
版）第11集，将唐僧变成老虎的黄袍怪；为
了谈恋爱，放着好好的神仙不做，下界做
了妖怪的奎木狼。有人说，正是因为吴承
恩的文运不昌、仕途不顺，才将“主文章”
的奎木狼编排得非常不堪。呵呵，这么大
的文学家，不会这么小气的……吧。

言归正传，所以，“奎文”一名，满是望
江人对本县文运昌盛、人才辈出的寄望。

奎文塔建成后不久，塔顶长出一棵
白胡椒树。人们怀着美好的愿望，又编
排出这样一个故事：这棵胡椒树，乃是天
上的王母娘娘所种——或者是她安排属
下种的，反正产权归她所有。树归她，出
产的胡椒自然也归她。胡椒成熟后，天
上的仙鸟会将其衔在嘴里，快递到王母
娘娘家里。王母娘娘感觉这棵树结出的
胡椒味道不错，爱屋及乌，就对望江县有
了好感，安排文曲星打通望江文脉，让望
江学子纷纷高中……

不过，当初主导建塔的人们大概率
不会料到，有朝一日，这座因表达美好愿
望而生的塔，会成为抗击外敌的工事。

1939年2月18日，正值大年三十，如
同当时无数遭受战争迫害的国人一样，
兵临城下的日寇，让彼时望江县城的人
们已经无心过年。

18日下午，日军兵舰2艘驶抵华阳，
一股300余人沿城华路偷袭望江县城，
另一股100余人沿江堤偷袭吉水。好在
我方守军及时察觉，立即展开阻击，成功
击退日军并毙敌10余人。

19日，大年初一，新年的拂晓并没有
喜庆的鞭炮声，只有令无辜百姓感到心
惊的枪炮声——日舰复来，用炮火掩护
杨长河南岸日军攻城。我方守军英勇阻
击，日军再次败退。

20日清晨，日军一一六师团一二0
联队千余人，在3架飞机的掩护下，分3
路进兵，一路由城华路直逼县城，一路由
孙家洲向城西龙家林侧攻，一路由雷港
经拓格冲向城北进犯。

此役，我方守军一五六团二营营长

彭伍指挥士兵，将2挺轻机枪架在奎文
塔上，封锁县城东南通道。奎文塔也因
此成了敌舰炮袭击目标。它的塔身被炮
弹击得伤痕累累，却始终坚持屹立不倒。

寻踪
奎文塔难觅旧迹
宝塔河清水长流

在战火中屹立不倒的奎文塔，已经
于1967年被拆除，塔基下一铁牛和粗木
桩都被当作废品处理。

虽然这座六角五层砖石结构、高度
不小于十五米、直径不小于八米的建筑
已经难觅踪迹，但现存的地名中依然有
不少它曾屹立的证据。

记者在民政部区划地名司主办的
“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网站查询发现，
在望江县，与“奎文”二字有关的地名只
有“奎文路”，而与宝塔有关的地名有“宝
塔社区”“宝塔路”“宝塔河”等。

其中最老的地名应该是“宝塔河”，因
为奎文塔建成后，杨溪河即改名宝塔河。
其中最好找的地方也应该是“宝塔河”，因
为那是一条穿望江县城而过的河流。

前些年，跟当时很多城中河一样，宝
塔河也曾承受不堪承受的环境压力。在
风调雨顺和文运昌盛之外，生活在宝塔河
两岸的人们又多了一个心愿：水清岸绿。

通过近年来的治理，宝塔河河道周
边及水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特别是
华阳大道到东环路段，不仅成为望江市
民健身休闲的好去处，也足以让到宝塔
河寻找奎文塔踪迹的人们感受到沧海桑
田般的巨变——可以期待的是，随着投
资24894.39万元，拥有塔影雷岸、古墨竹
韵、望江驿、生态大草坪等景观的宝塔河
综合治理工程在不久后竣工，届时身处
一幅“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生态画卷
里，此种感受又当倍增。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吴银水

宝塔河畔忆“宝塔”

宝塔河新貌。 通讯员 吴小平 摄

1月17日，迎江区孝肃路街道双井
社区结合书记项目和区关工委联合举办
了“廉洁春联送万家 风清气正过新
年”主题活动，为居民送上了新春祝愿。

当天上午，文化志愿者们挥毫泼
墨，句句吉祥语，跃然纸上。同时，
社区工作人员还将春联、年画、台
历，送到党员信用户、独居老人、退
役军人家中，祝福他们度过一个幸福
祥和的新春佳节。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魏丽丽 摄

风清气正

过新年

本报讯 1 月 16日，在宿松
县华亭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举
行“爱岗敬业·廉洁奉献”主题道
德讲堂上，“安庆好人”王孟鸣以
他个人创业经历，多年坚守在基
层一线，近20年他用心用情投身
教育带出上千名大学生的鲜活
故事，让大家感受到“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诚信做人、踏实做
事”“爱岗敬业、廉洁奉献”的中
华传统美德，生动诠释了道德典
型可贵的精神品质。

身边榜样的故事深深触动
着每位与会人员的心弦，激发他
们踔厉奋发、接续奋斗的热情和
决心。在“谈感悟”环节中分享
感悟，大家积极参与，会场上气
氛热烈，华亭镇经发办主任张威
伟说：“听了王孟鸣先生近二十
年投身基层教育事业爱岗奉献、

无私付出的故事，我感受到了他
对这片土地和人民满满的爱。
王孟鸣先生的故事值得我们学
习，我以后要以他为榜样，自觉
成为一名道德典范的传播者和
践行者。”

“近年来，华亭镇充分发挥
‘好人’和‘道德模范’的示范引领
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深挖‘见义勇为’‘敬业奉
献’‘孝老爱亲’等模范类型，以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为主阵地，以道
德讲堂活动为载体，以好人事迹
为抓手，通过身边人讲述身边事、
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让崇德向善
蔚然成风，推动群众道德素养和
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华亭镇
党委委员邓顶峰如是说。

（通讯员 朱梦涛 全媒体
记者 许娟）

聆听榜样故事 激活文化动能

““文物自介书文物自介书””特别报道特别报道

本文物是牛，确切地说，是铁牛。黑
旋风李逵？不是，不是，不是那个“铁
牛”，是真正的铁牛，铁铸造的牛。

读过小学的朋友们，对铁牛应该并不
陌生，毕竟我们铁牛圈也是有牛进过语文
课本的，它就是大名鼎鼎的黄河铁牛。

那篇课文题目是《捞铁牛》，故事梗
概是：

宋朝有一回黄河发大水，冲断了河
中府城外的蒲津浮桥。黄河两岸有八只
拴住浮桥的大铁牛也被大水一并冲走
了。最后洪水退去，八只大铁牛也沉在
了淤泥里。后来，要重修浮桥，但是铁牛

陷在河里，再造成本太高，只能请人过来
打捞。不过，水下不比陆上，哪找那么多
熟悉水性又力气过人的大力士呢？一个
叫怀丙的和尚提供了有效的方案，即用两
只装满泥沙的大船，开到铁牛沉底的地
方，并用绳索将铁牛系在船上，再将泥沙
从船上铲到水中，随着沙土的减少，船逐
渐浮高，铁牛便一步一步地被拉了上来。

这个故事出自明代冯梦龙编纂的
《智囊全集》。后来的考古发掘，尤其是
黄河铁牛的出土，印证了故事的真实性。

除了黄河铁牛之外，我们铁牛圈还
有许多“明星”，虽然它们分布在全国各
地，无一例外，都与水有关。或者说，都
与“镇水”有关。

铁牛为什么能镇水呢？
一说用牛来镇水，源自大禹治水。民

间相传，大禹治水时，每治好一处，即铸一
铁牛沉入水底，意在镇服水患。这种说法
还被很多文物古籍所记载，比如铸造于清
乾隆时期的北京颐和园昆明湖铜牛背上
就有铭文：“夏禹治河，铁牛传颂。义重安
澜，后人景从。”不过，以目前的考古证据
来看，大禹时代的人们并没有掌握炼铁
术，所以这个传说的真实性并不高。

另一说，用牛来镇水，出自五行相克
观念。土能克水，“丑牛”五行属土，用铁
牛镇河，以期望达到“水来土掩”的效
果。考虑到当时对世界的认知，这种说
法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牛”的问题讲通了，“铁”呢？明代
卢若腾在《岛居随笔》讲出了答案：“蛟龙
畏铁。”显然，同样是出自五行相克观念。

保护人说文物：

1967 年，望江县城东门外的奎文塔
被拆除，塔基下一铁牛和粗木桩都被当
作废品处理。这尊被当作废品处理的铁
牛，又会有怎样的命运呢？

2024年12月，望江县博物馆举办了一
场民间收藏展。12月15日收藏展开幕当
天，还举办了一次藏品捐赠仪式。这一天，
与奎文塔铁牛结缘数十年的郭树冬，代表
自己和家人将它捐给了望江县博物馆。

“1997年，我母舅所在的县土产公司

改制，我和母舅出资把土产公司门市部
和后面厂库买了下来，在仓库的角落发
现了这尊铁牛，当时黑黝黝光亮亮，比现
在更有看相，铁牛为生铁铸成，因为沉重
也很少搬动。听我母舅讲，铁牛为奎文
塔镇塔之宝，1967年奎文塔被拆除后，铁
牛被人卖到土产公司下属废品收购站，
不想30年后还在这里。”郭树冬说，2000
年左右，有人愿意出 8 万元购买这尊铁
牛，他拒绝了！“我认为奎文塔是望江人
心中的神圣之塔，铁牛有灵性是无价之
宝。后来又有人出高价收购，都被我们
严词拒绝了，从此我和家人把铁牛当作
传家宝收藏起来。不久前，县收藏家协
会宋立兵会长牵头举办望江县收藏展，
叫我把铁牛拿出来展示，我觉得铁皮既
然公开面世，不如拿出来捐赠给博物馆，
或许还能为望江文物保护工作做点有益
的事。我的这个想法也得到了家族人支
持，于是把铁牛无偿捐赠博物馆。”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吴银水

铁牛为什么能镇水？
——奎文塔铁牛

奎文塔铁牛。 通讯员 吴小平 摄

本报讯 为普及航空航天
知识，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热爱
与兴趣，1月15日，怀宁凉亭乡在
辖区中心学校举行了航空航天
国防科技知识竞答活动。

活动采取提问抢答的方式
进行，题目涵盖了航空航天发
展历史、著名航天人物事迹、
飞行器原理等多个方面。同学
们凭借着日常的知识积累和对
航空航天的热爱，快速反应，
积极作答。经过激烈的角逐，
最终评选出了本次知识竞答活

动的各项奖项。除了知识竞
赛，凉亭乡武装部的工作人员
还带领学生们操练军体拳，让
他们感受军旅国防文化。

凉亭乡政协工作联络组组
长、党委委员兼武装部长夏民生
说：“国防教育是青少年教育的
重要内容之一，开展这次活动，
主要是激发青少年刻苦学习、自
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寓教于乐
中培养青少年爱国主义情怀。”

（通讯员 汪雯君 全媒
体记者 许娟）

航天科技进校园 共筑少年强国梦

本报讯 1月17日，由望江县
文化旅游体育局主办，县文化馆、
县图书馆、凉泉乡文化站承办的
2025年“雷池飞歌”文化惠民公
益活动，走进了凉泉乡泊湖村。

活动现场，大红的春联纸在桌
上铺展开来，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
围。书法家们铺纸研墨、倾情书写，
根据不同群众的兴趣爱好需求，分
别为群众书写寓意深刻、内容丰富、
富有浓厚新年气息的春联。更有爱
好书法的群众踊跃上台，一试身手，
把写春联活动推向了活动的高潮。
在春联的墨香中，在村民的欢声笑

语中，浓浓的年味儿弥漫开来。
火红的春联承载着浓浓的

年味，将新春祝福送到家家户
户，领到春联的村民们喜笑颜
开、爱不释手。大家纷纷表示，
他们听说今天组织写春联，早早
就过来等候了，手写的春联比印
刷的春联更有年味、更有意义。

此次新春送福活动，让村民
们在新春的祝福中感受到了传
统文化的魅力，也在欢声笑语中
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情谊。

（通讯员 李国栋 全媒体记
者 许娟）

墨香迎新年 送福到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