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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华

江 畔 城 市 铜 陵 ，号 称

“中国古铜都”，文化底蕴深

厚。一提到铜陵，人们都会

说这是座因铜而兴的城市，

铜 文 化 是 其 主 色 调 。 而 我

同时认为，这座典型的新型

工业城市，其境内大通镇的

文 化 底 蕴 使 铜 陵 与 长 江 文

化产生渊源。

据史料记载，春秋晚期

的 周 景 王 八 年（公 元 前 537
年），吴楚争霸所打的“鹊岸

之 战 ”就 发 生 在 大 通（当 时

称 鹊 头），这 是 大 通 第 一 次

见诸历史记载。

据 史 料 记 载 ，战 国 时

期，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先后

三次遭到流放，屈原第三次

流放陵阳九年期间，是经大

通 中 转 进 出 陵 阳 的 。 在 这

九年间，他经常到陵阳周边

的 大 通 游 学 、访 友 ，还 写 下

《哀 郢》等 名 作 。 在 他 自 沉

汨罗江后，大通人以龙舟竞

渡方式纪念他，这也是大通

兴盛龙文化、鹊江龙舟竞渡

非 常 有 名 并 一 直 传 承 至 今

的原因。

汉朝建立后，吴王刘濞

在 其 封 地“ 招 致 天 下 亡 命

者 ”，开 展“ 梅 根 冶 ”（今 铜

陵 大 通 与 池 州 梅 垅 相 连 地

带 ），冶 炼 兵 器 、铸 造 钱

币 。“ 七 王 之 乱 ”平 定 后 ，朝

廷 于 公 元 前 119 年 设 置 当

时 全 国 唯 一 的“ 铜 官 ”府

（今 铜 陵），府 衙 设 在“ 鹊 头

山 ”(今 铜 陵 五 松 镇 )，生 产

基 地 仍 在“ 梅 根 冶 ”，“ 攻 山

取 铜 铁 ，一 岁 功 十 万 人 以

上 ”。 唐 代 大 诗 人 李 白 所

写 的《秋 浦 歌》：“ 炉 火 照 天

地 ，红 星 乱 紫 烟 。 赧 郎 明

月 夜 ，歌 曲 动 寒 川 ”，就 是

反 映 汉 唐 时 期“ 梅 根 冶 ”的

场 景 ，足 见 其 冶 炼 规 模 与

影响之大。

三国时，铜陵属东吴，当

时名“春谷”，周瑜、鲁肃、徐

奉、丁泰等名将都曾担任过

春 谷 长 ，驻 守 大 通 ，操 练 水

军 ，与 北 魏 驻 守 庐 州（今 合

肥）的 张 辽 等 进 行 对 峙 、作

战。宋初池州举人樊若水在

大通羊山矶测量长江宽度、

水文并献“浮梁计”，帮助北

宋统一中国。

明代，大通名门望族——

佘家接连出 5 位进士 ，其中

佘毅中、佘敬中、佘合中三兄

弟连中进士。佘敬中之子佘

翘根据樊若水事迹创作经典

名剧《量江记》等，让其成为

著名的文学家。素有“礼佛

九华故道”之称的青通河，明

清时成为徽商三条重要经商

通道之一。

1900 年 ，唐 才 常 、秦 力

山领导的大通自立军起义，

在 大 通 打 响 辛 亥 革 命 第 一

枪。1901 年至 1910 年，在家

守 孝 制 的 清 廷 官 员 方 履 中

牵 头 联 络 房 秩 五 、潘 赞 化 、

陈 独 秀 、李 经 方 等 ，在 大 通

发 起 历 时 十 年 之 久 的 铜 官

山矿权交涉案，成为中国近

代 史 上 与 当 时 四 川 保 路 运

动齐名的重大历史事件，并

最 终 以 铜 陵 人 民 收 回 矿 权

而结束。

解 放 战 争 时 ，铜 陵 籍

英 雄 刘 四 姐 、赵 傍 根 在 羊

山 矶 演 绎 的《 渡 江 侦 察

记》，让 类 似《量 江 记》历 史

传 奇 于 近 千 年 后 在 这 里 再

度 上 演 ……

所有这些，让我时常思

考：是什么支撑着它在中华

民 族 的 历 史 进 程 中 始 终 具

有 生 生 不 息 的 动 力 ？ 这 里

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长江

及其支流发达的水运、矿业

和渔业等资源丰富，这里历

代人民具有不懈追求、顽强

拼 搏 、敢 为 人 先 、海 纳 百 川

的理念。回答好这一问题，

无 疑 会 增 添 今 天 的 铜 陵 发

展的信心与力量，更会让其

在 新 时 代 滚 滚 向 前 的 长 河

中，承前启后、云帆直挂、奋

勇远航。

回 答 上 述 问 题 似 乎 很

复 杂 。 其 实 ，我 们 可 将 上

述 问 题 答 案 浓 缩 为 属 于 长

江 文 化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的

“ 大 通 文 化 ”。 所 谓“ 大 通

文 化 ”，我 以 为 不 仅 是 盐 文

化 、水 文 化 、佛 文 化 ，还 应

包 括 和 谐 工 商 文 化 、青 铜

采 冶 文 化 、名 人 望 族 文 化 、

革 命 历 史 文 化 、市 井 民 俗

文 化 、江 岛 美 食 文 化 、徽 派

建筑文化等。

大 通“ 因 水 成 邑 ”，在

中 国 历 史 上 写 下 精 彩 华

章 ，可 以 说 没 有 水 就 没 有

大 通 ，没 有 后 来 的 铜 陵 ，因

此 说“ 铜 陵 的 历 史 底 蕴 在

大 通 ”名 副 其 实 。 今 天 ，我

们 通 过 发 掘 、整 理 大 通 史

料 发 现 ，水 对 大 通 存 在 的

主 体 意 义 十 分 巨 大 。 因 其

位 于 吴 头 楚 尾（长）江（青

通）河 交 处 ，这 里 因 此 成 为

历 代 兵 家 必 争 之 地 ；因 水

运 发 达 ，唐 时 成 为“ 水 驿 ”

和 九 华 山“ 头 天 门 ”；宋 时

成 为 杨 万 里 笔 下“ 大 通

镇 ”，成 为 大 通 以 镇 面 世 见

诸 诗 文 的 最 早 记 载 ；明 清

时 成 为 与 安 庆 、芜 湖 、蚌 埠

齐 名 的“ 安 徽 四 大 商 埠 ”之

一 ，是 清 末 民 国 时 繁 华 的

“ 小 上 海 ”和 辛 亥 革 命 时 的

主 战 场 。 同 样 因 水 ，这 里

为 人 们 当 初 发 掘 、采 冶

“ 铜 ”，以 及 捕 鱼 、经 商 、运

输 、盐 务 、屯 军 等 提 供 了 众

多 便 利 ，建 造 了 许 多 设 施 ，

发 明 了 许 多 工 具 ，获 得 了

许 多 生 产 技 术 技 能 ，形 成

了 独 特 的 道 德 观 念 和 风 俗

习 惯 。 今 天 我 们 还 能 看 到

历 代 遗 留 下 来 的 建 构 和 工

具 ，如 ：澜 溪 、和 悦 两 条 历

史 街 区 等 ，都 是“ 大 通 文

化 ”的 物 质 形 式 ；而 生 活 在

这 里 的 人 的 生 存 理 念 和 生

活 习 惯 所 表 现 出 的 勤 劳 、

勇 敢 、敢 为 人 先 、包 容 兼 蓄

等 美 德 ，在 舞 水 龙 灯 、划 龙

舟 、唱 傩 戏 、说 民 谣（如《十

舍 不 得》）等 有 所 体 现 ，则

是“ 大 通 文 化 ”传 承 下 来 的

精神产品。

铜、渔、盐成全了大通；

“大通文化”代代承传，造就

了硬汉般的铜陵人。如今，

这 代 代 因 袭 的“ 文 化 之 灯 ”

传到我们手上，就看我们怎

样 让 它 更 加 光 辉 灿 烂 。 我

认为现在刻不容缓要做的，

就是“发掘、保护、梳理、集

成 ”：发 现 并 保 护 好 现 存 大

通 各 业 历 史 文 化 现 场 ，发

掘、整理其生产生活过程中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性

发掘、梳理反映“老大通”人

的生存观念、生活习惯等并

集成于文字，让久远的优秀

文 化 引 领 今 天 的 铜 都 不 断

升华。

三千年的社会发展，塑

造了古之大通、今之铜陵的

文化人格。我们义不容辞的

责任当是寻觅“大通文化”传

承至今的种种遗存、种种体

现，总结、提炼出“凝聚市民

的意志，协力建设和发展城

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

城市精神，通过建设“国家长

江文化铜陵公园”作为载体，

让“大通文化”这盏明灯绽放

光彩！

江畔古镇

文脉生生不息

·非遗瑰宝生新辉·

宣纸，文房四宝之首，迄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宣纸制作技艺于 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22年底，《宣纸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通过省级

专家评审。宣纸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不断赋能“宣纸+”，玉版墨韵代代流淌，再生千变万化。

赋能“宣纸+”，墨韵生万变

▲ 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三丈三“超级宣纸”生产车间里，

44 名技艺精湛的捞纸工匠齐心协力共同抬起巨型竹帘。

本报记者 李 博 摄

◀ 古籍装帧。

本报记者 罗 鑫 摄

2022年底，《宣纸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通过省级专家评审。宣
纸制作的文化智慧之光继续晕染、服务现代生活——

■ 本报记者 罗 鑫

从“一株兰”到“一张纸”

非遗技艺齐荟萃

淅淅沥沥的春雨，打湿了泾县的

层 层 山 峦 ，好 似 笼 上 了 纱 。 3 月 下

旬，走入雨幕掩映下的丁家桥镇一

隅，悟草阁草本瓷青纸坊里，杨玉杰

正忙碌地穿梭在染缸前。只见他从

染缸里轻轻提起五张纸，纷纷晾在横

杆上，纸张略现天青色。

“据《本草纲目》《天工

开 物》等 记 载 ，兰 草

中 ，山 兰 等 几 种 可

用于染色。”杨玉

杰 告 诉 记 者 ，

“制作瓷青纸

100 多 道 工

序 ，是 在 原

纸 的 基 础

上 使 用 提

浸 法 ，反 复

浸染氧化 20
余 次 ，才 可

成色。”

“ 深 如 女

发 兰 膏 罢 ，明 似

山光夜月余。为染

溪藤三百个，待渠湔

拂 一 床 书 。”宋 代 书 法 家

黄庭坚《求范子默染鸦青纸》

一诗中如此写道，对瓷青纸的推崇喜

爱可见一斑。

瓷青纸又名绀青纸、青藤纸、鸦

青纸等，是用靛蓝染成，因色泽新鲜

时与宣德青花瓷相似而得名。表面

一般用泥金写字其上，或将金粉散于

胶水中写成金字，色彩明丽。

“瓷青纸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

有目共睹，却失传已久。从 2010 年

开始，我尝试复制该技艺，最难的就

是记载工艺流程的文献少，而且明清

时期瓷青纸是官方制造，民间没有流

传。”杨玉杰告诉记者，为了寻求突破

瓶颈，他翻阅了各类典籍寻找蛛丝马

迹，研究中医药相关知识点，同时学

习了相关专家的显微形态分析，在不

断试错中上下求索。

“ 人 间 正 道 是 沧 桑 ，负 重 也 须

前行。从年头到年尾，我都精心呵

护 染 缸 ，如 关 爱 自 家 老 人 ，不 停 尝

试 染 色 技 巧 ，不 敢 怠 慢 。”杨 玉 杰

说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2016 年 他 成

功复制了瓷青纸制作技艺，2018 年

“ 明 清 瓷 青 纸 复 制 工 艺 ”获 得 了 国

家发明专利。

“生产瓷青纸，最高峰也只能上

午、下午各五张，加上天气等原因，年

产量一两千张。”杨玉杰给记者算了

笔账，他说，“瓷青纸制作技艺成功申

报了县级非遗项目，一次性奖励 1万

元，传承人申报也正在走程序，对我

来说是莫大的鼓励。”

记者了解到，泾县在全省率先编

制发布非遗“十四五”发展规划，在全

市率先实施非遗扶持奖励办法、设立

“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开创了县级非

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新局面。去年 9月

29日，第六批宣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名录公布，泾县瓷刻制作技

艺 、宣

纸折扇制

作 技 艺 、泾

县 皮 纸 制 作

技艺、古籍装帧等

共 9个项目入选。

从“一张纸”到“一册书”

产业链条重延伸

“企业拥有的‘古籍装帧技艺’去

年入选了市级非遗，我们也很激动！”

安徽三希堂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陈光兰告诉记者。走进“三希

堂”线装文化园，徽派建筑古色古香，

整套《四库全书》线装复制版排满一

个独立展厅，让人心神震荡。翻开一

册扉页，“文渊阁宝”的红印格外醒

目。“我们将此书复制出来，希望大家

都能感受到巨著的魅力。”陈光兰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三希堂”线

装文化园是一家集传统手工宣纸生

产、传统手工线装书印制、宣纸彩印、

文化创意、文旅研学、艺术交流等为

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园区，具有从宣纸

体验到雕版文化体验、线装书装帧体

验等多项功能，是目前国内唯一以线

装文化为主题的文化园区。

生产车间里，记者见到了一台需

人工放置宣纸进行操作的印刷机。

陈光兰给记者解惑道：“这是 01 机，

中国最早的印刷机，还是半自动的。

我们线装书需要每页进行人工校对，

仍然使用这种老式机器。”

印刷只是最初的环节，理料、折

页、配页、齐栏、配函、穿纸钉等共计

十五道工序后，一本线装书才最终成

型。车间里二十余位女工分工明确，

各司其职。“别小看了小小的纸钉，也

是我们一根一根手工捻合的，这是工

人们的入门必修课。”陈光兰说着，拿

起一张纸片，轻轻卷起旋转，不一会

儿，“纸钉”就做好了。

“利用泾县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

条件和千年积淀的文化底蕴，我们深

入发掘国宝宣纸的魅力，开创了‘宣

纸+古籍装帧’‘国宝+国宝复制’的

新模式，不断延伸相关文化产品。”陈

光兰告诉记者，目前该公司形成了从

“宣纸产业”到“线装书加工产业”和

“文化创意产业”的三大核心业务。

除了推出原大影印文渊阁《四库

全书》，“三希堂”先后与海内外顶级

文博机构和出版机构合作，影印完成

了一大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项目，例

如推出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宋版

资治通鉴》《石头记古钞本汇编》等等

线装复制版，其中多个项目被列入国

家出版基金扶持项目、国家重点出版

项目。

古籍经典不断发掘面世，不仅使

久藏深宫人未识的国宝典籍重现天

日，而且开辟了泾县宣纸文化产业向

纵深发展的新路径，使“千年寿纸”这

一国宝魅力得到了进一步彰显。近

年来，“三希堂”加大自主知识产权保

护，自主编制了国标级“线装书装订

工艺行业标准”，自主研发的宣纸彩

印技术为国内领先。

从“一册书”到“一台剧”

文化服务再升级

满腔热血至诚至信，一曲悲歌无

怨无悔。“问苍天，谁来拍案起？问苍

天，谁亮龙泉剑？问苍天，谁招英魂

归故里？问苍天，自古英雄出少年，

谁擎华夏一片天？”3月 15日，在泾县

融媒体中心综合演播厅，皖南花鼓戏

《青檀魂》中人物曹青山振臂高呼，把

观众拉入了风雨飘摇的清朝末年，深

切感受到宣纸匠人的家国情怀。

作为一部以清末泾县小岭著名

宣纸大师曹青山为题材的历史剧，

《青檀魂》浓墨重彩地塑造了曹青山

出神入化的稀世绝技、孜孜以求的工

匠精神和心怀天下的忧国之思。该

戏紧扣“宣文化”主题，凸显两大国家

级“宝藏”——宣纸制作技艺和皖南

花鼓戏。宣纸传统制作技艺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皖南花鼓戏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记者了解到，该剧目从 2021 年

9 月开始打造，历经剧本编写打磨、

导 演 介 入 、作 曲 舞 美 进 入 、演 员 排

演等环节，直到去年 9 月，在宣城市

红 星 礼 堂 进 行 了 首 演 和 验 收 。“ 一

部 戏 打 造 出 来 ，投 入 了 那 么 多 精

力，观众的认可就是对我们最大的

鼓 励 。”泾 县 皖 南 花 鼓 戏 剧 院 有 限

公司负责人曹帮萍告诉记者，此部

戏 入 选 2022 年 安 徽 省 戏 剧 创 作 孵

化计划项目，参加安徽省优秀舞台

艺术作品展演。

谈起该剧创作的难点，曹帮萍

有感而发。“宣纸专业性的表达、人

物的塑造、服装造型的细节呈现，都

是 不 小 的 挑 战 。 就 说 宣 纸 制 作 技

艺，需要我们演员不断领悟匠人们

的动作要领，才能得其精髓。”曹帮

萍说，“在服化道方面，我们也是精

益求精。因为设定年代是清朝，为

了艺术效果，剧团男演员都剃了光

头，使形象更逼真。”

“春节以来，我们剧团到全国各

地演出 60余场。作为新创剧目，《青

檀魂》也是我们在传统剧目演出前重

点推介的剧目。”曹帮萍说，作为土生

土长的泾县人，她也致力于通过多方

合力打造和宣传精品剧目，唱好“宣

纸文化”，近期还会去泾县小岭纸厂

演出。

“熬得万般苦，捞出纸一张。宣

纸制作的过程千辛万苦，非遗技艺的

传承历经波折，产业链条的延伸渴求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的提升也力争尽

善尽美。宣纸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

立不断赋能‘宣纸+’，让宣纸文化区

域性保护成效显著。”泾县文化馆馆

长唐飞说。

7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