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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文化传真传真

一周文化热点热点

谈及“文都”桐城的历史底蕴，世
人往往先联想到文风鼎盛、文脉绵长的

“文”韵气象。殊不知，在这片钟灵毓
秀的土地上，崇文传统与尚武精神向来
并行不悖、相映生辉。今日要讲述的传
奇故事，其主角正是一位从桐城走出的
赫赫武将——他以铁血丹心续写着故乡
土地上刚柔并济的精神史诗。

旧闻：
燕王府密室定谋
杨千户血溅谏言

燕王，并不会坐以待毙。
杨兴武对此再清楚不过了。他，可

是燕山护卫的千户。
燕山护卫是直属于燕王朱棣的王府

亲军，更是其发动“靖难之役”的核心力
量。在这支总兵力不超过两万人的精锐
部队中，作为中层骨干的千户，在统帅朱
棣眼中，自然都是能叫得上名号的熟悉
面孔，比如日后威名赫赫的淇国公丘福，
当时便位列其中。

这差事本该风光，可这些日子，
杨兴武心里头跟揣了冰坨子似的。他
亲眼看着朱棣脸色一天比一天阴沉，
背地里调兵遣将，那眼神里的野心和
狠劲儿，让他这纵横沙场数十年的老
兵都发毛。

这天傍晚，天擦黑，王爷的心腹内侍
悄没声儿地找到杨兴武：“杨千户，王爷
书房有请。”

杨兴武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躲不
过的硬仗来了。他整了整衣领，跟着内
侍七拐八绕，进了王府深处一间不起眼
的书房。门一关，外头的声儿全断了。
屋里就点着几根蜡烛，光线昏黄，照着
几张熟悉又凝重的脸——都是朱棣最信
得过的几个带兵将领。朱棣自个儿坐在
主位，蟒袍在暗影里像团化不开的墨。

屋里静得能听见蜡烛芯儿“噼啪”
的微响。朱棣没立刻说话，那眼神挨个
儿扫过屋里的人，跟刀子刮过似的。他
手指头有一下没一下地敲着紫檀木桌
面，“笃、笃、笃”，每一下都敲在人心
尖儿上。

“都说说吧。”朱棣终于开口了，声音
不高，沙沙的，带着一股子压抑的狠劲
儿。“朝廷的刀子，都架到咱脖子根儿
了。”他顿了顿，烛光在他深陷的眼窝里
跳动。“咱自己挣条活路？”

屋里更静了。火真猛地抬头，眼珠
子通红：“王爷！还等啥？伸头一刀，缩
头也是一刀！咱跟着您清君侧，除奸
佞！”他拳头砸在腿上。“砰”一声闷响。

“对！干！”丘福立刻接上。“新帝无
道，听信谗言！咱不能坐以待毙！王爷
您下令吧！”

朱棣没吭声，目光转向下一个人。
被看的将领喉结滚动了一下，迎着朱棣
的目光，重重一点头：“王爷！刀山火海，
末将跟您闯了！” 再下一个，也几乎是
吼出来的：“靖难！靖难！为王爷效死！”

一圈人问下来，个个都跟打了鸡血
似的，恨不得立刻抄家伙。最后，朱棣的
目光落在了角落里一直没有表态的杨兴
武身上。那眼神沉甸甸的，带着审视，也
带着最后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或许
是旧情？

“兴武，你呢？”朱棣的声音听不出
喜怒。

所有的目光，“唰”地全集中到杨兴
武身上。刚才那狂热的劲儿还没散，空
气里像烧着看不见的火。杨兴武觉得喉
咙发干，像堵了团棉花。他手心全是冷
汗，黏糊糊的。刚才同袍们那一声声

“干”“效死”，像鼓槌一样砸在他耳朵里，
眼前则晃过老家桐城平静的山水。这

“活路”一挣，得用多少将士的血铺？得
把多少老百姓卷进刀山火海？他仿佛听

见了城池陷落的哭嚎，看见了田野烧焦
的浓烟……

一股子血性混着冰冷的绝望，猛
地顶了上来。杨兴武深吸一口气，那
口气吸得肺管子都疼。他抬起头，迎
向朱棣那双在烛光下深不见底的眼
睛，声音嘶哑，却异常清晰，像块冰
砸进滚油锅里。

“殿下！此路……不通！此乃……
此乃谋逆大罪！”他豁出去了，声音不
大，字字却像钉子。“殿下此举，是
……是陷万千将士于死地，置天下苍生
于水火！万望……万望殿下三思！悬崖
勒马，尚……尚可转圜啊！”

该说的，说了。死路一条，认了。
书房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刚才

还沸腾的热血，一下子冻成了冰坨子。
其他将领脸上的狂热僵住了，变成了惊
愕、不敢置信，随即是看疯子一样的鄙夷
和愤怒！有人倒抽一口冷气，有人下意
识地按住了腰间的刀柄。

朱棣脸上的肌肉，剧烈地抽搐了一
下，又一下。他盯着杨兴武，像在看一个
死人。半晌，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冷得
掉冰碴：

“好……好个杨兴武！惑乱军心，其
心当诛！”他猛地一拍桌子。“来人！拖下
去——斩立决！”

沉重的书房门打开又关上，隔绝了
里面令人窒息的死寂。杨兴武被两个如
狼似虎的亲兵架着，拖向王府深处行刑
的角落。

杨兴武血染刑场后，朱棣为平息物
议，下谕“罪止其身”，准其子杨忠扶柩归
葬桐城。

寻踪：
罡风卷地应牛宿
黄土成丘葬虎贲

至此故事却并没有结束，只是风格
由写实走向玄幻。

“这个故事，是世世代代传下来
的。”高黄村党总支委员汪芳，就住在
许庄组，对于有关杨兴武将军的故事再
熟悉不过了——不只是对旧闻中忠义直
谏的故事熟悉，对“牛眠地天葬”的传
说也熟悉。

传说是这样的：杨兴武将军本命属
牛，与眠牛地的风水命理暗合玄机。昔
年两位名噪一时的堪舆术士，为觅得

“龙窝”真穴各执一词——一人断言东
侧地气蒸腾如旭日初升，一人坚称西边
藏风聚气似玄龟负图。二人设下赌约，
分别在眠牛地开掘墓穴，相约待落棺之
际，以天地异象定夺吉壤。下葬那日原
是碧空如洗，当棺椁行至西侧墓穴前，
刹那间风云色变：罡风裹挟砂砾如万马
奔腾，将预先调配的膏泥搅作翻涌浪
潮，竟在须臾间将棺木深埋于黄土之
下。时人皆称此乃将军以本命牛灵感应
天地，借生肖气运择定福地，更是天命
昭昭、冥冥注定的印证。

传说中的牛眠地，位于桐城市范
岗镇高黄村许庄组。历经 600 余年岁
月，杨兴武将军之墓已隐没于夏日繁
茂的草木之中，墓碑亦难以辨识。所
幸墓前有两棵粗壮的樟树，可作为寻
访的标识。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汤琦

桐城不止出文豪，还有骨头硬的将军！

“摘掉眼镜，重获清晰视界”——这
句广告语不知点燃了多少近视朋友的希
望。在安庆市各大医院眼科门诊，咨询
近视手术的人络绎不绝。然而，并非所
有近视者都适合踏上这条“摘镜之路”。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剖析近视手术的关
键适应症与禁忌症，助您科学决策。

近视手术的核心原理

近视手术主要分为两大类：
角膜激光手术（主流）：包括LASIK、

半飞秒、全飞秒（SMILE）等，原理是利用
激光精确切削角膜组织，改变角膜曲率，
使光线重新准确聚焦在视网膜上。

眼内晶体植入术（ICL）：适合超高度
近视或角膜条件不佳者，将一枚特制的
人工晶体植入眼内（位于虹膜后、自然晶
状体前），如同内置隐形眼镜。

无论哪种方式，其目标都是矫正屈
光不正，替代眼镜或隐形眼镜的功能。
但手术并非“万能钥匙”，严格的筛选是
安全有效的前提。

关键适应症：你是否是理想候选人？
满足以下基本条件，才初步具备手

术可能性（需经详细检查最终确认）：1、
年龄达标且稳定：通常要求年满18周岁
以上。2、近视度数：近1-2年内相对稳定

（变化不超过50度）。
近视、散光、远视度数在可矫正范围：
激光手术：一般可矫正近视1200度

以内、散光600度以内、远视600度以内
（具体上限因手术方式、设备及角膜条件
而异）。

ICL手术：可矫正近视1800度、散光
600度以内。医生会根据您的具体度数
评估最合适的手术方式。

眼部健康，无活动性眼病（如结膜
炎、角膜炎等）；角膜条件合格；全身状况
良好；无影响伤口愈合的全身性疾病；有
明确的摘镜愿望和合理预期。

心理预期合理，理解手术是一种“矫
正”而非“治愈”。

重要禁忌症：哪些情况绝对不能做？
存在以下情况，通常被视为手术绝

对禁忌，强行手术风险极大：
圆锥角膜或圆锥角膜倾向；严重眼

表疾病；角膜内皮细胞严重失代偿（针对
ICL）；未控制的青光眼；未控制的全身结
缔组织病或自身免疫性疾病；未控制的
糖尿病；妊娠期、哺乳期妇女。

安全之基：
不可替代的术前检查

安庆市多家具备资质的医院眼科均

配备了完善的术前检查设备。一次全面
严谨的术前评估通常包括：

精准验光：多次测量，确定最准确度数。
角膜地形图：分析角膜形态、曲率、

厚度分布，筛查圆锥角膜等异常。
角膜厚度测量（角膜测厚仪）：关键

安全指标。
角膜内皮细胞计数：评估角膜内层

健康度（尤其ICL手术）。
眼压测量：排除青光眼。
裂隙灯显微镜检查：检查眼前节健

康（角膜、虹膜、晶状体等）。
散瞳眼底检查：评估视网膜、黄斑、

视神经有无病变。
泪液分泌及眼表分析：评估干眼程度。
瞳孔直径测量（明视、暗视）：评估视

觉质量风险。
全身病史详细问询。
这些检查通常需要1-2小时，目的就

是严格把关，层层筛选，最大程度保障手
术安全有效。请务必配合医生完成所有
检查项目。

术后须知：
清晰视界，需要共同守护

手术成功只是第一步，术后护理同
样关键：

严格遵医嘱用药：按时按量点眼药
水，预防感染、控制炎症、缓解干眼。

保护眼睛：术后初期避免揉眼、防止
污水入眼。科学用眼：避免长时间近距
离用眼（手机、电脑），注意休息。良好的
用眼习惯是维持术后效果、防止新近视
的关键。

定期复查：术后1天、1周、1个月、3
个月、6个月、1年及以后定期随访至关
重要，医生会监测视力恢复、角膜愈合情
况及有无并发症。

近视手术是一项成熟且安全的医疗
技术，为无数人带来了便利。然而，“适
合”才是手术成功的基石。在安庆寻求
近视矫正的朋友，请务必选择具备专业
资质、设备完善、经验丰富的正规医疗机
构进行详尽的术前检查。医生会根据您
的个体情况，结合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
症标准，为您提供最客观、最专业的评估
和建议。

清晰世界值得追求，但安全与健康
永远排在第一位。科学认知，理性选择，
才能让科技之光真正照亮您的视界。

（作者单位：安庆一一六医院）

你适合做近视手术吗？
刘 丹

尽管 2025 年中国网络文明
大会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但网
上围绕其的讨论却仍然源源不
断。在这场大会上，也让人们
看到了当代中国青年成为转译
传统文化的主力军。据权威媒
体报道，00 后创作者郭昊便经
历了从“复刻”传统文化到进
行“文化转译”的转变。

郭昊作为 00 后新媒体创作
者，以“用镜头转译传统文化”为
核心理念，将非遗工艺、地域文
化与现代视听语言深度融合，其
作品不仅单条播放量超 500 万，
更成为 Z 世代文化传播的标杆
案例。郭昊受“中国已可平视世
界”的启发，主张以现代青年视
角重构传统文化叙事。他认为，
文化传播需摒弃“仰视”或“猎
奇”，而是通过专业镜头语言展现
中国之美的原生魅力，让国际观
众自然共鸣。例如，其作品《清晨
宏村》以航拍捕捉晨雾中的徽派
建筑群，光影交织的画面被共青
团中央转发，并在 Twitter、Ins 等
国际平台引发海外留学生感叹

“寸寸山河皆诗意”。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 Z 世代

（1995-2010年出生）正以多元化
的创新实践重构传统文化传承

的路径，其核心特质可概括为**
技术赋能、情感链接、圈层传播
和价值共创**。除郭昊的“镜头
转译”模式外，其他领域的 Z 世
代代表同样展现了传统文化与
现代生活的深度融合。

上海戏剧学院五位 00 后女
生以戏腔翻唱古风歌曲，在抖
音累计获赞超 2000 万；淄博 00
后孙启烨用 4800 粒琉璃珠复刻
明代“九龙九凤冠”，60天制作
60 余只玻璃龙，优中选优攻克
温度控制难题，作品入驻中国
国家博物馆；福州设计师郑瑞
雨 将 非 遗 软 木 画 元 素 融 入 服
装，在纽约时装周展示“衣襟
上的东方建筑”……

Z世代的文化实践本质是一
场双向解码运动：既深入传统肌
理，如孙启烨复刻文物时的千次
试验；又嫁接数字语言，如裘丹
莉的戏腔二次元化。他们用“隐
蔽的图腾”重构圈层认同，以“失
败的记录”增强真实共鸣，最终
将文化传承从“保护遗产”升维
至“创造遗产”。当琉璃凤冠走
进国博、灯工玻璃绽于米兰，Z世
代证明：传统不是过去的遗物，
而是未来的种子。

全媒体记者 付玉

用镜头转译传统文化
Z世代成传播主力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4周年，6月28日，桐城
市大关镇麻山村党委组织党员
走进欧家岭烈士陵园，开展“缅
怀先烈忆初心 学习教育强党
性”主题党日活动，以沉浸式红
色教育传承革命薪火，激励全体
党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永葆政
治本色。

活动当天，党员们怀着崇敬
之情来到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
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整齐列队、
鞠躬默哀，向长眠于此的革命先
烈致以深切缅怀。“我志愿加入
中国共产党……”面对鲜红的党
旗，全体党员高举右拳，重温入
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在陵园
上空回荡，激荡起每一位党员心

中矢志不渝的信仰力量。
活动现场，麻山村党委书记

孙安友以《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
优良作风》为题，为全体党员上了
一堂专题党课。通过剖析革命时
期艰苦奋斗的典型事例，对照新
时代作风建设标准，引导党员从
红色历史中汲取精神养分，以自
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作风建设，
坚决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此次主题党日活动将红色
教育与纪律教育深度融合，是一
次精神的洗礼。”孙安友表示，将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激励党员在
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服务群众
中勇当先锋，以优异成绩向党的
生日献礼。

（通讯员 张五四）

追寻先烈足迹 赓续红色血脉

本报讯 在第38个“6·26”
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为进一步
增强全民禁毒意识，营造全社会
参与禁毒的浓厚氛围，望江县凉
泉乡禁毒工作站联合派出所、司
法所开展“健康人生 绿色无
毒”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

6 月 24 日上午，凉泉乡禁
毒工作站在集镇设立宣传台，
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发
放宣传手册等方式，向群众普
及毒品危害、防毒技巧及相关
法律法规。活动现场，禁毒志
愿者结合典型案例，生动讲解

新型毒品伪装形式，提醒群众
尤其是青少年提高警惕。

结合“开门教育”活动，该乡
村干部、网格员深入田间地头和
农户家中，针对留守老人、儿童
等群体开展针对性宣传，发放禁
毒宣传资料，讲解非法种植罂粟
等毒品原植物的法律后果，鼓励
群众积极举报涉毒线索。

凉泉乡还在辖区中小学通
过主题班会、禁毒手抄报比赛等
形式，筑牢青少年禁毒防线，帮
助学生识别毒品陷阱，树立正确
人生观。 （通讯员 徐伟）

筑牢禁毒防线 共建平安家园

6月26日，怀宁县月山镇老年学校的学员在学艺成果展演。
近年来，月山镇老年学校针对辖区老年人的兴趣特长和个性化需

求，将科普知识、文化活动、手工培训等特色课程纳入老年课程中，校
开设教学班级15个，在册学员650多人，使老年人不仅老有所学、老有
所乐，更能老有所为，不断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通讯员 檀志扬 李心正 摄

6月20日，宿松县二郎镇中心小学的
学生在“问稻实验田”开展插秧实践活
动。

宿松县将学校课堂延伸至田间地
头，在孩子们心中播撒下热爱劳动、崇
尚科学、敬畏自然的种子。

通讯员 吴金旺 摄

“问稻”田间插秧

传承农耕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