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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文化传真传真

一周文化热点热点

各位看官，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个故
事，堪称桐城版《鬼吹灯》。

旧闻：

汪廷佐盗镜掘墓
陆小姐显圣警民

故事发生时间不详，主人公是一位
名叫汪廷佐的农民。

某日黄昏，桐城一处山地里，劳作了
一天的汪廷佐，握着锄头的手已然微微
发颤。

“回家吃饭喽！”喊他回家吃饭的妻
子站在田埂上喊道。

“挖完这点就走！”说话间，他又用力
锄了下去——不锄不要紧，一锄吓一跳，
居然锄出一块青石板来。石板破了一
块，露出黑黢黢的洞口。

“挖到啥了？”妻子远远望见这般情
景，顾不得裙角要沾上泥星，跑了过来。
夫妻俩合力撬起石板，墓室赫然在目。
虽然墓室大部分已经塌陷，棺椁也已腐
朽，但古鼎和铜镜等陪葬品却没有完全
烂掉，甚至看起来还很新，仿佛一直有人
在使用……

汪廷佐将铜镜揣进怀里时，指尖触到
镜面冰凉如水，竟似有微光流转。更稀奇
的是，当晚，铜镜搁在堂屋的梨木茶几上，
映得满室通明。得此宝物，夫妻俩稀罕得
不得了，望着镜中自己面容，感觉自己年
轻了十岁，开心到硬是一晚上没睡。

天还不亮，汪廷佐便急着到集镇上
打听古镜和古鼎的行情。在走到一处荒
凉的山岗时，忽觉头顶阴影笼罩。他仰
头望去，只见一个身高三米多的黑衣人

立在道路中间，面皮黝黑如炭，双目赤红
似火。

“大胆贼子！”黑煞神的吼声震得岗
上树木哗哗作响，群鸟尖叫着四散飞
逃。“吾乃黑煞神君，陆小姐墓岂是尔等
可盗？回家等死吧！”

说罢铁拳如捣，直击汪廷佐心口。
汪廷佐只觉五脏六腑翻涌，眼前一黑栽
倒在地。幸好有过路人发现了他，将他
喊醒后送回家中。

回到家后，后背火辣辣的剧痛依然
让他冷汗直冒。听闻此事的刘氏，先是
坐在床边抹泪，突然就变得眼神呆滞，口
中发出陌生女子的声音：“无知村夫，盗
我陪葬之物，该当何罪？”

汪廷佐知道，这是陆小姐亲自来问
罪了，强撑着下床叩拜：“小姐恕罪！小
人实不知那是您的墓，求您开恩！”

陆小姐的声音从汪妻口中传出，清
冷如霜：“吾乃元祐元年舒州知州陆公之
女，父在任时广施善政，奈何吾命薄早
夭。上帝怜我，封为冥司痘神，掌管歙州
一路痘疫。你盗我器物，坏我阴宅，若不
速速补救，必让你全家受痘疫之苦！”

汪廷佐冷汗涔涔，忙不迭应承：“小
人这就将鼎、镜送回，再买副棺材安葬小
姐骸骨。只求小姐饶恕！”

陆小姐冷哼一声：“骸骨早已化为泥
土，你去墓坑取土，见那泛着金光的便
是。改葬之后，须立碑昭示村民，让吾香
火不绝。城中贡士姚翌佐为人正直，你
须求他撰写记文，方可免罪。”

说罢，汪妻便陷入大梦初醒般懵懵
的状态，仿佛随时会发出“灵魂三问”，半
晌才恢复正常。

第二日天刚亮，汪廷佐就召集了几
个乡邻来到墓前。按照陆小姐的指示，
他在墓坑中取了一捧土，对着阳光细看，
果然见其中有细碎的金色颗粒，在阳光
下熠熠生辉。众人皆称奇，忙用红绸裹
了，放入新置的棺木中，重新安葬。

汪廷佐又备了厚礼，亲自登门求见
姚贡生。姚贡生听了汪廷佐的讲述，沉
吟道：“人命关天，老夫自当尽力。”当晚，
姚贡生梦见一素衣女子立于庭中，施礼
道：“小女子陆氏，蒙先生仗义执言，感激
不尽。”醒来后，他即刻研墨挥毫，写下一
篇《陆小姐墓志铭》。

碑文详述了陆小姐的身世以及汪廷
佐改过自新的经过，最后写道：“陆氏虽为
闺阁弱质，然其德可彰日月，其灵能佑一
方。望后世子孙，敬天畏地，勿蹈覆辙。”

碑立之日，双冈圩的村民皆来观
礼。说来也奇，汪廷佐后背的毒疮竟在
当日结痂，不出旬日便痊愈了。此后，陆
小姐的墓前香火渐盛，每逢痘疫流行，村
民们便来祭拜，据说颇为灵验。

此事一传十，十传百，连江宁知府章
攀桂都有所耳闻。章知府乃桐城人，闲
暇时与幕僚谈及此事，感慨道：“善恶之
报，如影随形。汪廷佐虽一时糊涂，然知
错能改，终得善果。陆小姐虽为鬼仙，却
能体恤百姓，实为可敬。”

寻踪：

痘神古庵彰往史
民俗智慧焕新光

毫无疑问，这又是一则“以案说法”
的寓言——对相信鬼神之说的人而言，
这类叙事显然比单纯警示“盗墓违法”更
有效。

此“旧闻”出自清代袁枚所著的《子
不语》中的《黑煞神》一篇。原文如下：

桐城农民汪廷佐，耕双冈圩，发一古
墓，得古鼎、铜镜等物。携归家，置镜几
上，彻夜通明，以为宝也，与其妻加爱护
焉。亡何，汪入街市，路见狰狞黑面者，
长丈馀，拳殴之曰：“我黑煞神也，汝盗陆
小姐墓，当死。小姐乃元祐元年安徽太
守陆公女。陆作官有善政，小姐夭亡，上
帝怜之，嘱我营护其坟，命小姐往徽州司
一路痘疫事。汝敢乘我与小姐外出，而
盗其所有耶！”言毕，仆地昏迷，路人舁之
至家，疽发于背。小姐亦附其妻身大
骂。举家哀求，欲延高僧为设斋醮。小

姐曰：“不必，汝村农无知。既自知罪，但
速将鼎、镜等物送归原所，别买棺安葬我
骨，可以恕汝。但我已为冥司痘神，应享
香火，此段公案，须立一碑，晓示村民，永
昭灵应。城中贡士姚先生翌佐，人品端
方，人所敬信，须往求其作记，方免汝
死。”汪叩头曰：“前发墓时，但见鼎、镜等
物，实不见有骸骨。此时虽买新棺，将从
何处捡小姐骨耶？”小姐曰：“我年少女
子，骨脆，岁又久远，故已化矣。然我骨
所化之土，坚洁不污，有金色光。汝往坑
中取土，映日视之，便有识别，可以改
葬。”汪如其言，试之果然，即为礼葬。往
告姚贡生，姚亦夜有所梦，乃作记立碑，
而汪疽愈。此事江宁太守章公攀桂所
言。章，桐城人也。

细心的读者一定发现了，除了增添
一些合理想象的细节之外，“旧闻”部分
还对“安徽”“徽州”“太守”等不应出现在
北宋元祐年间（1086年—1094年）的词语
进行了替换。另外，文中提到的章攀桂是
真实的历史人物，且生平颇具传奇色彩，
其故事留待日后详述，此处不再展开。

那么，此“旧闻”何处可寻踪呢？陆
小姐之墓虽已难觅踪迹，有关痘神的民
间文化却在桐城民间流传至今。

痘疹，又称天花病，具有极强的传染
性与致死率，即便患者幸得治愈，面部也
常遗留俗称为麻子的痘瘢。在很长一段
历史里，人们闻“痘”而色变。在这种普
遍的恐惧心理驱动下，能够掌控痘疹、消
灾祛病的痘神形象，便在民众的集体想
象中应运而生，并催生出对痘神的信仰
与崇拜习俗。

在桐城市孔城镇，至今仍有一座痘
神庵。

“痘神庵位于孔城老街古河道西侧，
据说最初建于明朝，原坐西朝东，现坐北
朝南。现在的痘神庵是民国后期在原庵
堂旧址上重建的，庵里供奉着麻神娘娘、
痘神娘娘。”孔城镇建设文化中心副主任
何洪波介绍说。“虽然早在1980年5月，
第三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正式宣告‘全
世界和全世界人民永久摆脱了天花’，但
包括‘陆公女’故事在内的痘神信仰所蕴
含的朴素而正向的价值观念，以及其承
载的中国劳动人民面对疫病时坚韧不拔
的信心和勇气，依然如同穿越时光的文
化薪火，在新时代依然能绽放出历久弥
新的文化光彩。”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吴春富

看古人如何用“恐吓法”做“反盗墓”宣传

位于桐城市孔城镇的痘神庵。 通讯员 吴春富 摄

在“戏曲之乡”的怀宁县石牌镇，镇
中心学校内处处闪耀着黄梅戏元素的光
亮：“戏韵校园，文脉绵长”“让每一个童年
都有戏，让每一本戏都精彩”……校墙上
书写着不同戏曲内容标语；戏韵小剧场
里，学生字正腔圆地学唱黄梅戏……小
小的校园里，处处飘荡着浓浓的戏曲
味。

每天早上的黄梅戏校园课间操，同
学们一静一动间尽显戏曲之魂，充分展
现了学生蓬勃的朝气与活力。“黄梅戏校
园课间操新颖别致，舞姿优美，孩子们在
强身健体的同时欣赏到戏曲音乐。”有家
长这样说。

“我们将传统戏曲文化要素融入到
校园课间操中，操中带戏，戏中做操，不
仅锻炼身体，而且寓教于乐，普及并传承
了繁荣的戏曲文化。”石牌镇中心学校校
长夏云龙说，我们把学校作为基地，让孩
子从小了解戏曲文化，不但可以培养更
多的戏曲人才，还可以为戏曲发展培养
一大批新的观众。

腕花小云手、提襟肘、顺风旗、涮
腰……炎炎夏日，却没能阻挡一群孩子
练习戏曲硬底子功夫的热情。6 月 3
日，在石牌镇中心学校戏韵小剧场，学
生们在练习经典传统黄梅戏剧目《表花
名》，10名小演员用精湛的演技展现了
戏曲的独特魅力。“学校开展黄梅戏课
程后，我发现戏曲并不难学，唱起来很
有韵味，也越来越喜欢了。”五年级学
生潘郝说。

在学校课后服务黄梅戏社团里，老
师潘慧正在向学生们教授黄梅戏基本
功，一招一式皆有乾坤、一颦一笑尽显风
情，充满戏曲独有的韵味，引得同学们目
不转睛，掌声连连。“自从学习了黄梅戏，
我深刻体验到了中华戏曲的魅力，感受
到了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学生杨闰晴

在参加完戏曲社团活动后自豪地说。
石牌镇素有“京黄故里，戏曲圣地”

的美誉，是全国戏曲文化特色小镇，石牌
镇中心学校充分挖掘和利用千年古镇丰
厚的戏曲文化资源，倾力打造安庆市“戏
曲进校园”特色学校和安庆市“黄梅戏
韵”特色学校。

石牌镇中心学校还将黄梅戏艺术和
德育教育相融合，通过解析《天仙配》《女
驸马》《打猪草》等经典剧目的价值内核，
引导学生理解传统价值观的现代意义。
并邀请非遗传承人开展讲座，讲解黄梅
戏角色、服饰的文化内涵。同时创新开
发“黄梅戏+剪纸”双非遗课程体系，把剪
纸艺术与黄梅戏艺术有机融合。

该校还把黄梅戏教学和劳动教育相
结合，让学生们在劳动基地里走上田间
地头，一边哼着黄梅小调，一边翻地、播
种、浇水、采摘果实，感受劳动的艰辛、品
尝收获的喜悦，切身体验“丢下一粒籽，

发了一颗芽”的劳动情趣和“你挑水我浇
园”的美好田园生活。

学校还构建“石牌徽班博物馆研学
—戏曲元素剪纸创作—地方传统文化传
承”立体化实践路径，学生在文创产品制
作中培育本土文化的身份认同，在博物
馆实景教学中体悟传承使命，实现非遗
共融，多元传承，厚植学生家国情怀。

“学校提出让戏曲教育推开美育之
窗、用戏曲点亮学生心灵，通过戏曲的手
段为学生提供多样的学习方式，从真实
情境中实现跨学科的艺术课程统整，帮
助学生提升学科素养的同时，培养演讲
口才、心理抒发、体验不同人生职业与角
色，从而实现培养有自信，会学习，敢创
新的新时代少年。”夏云龙说。

从小在石牌镇中心学校读书、学习
黄梅戏，再到大学毕业分配到母校任教
的李程慧，亲历了学校从“黄梅戏进校
园”到“黄梅戏驻校园”的全过程，见证了

学校师生对黄梅戏由生疏到入门再到痴
迷的显著变化。师生学戏时那种顽强的
拼劲、不服输的韧性，那一个个动人的镜
头，都深深印在李程慧的脑海。

青少年学戏，精神面貌的改观超乎
家长的预期，对身边的家长、同龄人也有
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家长们纷纷
感慨：“孩子的口齿更清楚了，身形变得
更好看了”“孩子不仅身体强健了，还能

‘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孩
子比以前懂事了，变得更加自信、开朗
了，经常向同学分享黄梅戏知识”……李
程慧老师听在耳里，喜在心头，正如她所
言：“学校戏曲育人的目的达到了。”

持续多年深耕黄梅戏教育，在戏曲
教育的百花园里，石牌镇中心学校的黄
梅戏教育创新迭代，硕果累累。先后获
得安庆市戏曲进校园特色学校，安庆市
黄梅戏韵特色学校，安庆市第二届“黄
梅戏进校园”少儿节目展演优秀节目
奖，安庆市文明校园，安庆市学雷锋示
范点，2025年怀宁县中小学黄梅戏竞
演活动优秀组织奖，怀宁县小学生黄梅
戏知识竞赛集体二等奖，怀宁县第八届
中小学艺术展演一等奖等称号。学校原
创黄梅歌舞校园三部曲《爷爷奶奶逛校
园》《爷爷奶奶进校园》《爷爷奶奶抖校
园》在历届全国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中分别荣获教育部二等奖、省市一等
奖。《黄梅映像》《童年戏梦》等节目连
续五年登上安庆市教育系统《春满桃园》
春节联欢晚会舞台。

余音绕梁的戏曲演唱让学生们欢
呼，生动感人的戏曲故事把学生们深深
吸引，富有特色的戏曲课推进了戏曲文
化的传承创新和发展，“戏”校园，使得孩
子们的心灵得到洗涤，中华民族优秀的
传统文化也得到了薪火相传。

通讯员 檀志扬 张翔

有“戏”校园 传统文化育新人

近期，因“比赛第一，友谊
第十四”的“苏超”（江苏省城市
足球联赛）迅速火上热搜，不仅
网友们玩梗，甚至官方带头玩
梗，让“散装江苏”涌动着空前
的足球热浪。权威媒体报道，
随着“苏超”热度持续攀升，不
仅点燃了球迷们的热情，更是
一脚踢火了江苏的文旅经济。

6 月 4 日，苏州体育局发布
通知：原定于在太湖足球运动
中心举办的“苏超”第五轮比
赛 苏 州 队 对 阵 南 京 队 的 焦 点
战，因座位有限、灯光因素，将
比赛场地移至昆山奥体中心体
育场。这座采用 FIFA 标准建
造的专业足球场，是江苏省唯
一一座满足国际足联比赛要求
的国际一流专业足球场，可以
容纳约 4.5 万人。

“苏超”的“文体旅帽子戏
法”，本质是将体育赛事、地域
文化和旅游经济深度融合，形
成 相 互 赋 能 的 创 新 模 式 。 在

“文化造梗”方面，江苏各市通
过对历史文脉的趣味结构将传
统文化“活化”进赛事中。例
如，徐州球衣设计采用楚汉战
甲元素、苏州奖杯结合缂丝工

艺、宿迁助威用霸王鞭鼓……
“ 素 人 球 员 ”叠 加 城 市 荣

誉，让足球成为全民狂欢的体
育赛事。516 名球员中仅 29 名
职业选手，超 65%为外卖员、教
师、学生等普通人，年龄跨度
16-40 岁。业余属性消解专业
壁垒，强化“为家乡而战”的归
属感，场均观众从第一轮 8798
人飙升至第三轮超 1.5 万人。

随着热度不断攀升，旅游
变现接踵而至。例如，常州 9.9
元“门票+萝卜干炒饭”套餐带
动特产销量翻倍；盐城“观鸟+
观赛”套餐预定破 2 万单，赛后
1.5 万球迷吃空海鲜夜市……

“苏超”看似“散装江苏”的
背 后 ，实 际 上 是 区 域 协 同 的

“竞合哲学”。各市场上厮杀、
场下联动（如连云港为苏州市
民免门票），将“散装江苏”的
竞 争 劣 势 转 化 为 文 旅 合 力 。

“苏超”的帽子戏法虽难复制
却可借鉴。例如，将厚重历史
文化转化为可传播的“梗”进
行轻量化表达、鼓励素人参与
和民间二次创作、赛事与当地
特产、景区的深度互嵌等。

全媒体记者 付玉

热度居高不下

这波“文体旅”帽子戏法玩得好

本报讯 为持续加强新时
代廉洁文化建设，近日，安庆
横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围绕

“育廉”“润廉”“护廉”开展系
列活动，引导干部职工坚定理
想信念，增加纪律和规矩意
识，推动“清风润心”工程走
深走实、见行见效。

学习“育廉”，夯实廉洁内
动力。该公司领导班子成员、
党支部书记依托月度工作例
会、“三会一课”等载体，深入
开展微廉课宣讲，以案说纪、
以案说法、以案说责。同时，
组织开展“清风润心 合规同
行”主题党日活动，将廉洁教
育抓在经常、融入日常，引导
党员、干部紧密联系岗位职责
开展研讨，增强党员干部廉洁
自律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文化“润廉”，提升廉洁感染
力。横江公司注重关口前移，组

织基层单位负责人、项目经理、
班组长等19名关键岗位人员沉
浸式参观安徽望江县廉洁文化
教育基地，传承廉洁文化，弘扬
清廉之风，常思常醒“不能越雷
池一步”。今年来，以“清风润
心”为主题征集、展示职工廉洁
文化作品29件，在2个分公司试
点建设班组廉洁文化墙，推动廉
洁理念进一步融入基层一线、浸
润职工心田。

监督“护廉”，强化整改促
规范。该公司紧盯重点领域、
关键时间节点，充分发挥纪委
监督的再监督作用，发出风险
提示单，开展专项约谈。聚焦
问题风险，强化监督提醒，针
对新提任领导人员开展廉政谈
话、“廉考”，引导助力新提任
干部系好“第一粒扣子”。

（通讯员 吴勇 全媒体记
者 罗少坤）

“三廉”驱动

赋能“清风润心”工程走深走实

本报讯 “同学们，你们知
道‘民法典’是什么吗？它和我
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6月3
日，在宿松县高岭乡中心小学的
401班教室里，石红霞老师正微
笑着向孩子们抛出问题。今天，
她不仅是孩子们的老师，更是一
位特殊的人大代表，带着“民法
典”的知识走进课堂，为孩子们
带来了一堂别样的主题班会。

石红霞老师是高岭乡中心
小学政教处副主任，是一名语
文教师，同时还肩负着县人大
代表的职责。

班会课伊始，石红霞用亲
切的话语拉开了帷幕：“同学
们，今天我不仅是一名老师，
还是一名县人大代表。我想和
大家一起聊聊‘民法典’，它和
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孩子们
立刻被她的开场白吸引，眼中
闪烁着好奇的光芒。

“比如，你们在学校里玩
耍，不小心受伤了，或者和同
学发生了矛盾，民法典就会告
诉我们该怎么办。”石老师通过
一个个贴近生活的故事，让孩
子们明白民法典并不是高不可

攀的法律条文，而是实实在在
保护我们权益的“护身符”。

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
民法典，石老师设计了互动问
答环节。“如果有人欺负你，你
可以怎么做？”“在高铁上如果
遇到有人霸座，态度还很嚣
张，该怎么办？”孩子们争先恐
后地举手回答，课堂气氛十分
活跃。“我知道！如果有人欺负
我，我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家
长，让他们来帮助我。”一个孩
子兴奋地回答道。

“对，你做得很好！”石老
师赞许地点头，“民法典也规定
了，我们有权要求对方停止侵
害，赔偿损失。”通过这样的互
动，孩子们不仅加深了对民法
典的理解，还学会了在面对问
题时如何运用法律保护自己。

孩子们认真地听着，眼中
充满了对法律的敬畏和对未来
的期待。石老师的话语如同春
风化雨，滋润着孩子们的心
田，让他们在幼小的心灵中种
下了法治的种子。

（全媒体记者 付玉 通讯
员 胡大潮）

《民法典》进校园 普法教育促成长

戏韵小剧场里，学生正在学唱黄梅戏。 通讯员 檀志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