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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县是楚文化的最后积淀地。
楚国迁都寿春后， 江汉文化与淮夷
土著文化经过长期的碰撞、融合，最
终形成了以寿春城为中心的特色鲜
明的江淮楚文化， 在中华文明史上
留下灿烂篇章。 坐落于寿县寿春城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的安徽楚文化
博物馆，是全国唯一以“楚文化”命
名的博物馆。 随着寿春城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的建设和完善， 寿春城与
楚文化的故事将得到更科学、详尽、
生动的追溯描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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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诗情更深处漫溯

■ 韩小乔

近期，一些学者在网络上讲古诗词，圈粉
大批年轻人。复旦大学教授骆玉明自今年 1 月
上线 B 站的诗词课视频已获得 50 万次点击
量，南开大学教授叶嘉莹的《中华诗词之美》系
列视频有 5000 多条弹幕评价，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康震在抖音的授课视频仅留言就有 3500
多条。
为什么年轻人喜欢在网上“追更”古诗词讲

解？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每一位中国人内
心深处都富有诗意和浪漫情怀。 从先秦的《诗
经》、楚辞到汉代的乐府诗，再到唐诗、宋词、元
曲，无不体现着中华文化的丰厚与博大。 网络
不同于课堂，打破了时间和空间隔阂，拉近授
课者与网友的关系，这天然优势让古诗词的魅
力更直观地展现。叶嘉莹教授的古诗词讲座开
场时，网友耳边响起悠扬的《渔舟唱晚》，一幅
幅山水画卷徐徐展开。 她讲解不同内容，音乐
和画面也在不断变化，中国古典元素与现代科
技巧妙结合，带给网友愉悦的审美体验和强烈
的情感共鸣。

通过网络学习古诗词 ，不仅能感受到艺
术美，而且能从名家的阅历和积淀中汲取更
多的知识智慧。 讲课者大多学养深厚 、治学
严谨、知识广博、见解不凡，保证了古代文化
传播的专业、准确和严谨。 以简单通俗、幽默
风趣的方式讲解诗词，加深了网友对诗词的
理解和兴趣。 骆玉明教授从《春江花月夜》中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的幽静
画面谈起 ，聊到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短
暂的过程 ，人和世界是有关联的 ”等哲学感
悟，给人以深刻启发。

在线“追更”虽好，但需走深走实 。 诗人
不仅是生活中的观察者， 更是美的缔造者 。
诗词的语言凝练精辟，情感抒发很多都通过
形象思维，不反复朗读、咀嚼回味，很难体悟
其中的意蕴和深意。 我们也看到，网络上还
有大量普及式的几分钟诗词讲解视频 ，只流
于表面的阐述 ， 无法展现古诗词的哲学意
味 、审美意象 、人格意喻 。 使用网络但不能
依赖网络 ， 警惕只有感官愉悦但无深入思
考的学习假象 ， 从碎片化的知识获取方式
转向主动 、深入 、全面地汲取文化精华 ，才
能真正提高古诗词学习领悟能力 ， 向诗情
更深处漫溯 。

·文化播报·

凤台非遗小戏入选
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3 月 9 日， 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传来喜讯，淮
南市凤台推剧小戏《物归原主》成功入选小型剧目和
作品创作资助项目， 这是淮南市文艺作品首次获得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全国仅 14 个剧目入选，凤台推
剧是唯一入选的县级小戏。 此次入选为凤台的非遗
传承与发展注入新动力。 全国稀有剧种凤台推剧是
国家级非遗，《物归原主》 由凤台县推剧团创作与排
演，系安徽省戏曲剧本孵化计划项目，讲述了一位老
教师捡到钱包物归原主的故事。 老教师在捡到的钱
包里发现只有一张十万元的借条和联系方式后，与
失主联系， 没料想约来的却是想要骗走借条的借款
人，在“给”与“不给”、“隐瞒”与“揭穿”之间，上演了
一幕跌宕起伏的现实闹剧。 老教师用自己的行动和
智慧告诫迷途者：每个人都有追求财富的权利，但是
守住底线的人才能赢得未来， 因为良知比金钱更珍
贵。 该剧主题鲜明，积极向上，倡导与弘扬了“诚信如
金”的新时代文明新风尚。

（柏松 徐艳友）

滁州两部作品入选
“村晚”优秀短视频展播
3 月 1 日，2022“村晚”优秀短视频展播活动在国

家公共文化云平台上线，来自全国各地共计 121 件短
视频作品参加展播。 滁州市文化馆《“韵动国风 万物
皆萌”2022 年创意潮拍新年会》和天长市《走进古镇
龙岗》两件作品入选。 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将综合
专家遴选和网络点赞结果，确定优秀作品 10 个，以及
最佳故事、最佳创意、最佳制作、最具人气作品若干。
本次展播活动持续到 3月 20日。 （晓溪）

桐城市举办
王圩灯会民俗文化节

3 月 4 日，桐城市双港镇青城村王圩灯会会馆礼
花绽放鼓乐喧天，由桐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等主办的
“传承文化遗产 助推乡村振兴”首届王圩灯会民俗文
化节系列活动拉开帷幕。 龙灯祈福、剃龙头、剪纸表
演、美猴王、川剧变脸、蚌壳灯舞等多个群众喜闻乐见
的民俗环节，精彩纷呈、热闹非凡，让大家共度“二月
二龙抬头”传统中国民俗节。主办方表示，举办民俗文
化节旨在让群众零距离感受家乡文化遗产的魅力，营
造关注、保护和传承优秀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

（文讯）

“一步千年”，追溯寿春城楚文化

黄梅戏艺术需要“挑山”精神
———观黄梅戏《挑山女人》

■ 李春荣

黄梅戏《挑山女人》？不是沪剧《挑山女人》吗？
对，您没有听错！由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移植同名沪
剧演出的黄梅戏《挑山女人》，成功来之不易。

耳闻目睹剧场里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

声，我深深地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人民
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人民的需要是文艺
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的深刻内涵。 的确，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精神需要， 就是我们文艺
工作者创作的方向。也正所谓：金杯银杯不如老
百姓的口碑。 我们文艺工作者没有理由仅仅为
了获奖而创作， 不能面对老百姓对优秀文艺作
品的需要却熟视无睹。 黄梅戏由于语言的先天
优势，比沪剧具有更为广泛的观众群，黄梅戏移
植优秀沪剧剧目是 1+1>2 的双赢格局，势必将

为《挑山女人》这台优秀剧目的更广范围传播添
薪加火、助推发力，同时也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
好精神产品欣赏的需要。

无论是作为沪剧《挑山女人》的主演，还是作
为黄梅戏《挑山女人》的导演，来自上海的华雯皆
功不可没。 华雯以在沪剧《挑山女人》中完美的表
演荣获第 2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榜首和
文华表演奖。正如她所说：“作为演员能遇到《挑山
女人》这样的戏我是幸运的，我更没想到自己演了
10年《挑山女人》后，竟然又来到了挑山女人的家
乡安徽做这出戏的导演。无论是表演还是导演，我
认为戏剧创作的本质和剧中的挑夫是一样的，日
复一日的平凡，无数次的艰苦磨练，耐得住艰辛、
守得住寂寞， 相信总有一天命运会垂青于努力攀
登的人。”华雯作为导演将她 10多年来表演《挑山
女人》的心得、感悟毫无保留地悉数传授给安徽怀

宁的刘丽华，这是一颗令人敬佩的艺术心灵，是一
个跋涉于艺术高峰路上的真正的“挑山”女人！

作为黄梅戏《挑山女人》的主演和怀宁县黄
梅戏剧团的当家人， 刘丽华不畏沪剧中华雯塑
造的挑山女人王美英的高峰形象在前， 敢于迎
难而上，充分发挥剧种的优势，塑造出一个具有
黄梅戏风格特色的的王美英形象。 与华雯塑造
的隐忍、含蓄、柔弱似水而倔强的王美英不同，
刘丽华塑造的王美英是典型的山里女人形象：
能干、质朴、爽快而坚韧不拔。从真实性度来看，
我认为刘丽华饰演的黄梅戏王美英更靠近现实

中的人物。 正如华雯所说：“小时候我们常用同
一条河里的水煮一条河里的鱼，十分鲜美，挑山
女人的故事原型来自安徽，沪剧做了很多年，反
响和影响都不错。 现在用黄梅戏的方式来演绎
这个剧目，同一个菜谱不一样的味道，而黄梅戏

挑山女人的韵味深处，更是一种浓浓的乡愁。 ”
这既是对黄梅戏《挑山女人》的肯定，也是对刘
丽华表演的肯定。 刘丽华塑造的黄梅戏挑山女
人王美英形象不仅成为自身艺术生涯中的新高

峰，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必将成为黄梅戏艺术长
廊中一个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

一个剧种区别于另一个剧种最直观、 最显
著的标志就是戏曲音乐的不同， 作为移植剧更
是如此。 黄梅戏《挑山女人》的音乐具有浓郁的
黄梅戏韵味， 尤其是女主角王美英的大唱段好
听、抒情，充分发挥了刘丽华柔美浓郁的演唱风
格，为王美英的角色塑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
成为黄梅戏《挑山女人》剧种属性的首要标志。
但对于剧中大毛、 细伢、 细妹三兄妹的一段对
唱，作曲徐志远运用了江南民歌《紫竹调》的旋
律，我想作曲家是借此向沪剧《挑山女人》致敬。

此外，该剧的舞美在保持沪剧《挑山女人》
舞美特色的基础上，比前者更灵动、更具优势，
给表演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作为一个县级院团，
怀宁县黄梅戏剧团满台演员唱功了得， 充分展
示了怀宁作为“京黄故里，戏曲之乡”的艺术底
蕴。 这部作品参加了第九届中国（安庆）黄梅戏
艺术节“新创优秀剧目展演”，广受好评，希望黄
梅戏《挑山女人》能成为怀宁县黄梅戏剧团的代
表作品、成为黄梅戏的经典之作。

·导读·

·链接·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拥有极为丰富的

馆藏文物。
楚金币，国家一级文物。 安徽楚文化博

物馆楚金币藏量位居全国博物馆之首。 20
世纪 50年代至今，寿春城遗址及周边地区
三次发现金币窖藏，总计 195件、总重量近
20千克，品种丰富，数量为全国之最，金币
含金量普遍较高。

蔡候升鼎， 器物立耳外撇， 束腰、鼓
腹，平底、兽首蹄形三足，器外周有六个云
纹扉棱，器腹内有 2 行 6 字铭文“蔡侯申
之食（鼎于）”。出土时共 9 件，现其他 8 件
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院和安徽省博

物院。
越王者旨于赐剑，是战国时期越国青

铜剑，由剑身、剑格、剑柄和剑首 4 部分组
成。 剑柄上有两道凸箍，用绿松石镶嵌出
精美的勾连云纹。

附盖三足羊形铜尊，是春秋时期州来
国青铜器。 该器物腹身呈羊首状，羊颈与

尊腹相连，羊首面部及羊角线条采用阳刻
手法描摹，整件器物造型独特，形态生动。

东汉累丝镶宝八龙纹金带扣，带扣纹
饰采用隐与现、虚与实的镂空高浮雕立体
艺术表现手法，给人以灵动神秘而又飘逸
洒脱的艺术感染力，是极其罕见的东汉金
器艺术精品。

东汉“元和二年”鎏金银神兽刻纹铜
舟，通体施黄白相间鎏金银工艺，并刻有
纤细流畅的神人神兽及云气纹。 铭款标明
了“蜀郡西工”工官所造，为供奉宫庭使用
的“乘舆”器物，是一件与东汉阜陵质王刘
延受封赏赐的相关遗物。

金棺， 酷似现代棺状， 棺内底部，有
“重佛舍利”4 字。 金棺出土时套放在银椁
内，棺内盛放有五颜六色的舍利。

五代十国青铜大钟，名为长兴三祀大
钟，铸造于五代十国后唐时期。 大钟青铜
质地，铸造精美雄浑，发声响亮深沉，是一
件十分珍贵的五代十国佛教文物。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 本报记者 柏松 文/图

走过镌刻着“一步千年”字样的玻璃步道，
迎面而来的是 5 米多高的新铸楚大鼎。 步入位
于淮南寿县的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仿佛又回到
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钟鼓铿锵、淮水汤汤，以
寿为名、源远流长。

3 月 2 日上午， 新近落成的安徽楚文化博
物馆迎来首批社会观众。自年初试运行以来，安
徽楚文化博物馆因建筑精美、馆藏丰富，备受社
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关注。

唯一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

寿县历史悠久，古称寿春、寿阳、寿州，历史
上州来国、蔡国、楚国、西汉淮南国、东汉阜陵国
先后建都于此，屡为州郡，是豆腐发祥地、淝水
之战古战场。 公元前 241 年至前 223 年楚国在
此为都，延续了其 800 年王朝最后的 19 年。

寿县作为楚文化的最后积淀地，素有“地下
博物馆”之称。 二十世纪以来，安徽省境内以寿
县为中心陆续发现了众多楚墓， 出土了大量文
物。1933 年、1938 年，原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
幽王墓， 出土了包括楚大鼎等重要文物在内的
随葬品 4000 余件套，这些文物开启了现代楚文
化研究的先河。 1955 年，寿县寿春镇发现春秋
时期蔡昭侯申墓，出土文物达 584 件套，绝大部
分为青铜器，同属楚系文物。寿县还先后出土鄂
君启金节、大府铜牛、楚金币等大量举世瞩目的
楚国重器， 寿县博物馆由此成为安徽楚文化重
要收藏、研究、展示基地。

“寿县博物馆是新中国建馆最早的博物馆
之一， 也是安徽省建馆最早的地方综合类县级
博物馆。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副馆长王建国告诉
记者，寿县博物馆始建于 1958 年，曾用馆址为
寿县古城老城区东大街报恩寺和西大街中段孔
庙建筑群内。 2015 年，寿县博物馆新馆筹建，命
名为安徽楚文化博物馆，2022 年 1 月 13 日开馆
试运行。

按照“落地寿县、省级标准、国内特色”和国
家一级馆建设目标，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建筑设
计充分考虑寿春古城、 楚文化等元素的提炼与
重现，以“四方筑城”“现代院落”“荆楚高台”“楚
风汉韵”为展示意愿，通过“城墙”“城门”“瓮城”
等区域标识，利用色彩、形制、材质的有机组合，
打造出既有现代气息， 又具有地方特色的地标
性建筑。在寿春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安徽楚
文化博物馆占地面积 200 亩，展区面积 4222 平
方米，基本陈列由“安徽楚文化”“寿县文明史”
“寿县寿文化”3 部分组成。

“如果说主体建筑的外部造型融入了楚文
化之元素， 那么其内部展现了楚文化之核心要
素。 ”王建国告诉记者，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是全

国唯一以“楚文化”命名的博物馆，楚文化陈列
主要包括立国江汉、东进江淮、徙都寿春、楚韵
悠长四个单元， 寿县文明史陈列主要包括淮夷
旧邦、两汉寿春、秦晋纷争、隋唐寿州、寿州之
战、宋清寿州、革命沃土七个单元，1600 余件套
展品中有 800 件套首次与观众见面。

丰富文物窥见青铜时代

楚国又称荆 、荆楚 ，是先秦时期雄踞中
国南方的泱泱大国 。 春秋后期 ，吴 、楚为争夺
对江淮流域的控制权 ，战火不断 。公元前 447
年 ，楚国灭蔡国 ，设下蔡邑 ，实现江淮与淮北
统一 200 多年 。 公元前 241 年楚考烈王二十
二年 ，为避秦国势力 ，楚国徙都寿春 ，寿春
作为楚国政治 、军事 、文化中心 ，历经四代
楚王 。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的藏品涉及自新石器时
代至近现代各个历史时期的青铜器、陶瓷器、玉
石杂项、金银器、古籍善本字画等上万件，其中
最具有震撼力的，正是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青
铜器，铜镜、铜剑、铜鼎……一件件青铜器见证
着历史变迁。

博物馆大厅的正中央 ， 摆放着一尊青铜
器———全国唯一的楚国重器楚大鼎翻模复制
品。 1933 年，楚大鼎出土于原寿县朱家集李三
孤堆楚王墓， 该墓是迄今唯一可以确认的楚
国国王墓。 它是我国现存春秋战国时期最大
的圆形青铜鼎 ， 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青铜器
铸造工艺。

该馆中同样也展出了大量春秋时期群舒
和州来国的青铜器。蔡候升鼎，1955 年出土于
春秋时期蔡昭候申墓。 附盖三足羊形铜尊，是
春秋时期州来国青铜器 ，1977 年在寿县正阳
关镇肖严湖出土。 越王者旨于赐剑，是战国时
期越国青铜剑 ，1996 年 1 月出土于寿县西圈
战国早期蔡国贵族 3 号墓葬……

考古专家发现 ， 在蔡昭候申墓出土的青
铜器中，豆、鉴、盘、匜、尊、簠等器型源于同时
期的中原地区，或稍有形变；而鼎、敦、缶等则
与楚器相同 。 实际上 ，上世纪以来 ，舒城 、庐
江、肥西、寿县等地出土了一批春秋时期群舒
国墓葬遗物， 不仅具有浓郁的群舒地域文化
色彩，同时也兼有楚文化风格 ，充分反映了楚
国统领江淮时期与群舒文化的融合与并存 。
这些珍贵的青铜器文物与中国青铜时代的兴
衰相伴始终。

讲述寿春城的灿烂文明

从博物馆这一扇窗口看去，我们可以读懂整
个寿春城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 寿春镇柏家台大
型建筑基址、李三孤堆楚王墓等重要遗迹和陶圈
井、“鄂君启金”节、嵌银“大府之器”铜牛镇、楚国
“郢爰”金币窖藏等大批重要遗物的发现，表明了
当时楚国的经济实力、文化实力，冶炼技术和工艺
水平都不可小觑，显示了楚郢都寿春昔日的辉煌。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向东扩张，源于江汉地区
以荆州为中心的楚文化也随之东渐江淮。 特别是
楚国迁都寿春后，江汉文化与淮夷土著文化经过
长期的碰撞、融合，最终形成了以寿春为中心的特
色鲜明的江淮楚文化。业内专家认为，江淮楚文化
最大成就，体现在水利科学和城市建设上。

楚庄王时，楚都仍在江陵一带，楚相孙叔敖
在寿春南主持修建了芍陂，芍陂后来与都江堰、
漳河渠、郑国渠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

寿春的城市建设，在当时更是罕见的。街道和水
道的规划都具有很大的科学性，淝水、芍陂等水
从水门引入城中，城内水流交络，舟楫如棱，商
贾云集。 在 2000 多年前，寿春城已成为中国最
繁华的城市之一。

到了西汉淮南国时期，寿春城的文化中心更
加突出。 淮南王刘安招贤纳士，门客达三千，编纂
巨著《淮南子》内外 54 篇，诸经论集百数十卷，歌
赋百余章。一些学者认为，《淮南子》在学术上和文
学上的极高成就，代表着楚文化的延续和发展。

伴随着寿春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各个项
目的不断完善和建设， 寿春城与楚文化的故事
将得到当代人更科学、详尽、生动的追溯与描摹，
让其抖落历史尘埃，散发更加迷人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