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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上的城市记忆·

·镇馆之宝·

诗画马鞍山诗画马鞍山，，1818条路理文脉条路理文脉
马鞍山这座既年轻又古老的城市，千百年来迎接着一批批文化名人游访创作，18 条以历史

文化名人和历史文化地名冠名的繁华道路应运而生。道路是城市文化风情的载体，也成了涵

养文情雅韵，让群众心中有感、注目含情的文化符号。

■ 本报记者 晋文婧

“包青天”的故事，自北宋时即在民间流

传。明清以来，以包公故事为题材的文学作

品更是不胜枚举。今天，包公依然是影视动

漫作品的大“IP”。“黑面”包公，在华人世界家

喻户晓。

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省古籍保护中心

办 公 室 主 任 石 梅 认 为 ，宋 元 明 清 以 来 ，“ 黑

脸 ”堪 称 包 公 题 材 文 学 戏 曲 作 品 中 的“ 人

设”，也成为一个大众认可并迅速传播的文

化符号。

近日，由安徽省纪委监委宣传部、安徽省

纪委监委驻省文化和旅游厅纪检监察组指

导，省文化和旅游厅直属机关党委和省图书

馆共同主办的“清心守廉洁，直道为奉公”廉

洁文化包公主题馆藏古籍文献展，在省图书

馆开幕。这是包公文化典籍第一次走出库

房，其中就有大量戏文资料。

现存的元杂剧中，包公戏就有十一种，其

中既有元杂剧大家关汉卿创作的《包待制三

勘蝴蝶梦》《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也有很多不

知作者却流传千古的杰出作品。清咸丰年

间，说书艺人石玉昆说唱的《龙图公案》广受

欢迎。后人将其表演记录下来，题为《龙图耳

录》，即后来刊行的《三侠五义》。至清光绪年

间，《三侠五义》修订为《七侠五义》，成为“包

公文学”的著名文本。在包拯家乡合肥，地方

戏庐剧 200 年来绵延不断地上演包公戏，有

《干旱记》《卖花记》《乌金记》《探阴山》《狸猫

换 太 子》《秦 香 莲》《包 公 审 驴》《包 公 劝 嫂》

等。各类文艺作品，无不赋予他铁面无私的

清官形象。

在这次展览上，透过清同治二年李瀚章

省心阁刻本包孝肃公奏议内页的画像中，我

们看到了历史上的包公——一位白面长须、

清隽古雅的书生。

石梅说，文学作品中的包公形象虽然与

历史形象相去甚远，但其不畏权势和清廉自

守的精神内核却是相通的。

此次展览，省图书馆整理了馆藏中与包

公廉洁文化相关的 70 余部古籍文献，分为 5
大板块 18个单元，展示包公生平原貌、在合肥

读书成长的经历、清廉为官的实录、合肥包氏

家族的风训、身后千年旌表的称颂、民间广为

流传的戏曲图影等。

仁宗朝“百度或阙，生民未泰，契丹夏贼，

交臂伺边”，众多有识之士纷纷进言献策要求

改革，包拯便是其中的一位。包拯著作中，奏

议多达 185 篇。不用华丽辞藻、篇幅短小精

悍，这些奏议贯穿于他仕宦生涯的各个时期，

全面体现了他“民为邦本”“视贪如贼”“秉公

执法”“选贤任能”的公正廉洁思想。

奏议百余篇，家训有一则：“后世子孙仕

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

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刚

直不阿而又严于律己，包拯所树的优良家风

流传于包氏子孙后代。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

栋 ，精 钢 不 作 钩 。 仓 充 鼠 雀 喜 ，草 尽 狐 兔

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书端州郡

斋壁》是文献记载的包拯诗作，抒发了他为

政 清 正 的 志 向 ，可 视 为 包 拯 立 身 处 事 的 宣

言书。

这一系列珍贵的文献实物，还原了历史

上真实的包拯：并非“黑脸”，真乃“铁面”。

“铁面包公”寄托着人们对于社会清朗

的 朴 素 理 想 与 愿 望 ，“ 包 公 文 化 ”作 为 中 华

民 族 的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备 受 世 世 代 代 中 国

人 的 认 可 与 推 崇 。 展 览 中 的 文 献 ，有 相 当

一部分是他人对于包拯评价的文本。在宋

代“尚清”风气的推动下，包拯成为“清官廉

吏 ”的 代 表 人 物 。 后 世 也 往 往 以 包 拯 为 楷

模，赞扬其清风峻节。

民国五年《香花墩志》，是一部关于合肥

城南香花墩的名胜志，对香花墩及包公祠等

来龙去脉进行了考证。其中手绘的《香花墩

图》，仿佛带人穿越时空。图中可以看到，香

花墩位于合肥城南，四面环水，有桥相通，墩

上 有 书 院 、井 亭 等 建 筑 ，垂 柳 掩 映 ，城 环 水

绕。今天，当我们站在包公园外，遥望孝肃

祠、回澜轩、流芳亭，古籍文献中绘就的故事

何尝不是就在眼前？

省图书馆纪委书记、副馆长高全红提到，

这是省图书馆馆藏古籍善本第一次对外展

出。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地方典籍文献通过

多样的形式走出“深闺”，在大众的面前立体

和鲜活起来。

典籍里的包公：

并非黑脸，真乃“铁面”

■ 本报记者 晋文婧 孙言梅 吴晓征

“你是谁？来自哪儿？”静静地躺在蚌埠

市博物馆的展厅里，每天我都会与一个个现

代人迷惑探询的眼神对视。

我微微一笑，思绪有时会飞回 7300多年

前河水汤汤、水草丰美的河岸边，那是一个

“多元一体”的中国史前文明散落发展的“淮

河故事”。跟你们中很多人一样，我也是淮河

的孩子。

1986年，在蚌埠市双墩村，考古人员发现

了一个先民生活群落。这些新石器时代生活

在淮河北岸的“老祖宗”们，能制作石斧、蚌刀

等工具，还用陶土烧制成器具，并用原始的艺

术观念和表达手法创造大批刻划符号和泥塑

艺术品。我叫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是那次

出土的双墩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宝贝”。

将我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中国社科院

考古所安徽队领队张东为我代言：高 6.3 厘

米，宽 6.5 厘米，只有拳头大小，但是眉目鲜

明、形象传神、造型精致，这说明双墩“艺术

家”具有很强的艺术观察力和表现力。泛着

点点晶光，是先民在捏制的陶泥里别具匠心

地掺上了云母和石英粉末，烧制成型后光彩

熠熠，提高了美观度。张东说，这种具有地方

特色的材质，在新石器时代陶塑艺术品中非

常罕见。

先民或以石为笔，以泥为纸，勾画了我。

我睁着大眼睛，张着嘴巴微微笑，饱含着温情

脉脉的问候。彼时，制作我的那位艺术家，欢

快地、舒心地刻画着我，也在刻画他自己。这

是作者的自画像也说不定呢。他眉弓粗弯，

额心纹饰，眼睛炯炯有神，鼻子扁平微翘。脸

颊上有连成斜线的 10个圆形纹刺。他们的纹

刺，可能对应着源于日月星辰、高山大川等自

然力量的符号观念……穿越 7000多年后，我

的纹刺、我的微笑，蕴含朴素的原始崇拜，依然

氤氲着奇异隐秘的气息。

在双墩“老家”，和我一起出土的 600 余

件刻划符号陶器，符号内容除日月、山川等自

然景观，还有狩猎、捕鱼、网鸟、种植、养蚕、编

织、饲养家畜等生活主题。

我们带着“人类童年艺术期”的耿直与稚

嫩，体现了双墩先民对于天地自我的认知和

对于美的追寻。这些凝固在物态上的观念意

识和艺术创作，积淀了丰厚的社会价值和内

容。人类的理性和想象力，在淮河边的史前

家园已得到充分施展。

现代人常说，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

双墩先民创造了我，创造了丰富的双墩文化，

填补了淮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史前文

化的空白。淮河中游早期文明曙光，透过我

的“面孔”璀璨绽放。

我是谁？我是一个远古的召唤、一个尚

未完全解开的谜题，吸引现代人继续深入发

掘、追寻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奇妙文明故事。

新石器时代双墩文化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

你的凝视，我的微笑

■ 吉太耘

马鞍山是一座年轻的城市。1956 年

10 月 12 日，马鞍山建市。经过 60 多年的

发展，如今工业发达、商业繁荣、生态良

好、风光秀丽，是为人们称道的“江南一

枝花”。

马鞍山又是一座古老的城市，这片土

地的历史可追溯至 2000多年前，下辖的当

涂、和县、含山三县，都是千年古县。

这片既年轻又古老的土地，迎接了一

批批文化名人游访创作，留下了众多历史

文化瑰宝。18 条以历史文化名人和历史

文化地名冠名的繁华道路应运而生，在这

个工业名城弹响底蕴绵长、情韵优雅的文

化弦歌。

李白“领衔”讲诗文故事

——太白大道、青莲路、唐贤街、

天门山路……马鞍山与诗仙李白的名

字深深地联系在一起。众多道路或以

李白命名、或与李白游历马鞍山的经

历相关，成为知名文化旅游打卡地

在马鞍山市中心，有一条宽阔笔直的

城市繁华大道，绿树成荫、花团锦簇、芳

草片片 ，亭台回廊隐现在街头小公园的

花木丛中 ，这就是太白大道。走进大道

两旁的博物馆、档案馆、文化馆、图书馆，

市民、游客可以探寻诗仙在马鞍山的诗

文行踪 ，品读李白徜徉这方山水的诗文

故事。

沿着太白大道南行 15公里，就到了当

涂县城的青莲路。当涂，李白漫游生涯一

个绕不开的地方，这里像纪念自家亲人一

样，铭记诗人风流文采。青莲路连接振兴

路出城，行 7.5 公里，就到了李白终老长眠

之地——李白文化旅游园。钟爱马鞍山

山水的李白，逝世后葬在当涂县大青山西

麓。李白墓园如今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

位。李白文化旅游园绿荫覆盖、修竹滴

翠、鸟语花香、碧水荡漾、亭台座座、小径

幽幽、碑刻成林，纪念李白的景点有 20 多

处，每年接待国内外游客 20 多万人，成了

著名的文旅“打卡”地。

马鞍山市城西的唐贤街，光溜溜的石

板路和古色古香的店铺，组成 1 公里长的

街市，行走其间，颇能发思古之幽情。唐

贤街连接的诗山翠螺山，又名采石矶、牛

渚山，壁立长江，雄奇险峻，位列长江三

大 矶 之 首 。 自 李 白 之 后 ，孟 浩 然 、白 居

易、刘禹锡、杜牧、王安石、苏轼、陆游、杨

万里、于谦等，都曾经过这条街登临翠螺

山 ，历 代 文 人 墨 客 纷 至 沓 来 ，留 下 诗 文

1000 多篇，那是仰慕、追寻李白的诗文，

也 是 观 大 江 东 去 、抒 古 今 豪 气 的 诗 文 。

这条街喜迎唐代李白以后的众多文化贤

人，得名唐贤街。

李白生前 7 次来马鞍山，留下诗文 57
篇，其中《夜泊牛渚怀古》《望天门山》《横

江词》等都是千古名作，后世广为传颂。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

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这首诗

给今天的马鞍山留下一条天门山路，直通

马鞍山城外 20 公里的文化名胜天门山。

伫立于此，让人禁不住回顾李白与众多历

史文化名人踏歌揽胜、吟诗唱和之景。有

道是，钢城开光耀，代代访文踪，谁念大江

畔，怀古钦英风。

“群星”闪耀奏文化交响

——马鞍山市及下属的三个县

城，还有朱然大道、陋室大道、褒禅山

大道、昭关大道等 10 余条以历史文化

元素冠名的繁华道路，彰显出本土历

史文化的多姿多彩

一条凌家滩路，从含山县城直达凌家

滩遗址。凌家滩遗址是新石器晚期人类

聚集的遗址，5800 年前的城址，把中国建

城历史往前推了 1000 年，玉鹰、玉龙、玉

猪、玉龟等文物出土，为中国考古界重大

发现。在凌家滩周边，一条不长却很秀美

的乡村公路，名叫“玉鹰大道”，两边一年

四季大面积种植油菜、水稻等，是当地人

眼中的文化之路，也是丰收之路。

从含山县城出发去往古昭关镇，有一

条 昭 关 大 道 ，连 接 古 昭 关 遗 址 ，讲 述 着

2500多年前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头”

的悲愤壮烈，纪念脍炙人口的经典文化场

景。而今，历史绘底色，古镇焕新貌，这条

路，成了镇上精品旅游路线。

朱 然 大 道 ，纪 念 三 国 东 吴 朱 然 大 将

军。大道中段有朱然墓、朱然纪念馆、朱

然文化公园 ，再现三国东吴时期的社会

历史文化风景。朱然墓是迄今为止长江

中下游区域已发掘的 300 多座东吴墓葬

中墓主身份最高、墓葬规模最大、时间最

早的一座大墓。一条路的命名 ，将这其

中的考古学学术价值转化为不小的经济

社会价值。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陋室大道，纪念唐代著名诗

人、散文家、政治家刘禹锡。道路中段有

一座陋室公园，刘禹锡当年被朝廷贬到和

州为官，正是在这座公园的一个陋室里，

写下了名闻天下的散文《陋室铭》。

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当

年游含山县的褒禅山及华阳洞 ，创作了

散文《游褒禅山记》，后世的今天有了一

条褒禅山大道 ，向这篇千古传诵的经典

散文致敬。

“千古诵读”传文情诗韵

——马鞍山市与历史文化相关

的 18 条繁华道路，唤醒了对城市根脉

的深刻记忆。道路是城市社会文化

风情的载体，也成了涵养文情雅韵、

让群众情之所牵的文化符号

在马鞍山，无论是招商引资洽谈，还

是对外友好交流，介绍市情时都少不了一

句话：“马鞍山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终老长

眠之地。”说者与听者，会立刻找到一个亲

切熟悉、在历史文化层面迅速交互连通的

情感落点。马鞍山市打磨历史文化名片，

发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李白当然当之无愧

“领衔”。

每年 10月下旬举行的李白诗歌节，从

1989年开始已经连续举办 33届，这是诗歌

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主会场和分会场就

在太白大道、青莲路、唐贤街上。每当诗

歌节开幕 ，三条历史文化道路附近的广

场、剧场、公园，都成为诗的殿堂。在太白

大道中段的市政文化广场、李白诗歌节的

主会场，人们吟诵李白、孟浩然、李之仪诗

词的场面令人动容，而诗意画展、游园赏

诗、诗歌竞对、民歌表演等活动，也令人心

醉神迷。

千年文脉推动群众性诗词文化活动蓬

勃开展，马鞍山全市近百家民间诗社、诗

会，诗文活动绝大部分都在以历史文化名

人和历史文化地名冠名的 18 条道路上举

办，其间串起的文化纪念和活动场所，为诗

歌文化弘扬提供了载体、搭建了平台。

和县在陋室公园举办刘禹锡诗文吟

诵和研讨、含山县在褒禅山大道举办王安

石诗文吟诵和研讨，带动了当地读书、演

讲、非遗传承表演和文艺演出等。“我住长

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

饮长江水……”李之仪楼阁旁的文化广场

上，笔者看到一位年轻女士款款登上读书

月开幕式主席台，深情朗诵北宋词人李之

仪在当涂县创作的诗词《卜算子》。台上

一人诵读，台下千人唱和，宋朝词人流畅

清丽的词句、委婉绵长的情感依然深深打

动今人。这是中国文化贯古通今的魅力，

也是新时代找准文化落点、弘扬中华审美

精神的胜利。

陶塑雕题纹面人头像。（资料图片）

（本栏由安徽省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支持）

题图：马鞍山风光。（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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