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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文化传真传真

一周文化热点热点

微短剧行业近年来凭借“短
平快”的特点迅速崛起，用户规
模突破 6.62 亿，《中国微短剧行
业发展白皮书（2024）》数据显
示，2024年我国微短剧的市场规
模高达 504 亿元，成为流量新风
口。然而，行业在爆发式增长的
同时，也面临内容同质化、低俗
猎奇、诱导消费等问题，亟需从

“野蛮生长”向“精耕细作”转型。
2025年4月平台治理数据显

示，抖音等平台累计下架 700 余
部违规剧，涉及低俗、血腥暴力
等10类问题。部分微短剧以“霸
总”“复仇”“逆袭”等套路化剧情
为核心，渲染拜金主义、阶级对
立，甚至包含暴力、色情擦边内
容。同时，低成本制作导致场景
简陋、穿帮频繁，如古装剧用塑
料头饰、现代道具混入历史剧。
部分剧组“5天拍完100集”，演员
日薪仅 2000 元，后期剪辑粗糙、
音效混乱。

与此同时，随着微短剧的
“2.0时代”的到来，行业内不乏一

些精品力作。《家里家外》《重回
永乐大典》《一梦枕星河》《东坡
先生赶考记》等一系列优质微短
剧出现在人们的手机屏幕上，引
发一众好评。微短剧模式也有
了众多创新点，例如，AI 技术应
用于微短剧剧本生成、场景设
计，如《中国神话》全流程AI制作
重构传统美学，《三星堆：未来启
示录》用大模型“复活”文物。“微
短剧+”模式兴起，文旅、非遗、普
法等主题剧成新方向。例如《逃
出大英博物馆》呼吁文物回归，
带动文化关注；《恋恋小食光》推
动陕西美食旅游。

微短剧井喷式发展，行业
需在监管、创作、技术三端协
同发力。在政策层面，相关部
门需完善立法与跨部门协作；创
作层面更应扎根现实、深挖文
化；技术层面需平衡AI效率与人
文内核。唯有如此，才能将微短
剧从“流量快消品”升级为兼具
社会价值与艺术生命力的文化
载体。 全媒体记者 付玉

微短剧井喷 更需高质量发展

上回书说到，望江县至今仍坐落着
好些个供奉唐代名臣狄仁杰的祠庙。但
诸位可能并不知道，单说这望江县地界，
狄阁老也并非当地百姓心中唯一的唐代
名臣白月光。废话不多说，先讲个故事。

旧闻：
忠烈将军夜布草人阵
智勇张巡巧赚十万翎

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
在范阳一声吼，大唐的太平日子碎成了
渣。这暴躁老哥带着十五万胡汉混编的

“狼牙棒天团”一路南下，诸城望风而降，
洛阳、潼关接连失守，唐玄宗带着杨贵妃
跑得比兔子还快。眼瞅着中原要完蛋，
江淮粮仓危在旦夕，一个七品县令却突
然跳出来——此人正是张巡，一个进士
出身的文官，走上未曾设想的道路，硬生
生把自己活成了“大唐守城战之神”。

张巡早年骨头就硬，属于弯腰下跪
的困难户，所以虽说他政绩显著、清正廉
洁，却一直“原地踏步”。有人劝他：“哥，
给杨相送点礼，保你升官发财！”张巡那
脾气，能看得上杨国忠？对此，他甩出一
句暴论：“如今朝廷乌烟瘴气，当京官不
如去地方撸猫！”

这句话，让大唐少了一位京官，却
多了一位力挽狂澜的战神——安史之乱
爆发时，张巡在真源县（今河南鹿邑）
当县令。

在安禄山的铁骑南下的过程中，沿
途那些平时嘴里满是“忠义”太守啊、县
令啊，有端着酒肉出城劳军的，有连夜缝
制欢迎旗帜的……张巡的上司谯郡太守
杨万石便是其中一员，还写信劝张巡：

“兄弟，跟老杨混，保你吃香喝辣！”
在这出荒诞剧里，只有张巡活成了

格格不入的硬核玩家。当同僚们还在研
究“如何跪舔新老板”时，这个文官出身
的大唐真男人拉起一支三千民兵组成的
队伍，玩起了“偷家”战术——756年二
月，趁着已经叛敌的原雍丘（今河南杞
县）县令令狐潮不在家，悄摸摸地接管了
雍丘城。不多日，令狐潮便带着四万大
军回来了，大战一触即发。

四万对三千？优势在谁？当然在主
角——张巡了，不然还能是反派令狐潮

不成？
事实上，张巡难题不仅是人手不足，

物资也很不充裕，比如守城必备的箭矢，
很快就用光了。于是，“草人借箭”名场
面诞生。

某天夜里，雍丘城头突然垂下上千
个黑影，叛军哨兵一看：“坏了！唐军夜
袭！”令狐潮大手一挥：“给老子射成刺
猬！”霎时间箭如雨下，天亮了一看——
好家伙！全是穿着黑衣服的稻草人！张
巡在城头哈哈大笑，心中在喊：“感谢令
狐老铁的十万支箭！”

你以为这就完了？张巡的神操作还
有二段连招！过了几天，城头又吊下来
五百“稻草人”。叛军嗤笑：“还想骗箭？
当我们傻？”结果这波“稻草人”落地就抄
刀子砍人——全是张巡的敢死队！叛军
营帐瞬间变修罗场，张巡带人追杀十几
里，边追边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寻踪：
令公庙铭百战丹心
吉水街祭千秋忠烈

以上，是一段记载在《新唐书》中的
故事，原文是：“中城矢尽，巡缚藁为人千

馀，被以黑衣，夜缒城下，潮兵争射之，久
乃知其藁人；得矢数十万。其后复夜缒
人，贼笑不设备，乃以死士五百斫潮营；
潮军大乱，焚垒而遁，追奔十余里。”

作为一位博览群书的文学家，罗贯
中很难不知道这个故事。那么，《三国演
义》中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桥段，是不是在
借鉴，或者说，致敬张巡呢？谁知道呢。

当然，众所周知，张巡的主要事迹并
不在雍丘保卫战，而是在睢阳（今河南商
丘）保卫战。

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的睢阳保
卫战堪称孤城喋血的悲壮史诗。张巡与
许远率数千守军困守孤城，外无援兵、内
绝粮草，与十余万叛军周旋达十月之
久。面对叛军轮番攻城，张巡临危制变，
每以奇策破敌。

不幸的是，随着城内粮草耗尽，守军
先是杀马为食，待战马尽毙，继而张网捕
雀、掘地寻鼠，甚至煮食铠甲弓弩上的皮
革部件。当一切可食之物皆尽，城中竟
至以人为粮的极端情形。

尽管“人相食”的惨剧千年来屡遭诟
病，但从未有人否认睢阳之战的历史价
值：此役迟滞了叛军南下江淮的兵锋，保
全了唐朝赖以维系国祚的东南财税之
地，更庇佑江淮百姓免遭战火涂炭。

张巡以必死之志守孤城、全大节，其
捐躯赴义之举，使他在殉国后不仅成为
后世忠臣的典范，更在民间信仰中逐渐
被神化。从官方祀典到乡野祠庙，对这
位“守一城而捍天下”的英烈的尊崇，早
已超越了具体的历史语境，成为中华民
族忠义精神的象征。

“张巡殉国后，唐肃宗追赠其为扬州
大都督、邓国公。”望江县文史人才库成
员吴小平告诉记者，唐代之后的封建王
朝也都不断对其封赠：宋政和七年赐额

“照烈”，绍兴时封“忠靖威显灵佑英济
王”，景定时封“东平威烈昭济显庆灵佑
王”等；元至正时封“护国忠靖威显景祐
真君”，赐额“忠节”复加“洪济”；明洪武
时，加封“忠烈灵祠”；清代又屡次加封，
至光绪时封号曰“显佑安澜宁漕助顺效
灵助顺彰威灵佑护国翊运之神”。

在望江县吉水街道吉水社区，就有
一座令公庙。庙中东平王殿大门的石刻
对联清晰地表明了殿中塑像的身份：“立
百战奇勋，碧血洒睢阳，永昭忠烈；亮一
生大节，丹心酬唐室，共仰英雄。”

“据明清时期《望江县志》记载，这座
令公庙始建于北宋末年，南宋末年，文天
祥经过望江时曾到此庙拜谒。”吴小平介
绍，文天祥在作品中多次表达对张巡英
雄行为的敬仰：《正气歌》中的“为张睢阳
齿”，取典于张巡守城卫国心切，牙齿皆
被咬碎，体现出他对敌人切齿地痛恨；
《沁园春》中“骂贼张巡”取典于张巡城破
被俘后，骂贼“我为君父死，尔附贼，乃犬
彘也，安得久”。

“目前这座千年古庙的民俗活动依
然在传承：每年农历腊月初八和五月二
十九令公圣诞日办有祭祀张巡、许远的
庙会，以此纪念两位忠义之士。”吴小
平说。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吴银水

张巡智守孤城与望江令公庙的千年守望

位于望江县吉水街道吉水社区的令公庙。 通讯员 吴小平 摄

提起邓稼先，大家脑海中立刻浮现
“两弹元勋”“科学巨匠”的伟岸身影。
但你知道吗？这位“教科书男神”年轻
时可是个激情澎湃的“热血青年”！以
往大家总盯着他留学回国造原子弹的壮
举，却忽略了他早年在民主运动中留下
的青春足迹——一份泛黄的 《大公
报》，竟藏着邓稼先23岁时爱国青春的
珍贵证据！

时间倒回1947年2月，北平城的冬
夜格外寒冷。17日凌晨，街头突然冒出
大量军警宪特。他们像电影里的黑帮一
样，分组突袭民宅，踹门抓人，连68岁的
老学者、医学院学生都不放过。

在2025年，读者朋友们都知道，这
场针对知识界的突击清剿，不过是国民
党政权在走向末日时那些数不清的疯狂
动作之一，但在当时的北平城，人们只看

到空气中早已弥漫的白色恐怖，愈发浓
烈了起来。

不过，白色恐怖不会吓倒所有人。
面对如此倒行逆施，北平学界率先亮
剑。2月24日，北大汤用彤、向达，清华
朱自清、张奚若等13位“学术顶流”组成

“教授天团”，甩出一篇火药味十足的《呼
吁保障人权 北平各大学教授发表宣
言》，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违宪滥捕”之
卑劣行径。

两天后，更燃的来了！北大清华
200多名教职工突然集体“闪现”，发表
《响应十三教授保障人权宣言》对其呼
应。这份宣言刊登于 1947 年 3 月 5 日
《大公报》（上海版）上。如果您拿到这份
报纸，仔细看文末签名栏，就会发现“邓
稼先”的大名。

这一年，邓稼先23岁。此时的他刚

在北大物理系站稳脚跟，白天是学术新
星、儒雅助教，晚上秒变“进步青年”。他
不仅偷偷给贫困学生塞钱塞物资，还沉
迷研读《新民主主义论》这类“红色畅销
书”。这次签名事件就像他青春期的“思
想快照”——既带着知识分子的书卷气，
又葆有革命青年的斗争精神。

最后，我们再一起读一读这份有“邓
助教”署名的《响应十三教授保障人权宣
言》，解锁“两弹元勋”的青春副本：

“本月二十二日北平十三教授发表
要求保障人权宣言，我们看了，觉得正说
出了我们所要说的话，因此，愿以全力来
支持这个天赋权利的宣言。

这次大规模的搜查逮捕，时间是深
更半夜，人民正在酣睡的时候，被捕的
人，就已知的说，有六十八岁的老学
者，有年轻的大学生，有医生，有教

员，有出版家等等，这些人谈不到治安
问题，更说不上有什么罪状，莫名其妙
地被逮捕，被拘禁，这不但违反了蒋主
席去年正月所宣布的四项诺言，也破坏
了政府多年来再三声明保障人权的法
令，以及最近所颁布的宪法。逮捕情形
尤其严重，居然动用军、警、宪兵、特
务八千多人，分八百多组，持枪闯入民
宅；而且报纸所载，地方当局还声明今
后要继续逮捕；社会传言，许多大学生
和民主人士已被列入黑名单。

我们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在教育文
化工作者的立场，为保障人权计，也为维
护政府威信计，对北平市地方当局违反
中央法令的非法行为，提出最严重抗
议。而且，要求将无辜被逮之人民从宽
释放，并保证不再有此侵犯人权之举。”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湛峰

一张报纸解锁“两弹元勋”的青春副本

走进石牌，就像走进了戏
里。这里随处可见各具特色的
生、旦、净、丑戏剧脸谱和戏
剧人物墙绘，建筑不经意的拐
角斗梁也别有韵味。石牌人喜
欢黄梅戏，人人都会哼上几句
戏腔，处处都有黄梅戏曲的旋
律，是名副其实的“戏窝子”。

古镇石牌，位于怀宁县西
南部，地处皖西南长江下游北
岸的皖河之滨。这里自然资源
丰富，人文底蕴深厚，文化内
涵源远流长，是一座真实“活
着”的古镇，一个历史流淌传
承千年的所在。

石牌旧名宜塘，又名石牌
口，文献最早记载于南宋初期
（公元975年），至今已有一千多
年历史，属于皖西南地区的古
老集镇。古时石牌由于其三面
临水的特殊地理位置，自古以
来便成为皖西南通往安庆交通
要道。北宋时期，邬家庄集市
下迁至上石牌，石牌初具集市
雏形，成为皖西南重要港口和
商品集散地。明清以来，潜山
的竹木柴薪、太湖的茶叶、望
江的棉花、宿松的麻类皆由石
牌转运外埠，不少江苏、江
西、福建客商，在此收购皖西
南土特产，以皖水之便，向东
南贩运，石牌已成为相当规模
而且十分繁荣的集镇。至迟到
乾隆年间，石牌已成为皖西南
举足轻重的商埠。会馆数量是
一地商业兴旺与否的指标，而
当时石牌有江西、福建等会馆
六处，石牌兴旺可见一斑。

石牌镇素有“戏曲之乡”
之称，是京剧和黄梅戏发源
地，哺育了“京剧之父”的徽
剧，被誉为“京剧之父”和

“黄梅戏之母”，被视为中华戏
曲文化艺术的圣地。历史上名
伶辈出，有“梨园佳弟子，无
石 （石牌） 不成班”之誉。是
清代戏剧界“四大徽班”进京
发起人、“京剧鼻祖”程长庚的
成长地、“京剧大师”杨月楼的
故里；严凤英、王少舫等一大
批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均学艺
并成名于此。1982年9月，著名
戏剧家曹禺先生到石牌考察时
说：“作为一个普通的戏剧工作
者，我这次是来‘朝圣’的。”

石 牌 老 街 分 “ 上 街 ” 和
“下街”。进得老街，有种让人
们流连忘返的感觉。清晨，当
太阳还未露出地平线的时候，
在老街一角，各种特色小吃散
发的诱人香味和一股股绿茶清
香，伴随着黄梅戏曲声，在一
张张小茶桌围坐的“烟客”们

那“咕噜咕噜”水烟袋里冒出
的青烟，飘散在这条老街上
空。赶集的、卖菜的、路过
的，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也不
管熟悉不熟悉，就着这些沿街
临时摆上的茶桌，一边吃着早
点，一边喝着大碗茶，海阔天
空地聊着、喝着、抽着、听
着，其乐融融，优哉悠哉。直
到今天，这座古镇依然门庭若
市，迸发着强劲活力。镇区内3
万多原住民，他们“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安静又满足，
这种最原生态的生活方式，使
古镇的特色鲜明而又鲜活。

这座古老的城镇在历经沧
桑中承载了千年的风雨，随着时
代的变迁，尤其是县城迁址后，
尽管告别了昨日的喧嚣与繁华，
但近几年戏曲文化特色小镇建
设如火如荼，再次焕发出勃勃生
机，宛若一颗活力四射的璀璨明
珠闪耀着独有的光芒。

斗转星移，历史的年轮跨
越近代门槛，再给古镇石牌烙
上鲜明的时代印记。春日的石
牌，绿树掩映，郁郁葱葱，快
速发展的工业项目，冉冉升起
的服务业，独具特色的现代农
业，勤劳的石牌人正用汗水续
写着经济社会腾飞的华章……

近 年 来 ， 古 镇 正 加 速 由
“镇”向“城”跨越，为还原老
街味道，留住历史记忆，打造
戏曲特色小镇商业特色，从
2022年年起，石牌镇老街利用
与开发项目总投资超亿元，旨
在传承与弘扬地方戏曲文化，
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融古典与
现代、高雅与大众、商业与生
活于一体，让千年风情与时尚
潮流热烈拥抱。

走在老街上，到处都是戏
的元素，墙壁上绘满了戏副人
物 脸 谱 ， 生 、 旦 、 净 、 未 、
丑，应有尽有；不时有戏曲声
传出，或欣赏，或自唱，乐在
其中；徽班博物馆、文化中
心、戏曲大舞台、戏曲展示
馆、小镇客厅，分布在各处，
使古镇石牌形成一步一景，一
步一诗，一步一画，一步一戏
的独特景致。

古镇石牌不仅以其古色古
香的建筑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吸
引着游客的目光，更以其深厚的
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民俗风情成
为了人们探寻传统文化、感受历
史变迁的重要场所。石牌文旅
市场持续“出圈”，不仅为市民带
来了“诗与远方”的新生活，同时
也构建了文旅发展新格局。

通讯员 檀志扬

古镇戏乡

初夏时节，望江县雷池镇雷江红
旗中心村呈现“粉黛云霞落人间”的
盛景。

自“五小园”工程启动以来，雷池
镇创新采用“政府引导＋村民共建”
模式，因地制宜运用“见缝插绿”“留
白增绿”等手法，将村道旁、宅院边的
边角地改造成星罗棋布的微型景
观。如今推窗可见绿意盎然，环境治
理效能持续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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