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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文化传真

一周文化热点热点

桐城市孔城镇古井村有口占地三十
二亩的大水塘，老辈人都叫它“陪嫁
塘”。初来乍到的外乡人听了总纳闷：

“好好的蓄水塘，怎跟‘陪嫁’扯上关
系了？”要说起这名字的来历，得把时
光倒回四百多年前的明朝。

旧闻：

筑石桥全兄妹义
开甘露济百姓难

由于年代久远，故事的流传地，
已经没人记得主人公的名，但是姓还
是记得的——陪嫁，是陪着方家的女
儿嫁到周家。

明嘉靖年间，孔城镇方家畈的方府
里，方小妹正倚着窗，指尖绞着帕子，
眼瞅着古井村方向出神——那里住着她
心上的周先生，是个顶会念书的私塾先
生。可恼人的是，两村之间隔着条大
河，水流急得能卷走牛犊，偏生没有
桥，只靠一只小木船来回摆渡。念及此
事，这日她试穿嫁衣时又叹起气。

方大哥正在书房拨拉算盘，听见动
静便放下账本：“小妹可是嫌绣工不好？”

小妹眼眶发红：“周郎信里说，迎亲
那日车马得绕二十里路找浅滩过河呢。”

话音未落，方二哥大步流星跨进
门，巴掌往桌上一拍，震得茶盏跳三
跳：“这有何难！明日就去请石匠！”

三日后，河岸便响起“叮当叮当”的
凿石声。方氏兄弟花重金从桐城请来老
匠师，亲自盯着石料从山上往下运。夏
日里日头毒得能晒脱层皮，兄弟俩索性
脱了长衫，跟工匠们一起搬石头和灰浆。

有人不解：“您二位富家少爷，何
苦亲自遭这罪？”

方大哥抹把汗，笑答：“我妹妹要
从这桥上风光出嫁，马虎不得。”

耗了小半年，那石桥终于横跨河面。
迎亲当日，方小妹坐在花轿里过桥

时，那鼓乐声震得河水起波澜。她掀
起帘子望向那桥时，幸福的眼泪止不
住落下来。

方小妹婚后头年，桐城遭遇大旱，
数月没有有效降水。那古井村自是难以
幸免，井水见了底，田裂开尺把宽的
缝。玉娇见乡亲们挑着空桶四处找水，
不得已修书向哥哥们求援。

方氏兄弟拆开信，心疼得直搓手：
“不能让娇儿在婆家遭难！”当下请了懂
水利的先生，在村西寻了块洼地，要挖
个蓄水的大塘。

消息传开，有人摇头：“挖这么大
的塘，得多少银钱劳力？怕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甚至方小妹的婆家人也劝：

“这事得三思啊。”
方大哥把袖子一挽：“再难也得试

试，总不能看着乡亲们渴死。”
方二哥更干脆：“就是卖田卖地，

这塘也得挖成！”

兄弟俩不仅带头捐出积蓄，还积极
发动周边群众，见着乡亲就作揖：“大
爷大婶，搭把手吧，日后涝能蓄水旱能
灌，是造福子孙的事。”

起初响应的人少，他俩也不恼，扛
起铁锹就下了地。日头把人晒成黑炭，
衣裳湿了又干，磨出的血泡变成老茧，
总算带动了些村民。挖到深处，地下水
冒上来，烂泥糊得人迈不开腿，方大哥
就去请教老农夫，学着用木桩打地基、
石块砌塘壁；方二哥整夜守在工地，盯
着灯笼指挥排水。

后来银钱不够了，方大哥咬咬牙卖
了自家布庄，那些他亲自挑的湖绸、杭
缎，虽说心疼得夜里睡不着，却只说：

“布庄没了能再开，塘挖不成可误大

事。”方二哥也抵押了良田，任人在背
后说他们犯傻。

熬了整整八个月，占地三十二亩的
大古塘终于成了。工程完工那日，方小
妹站在塘边，看着兄长晒黑的脸、磨破
的袖口，喉咙像塞了棉花，半句话也说
不出，只把帕子按在眼上，又一次哭得
像个孩子。

寻踪：

大板桥通衢便民垂世泽
大古塘清淤焕彩兴渔农

“直到现在，那座桥和那口塘，都
还发挥着作用。”古井村党总支书记许
建介绍说。那座桥如今被称作大板桥，
而那口塘就是陪嫁塘，也被称作大古
塘，以示年代久远。“虽然现在交通条
件好了，包括村村通、组组通等能通车
的大路越来越多，但大板桥这样供行人
过河的小桥依然能起到方便周边群众近
距离步行的作用，所以我们也一直在维
护这座桥。现在的大古塘作用同样明
显，除了为周边群众提供一个浣洗的场
所之外，更重要的是能为350亩耕地提
供灌溉用水。”

许建介绍，得益于“宜居桐城”行
动和美丽乡村建设，大古塘所在的古井
村红堪组，乡村面貌正在发生着翻天覆
地的变化。“为了进一步打造红磡组靓
丽形象，针对大古塘的整治也在进行
中，目前我们已经清除四周杂草并清
淤，下一步还要结合美丽乡村项目，对
塘口及周边环境进行绿化、美化，并结
合周边的种植养殖产业，适时发展垂钓
和农家乐。”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毛杨

看古人“宠妹”：超越私人情感的义举

位于桐城市孔城镇古井村的陪嫁塘和大板桥。 通讯员 田倩 摄

在本报5月12日刊登的《一张报纸
解锁“两弹元勋”的青春副本》一文
中，我们一起回忆了，1947年2月，23
岁的邓稼先在《响应十三教授保障人权
宣言》上签名的行为。当然，邓稼先早
年在民主运动中留下的青春足迹不止一
处，让我们再一次将时光倒回1947年。

1947年秋季，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
反攻阶段，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
退。为了加紧对后方人民的镇压，9月
底，国民党政府在北平进行户口大检
查。他们逮捕了燕京学生龚理康，清华
学生陈彰远、北大学生力易周，贝满女
中教员陈琏、田聪等人。10月初，他们
又将北大学生孟宪功和李恭贻逮捕。

对此，11月初，北大、清华、中法
大学三校163名教师联合发表《为学生
罢课抗议非法逮捕保障人权事告社会人
士书》，一方面痛陈“学生荒废学业实
为无奈”，指出罢课是“营救同学、保
障安全”的正义之举，质问“青年若对
动荡麻木，国家何谈进步”；另一方面
援引约法精神，要求当局“依法移送被
捕学生至法院公开审讯”，对无证据者

“立即释放”，并严词追究浙江大学学生
自治会主席于子三“惨死狱中”的责
任，警示“非法捕人将动摇法治根
基”。这种“既忧学业荒废，更护人权

尊严”的立场，彰显了知识分子“以笔
为旗”的公共责任。

此事引发包括《世界晚报》《大公
报》（天津版） 在内的多家媒体关注，
1947年 11月8日的《新生报》在第4版
上也报道了此事，并全文刊登了宣言。
在这份报纸上能看到，时为北大物理系
助教的邓稼先，在这场知识分子集体行
动中留下鲜明足迹——其签名位列宣言
第二排第十二位。

这份签名不仅是邓稼先青年时期追
求进步的见证，更折射出国统区知识分
子的觉醒：当教育自由与人权保障遭践
踏时，包括邓稼先在内的学界群体，正
以合法形式突破当局舆论封锁。正如宣
言警示 “社会动荡若失控将不可收
拾”，此类抗争虽未即时改变时局，却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凝聚了思想共识，成
为知识分子投身时代变革的历史注脚。

最后，我们再一起读一读这份有
“邓助教”署名的《为学生罢课抗议非
法逮捕保障人权事告社会人士书》，再
一次解锁“两弹元勋”的青春副本：

“这学期开课不久，北平的学校就
在不安中了。中秋节之后，燕京、清华
和北大共有五个学生失踪，燕京曾经罢
课两天，幸而暗中被捕的学生，马上放
了出来，事情没有扩大，不料隔不到几

天，又传出另一个消息，北大的孟宪功
和李恭贻两个学生，贝满女中的两位教
师又告失踪，经胡适之校长向政府当局
探询，知道孟、李二生确被当局逮捕。
胡校长再三交涉，请政府当局释放，至
少也该按照法律移送法院，但拖延多
日，终于没有结果，北大、清华、师院
和贝满的学生，又曾经一度罢课。现在
孟李二生还没有释放，也没有移送司法
机关，忽然有消息传来，浙江大学也有
四个学生被捕，其中有一名学生，自治
会主席于子三惨死狱中。北平学生为着
保障全体学生的安全，抗议非法逮捕，
现在又开始罢课了。

学校的目的是在作育人才，学生的
责任是在努力求学，这是天经地义的真
理。现在学生走出了教室，放下了书
本，我们站在教师的立场上，实在万分
痛心。然而社会这样的不安，人民的生
命时时在威胁中，学生们为着营救非法
逮捕的同学，为着保障自身的安全，起
来罢课，我们如何能不同情。而且我们
作教师的，一面训导学生努力求学，一
面又不能保障他们的安全，使他们专心
的读书，扪心自问，真觉得对不起学生
和他们的家长。

所以我们很同意北大致警备司令部
公函中所表示的态度，希望政府能尊重

约法，保障人权，将被捕的学生移送法
院，讯明事实真相，依法审理，不应该
藉故拖延，以致引起严重后果。我们执
教多年，对于学生的心理十分明瞭，他
们都是纯洁的青年，因而对于目前混乱
局面，不无关切，而且因为关切，不无
怨言，这并不是坏现象，如果处在这种
动乱的社会之中而无感触，青年们岂不
都麻木不仁了吗？一个国家的青年，都
在麻痹之中挨日子，这个国家还有进步
的希望吗？所以人民如果没有违法的行
动，政府便不应该逮捕，以保障人民的
基本权利，如果有违法行动，也应该拿
出真凭实据，由法院公开传讯，依法公
开审判。

对于罢课的学生，我们希望他们复
课，免得长久地荒废学业，对于政府当
局，我们希望他们遵照法律行事，已捕
的学生，如果没有确实的犯罪证据，应
该立即无条件释放；如果有确实的证据
应该立即移送法院公开审讯。而对于此
次浙大学生于子三的惨死，应究明责任，
处罚祸首。以后更不应任意捕人，加以
非法的迫害。应切实尊重人民的自由以
保证今天仅有的一点法治基础。以免人
民的安全毫无保障，社会的动荡和不安，
愈来愈深，引导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湛峰

一张报纸解锁“两弹元勋”的青春副本之二

在 22 日开幕的第二十一届
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
易会(下称“文博会”)上，科技
赋 能 的 中 国 文 化 产 品 炫 技 亮
相：AI 弹奏钢琴、人机棋艺对
决、数字算法刺绣……AI 应用
场景引发广泛关注。

据权威媒体报道，本届文
博会突出科技赋能。首次设立
人工智能展区，邀请 60 多家人
工智能领域知名企业参展，通
过 AI 全应用场景呈现、AI 科
技演出、AI 共创互动等创新呈
现新质生产力与文产新业态、
新消费。

“科技+文化”的 AI 应用场
景是当前数字化时代的重要趋
势，其意义与作用体现在多个
维度，既推动了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也拓展了科技的应用边
界。例如，在文化传承的数字
化革命浪潮中，AI 技术为文化
遗产的保存、修复和传播提供
了新路径。其次，在文化表达
的创新突破方面，AI 打破传统
创作形式，推动文化内容生产
的范式升级，生成式 AI （如
AIGC） 辅助艺术创作 （音乐、

绘画、文学），激发新艺术风
格。更重要的是，AI 应用场景
促使文化体验沉浸式升级。

在赋能文化保护与传播方
面，AI 既可以分析文物材质老
化规律，预测保护需求；区块
链技术也能实现文化资产的溯
源与确权。多语言 AI 翻译可以
打破文化传播的语言壁垒，助
力本土文化走向全球，如短视
频平台的文化输出等。

“科技+文化”的 AI 应用场
景不仅是技术与人文的融合，
更 是 人 类 文 明 演 进 的 重 要 推
力。它既守护了历史，也创造
了未来，通过技术与文化的双
向赋能，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的共赢，最终服务于人
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值得注
意的是，“科技+文化”的 AI
应用场景也面临着伦理与版权
等诸多问题，AI 生成内容可
能引发文化原创性争议，需建
立 合 理 的 知 识 产 权 框 架 。 同
时 ， 文 化 具 有 独 特 性 和 复 杂
性 ， 需 避 免 技 术 滥 用 导 致 的

“文化失真”。
全媒体记者 付玉

“科技+文化”AI应用场景频频吸睛

本报讯 从昔日的“脏、
乱、差”到如今的“绿、富、
美”，在美丽乡村建设的进程
中，如何既提升村容村貌又保
留乡土风情？桐城市大关镇旵
冲村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我们不搞大拆大建，而是
坚持修旧如旧。”该村党总支书
记倪渐升指着村口那棵见证岁
月变迁的古枫树介绍道。在人
居环境整治过程中，旵冲村用心
守护古树、古井等承载着乡村记
忆的元素，让它们成为乡村历史
的活见证。与此同时，大力完善
污水管网、垃圾分类投放站点等
基础设施，让乡村既有“面子”又
有“里子”，实现了传统韵味与现
代生活的完美融合。

在旵冲村，几乎每家每户
的房前屋后都精心设计了小菜
园、小花园。废弃的石磨变身
花坛围挡，破瓦罐改造成多肉
盆栽，老屋墙被改造成“乡愁
记忆墙”，镶嵌着村民捐赠的老
物件——搪瓷缸、煤油灯、旧
农具…… 村民汪存宽家的院
子被评为“最美庭院”，“以前
堆杂物的地方，现在种了花、
养了鱼，城里亲戚来了都羡
慕！”他自豪地说。

旵冲村是“桐城小花”茶
的核心产区之一，拥有2000亩
有机茶园。过去茶农只能低价

出售鲜叶，如今村里推出了
“采茶+制茶+品茶”体验项目，
游客可以亲手参与茶叶制作，
临走时还能购买包装精美的

“桐城小花”茶。“以前一斤鲜
叶只卖四五十元，现在做成伴
手礼，一斤干茶能卖四五百
元！”茶农杨贤胜兴奋地说。

每逢节假日，旵冲村的文化
广场总能吸引大批游客。桐城
歌对唱、十番锣鼓表演、狮子灯
巡游、传统农耕体验……游客不
仅能观赏，还能参与其中。“最受
欢迎的是村民自编自演的古书
说唱，讲述村庄如何蝶变，村民
如何脱贫奔小康。”村干部董子
琴介绍道，“很多游客看完演出，
都被深深感动了。”

傍晚时分，夕阳西下，为旵
冲村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整
个村庄宛如一幅美丽的油画。
文化广场上，十番锣鼓的铿锵声
与孩子们的欢笑声此起彼伏，交
织成一首欢快的乡村乐章；古树
下，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兴致勃
勃地讨论着自家的微景观改造，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一盏盏
明亮的路灯依次亮起，如同璀璨
的星辰，点亮了山村的夜晚，也
照亮了村民们通往幸福生活的
道路。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
讯员 吴丽）

古树守村头 鼓书唱新篇

用乡土文化扮靓美丽旵冲

本报讯 为落实民法典宣
传月要求，提升村民法治意识
与 自 我 保 护 能 力 ， 连 日 来 ，
桐城市双港镇司法所深入青
城村，开展形式多样、内容
丰 富 的 法 治 宣 传 服 务 活 动 ，
为乡村法治与和谐社会建设
注入新动力。

司 法 所 结 合 案 例 普 及 宪
法、预防电信诈骗、《反有组
织犯罪法》等知识，入户与村
民面对面交流，针对老人重点
宣传养老防诈骗，讲解常见手
段及防范要点，并发放法治宣
传手册。

双港镇司法所设立法律援
助咨询点，安排律师解答婚姻
家庭等法律问题，提供免费意

见与维权指导，同时邀请心理
咨询师为村民疏导因家庭矛盾
等引发的心理压力，引导积极
心态。这种“法治 + 心理”
模式受村民好评。

活动中，司法所推广“六
尺巷调解法”，介绍其“和为
贵”理念及方法，鼓励村民运
用该法解决纠纷，避免矛盾激
化，提升自我调解能力，构建
和谐邻里关系。

通过入户普法、多元服务
和推广特色调解，增强了村民
法律意识，提升了防骗能力，
促进正能量传播，展现志愿服
务作用，让乡村法治氛围更浓。

（全媒体记者 许娟 通讯
员 赵龙飞）

弘扬和谐文化 携手共筑法治梦

随着端午节的临近，分布在宿松县
各乡镇的传统油面生产作坊都在忙着赶
制手工油面。

近年来，宿松县高岭、河塌两地在
推进产业富民的过程中，大力推广传统
手工油面加工工艺，让手工油面的传统
风味走向更加广阔的销售市场。

通讯员 孙春旺 黄禾 摄

手工油面

“拉”出传统风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