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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有《哪吒之魔童闹海》
《唐探1900》《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蛟龙行
动》《熊出没·重启未来》六部重磅新
片上映的乙巳蛇年春节档一度被媒体
冠以“史上最强”的称号。不过，当火
热的竞争进行到春节假期的末尾时，
其中一部影片已然脱颖而出，不仅在
豆瓣电影上获得 8 分以上的优秀成
绩，在票房上也远超一众对手，堪称
一骑绝尘。不错，可以起音乐了——
是他，就是他！是他，就是他！少年
英雄，小哪吒！

此时，熟悉“文物自介书”栏目的
朋友一定猜到了：这是要蹭热点了。
那就猜错了，这里是“旧闻寻踪”，一个
完全不同的栏目……但是，对于蹭热
点的钟爱，那是一样一样的。

怎么蹭呢？难道哪吒还能和安庆
有什么关系么？表面看起来，在《封神
演义》及大多数版本的“哪吒闹海”的
故事里，哪吒家住陈塘关，与敖丙战斗
在东海边，哪哪跟安庆都不挨着。

不过，也不是一定圆不过来。这
么说吧，陈塘关的位置，有安徽、天津、
四川、福建等多种说法，既然陈塘关有
可能在四川，距离杭州湾直线距离不
过300多公里的安庆，怎么就不能算是
东海边呢？再说了，神话故事嘛，讲是
讲，听是听。

旧闻：

故事主角当然还是哪吒，不过，既不
同于《封神演义》中叫嚣着“打死人也是
应该的”的“内定先锋官”，也不同于《哪
吒之魔童降世》中需要为打破“人心的成
见”而奋斗的“魔丸”，本故事中的哪吒形
象从头到尾都是那种怎么说呢……正面
的、积极的、没有槽点的。

首先，故事开端就是敖丙惹事。
是的，在这里跟喜欢《哪吒之魔童闹
海》的朋友说声对不起，因为这个故事
里，敖丙是反派，而且是十恶不赦的那
种反派。那么大一个东海，都已经无
法满足这个习惯于纨绔子弟对于兴风
作浪的向往，他的邪恶版图沿着长江
逐渐深入内陆。

在一处“弯、窄、浅、险”的长江水
道，龙王三太子见江中船只正在艰难

行驶，决定给船家增加一点“压力”，找
来虾兵蟹将，呼起风唤出雨。顿时江
面上船翻人落水，那令人感到恐惧的
风雨声之外，多了许多让人心惊的哭
喊声和呼救声。

江面的声音，吸引了一位路过的
孩童。确切地说，是孩童模样的修仙
者——哪吒。哪吒一眼就看出，让江
中百姓遭此劫难的罪魁祸首是谁，将
脚下风火轮的“油门”加到底，将那火
尖枪的枪头直直对向敖丙。正所谓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那敖丙正在为
自己制造的惨剧感到兴奋，哪里能够
应付如此快速的攻击，当即被执行死
刑。风雨也随之停止，江面也恢复了
平静，尚未倾覆的船只得以平稳，落水
者也得以被救起。

后面一段剧情与《封神演义》类
似，龙王敖光打官司告状，要求严惩哪
吒，并以哪吒父母——李靖夫妇对哪
吒进行要挟。哪吒剖腹、刮肠、剔骨肉
还于父母，才算了结了官司。之后，哪
吒魂魄借莲花为体，得以复活，人称哪
吒三太子……

后来，故事发生地的百姓为纪念
哪吒，就将那段密布礁石的江段中最
为醒目的那块礁石称作太子矶，并在
太子矶上建了太子庙。

这个神话故事，编得吧，就还行，

毕竟还能结合本地地形地貌特色对家
喻户晓的故事进行本地化改编。但
是，它肯定没有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
事可追溯性那么高。

故事的主角是萧统。萧统是南朝
梁武帝萧衍的长子，他有个更知名的
称呼：昭明太子。

故事中，萧统在他的封邑石城县
（今池州市贵池区）居住多年，不仅做
他最广为人知的编文选工作，还放粮
赈灾，深得百姓爱戴。工作之余，他也
会到安静地做一个钓鱼佬——不对，
应该是垂钓爱好者，享受享受生活。
昭明太子死后，根据他的遗愿，梁武帝
将其衣冠葬于石城西他生前读书著文
的地方——秀山以表纪念。

自此，昭明太子与池州结下了千
年难解的缘分。池州—安庆之间的长
江有一段“弯、窄、浅、险”的航道，一度
被称为罗刹海。罗刹嘛，就是传说中
食人肉的恶鬼，可见大家对这段江面
的恐惧。罗刹海上有一处罗刹矶。萧
统去世后，江边百姓于罗刹矶建昭明
太子庙，一则纪念昭明太子，二则求太
子庇佑，此后罗刹矶又称太子矶。

寻踪：

说了这么多，太子矶在哪呢？
呵呵，没了。是的，没了，长江里，

已经看不到太子矶了。
不过，这并不代表只能在长江边

上看看“滚滚长江都是水”。
2月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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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范围内，含“太子矶”
三字的地名，有且只有一个，即位于安
庆市迎江区的“太子矶公务码头”。可
见，“太子矶”三个字已经作为长江航
道的一部分被长久地保留起来。

事实上，太子矶水道一直是很有
名气的。前些年，“弯、窄、浅、险”的昔
日罗刹海，又有了更新潮的外号“长江
百慕大魔鬼三角”，可见人们对其的恐
惧不减当年。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
之后，发生在太子矶水道有记载的事
故依然有90多起，江渝19号、江汉14
号、江渝18号在这里触礁……最为严
重的是1989年12月1日，江申3号于太
子矶触礁，船上2500余名旅客遇险，该
轮于次年3月涨水方才脱险。

那么，太子矶又是什么时候消失
的呢？或者说，人们的恐惧又是靠什
么消除的呢？2007年，航道部门对太
子矶水道进行爆破，长约二百五十米、
宽约一百米的太子矶礁石从此不再成
为长江航运的安全隐患。

太子矶见不到没关系，可以到池
州去寻找昭明太子的足迹啊。在池
州，光与昭明太子有关的古钓台就有5
个，他是多爱钓鱼啊！

当然，也可以到迎江区长风乡将军
村寻找昔日罗刹海的印记。为什么要到
将军村呢？一，将军村就在太子矶水道
边上。二，将军村与太子矶有缘——太
子矶曾有太子庙，将军村也有将军庙。
无论是太子庙，还是将军庙，其存在都体
现了江中行船之人对于平安出行的美好
愿望，将军村十分适合忆苦思甜。三，将
军村有可玩之处，比如长风沙花溪谷景
区，就是个十分适合打卡的去处。

太子矶哪吒斗敖丙 罗刹海萧统传美名

本报讯 2025年春节期间，宿松
博物馆成为县城最红火的打卡目的
地。作为备受欢迎的文化殿堂，这里
有历史与现代的交相辉映，有传统与
创新的和谐共生。博物馆与春节文化
的有机融合，让广大百姓在感受浓浓
年味的同时，深入领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魅力，见证文化交流与传承在
新时代的蓬勃发展。

今年是我国“春节——中国人庆
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第一年。
宿松县博物馆聚焦春节蕴含的和平、
和睦、和谐等中华文明理念，正月初一
至初七正常对外开放，为广大观众提
供丰富的假日文化生活，带给观众更
新更好的体验和惊喜，“逛博物馆”成
为老百姓不约而同的选择。

“我们是慕名而来，就是来看国宝
的。”一对年轻情侣走进博物馆说道，

他们口中的“国宝”就是馆藏一级文物
——宋青白釉仙人吹笙壶，被称为“安
徽省唯一一件国宝瓷器”。

壶的造型取材于《列仙传》王子乔
吹笙凤鸣神话故事，展现了古人的浪
漫主义情怀，也是音乐艺术植根于民
间生活的生动见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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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参加了北京奥运
会特展。

“今天是百闻不如一见，真是精美
极了。”博物馆工作人员为观众志愿讲
解，让他们更好的了解文物的特征、渊
源、演变，解读其文化内涵，及其背后所
反映的精神信仰和思想观念的变迁。

“我们也是玩了游戏，并从相关
宣传报道中得知我们宿松县有两处入
选。”站在展柜前仔细端详着眼前的

“国宝”，年轻情侣情不自禁地赞叹，
为家乡有这样的文化瑰宝感到骄傲和
自豪。

春节期间，宿松县博物馆以“博物
馆里过大年”为主题，推出系列新春文
化活动，通过沉浸式展览、民俗互动、
知识讲座等，充分挖掘传统节日特色，
进一步释放文物承载的文化力量，让
春节不再仅仅是物质的盛宴，而是精
神的滋养，为市民及游客奉上一场充
满文化底蕴的节日盛宴。据统计，正
月初一至初七，博物馆日均接待游客
超500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翻好几
番，成为本地市民“文化过年”的热门
打卡地。

博物馆主展厅以“宿松千年风华”
为主线，展出本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
唐宋陶瓷、明清青花瓷及民俗文物400
余件和红色革命事迹，通过文物、图
片、场景、绘画、模型等形象，结合电脑

触摸屏、电视以及其他声、光、电现代
科技手段对宿松的历史进行全面展
示，让观众直观感受宿松历史文化的
独特魅力。

“没想到家乡历史文化这么丰富，
品味文化，感悟历史，享受美好时光，
还学到了历史知识。”带着全家参观的
市民王先生表示。

为满足节日参观需求，博物馆实
行“提前半小时开馆、延时半小时闭
馆”的弹性制度，并为特殊群体增设特
殊设施设备，方便观展。

“相信随着对中国文化 IP不断深
度挖掘，更多现代科技将让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更具时代穿透力。”宿松县博
物馆负责人说，将以敬畏之心守护好
文物的同时，开发文创产品等，促进文
物活化利用。

（通讯员 司舜 刘晓斌 全媒
体记者 许娟）

博物馆里“寻春” 畅享年味文化

1 月 28 日，在 2025 央视春晚
中，创意融合舞蹈《秧BOT》一开
场便吸引无数观众的目光，一群穿
着花棉袄的机器人丝滑扭腰、转起
手绢，与人类演员同台上演了一场
传统与科技融合的舞蹈。有网友辣
评：“大棉袄二棉裤，里面是电
路，外面裹着布，上场太急没来得
及穿裤，这就是我说的漏电保护。”

节目中，数十台机器人身着喜
庆的秧歌服装，伴随着欢快的音乐
节奏，灵活地扭动着身躯，动作整
齐划一，表情生动有趣，将传统秧
歌的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更令人
惊叹的是，这些机器人还能与现场
演员进行互动，完成高难度的配合
动作，科技感十足。据了解，参与
此次表演的机器人来自国内某知名
科技公司，采用了先进的人工智能
和机器人技术，能够精准地模仿人
类的动作和表情。为了呈现出最佳
的表演效果，研发团队对机器人进
行了长时间的调试和训练，并精心
设计了表演动作和音乐节奏。

“没想到机器人扭秧歌也能这
么可爱！”、“科技与传统文化的完
美融合，太有创意了！”、“这才是
真正的科技春晚！”……节目播出
后，网友们纷纷在社交平台上留
言，表达对节目的喜爱和赞叹。

《秧 BOT》 之所以给全国观众
震撼，话题讨论度始终居高不下，
不仅体现在传统与科技的极大反
差，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现代科技
也赋予了传统文化全新的表达方
式。机器人扭秧歌不仅仅是简单的
模仿，更是通过科技手段对传统文
化进行创新性表达。例如，机器人
可以通过灯光、声音和动作的配
合，营造出更具未来感和艺术感的
表演效果。这种科技赋能传统文化
的创新形式，让人耳目一新。

《秧 BOT》 节目的成功，不仅
展现了我国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
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提供了
新的思路。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
合，正在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惊
喜和可能。 全媒体记者 付玉

霸屏多个热榜

春晚机器人扭秧歌火爆出圈

本报讯 近年来，桐城市大关
镇通过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打
造乡村旅游品牌、加强乡村治理和
文化教育，在乡村文化振兴方面取
得了显著成效，为乡村建设注入新
的活力。

大关镇深入挖掘本土红色文
化、农耕文化、民俗文化等资源。
连续举办“乡遇·大关”摄影大赛、

“乡遇·大关”短视频大赛，组织民
间艺术爱好者，传承弘扬本土优秀
文化。“乡遇·大关”主题新媒体作
品在网络平台广泛传播，形成辐射
效应，持续擦亮大关镇特色文化名
片。同时，大关镇深入挖掘桐城
歌、麒麟灯、胡琴书等优秀本土文
化资源，提升人文底蕴。积极利用
新媒体平台，录制“民间艺人说唱
宣讲”等微宣讲视频，在微信群等
平台广泛转发，拓宽了文化传播覆
盖面和影响力，提升了村民文化素
养和道德水平。

大关镇结合自然风光、名胜
古迹、特色种植基地等资源，将
北峡关古战场、古洞岩、欧家岭
起义旧址等名胜古迹和金冲瀑
布、红旗峰、笃山等自然景点以

及明月湾农场等产学研基地串珠
成线，持续打造乡村旅游观光胜
地。同时，该镇依托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发展果蔬种
植采摘和水上观光旅游，举办农民
丰收节、钓鱼大赛、七夕文艺“派
对”等各种文化节庆活动，形成了
多元化、立体化的乡村文化产业
链。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带
动乡村经济发展。

大关镇注重加强乡村治理和文
化教育，开展“诚信立身 友善待
人”主题故事分享会等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文明实践活动，引导村民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通过广泛开展“美丽庭院”

“清洁户”等评选活动，营造人人
争做“美丽庭院”倡导者、践行者
和维护者的良好氛围。该镇定期举
办书画作品展以及各类艺术教学讲
座，为村民提供学习和交流的平
台；镇综合文化站设有图书阅览
室，免费向村民开放。一系列举措
既提升了村民艺术素养，也促进了
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

（通讯员 方丽娟 全媒体记
者 许娟）

激活乡村文化活力

为乡村振兴蓄力赋能

1 月 30 日，乙巳蛇年大年初二，
桐城市双港镇青城村王圩灯会的
舞龙灯巡游表演盛装上阵，吸引了
众多游客前来观赏，共同感受这一
非遗文化的魅力。

王圩灯会历史悠久，可以追溯
到元末明初。当时，王氏宗祖从江
西迁居双港镇青城村，带来了祖传
的龙灯架和舞龙灯技艺，代代相传
至今。王圩灯会每逢闰月年正月举
行 ，这 一 传 统 已 延 续 了 数 百 年 。
2010 年，桐城市王圩灯会被列入安
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双
港镇乃至桐城的一张文化名片。

通讯员 曹姗 汪立 摄

流光绘万千

溢彩迎新春

本报讯 斑驳的古井，古老的
磨盘，碾过岁月的石碾，饱含记忆
的坛坛罐罐……这个春节，桐城市
唐湾镇很多游子返乡后，会感受到
一股浓厚的乡愁气息扑面而来，因
为那些陈旧的本应被新生事物所

“淘汰”的旧物件，又一次出现在
他们眼前。

近年来，唐湾镇全面开展人
居 环 境 整 治工作，通过宣传发
动、示范引领等多种方式，引导激
发群众内在动力，充分调动群众参
与积极性。在和美乡村建设中，
将老物件变废为宝，打造农村特
有风景，别样的创意，描绘出一
幅和美乡村新画卷。

轮胎做花盆，蓑衣挂上墙，
旧瓦片垒砌的绿化池苗木郁郁葱
葱，古民居群墙上的磨盘等老物
件的点缀更增添了一份古色古香
的历史气息，在大家的“奇思妙
想、精打细算”下，废弃的磨盘瓦
片等资源作为微景观的装饰材料

再次有了用武之地，原本闲置的
空地也种上了花花草草，有效减
少村内杂物乱堆乱放现象的同时
也提升了村庄环境。

“这些老物件多数由村民自发
从家中拿出来用于环境提升，大家
都非常支持，这样做不仅美化了村
庄环境，还能有效传承乡村历史和
文化。”2月2日，唐湾村党总支书
记熊玉跃说。

“每每看着这些老物件，我就
想儿时的生活，忆苦思甜，现在
的日子好啊，村里环境变好了，
闲时我就到处转一转，让人心情
都更加愉悦了。”唐湾村村民唐述
仙感慨地说。

“我们坚持村要自然，因地制
宜就地取材，就势造景，持续把人
居环境整治好，让村民出门进公
园、散步闻花香。”唐湾镇党委书
记包遵陆说。

（全 媒 体 记 者 何 飞 通 讯
员 汪婧）

巧用农家老物件

打造乡村新景观

长风沙花溪谷鸟瞰。 将军村供图

文化传真传真

一周文化热点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