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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微谈·

·文化播报·

■ 韩小乔

近日，某短视频平台刮起了一阵“民族服饰变装”热

潮。我国各民族选手纷纷“出战”，抬手落手间完成从日

常服装到民族传统服饰的转变。有网友评论道：“太惊

艳了”“这才是泱泱大国该有的百花齐放”。

“ 中 国 有 礼 仪 之 大 ，故 称 夏 ；有 服 章 之 美 ，谓 之

华。”服饰是社会文化的镜子 、社会思潮的风向标，也

是大众自我意识的行为表达。我国民族众多，漫长历

史上出现的服饰品种之多、款式之奇、色彩之艳、花样

之繁，令人惊叹。近年来，社会上关于“汉服”“唐装”

的讨论持续升温、与传统服饰相关的文化活动日益丰

富，反映出国人对于传统服饰 、传统文化的渴望与追

求始终存在。

每一件传统服饰，都是一个文化符号。网友秀出

的各种变装中，有着各异的文化性格。蒙古族别具一

格的首饰、长袍、腰带和靴子，表现出游牧民族的粗犷

和豪放。苗族服饰多配以繁复夺目的银饰品，让人感

受到制作者高超的工艺美术水平。傣族服饰追求轻盈

秀丽，体现了所在地区的地理气候特征。赫哲族的鱼

皮衣制作过程繁琐，体现了物尽其用、自给自足的文化

内涵。可以说，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及文化

心态，都积淀于五花八门的传统服饰中。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一些人或许不知道传统服饰

能带来如此新奇的视觉效果和丰富的文化体验，这也

引发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传承的思考。传统服饰不该

只作为古老的符号标志或“遗留物”存在，而应尽可能

融入大众的现代化生活。只有让人看到、让人喜爱，才

能向内推动身份认同、向外展现中国形象。今年，某国

际知名品牌推出一款黑色中长半身裙，其形态神似中

国明代“马面裙”，引发了“文化挪用”争议。这提醒我

们，深入挖掘梳理传统文化精华精髓，让更多人认识和

了解“服章之美”，是我们应有的文化自信，是我们首先

要一肩承担的文化传承。

传统服饰是“老”的，但面对的受众是“新”的。此次

“民族服饰变装”的参与者大多是年轻人，他们眼界开

阔、思维活跃，爱表达、敢实践。他们站到传统文化的舞

台中央，以年轻人的审美趣味对传统文化进行包装改

造，不断尝试各种款式、搭配、形象、风格，通过多种手段

和渠道表达自我，推高了传统服饰的热度和美誉度。众

多网友的参与和互动中，碰撞出更多思想火花、拓宽了

传播路径、凝聚广泛社会共识，让传统文化更有亲和力、

影响力。

“ 服 章 之 美 ”，美 在 文 化 。 传 统 服 饰“ 破 圈 ”的 背

后，是文化自信的生动实践。回到根本，挖掘文化内

涵，感受美学精神，创新传播方式，营造良性生态，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滋润

更多人心田。

“服章之美”，美在文化

近日，由安徽省图书馆倡议，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公

共图书馆共同发起的长三角地区公共图书馆标准化工

作联盟成立大会在蚌埠市召开。

据介绍，成立长三角地区公共图书馆标准化工作联

盟，是对长三角地区图书馆业务一体化的新拓展，将提

高公共图书馆服务的均等性和便利性，推动形成政府引

导、社会参与、协同推进的图书馆标准化工作新格局。

长 三 角 三 省 一 市 公 共 图 书 馆 约 定 ，要 围 绕“ 十 四

五”期间图书馆标准化工作的目标和任务，组织参与

国家标准、地方标准的制定、修订，开展标准转化、标

准 化 交 流 培 训 等 工 作 ，不 断 满 足 图 书 馆 事 业 发 展 对

标 准 化 工 作 的 需 求 ，进 一 步 发 挥 标 准 对 文 旅 事 业 高

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 （文迅）

长三角地区公共图书馆

标准化工作联盟成立

日 前 ，天 长 市 举 办 文 化 艺 术 中 心 开 放 仪 式 。 天

长 文 化 艺 术 中 心 位 于 该 市 城 南 新 区 核 心 地 段 ，建 筑

面 积 8 万 平 方 米 ，总 投 资 8 亿 元 ，是 天 长 重 点 打 造 的

标志性建筑。整体建筑为茉莉花造型，由 3 个单体建

筑 通 过 挑 空 连 廊 的 方 式 进 行 连 接 ，一 条 彩 虹 沥 青 道

路 贯 穿 其 中 ，室 外 配 套 茉 莉 花 文 化 广 场 。 该 文 化 艺

术中心以“茉莉花开，天长地久”为主题，分三大组团

功能区：第一组为博物馆（天长通史展、环形玉龙展、

汉代漆器木工工具展、汉唐文化互动体验区、罗炳辉

将 军 生 平 事 迹 展 等）；第 二 组 为 文 化 馆 ，包 含 多 座 大

剧院和小剧场；第三组为科技馆、图书馆和连廊空中

少儿图书馆。 （宣金祥）

天长市文化艺术中心开放

12 月 16 日至 18 日，和县蔬博会·和文化论坛——

“长江文化”与“昭明文化”论坛在该县温泉小镇香泉

镇举办。来自省内外的 40 多位专家和学者以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围绕和县香泉与“昭明文化”的历史

渊 源 ，探 讨“ 昭 明 文 化 ”对“ 和 文 化 ”“ 长 江 文 化 ”的 意

义，挖掘“和文化”“长江文化”的深刻内涵，传承与创

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县是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

和县猿人遗址、霸王祠、天门山、陋室等 4 处历史文化

景点入选中小学教科书。此次论坛的举办，对丰富和

县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提升和县文化知名度具有重

要意义。 （常兴胜 程兆平）

和县举办“和文化”论坛

关注关注··走进文化小镇走进文化小镇④④

淮上水韵“八大集”

夏采莲，秋赏菊

■ 刘效仁

由刘国彤执导，靳东（饰演区法院立案庭

庭长方远）、成毅（饰演法官周亦安）、蔡文静

（饰演法助叶芯）领衔主演，王秀竹（饰中级法

院法官宋羽霏)）、王莎莎（饰演书记员舒苏）等

主演的法治案情剧——《底线》，讲述了新时

代法治人不断开拓，使命担当的故事。

一 宗 宗 来 自 社 会 各 阶 层 真 实 案 例 的 再

现，不仅让人感受世间百态和悲欢离合，也从

中得到了法律的普及。虽说一路追下来，《底

线》颇有些虎头蛇尾，可仍不失为一部折射整

个中国司法改革进程的时代剧，一部以案说

法全民普法的鲜活教材。

作为一部很好的普法剧，《底线》并未向

壁虚构，而是直接取材于社会现实的真实案

件。虽说有的案件作了些添枝加叶，如“帮你

拉跳车身亡案”，对男主角加了些有罪的“虚

构”，导致现实中的人物提出异议，总体而言

众多案件都有“原型”可寻，不少案件曾引发

过轰动效应，上过“热搜”。之所以仍然“鲜

活”，皆因观众经历了从立案、调查、调解、法

庭辩论、合议以及判决等一波三折的诉讼全

过程。

这一系列的司法程序，不独让受众亲眼

目睹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程序

正义保障主体正义和公正的司法实践，更兼

审判官的情感代入和心理路程，使每一个案

子都血肉丰满，充满了正义感和同理心，让观

众在鉴赏演员出色表演的同时，也得到了正

义的陶冶和审美的愉悦。

焦灼的法庭上，嫌疑人雷星宇因母亲受

讨债人羞辱而杀人，但其行为是否构成“正

当 防 卫 ”，合 议 庭 审 判 员 进 行 了 激 烈 辩 论 。

一审死刑判决后，这种辩论随投射到社会。

二审则从法理、事实、情感等多方面论证并

予以改判，堪称司法独立审判，对人伦人本

的本然观照。

一审法官宋羽霏在 33 岁生日的一个意外

中，突然醒悟：“我犯了一个错误，刑法不仅保

护被害人，也应当保护被告人——我之前以

严苛的标准去评价雷星宇的行为，这对他公

平吗？”这种内心的独白，除了法律情怀的自

觉，实际上也是对司法公平正义的初心使然。

诚如最高院叶怀远（由刘钧饰演）法官所

说，法律不是让人死，而是让人活。杀母案的

匡天束（由曹磊饰演），哀莫大于心死。然而

无论中院、高院还是负责死刑复审的最高法

每个审办的法官，都对其作出了千方百计的

道德救赎。这一案例除了让观众越发敬畏法

律，敬畏生命，也让人对匡母诛心式的母爱和

家教充满了警戒。以血的教训，诠释什么才

是真正的母爱。

网 络 主 播 因 过 劳 猝 死 案 、“奶 茶 店 加 盟

案”等案例故事，则告诉人们如何维护自身利

益和职场权益,不仅令人在观剧中接受了劳动

法、合同法的普法教育，亦让被告方从此学会

尊重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呵护劳动个体的生

命安全。最终，法院认定主播与平台双方劳

动关系成立，公司需承担工伤赔偿责任。因

为“人不是机器，人有极限，可当公司的制度

设计完全趋向于利益最大化方向时，将是对

人和人性的扼杀”。法官的工作既有难度、深

度，更有温度，由此得以完美体现。

方远，可以说是《底线》剧中法官集体形

象的集中代表。剧初被人行贿、剧中被行贿

人刺伤、剧末升任副院长，特别是为创新司法

诉源治理，不惜婆婆妈妈，苦口婆心，甘做“方

婶”，颇具喜剧化的表演，集中塑造了忠于法

律，坚守初心，公正不阿，铁面无私新时代法

官的精神风貌。

虽 然《底 线》主 角 们 各 自 都 充 满 人 格 魅

力 ，如 叶 芯 初 入 职 场 时 不 谙 世 事 到 日 渐 成

熟，周亦安面对挫败时想要放弃最后选择坚

守，“老大姐”王秀芬极力诠释“调解是对当

事人最大保护”的基本理念，更可贵的是他

们串联起一个充满温暖且正能量满溢的团

体，互助、共赢，在挫折中进步，在欢笑中成

长，共同守护好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

线——底线。

不得不说，让司法有力量、有是非、有温

度；让群众有温暖、有遵循、有保障的法律启

蒙剧委实不多见，诚愿有更多《底线》类的司

法剧不断涌现。因为艺术的传播力，也是普

法的传播力，二者都是硬道理。

以案普法的鲜活教材多多益善
——观电视剧《底线》有感

·影视赏析·

北淝河水即将汇入淮河之际，一座古老的村庄让它流连，河水围着村庄绕了
半圈，成就一个难得一见的“皖北水乡”——蚌埠市淮上区吴小街镇八大集村。古
村水乡、老街风貌和民俗文化，为八大集村发展休闲旅游产业提供了自然资源和
人文支撑。

“皖北水乡”八大集村美景。

■ 本报通讯员 李茂峰 文/图

近年来，八大集村依托古村水乡特

色，农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一幅村美民

富的美丽画卷徐徐打开。

古村水韵，诉说悠悠历史

走进蚌埠市淮上区吴小街镇八大集

村，浓郁的农家气息扑面而来。

进村不久，一条古朴的老街便呈现在

眼前。老街宽约 3 米，两侧排列着皖北农

村传统民居。老街的尽头，是日夜奔流的

北淝河。在河边择菜的黄明岗老人说，原

先正对老街处有一座桥，后因河水泛滥无

法通行，村民又在桥上架一座木桥，取名

“桥上桥”。虽然“桥上桥”已成传说，但岸

边的一块石碑却道出了“桥上桥”的沧桑。

“对面是驸马墓。”顺着老人手指的方

向，只见河对岸不远处，有一森林覆盖的土

丘。黄明岗介绍说，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

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朱元璋的战船即将

被陈友谅追上之际，来自八大集村、长相酷

似朱元璋的韩成挺身而出，换上朱元璋的

战袍，大喝一声跳入水中。朱元璋夺取天

下后，将女儿嫁韩成之子，并官封韩成为

“高阳侯”。八大集的故事还有很多，为了

将八大集的故事继续讲述下去，黄明岗多

方寻访，并将故事整理成一本小册子。“不

为记录历史，唯愿记住乡愁”。

沿河前行，但见芦苇护坡、荻花瑟瑟，

一些不知名的水鸟在面水嬉戏。绕行中

发现，八大集村三面环水，村子的东南角

有一个广场，广场旁水榭亭台。若在夏秋

时节，站在小广场上，一阵阵荷香扑鼻而

至，还能看到“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盛景。

八大集村党支部书记朱玉五说，八大集村

周围有多处这样的荷塘，夏季的池塘景色

最美，赏荷采莲已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田园风光 勾起浓浓乡愁

莲藕收获季节，笔者在八大集村千亩

莲藕基地看到，几位村民正在忙碌地采挖

莲 藕 。 莲 藕 基 地 四 周 是 一 望 无 际 的 稻

田。朱玉五介绍，八大集村水资源丰富，

种植水稻得天独厚，但现在种的水稻与以

往不同，一方面发展生态种植，另一方面

将稻田景观化。《八大集村产业振兴规划》

描绘出一幅更加美丽的图景：春季看油菜

花海，夏季观荷采莲，秋季赏菊花看稻画，

冬季采鲜果弄雪景……

路边，一大片农田围着低矮的木栅栏，

几位村民正在焊接一个长约百米的拱形框

架。“这是正在建设中的城市共享菜园，拱

形框架供瓜果植物攀爬，建成后既为景观，

孩子们也可以在棚架下嬉戏游玩。”

“城市菜园”是八大集村发展休闲农

业的创意之作，菜园占地 200 亩，田埂自

然分割，城里人可以远离喧嚣，节假日可

以带着家人在这里体会农耕之趣，孩子们

在这里以大自然为教室，以农作物为教

材，认识农业，培养对大地的情怀。

“旁边是占地 400 亩的苗圃和果园，

在这里可以亲手采摘鲜果，可以玩丛林穿

越，可以开篝火晚会，还可以举办草坪婚

礼。”说起八大集村田园休闲产业的美好

未来，朱玉五的眼里写满期待。

以文化人 文明之风蔚然

从蚌埠市区驱车沿解放路北行 7 分

钟，可见路东有一扇徽派建筑马头墙式墙

壁，这里便是八大集村村口。

“皖北水乡，劳模故里”标牌引人遐

思。吴小街镇副镇长崔秋月介绍，八大集

村民风淳朴，古有“韩成救主”的传说，今

有国家治淮劳模范甘彩华、中国好人郁蓬

山等先进人物的故事。奉献精神的传承

滋润，使八大集村成为吴小街镇乡村文明

建设示范村。

八大集村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观，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基础上，加

强村庄风貌引导，保护乡村原生态环境，

弘扬乡土文化、挖掘乡村记忆，确保乡村

文明传承和发展。近两年来，村庄内增建

了村民活动广场、建设了月湖公园、卫生

公厕，实施了排水管网、村道硬化、架设路

灯等项目，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大幅提升，

实现了“开门即花园，全域风景”的发展目

标。全村累计拆除违章建筑 8 处，治理残

墙断壁 5 处，清理污水沟 1390 米，铺设污

水排放管网 1580 米，投资 2000 多万元铺

设沥青和水泥路面 2018 米。户户开通自

来水，180户村民用上天燃气。

在治理环境的同时，八大集村大力倡

导民俗新风。发挥“党建+乡贤”作用，健

全村规民约，实施三务公开，推行民主决

策，挖掘地域特色资源和乡风民俗，凸显

乡土味道，培育乡情乡愁，形成融洽邻里

关系，推动民风向真向善向美。开展“传

承好家风家训家规”活动，涌现了一批“先

锋党员”“孝亲敬老好媳妇”“致富能手”

“最美家庭”等系列先进典型。

跨界融合 促进产业升级

“八大集村现有 4 个村民小组，580 户

1800 余人。”蚌埠市淮上区吴小街镇党委

书记李小飞介绍，因地势低洼，过去的八

大集村水塘和沟渠污泥满池，臭气熏天，

有限的耕地，主要种植小麦、水稻等传统

农作物，村民收入低，集体经济薄弱。

为了改变八大集村落后面貌，镇党委

配强配优村支部领导班子，提出“乡村振

兴，产业先行”工作思路，根据八大集村资

源禀赋进行整体规划，创新“公司+村委

会+家庭农场”经营模式，打造了千亩莲

藕、绿色苗木、高端采摘、田园康养、休闲

旅游等多元化产业，实现了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村集体经济三年三大步跨越式

发展，从 2019 年的 2.6 万元，到 2020 年的

6.79万元，再到 2021 年的 43.47万元。

根据“淝水养生地、多彩大八集”整体

规划，重点推进“高端康养、休闲旅游、都市

菜园”3 个主体业态，倾力打造皖北知名的

乡村康养胜境、休闲观光特色小镇、都市菜

园体验采摘乐趣的城郊型农业。目前，投

资 1350 万元启动建设了田园康养一期项

目；投资 1550万元，建设了集观赏、采摘体

验、观光休闲为一体的生态林业体验区；村

委会与武汉瑞润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合作建

设了 1100亩莲藕基地基地，观赏莲采摘项

目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目前占地 200 亩的都市菜园项目、占地 60

亩的四季采摘项目正在建设中。

安徽财经大学产业经济学教授唐敏

分析，古村水乡、老街风貌和民俗文化，为

八大集村发展休闲旅游产业提供了自然

资源和人文支撑，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

的交通条件，更为八大集发力近郊农业

“锦上添花”，创新经营模式，挖掘休闲旅

游背后的乡村文明、提升绿色生态农业高

品质、高附加值，为城市做好三产服务，配

套发展乡村休闲旅游的做法，可以成为城

郊乡村农旅融合、产业升级的借鉴。

题图：“皖北水乡”八大集村美景。

八大集村的美丽景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