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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文化传真

一周文化热点热点

在上期故事中，我们一起回顾了哪
吒与太子矶的渊源，虽说是神话，且自
古以来都是行船者之噩梦的太子矶已经
在21世纪被航道部门清除，但总归还
是有一些不可磨灭的记忆被长久地保存
在长江两岸。

短短数日内，吒儿越来越出息了
——截至2月8日17时44分，《哪吒之魔
童闹海》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10 亿美
元，成为全球单一市场首部破10亿美元
的影片，也是进入全球十亿美元票房俱
乐部首部非好莱坞影片。

对于此种现象级的影片，“旧闻寻
踪”栏目又怎么会只蹭一次热点呢？这
次的故事，我们将视角转向《哪吒之魔童
闹海》另一个重要群体——龙族。

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不言而
喻。不过，人有善恶，龙也有好坏，在民
间传说中，龙并不总是正面的、积极的、
没有槽点的角色，其作为故事反派登场
的时候并不鲜见。别的地方不说，单安
庆这种情况就不少。说句龙族不爱听
的，无论是《封神演义》，还是《哪吒之魔
童闹海》，哪吒才打过几条龙？跟安庆传
说中的“龙斗士”就不在一个层次！比如
今天要讲的故事的主人公——麹信陵。

阅前提示：本故事涉及神话传说和传
统文化，建议读者仅从文学角度进行阅读。

旧闻：

虽是神话的主角，麹信陵却是真人，
真到毫无争议。由此，我们甚至可以依
照麹信陵的履历，推断出故事发生的时
间，必然在他到望江担任县令的唐贞元
六年（790年）之后。

故事里的龙，又是如何跟麹信陵“结
缘”的呢？至少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说是有九个男孩一连十
几天都在县衙门口玩耍，朝来晚去，成功
吸引了麹县令的注意。毕竟，九个男孩
全是统一着装，全身青色，在那个年代的
县城里，任谁都得多瞅一眼，对“他们”出
生于什么样的家庭感到好奇。麹信陵同
样好奇，就关注了“他们”。

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戏剧性更强一
些。说是一连十几天都有九个男孩，到

一家饭店吃饭。倒也不是吃霸王餐，总
是拿些河鲜抵饭钱。一次两次的，店家
因不吃亏，也不介意。次数多了，店家怕
有问题，便报了官，备个案。麹县令接到
此案，就关注了“他们”。

说来也巧，此番关注，麹县令就听到
一段了不得的对话：

“我等兄弟何等能量，挤在一个小水
潭里也太憋屈了。”为首的男孩叹道。

“大哥说得对，我看，不如将长江之
水引到此处。”

“二哥小家子气了，不如将大海之水
引来，让这望江县成一片汪洋。”

“不错不错，只要留一些高山作码头，
我等也还能到陆地耍耍，看看人间风光。”

“好啊好啊，明天就干！”
众男孩纷纷应和，唯有最小的那个

提出反对意见：“不行不行，我等兄弟是
自在了，无辜百姓却要遭殃，不妥。”

……
听到这么劲爆的对话，一个有责任

感的地方官还能无动于衷？麹信陵决定
跟踪“他们”。

只见“他们”蹦蹦跳跳地走出县城南
门，直奔城外的一处小山岗。一行人跟
至山岗末梢的一处深不见底的水潭时，

却不见人影。
“九个孩子，就算失足落水，怎么会

毫无动静，必然有古怪！”带着疑问，麹信
陵决定一探究竟。

麹信陵已经确定“他们”不是平常孩
子，便安排属下准备了绳索和铜铃。他
身佩宝剑，系好绳索，带上铜铃，吩咐属
下：“我下水去看看，听见摇铃的声音，就
拉我起来。”说着，便潜入水中。

此时，细心的读者朋友一定会有疑问：
铜铃在水里能摇出声音吗？水是一种液
体，可以传播声音，所以理论上是可以的。

麹信陵向水下潜去，很快到了潭底，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哪里还有小男
孩的身影，只有九条青龙。由于在岸上
耽误了好一阵子，这帮龙孩子早就睡着
了。这么好的机会，不为民除害，更待何
时？只见麹县令一路砍过去，手起剑落，
八颗龙头落地。

为什么是八颗呢？因为之前的争
论，最小的那条龙没有和哥哥们睡一头，
再加上水下视线不好，麹信陵没有注意

到最后砍下的龙尾。那小龙虽不想为祸
人间，却也有兄弟之情，尾巴被斩断已然
暴怒，眼见哥哥们身首异处，将怒火全部
发泄到眼前的麹信陵身上。它把麹公的
头绞下，带出了潭口。因尾巴断了，它起
飞困难，沿着地面蛇行好久才腾空而去。

断尾龙每年清明节前后都要回来，
有人说是为了祭奠它葬在香茗山的母
亲，也有人说它来祭奠死去的兄弟。而
人们之所以认为它来过，是因为它经过
的地方，总会卷起一阵狂风，下一阵暴
雨，有时还下冰雹。

皇上为表彰麹公舍身斩龙除害，特
意下旨为其身躯配制一个金头安葬。也
是因此事，后来人们将那个小水潭称为
九龙潭。那断尾龙在地上蛇行的痕迹，
变成了一条河，人们将其称为化龙河。

寻踪：

接下来是梦醒时分。
虽然麹信陵确实死于任上，但因屠

龙而牺牲的传说显然过于玄幻了。至于
皇上下旨配金头的说法，存在的可能性更
是微乎其微。一般认为，作为一名在任上
去世的县令，麹信陵第一次得到最高统治
者的官方褒奖，是白居易在《秦中吟·立
碑》中对他的功绩进行宣扬之后。诗中
提到麹信陵虽然“在官有仁政”但“名不
闻京师”，也是证据。将这个故事中主角
定为麹信陵，无非是望江人对麹信陵“至
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感情的延续。

尽管传说是虚构的，九龙潭却是真
实存在的。全国有很多个九龙潭，故事
里的九龙潭，则位于望江县吉水街道。

2月8日上午，记者根据当地群众的
指引，在望江中学附近找到了昔日九龙
潭的位置。虽然此处已经没有明显山
岗，但依然有一口水塘。虽然水塘的景
色不算突出，但是不远处有一个适合拍
照打卡的地方，即安庆市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王祥卧冰池碑。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吴小平

以诗立碑 千古流芳
——白居易写诗称赞的望江县令麹信陵

位于望江县吉水街道的九龙潭。 通讯员 丁磊 摄

本报讯 新春之际，宜秀
区五横乡曰公社区将社区“15
分钟阅读圈” 作为便民生活
圈的重要环节，开展各类主题
实践活动，打造“爱学、善
学、乐学”的社区氛围，让居
民在浓浓的书香中收获满满。

“社区阅读圈图书种类齐
全，有5000余册，有文学艺术
类、青少年读物、农业技术
类、法律法规类等，并有各种
杂志报刊。为充分拓展阵地效
能，我们不定期开展红色经典
阅读活动，邀请社区老党员为
干部、居民讲红色故事，分享
读书心得，让社区阅读圈成为
红色教育的‘新阵地’。”曰公
社区阅读圈负责人程世雄介绍。

搭建好平台是基础，关键
是如何提高社区“15 分钟阅读

圈”的利用率。曰公社区定期
举办亲子读书活动，鼓励家长
带着孩子来阅读圈看书、读
书。同时，绘本阅读、书法绘
画、读书分享会等活动的开
展，也为居民群众了提供多样
的文化服务，增强了居民群众
与阅读圈的“黏性”。

“这里环境不错，非常安静，
学习氛围很好，离家也近，每个
假期都会过来做作业、看课外
书，感觉学习效果比在家里好。”
五横初中学生程玲说道。“新的
一年，我们还将常态化开展形式
多样的群众性全民阅读活动，推
进社区“15分钟阅读圈”提质增
效，打造家门口的‘书’适圈。”曰
公社区党支部书记程久和说，

（全媒体记 者汪秀兵 通
讯员 张佳）

悦读辞旧岁，书香过新年

本报讯 在桐城，春节的
喜庆氛围总是伴随着各式甜品
的香气。而在大关镇，正月里
熬制一锅香气扑鼻、口感酥脆
的米花糖，早已成为过年的重
要传统，其地位甚至不亚于宰
杀年猪。

大关镇麻山村汪墩村民小
组的高来宝，正是这门传统手艺
的传承者。自幼跟随母亲学习，
他不仅继承了制作米花糖的精
湛技艺，更将这份手工制作的匠
心精神发扬光大。他制作的米
花糖，完全依靠手工打造，采用
老灶烹饪。每一口咬下去，酥香
满溢，甜而不腻，仿佛瞬间唤醒
了童年的味蕾记忆。

制作米花糖的第一步，是
熬制红薯糖。高来宝坚持选用
自家种植的新鲜红薯。红薯洗
净后磨成浆，滤除残渣，再将
滤出的汁液煮沸，去除水分，
最终熬制成琥珀色的糖浆，当
地人称之为“糖稀”。当琥珀色
的糖稀再次放入锅中加热至焦

黄并冒出大泡时，迅速加入备
好的花生粒，快速搅拌。接
着，将混合物倒入簸箕中，用
木滚筒滚压至约一厘米厚，稍
作冷却后，切成条状再切片。
就这样，色泽金黄、充满家乡
味道的米花糖便制作完成了。

高来宝笑着说：“手工熬制
的米花糖色泽诱人、味道甜
美。虽然市场上也能买到，但
每逢佳节，我仍坚持手工制
作。这不仅是为了让家里的老
人孩子解解馋，更是为了款待
来访的亲友，象征着新年生活
的甜蜜。”

在团圆的时刻，香甜酥脆
的米花糖不仅是一道美食，更
是一份温暖的回忆，一种家的
味道。每一口米花糖，都承载
着大关人对于“年味”的深厚
情感。这份甜蜜，连接着每一
个桐城人的节日记忆，成为春
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通讯员 张五四 全媒体
记者 许娟）

传承米花糖手艺
重温儿时旧年味

本报讯 怀宁景区品年味，独秀山中
绘新春。2025年春节期间，怀宁县共接待
游客61.6万人次，旅游综合消费40040万
元。其中，黄墩镇独秀山景区以“非遗+科
技”创新融合、沉浸式夜游体验及全域旅
游联动，焕发文旅新动能，累计接待游客
6.7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26万元。

非遗对话科技点亮新春

春节年年过,今年最特别，2024年
12月4日，“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
新年的社会实践”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作为非遗名录入选后的首个文化春
节，怀宁县构建“1+N”文旅矩阵，20
余项特色活动形成全域联动，贯穿整个
春节档期：从民宿活动集中展演展示、
石牌古镇黄梅戏展演活动，到独秀山景
区春节创艺花灯游园会；从“博物馆里
过大年”，到乡村舞台的四季村晚、送

春联下乡等活动，文化传承与时代创新
在蛇年春节实现了深度交融。新春灯
会、千年非遗铁花秀、火壶表演、黄梅
戏专场、马术竞赛、新春露营游园会等
体验活动，为在怀宁过年的广大乡亲和
天南海北的游客带来了精彩纷呈的游玩
盛宴，沉浸式感受怀宁年俗、年情和年
味。独秀山景区通过品质提升、品牌塑
造和品位拓展，为长三角地区春节文旅
展现了一道亮丽的色彩。

灯火暖安庆，万家团圆时。春节期
间，独秀山景区创新打造虚实融生的

“AR元宇宙千灯之城”成为了现象级文
旅爆款产品，实现非遗技艺与前沿科技
的跨时空对话。四大主题赏灯区域与六
大主题“趣”玩区，各具特色。传统技艺
的现代化具象性呈现，让游客叹为观止。

文旅融合激活乡村共富密码

春节期间，独秀山景区以文旅、文

创打造系列“新场景”。景区紧扣深度
融合要求，拓宽发展新思路，打破时空
限制和产业边界，多措并举，多点发
力，完善旅游设施，丰富旅游供给，提
升旅游体验。

独秀山景区作为怀宁县全域旅游的
核心区域，以其秀美的山水风光、独有
的人文历史及特色创意，以及通过展示
怀宁县乡村振兴及新时代共富之路的生
动实践，吸引着游客前来感受与见证。
春节期间，独秀山景区融入非遗文化，以
其名山寓意和象征性及革命先驱的历史
背景，兴起“红色旅游”热潮，吸引全国各
地游客前来攀登体验；以其独特自然风
光和山水田园景观，萃聚乡村旅游要素，
并融入“花式”解锁假期玩法，点亮了城
市周边游动感场景，让游客来则乘兴，玩
则尽兴，归则意犹未尽。

在独秀山脚下，一座座新居错落有
致，村民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
们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特色农业和农产

品加工等产业，实现家门口就业，日子
越过越红火。春节期间，周边不少农家
兴开农家乐，让游客在赏美景的同时能
品尝地道美食，并体验到乡村生活的美
好。独秀山景区在“引进来”的同时，
注重深耕怀宁本土历史文化。主要做法
是，以“五四文化”为魂，结合新青年
文化、红色文化、戏曲文化、蓝莓文
化，走文旅融合发展道路，使“流量”
变“留量”，以“存量”带“增量”。

景区负责人表示：“我们这些年持
续以文旅融合为引领，深化‘文化＋科
技＋生态’模式，深度挖掘文化内涵，
创新旅游产品，打造四季主题节庆活
动，提升服务质量，丰富游客体验。
2025年，我们将全力推进独秀山景区
创建4A级景区工作，并推动怀宁县全
域旅游升级。努力将独秀山打造成集观
光、休闲、度假、研学、党建于一体的
综合性旅游目的地。”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陈唯忆）

“热辣滚烫”闹新春 文旅盛宴嗨不停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隆重
的传统佳节，承载着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首个非遗春节，“非
遗+旅游”模式更是为春节消费
市场注入了全新活力，成为激活
春节消费潜力的有力引擎。据
文化和旅游部初步统计，至 2 月
12日元宵节，全国各地预计将在
古城内举办400多场传统年俗和
非遗展示活动。

走进各地的旅游景区，春节
期间处处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氛
围，而非遗元素的融入更是让这
份喜庆增添了几分文化韵味。
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显示，春
节假期年味游人群较去年同期
增长12%。最受欢迎的年味游目
的地是北京、广东、安徽、福
建和陕西。其中，北京庙会、
安徽鱼灯、西北社火等非遗民
俗文化活动成为热门选项。在
一些古城小镇，古街被装点得
红红火火，传统的剪纸艺术贴
满了门窗，栩栩如生的图案诉
说着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这
些剪纸作品不仅是精美的装饰
品，更成为游客竞相购买的热
门商品。民间艺人现场展示剪
纸技艺，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
看，甚至亲自参与体验，感受
指尖上的艺术魅力。游客们在
欣赏美景、享受假期的同时，
还能将这份独特的非遗纪念品
带回家，这种互动性和体验性
极大地激发了消费者的购买欲

望，带动了当地手工艺品市场
的繁荣。

“非遗 + 旅游”模式还通
过创新的方式吸引年轻消费者
群体。一些地方推出了非遗主
题的沉浸式旅游项目，利用现代
科技手段，如虚拟现实（VR）、增
强现实（AR）等，让游客身临其
境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例
如，在某些古老的手工艺作坊遗
址，借助 VR 技术重现当年
工匠们制作传统器物的场景，游
客仿佛穿越时空，亲眼目睹一件
件 精 美 绝 伦 的 艺 术 品 诞 生 过
程。这种新颖的体验形式深受
年轻人喜爱，他们纷纷在社交媒
体上分享自己的游玩经历，进一
步扩大了活动的影响力，吸引更
多人前来参与，从而为春节消费
市场带来了新的流量和商机。

此外，“非遗 + 旅游”模
式还促进了乡村地区的发展。
许多具有特色非遗文化的乡村，
在春节期间迎来了大批游客。
乡村民宿生意火爆，游客们在这
里品尝农家美食，体验传统农耕
文化，参与制作各种乡村非遗手
工艺品。村民们通过提供住宿、
餐饮以及售卖手工艺品等方式，
增加了收入。同时，乡村旅游的
发展也带动了基础设施的完善，
进一步提升了乡村的吸引力，形
成了良性循环，激活了乡村春节
消费市场的潜力。

全媒体记者 付玉

“非遗+旅游”模式
激活春节消费潜力

2月5日，望江县举行2025年安徽
省全民健身大拜年望江分会场活动。

该县老年体协的300名会员个个精
神抖擞、神采飞扬，连贯流畅的动
作，行云流水的队形，无不诠释着

“我运动，我快乐”的理念，处处洋溢
着新春的喜悦和活力。现场还开展了
市民健步走大拜年活动，大家迈着矫
健的步伐一路前行，展现出积极向上
的精神风貌。

通讯员 石腾飞 摄

运动迎新春

健康谱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