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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文化传真传真

一周文化热点热点

5 月 17 日，第二十一届深圳
文博会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国
潮顶流宝藏库”为主题，通过数
字化呈现、跨界联名等方式重构
传统文化表达。敦煌滑板、三星
堆盲盒等文创IP亮相，非遗茶会
雅集复刻宋代文人场景，科技与
文化的融合成为亮点。

本 届 深 圳 文 博 会 打 造 的
“国潮顶流宝藏库”，是一个集
传统文化、现代创意、数字科
技与沉浸式体验于一体的超级
文化 IP 聚合平台。它以“创新
表达+跨界融合”为核心，推动
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下的创造
性转化与传播。受到网友的热
议的期待。

“国潮顶流宝藏库”不仅是
IP 集合，更是一场传统文化复
兴的“社会实验”。它以科技为
翼、年轻人为桥，构建了“传统
——现代——全球”的文化传
播新范式。

首先，通过科技赋能，实
现传统文化从“静态保护”到

“动态活化”的转变。例如通过
AR、3D建模等技术，将传统非
遗转化为可交互的数字资产。
例如，敦煌壁画通过动态投影

技术“复活”，观众可通过扫码
解锁壁画中的飞天舞姿细节，
这种“解构—重组”的过程，
让千年文物成为可参与的数字
叙事载体。

其次，此举也实现了传统
文化的代际对话，Z世代开始担
任“文化翻译官”角色。Z世代
通过二次创作 （如鬼畜视频、
非遗表情包） 将传统文化转化
为“社交货币”。例如，刘永安
等传承人的“匠人故事”通过
短视频传播，激发年轻人对坚
守精神的共情。数据显示，90
后、00 后贡献了 74%的国潮消
费，其消费行为不仅是购买商
品，更是对文化身份的投票。

“国潮顶流宝藏库”的本质
是一场关于“文化如何生存”
的社会实验：它通过科技重塑
表达、青年重构叙事、全球重
定义价值，构建了“传统—现
代—全球”三位一体的传播范
式。这一实验的意义不仅在于
保护非遗，更在于探索一种文
化自信的生成机制——让传统
文化不再是“遗产”，而是当代
生活的“源代码”。

全媒体记者 付玉

应接不暇 国潮顶流宝藏库酷炫来袭

今天要讲述的旧闻，是一段流传于
桐城民间的传奇故事。

旧闻：

石匣分衣惩贪戾
云履踏峰警世心

第一个故事，时间与人物皆无从考证。
彼时，桐梓山上漫山遍野生长着桔

梗、柴胡等中药材，这里是药农们的聚宝
盆。一位药娘——我们姑且称之为阿桐，
对这座山熟稔至极且满怀热爱。然而，这
一日，阿桐却在山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这究竟是为何呢？原来是因为她没有
新衣服穿！没新衣服难道至于哭成这般模
样？平日里自然不至于，可她不久后就要
出嫁了，却连一件嫁衣都没有。这位采药
技艺堪称十级的能手，也不得不面临穿着
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衣出嫁的尴尬境地。

哭着哭着，阿桐走到了一块形状好
似宝箱的大石头旁。忽然，山风卷着浓雾
扑面而来，雾气中浮着点点荧光，一位白
胡子老者拄着藤杖踏步而来，他仙风道
骨，道袍上绣着云纹暗花，腰间悬着个葫
芦轻轻摇晃。老者笑眯眯地说道“小姑娘
莫要哭泣，你想要的新衣裳，这山上便
有。”话音刚落，又是一阵白雾弥漫，老者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阿桐正满心疑惑，只听见“轰隆”一
声，身旁的大石头竟如同箱子一般缓缓
打开，里面堆满了绫罗绸缎，红的似丹
霞，绿的如春水，紫的若烟霞，在阳光下
闪着细碎金光，那金丝银线绣的花鸟纹
样更是璀璨夺目。阿桐虽说心中有些惊
讶，但还是壮着胆子挑了件绣着金丝牡
丹的红衣衫，往身上一披，整个人瞬间光
彩照人，当真是美极了，连树上的鸟儿都
停下来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我只要一件嫁衣。”阿桐满心欢喜
地盘算着。那大石头仿佛听到了她的心
声，便自动关了起来。眼见此景，阿桐自
然知晓这是神仙的馈赠，她对着老者消
失的方向恭恭敬敬地拜了三拜，然后便
欢欢喜喜地下山回家了，怀里的红嫁衣
暖得就像揣着个小太阳。

阿桐得仙衣的奇闻，很快飘进了富
甲一方的王员外耳中。这王员外素日里
便贪得无厌，听闻山中宝箱能吐仙衣，当
即带着八个膀大腰圆的家丁上山。众人
行至那形似宝箱的巨石前，便使用各类
工具在石头上招呼，可是即便将石头凿
成蜂窝状，依然无法打开。

王员外想到阿桐的经历，依样画
葫芦，让女仆在石旁哭泣。那哭声好似
密码，只听“哐当”一声脆响，箱盖轰然
弹开——但见箱中叠着各色上乘绫罗
绸缎绢纱绒锦,靛青缎子上绣着并蒂莲，
月白绢面上织着流云纹，最上头那匹茜
纱更是泛着珍珠般的光晕……

“果然是天赐富贵！”王员外搓着油
光发亮的手指，抓起云锦便往怀里塞。忽
觉一件两件不过瘾，竟撩起锦袍下摆，整
个人爬进箱中，臂弯里搂着鹅黄缠枝莲
氅衣，腋下夹着绛红石榴裙，扯着嗓子朝
仆人喊：“快！接稳当些！”众家丁弓着背
在箱外忙不迭伸手，忽闻“喀喇”一声闷
响，箱盖如乌云压顶般轰然闭合，铜锁

“咔嗒”扣死，将王员外锁于其中。
家丁们慌了神，有的挥锤砸锁，有的

抠缝撬盖，直累得满头大汗，那宝箱却纹
丝不动。正慌乱间，地面突然裂开细缝，
宝箱缓缓沉入泥土，惊得众人连连后退。

待尘埃落定，原地只剩一块布满孔
洞的箱子状顽石。山风掠过孔洞发出呜
咽，恰似贪者困于石中哭号。

第二个故事的时间与人物亦无从考
证。同样，主角唤作阿梓吧。

话说一位僧人带着小徒弟下山，担
子两头挑着经卷法器，一路走一路看。师
徒俩走到孔城时，只见眼前一座青山连
绵，脚下一条河水潺潺——这山便是如
今的桐梓山，这河便是孔城河。

高僧站在山脚抬头望，见山上绿树
成荫、云雾缭绕，当下就相中了这块宝

地。可他刚抬起脚往山上一踏，就觉着不
对劲儿：这山的龙脉不够旺啊！

“九华山有九条龙护着，这儿却只有
五条，气势上差了老大一截。”高僧这脚
一踩，桐梓山竟有些吃不消，西边的山头
就这么歪了一块，成了“偏头山”。那个深
深的脚印，后来积了水，成了个脚形的水
塘。小徒弟挑着的担子猛地晃了晃，前头
的箱子“骨碌碌”滚到了北山坡，后头的
行李则甩到了三里外的猪头山。

后来人们说，那位僧人，正是地藏王
菩萨，才有如此神迹。

而那滚到北山坡的箱子里，装满了
好衣裳和银钱。

此后的一日，一个年轻的樵夫——我
们姑且称之为阿梓，上山打柴，瞧见草丛
里卧着个旧木箱。他好奇地打开一看，里
头的衣裳花花绿绿的，比天上的彩霞还好
看。小伙子摸了摸身上的补丁衣裳，只挑
了套粗布短打穿上，就把箱盖轻轻合上
了，心里想着：“有这一身能蔽体就行喽。”

谁知道这事传到了山下李财主耳朵
里。这李财主胖得肚子都快拖到地上，见
了便宜比见了亲娘还亲，比先前那王员
外还贪心三分。他带着十几个家丁，扛着
扁担抬着筐，直奔北山坡而去。到了地
儿，他一把掀开箱盖，见里面金银耀眼、
绸缎闪光，眼睛都直了，伸手就往怀里

塞，边塞边嚷嚷：“都给我搬回去，一根线
都别留！”正搬得欢呢，天上突然乌云翻
滚，响雷一个接一个，跟在他头顶上炸。

“轰隆”一声，一道闪电劈下来，正中李财
主胸口，当场就把他劈成了黑炭。

结局嘛，也是一样：待尘埃落定，原地
只剩一块布满孔洞的箱子状顽石。山风掠
过孔洞发出呜咽，恰似贪者困于石中哭号。

寻踪：

桐梓山前话止贪
白云寺边寻奇石

不难看出，这两个传说不仅剧情相
似，内核也完全相同——“知足者得福，
贪婪者遭谴”，正是十分标准的“中国式
警世寓言”。

阿桐与阿梓作为“知足”的化身，以
“只取所需”的克制呼应了民间对“适度”
的推崇：阿桐选嫁衣时“只挑一件”，樵夫
面对满箱财宝“仅取粗布”，他们的选择
不仅让自身获得福报，更暗合“不贪即为
善”的民间道德观。

王员外与李财主则是“贪婪”的反面
教材，前者“跳进箱中抱衣”、后者“叫嚷
搬空财物”，其结局以极端化的惩罚，将

“贪心必遭谴”的教训刻入故事肌理。
尽管传说源自想象，但桐梓山、偏

头山、菩萨脚印，以及两个故事的核心
主角——那块布满蜂窝状孔洞的箱形
奇石，皆为可视可触的实景。这些承载
着传说的地标，均坐落于故事的流传
地——桐城市孔城镇。

“这块奇石名为箱子石，又名雷打
石，位于桐梓山白云寺北侧半山腰。”孔
城镇党委书记洪文庆介绍，白云寺所在
的桐梓山，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
映，除了前文提及的偏头山、菩萨脚印等
自然奇观，还有古桐城八景之一的“桐梓
晴岚”，以及仙人房、龙井池等人文古迹。

“我们孔城镇以孔城老街为核心，辐射全
镇的旅游经济带布局，沿线串联起江淮
运河及沿岸桐梓山白云寺、藻青山、姜范
圩鱼米乡村、桐梓田园等文旅景点，精心
推出‘孔城1日游’精品线路。游客不仅
能饱览山水胜景，更能沉浸式感受当地
民间传说的独特魅力。”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吴春富

桐梓山的中国式警世寓言：取舍之道

位于桐城市孔城镇桐梓山的奇石——箱子石。 通讯员 吴春富 摄

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位于大别山余
脉的桐城市吕亭镇洪桥村，近日因“马屁
股”网红打卡点再次引发关注。这条蜿蜒
于青石板路上的河道，河水清澈见底，游
鱼穿梭其间，宛如柳宗元笔下“潭中鱼可
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的诗意再现。

作为桐城市首批“生态示范村”，洪
桥村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将生态
保护与文旅发展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

“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乡村
振兴路径。

数字赋能激活流量经济

近年来，洪桥村紧抓“马屁股”网

络流量机遇，通过政企合作实现 “流
量变现”。2024 年 5 月，该村与安徽扶
光文化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
作，投入近百万元打造沉浸式灯光景
观体系。夜幕降临时，河道两侧灯光璀
璨，与波光粼粼的水面交相辉映，吸引
大量游客打卡拍照，单日最高客流量
突破千余人次。

流量红利不仅带来了人气，更带动
了农产品销售。村民通过直播平台销售
山茶、米面等特色农产品，农家灶台飘
出的炊烟与直播间里的订单形成生动
画面。自“马屁股”走红以来，该村农产
品线上年销售额达10余万元，有农户年
增收超2万元。

基建升级优化游客体验

为巩固发展成果，洪桥村于 2024
年8月启动“有家公社”综合文旅项目，
总投资近300万元用于河道治理、生态步
道建设等工程。目前，300米生态步道已初
具雏形，古法修复的拦水坝重现碧波荡
漾，传统茶亭与现代灯光景观相映成趣。
项目预计今年5月20日竣工后，将形成集
休闲、观光、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慢生活带。

“我们还配套建设了公共厕所、停车场
和电力设施，”洪桥村党总支书记周健表
示。“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提升了游
客体验，也为后续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文化IP助力产业升级

在夯实生态与基建的同时，洪桥村注
重文化IP的打造。2025年“哪吒闹海”主题
嘉年华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中，计划融合桐
城派文化与神话传说，打造实景剧场、非遗
市集等特色板块。活动方案已进入申报阶
段，预计吸引游客10万人次，带动村集体增
收20万元，并创造临时就业岗位100余个。

“我们希望通过文化IP的塑造，将洪
桥村从‘网红打卡地’升级为‘文化目的
地’。下一步，我们将通过产业协同发展，
让洪桥村的山水更好地惠及。”吕亭镇党
委宣传委员汪涛说。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方硕

从“空游无所依”到“口袋有真金”：

这个山村靠什么让“诗和远方”变现？

本报讯 “三月采茶茶发
芽，姐妹双双摘细茶。左手摘茶
茶满篮，右手摘茶茶满筐……”
清晨，74岁的查月华老人站在村
口的古枫树下，领着一群村民
唱起这首流传了数百年的《采
茶歌》。她的歌声清透嘹亮，歌
词如同从泥土中自然生长，质
朴而深情。2008年，桐城歌被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2018年，旵冲村查月华老
人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桐城歌”代
表性传承人。

桐城市大关镇旵冲村被称为
“非遗村”，这里不只有悠扬婉转
的桐城歌，还有气势强劲的十番
锣鼓和精彩绝伦的麒麟灯，这一
古老艺术的活态传承地正缓缓苏
醒，唱起“以文赋农”协奏曲。

桐城歌，起源于明代，曾
是皖南农民在劳作时即兴演唱
的山歌，曲调自由，歌词朴
实，内容涵盖农耕、爱情、民
俗等。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
加快，会唱桐城歌的人越来越
少。“以前只在插秧、采茶时随
口哼几句，没人当回事。”查月
华回忆道。前几年，村里成立
桐城歌传习所，邀请老艺人系
统整理曲谱，并组织年轻人学
习。如今，传习所已有近百名
学员，最小的只有8岁。村里还
定期举办“桐城歌会”，吸引周
边村民和游客参与。“一开始觉
得土，后来发现这些歌里藏着
祖辈的智慧。”15岁的陶子涵告
诉笔者“我要努力考上大学，
然后把桐城歌宣传出去，让更
多年轻人了解桐城歌，喜欢桐
城歌。”

如果说桐城歌是旵冲村的

“柔”，那么十番锣鼓就是它的
“刚”。十番锣鼓源于明代军
乐，由十种乐器交替演奏，气
势磅礴，常用于节庆和祭祀。
60岁的倪渐桂是村里最后的十
番锣鼓传承人之一。“最难的

‘十八番’技法，要练到手起
茧。”他摩挲着祖传的铜钹说
道。为了让这门技艺不失传，
村里组建了锣鼓队，并创新编
排《丰收乐》《乡村振兴锣鼓》
等新曲目，在民俗节庆和文旅
活动中表演。2025年春节，旵
冲村的十番锣鼓队在镇、村春
晚上大放异彩，深受好评。

麒麟灯是舞动千年的祈福
之舞。每年正月，旵冲村最热
闹的莫过于麒麟灯表演。这项
市级非遗技艺，集扎制、绘
画、舞蹈于一体，寓意驱邪纳
福。“扎一个麒麟灯要两个月，
从竹架到裱纸，全手工完成。”
安庆市级非遗传承人倪渐银
说。为了让狮子灯更符合现代
审美，他和村民们尝试融入LED
灯光，使传统狮灯在夜晚也能
熠熠生辉。

2024年，旵冲村的非遗产
业带动村民人均增收5000元以
上。展望未来，旵冲村计划持
续将非遗技艺与文明新风结
合，促进非遗文化与旅游、农
业融合，打造“非遗”特色
村，发展乡村文化游，让旵冲
非遗文化传播得更远。正如查
月华老人所说：“我们的歌，唱
了几百年，还要一直唱下去。”
而旵冲村的振兴之路，也正如
同这古老的歌谣，在新时代焕
发出新的生机。

（通讯员 吴丽 全媒体记
者 许娟）

古韵新声唱响“非遗村”振兴协奏曲

5 月 16 日，在桐城市龙眠街道王
墩社区广场上，社区党员志愿者和普
法干警正在社区为居民答疑解惑。

连日来，以“民法典宣传月”为契
机，龙眠街道王墩社区联合辖区派出
所、司法所开展进社区主题普法宣传活
动，普法人员从居民身边的小事讲起，
结合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居
民答疑解惑，面对面搭建起居民进一步
认识民法典的桥梁，为居民筑牢法治根
基，为平安社区注入法治力量。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姚婷婷 摄

普法宣传

进社区

本报讯 随着夏季来临，
气温逐渐升高，为切实增强辖
区青少年儿童的防溺水安全意
识，连日来，怀宁县黄龙镇妇
联联合辖区学校村庄开展防溺
水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期间，志愿者深入辖
区学校、村民组进行“面对
面”安全宣传教育，向过往学
生和家长和村民发放防溺水宣

传资料，详细讲解溺水的危
害、常见原因及预防措施。

同时，志愿者还结合近年来
发生的溺水事故真实案例，让群
众深刻认识到防溺水的重要性。
针对学生和家长提出的疑问，志
愿者一一耐心解答，进一步加深
他们对防溺水知识的理解，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通讯员 吴芳）

开展未成年人防溺水宣传教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