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 版

文化徽州
2024年 11月 27日 星期三 www.huangshannews.cn

别开生面的用心用情之作
——《宏村夏荷》读后感

近日，一口气读完中国作协、中国
剧协“双”会员——余治淮所著《宏村夏
荷》（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 2024年
7月第 1 版），可说是畅快恣意，直呼过
瘾！翻开厚厚的两大本（分别为文学
卷、戏剧卷），扑面而来的不只是一缕淡
淡的书香，还有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
的责任担当，更有了做一个有使命感的
文化传承人的家国情怀。

一
俗话说：“知人论世”，看书读文章

又何尝不是？只有了解作者生平、思
想、创作风格，才能更深入地去把握他
的作品意蕴。

作为一位黟籍学人、历史学者，我自
然关注家乡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尤其是为其提供强有力学理支撑和智力
保障的黟县文化学者们，这当中被誉为

“徽州文化的守望者”——余治淮最值得
我敬重，也最引起我的持续关注。

且不说由于父亲早逝，他十五岁便
辍学谋生，自学成才，奋发图强，用热爱
与努力去书写一个个励志故事；也不说
成 名 很 早 ，我 在 黟 县 中 学 读 高 中 的
1982 年，他创作的黄梅戏《幽兰吐芳》
就参加了全省现代戏赴京汇报演出团
在京演出，并选定为中共十二大指定汇
报演出节目；还不说他学养深厚，举止
儒雅，谈吐风趣，“君子”之风浩荡；更不
说近些年来，我和他结为文友，不时讨
教问题，切磋学问，受益良多；就以他的
历史文化研究和戏剧创作来说，不仅心
系桑梓，情牵故里，深耕不辍，“为伊消
得人憔悴”，还能淡泊名利、甘坐“冷板

凳”，“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砥砺前行，
这实属难得不易；而印象最为深刻的是
他向来秉持学有所用、知行合一原则，
注意从历史与现实结合上考虑问题，述
学立论，建言献策，有效推动研究成果
转化为“政策生产力”，尤其是以地域文
化“之魂”，赋旅游发展“之能”，把锦绣
华章写在了徽州大地上。

余治淮的成名很早，特别是《母老
虎上轿》，1986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
摄成戏曲故事片，一时好评如潮，反响
热烈。此后，他又陆续创作出《陶行知》
《民警周克武》《远去的差距》《有凤来
黟》《凤鸣宏村》等大型黄梅戏，《黄山之
子》《凤舞黟山》等广播剧，以及新编历
史剧《齐姜公主》，并多次荣获安徽省委
宣传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奖”。就
在他怀揣梦想，从文学出发，戏剧创作
风生水起之时，却在治学路上发生了根
本性转型，即致力于本土优秀传统文化
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

据我所知，余治淮潜心学问几十年
来，以斐然可观的成就助推着徽州文化
向前发展，著有《徽州楹联格言精选》
《徽商智慧与情怀》《徽商精神文化研
究》等，他无疑是本土徽学研究者当中
的杰出代表之一。更值得称道的是，为
助力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成功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黟县被列为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以及打造“世界文化遗产地、
国家生态示范区、中国旅游强县”等名
片，他长期致力于诗人笔下的“世外桃
源、画里乡村”，画家纸上的水墨徽州、
烟雨江南——黟县桃源文化研究，先后

出版发行了《桃花源里人家》《世界文化
遗产之旅——黟县西递、宏村》，主编
《宏村——世界文化遗产之路》《底气》
等，还写有《礼仪黟县》《黟县女人的歌
哭艺术》《令人心动的黟县古城之静》
《〈桃花源记〉与黟县》《印象黟县》《黟县
“都江堰”》《历久弥新说黟县》《嘿多好
呀》《余干臣与黟县红茶》等系列文章。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无疑是推进桃源
文化挖掘和利用、赋能全域旅游发展

“号脉开方”的探索者、先行者和引领
者，如创作的《凤鸣宏村》，取材于 600
年前黟县宏村古水系“总设计师”胡重
的丰富人生，给当下中国画里乡村——
宏村那烟火气平添了诱人的传奇色彩。

二
众所周知，立言是“三不朽”之一，

与立德、立功并列，强调通过著书立说
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使其能够流
传久远。《宏村夏荷》就是由一篇篇文章
和一个个剧本结集而成，其中还有游记
与随笔、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民间故事
及楹联创作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
记录着余治淮的治学历程，也是他沥尽
心血的结晶。通览全书，虽说还不能算
作是一部纯学术著作，但也是质朴笃
实，胜义纷呈，可说是亮点多多，除了浓
郁的乡土情结之外，举其要者有四：

一是经世致用的写作旨趣。素有
“桃花源”美称的黟县，是徽州之源、徽商
故里、徽州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和优秀传承
地之一，在徽州“一府六县”空间格局中占
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宏村夏荷》无论是
文学卷还是戏剧卷，也不管是鸿篇巨制还
是偶得小文，无不着眼于现实关怀，回望
历史深处，如《善因较真更为美》《要好儿
孙必读书》《劝君耕时莫忘读》《读书同时
做人》《无言之教》等，字里行间能真切感
受到余治淮在深入探究新时代徽州文化
如何更好地传下去、活起来、走出去，尤为
注重的是如何激活历史文化资源，擦亮
桃源文化标识，用优秀传统文化赋能黟
县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二是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
智慧。常言道“文史不分家”，说的是在
做学问时，既要有“文”的头脑，也有

“史”的思维，要把两者通过融会贯通的
方式结合起来。《历史的回眸》收录文章
多达 30 篇，如余治淮写诗仙李白，写

“培筠园”主人汪勃和他的曾孙汪纲，写

汪氏家族名人，都能从纷繁的历史烟云
中拎出来、写活了、说对了，言之有据，
新意迭出，这就鲜有人能如此做到；又
如写黟县非遗石雕、凤舞、米塑、歌哭等
艺术，写永济桥、西武岭、梓路古寺修建
或重建，写宏村南湖书院、人才培养，写
西递徽商、牌楼、胡氏族训，无不是运用
历史思维，把问题放在特定背景之下，
以求解决当下问题的方案更有头绪、更
加厚实，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三是融开阔的学术视野和铸古今
的学术气魄于一体。以往研究者往往
就黟县说黟县，少有人将它与徽州文化
融为一体进行探索，余治淮则另辟蹊
径，将宏阔的视野和精深的挖掘相结
合，把桃源文化与徽州文化打并一处，在
较长时段中进行考察，如他的大戏、小戏
和小品，大都置于徽州思想文化史的宏
大背景下进行创作；又如《明清徽州男人
的性格探索》一文，从“感恩与回报”“内
敛与俭朴”“交友慎与江湖淡”三个方面，
揭示徽州男人“在官场上很难伸展，但在
商场上却如鱼得水”的一己之见；还有他
对西递、宏村用力最勤，所取得的原创性
成果也最多，在深情回顾西递、宏村申遗
与保护艰难历程中，得出了“申遗不易，
传承道远”的精辟结论。

四是重视“以人系事”“人因事显”的
历史叙述。明星代言与名人效应，是塑
造文化旅游品牌魅力的不二法则。余治
淮在“名人与黟县”中收录文章15篇，力
求时间上古今融通，空间上中外关照，如
有古代的“假如李白见到了许宣平”“大
学问家俞正燮”“不想当官的黄士陵”等
人的轶事，也有当代黄镇将军、中国原子
弹之父——钱三强、著名画家张仃等人
的题字，还有文艺名家乔羽、阎肃、陈凯
歌、周里京、高强、于丹、王潮歌等人的轶
闻，以及法国著名导演雅克·贝汉先生、
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与黟县的不解之
缘，而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要把黟县的

“世遗”品牌打出去，让遗产“热”起来，旅
游“火”起来，促成“遗产+旅游”的双向奔
赴，这不仅是他深厚学养的体现，也与其
深厚的家乡情感相得益彰。

此外，《宏村夏荷》文风朴实无华，
叙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语言准确、凝
练，富有文采，这是余治淮渊博的学术
修养和稳重的人格修养的反映，这已为
大家熟知，不再赘述。

“荠菜先开花，婢妾先开口。”赵图
远见到洪文翰那副得意扬扬的模样，用
家乡话恶狠狠地嚷道，站起身，拂袖而
去，他那个精细的儿子，也赶紧起身，匆
匆离席。洪文翰他们好像什么话都没
有听到，依然乐哈哈地看着戏。

“狗肉不上台盘，只恨我有眼无
珠。好意请他们来看戏，反成了托鬼问
病。”赵图远他们一出观戏楼，洪文翰忍
不住也骂了几句。

台下的人还在争看江啸天一手导
演的新戏《思凡》。千娇百媚的演员们
一上台，台下一片欢呼，她们好像不是
来看戏，而是来参加选美。演员们先用
昆腔唱着，唱着唱着又变成了木梆子、
罗罗、弋阳、二簧腔，无腔不备。

“戏妖来了……”台下人在惊呼。
戏中的花鼓妇出台，千姿百态，歌声凄
婉，台下男人如痴如醉。戏中的男角，
亦京亦秦的腔调，让台下的贵妇们一
改往日的矜持，纷纷向台上抛香巾、鲜
花。

洪文翰独自端坐在观戏楼上认真
地看戏，心想着，这样一个高颜值、高
水平的戏班，进京献戏应是水到渠成
了。

“洪先生，戏怎么样？我应该没有
辜负你的期望吧。据说，巡抚要派几大
徽班进京演戏，我们这个戏班决不会输
给其他几个戏班吧。”江啸天信心满满，
说起话的语气还是淡淡的轻柔，他站在
洪文翰身旁自豪地说着。

“你不想进京去?京都我熟悉，那里
可是另外一个世界呀。”洪文翰试探地
问道。

“你们时刻都想着进京面圣，我却
无心进京赶考，还是回徽州老家吧！”江
啸天一心想着徽州老家，一个布包袱早
已背在身上了。

“洪先生，我要走了，你可否多赠我
几件冬衣?”江啸天笑呵呵地说道。

“春天都来了，还要冬衣何用?”洪
文翰一脸茫然，心想，有才的人都是怪
怪的。

“都说冬天来了，春天不远了；春天
到了，还有冬天般寒冷的倒春寒天气
呢，要防患于未然呀。”江啸天说着这句
莫名其妙的话，令洪文翰心生一阵寒
意。

“好吧，你如此固执，我也不留你
了。你路过梅溪，去一趟浮生园，代我
向家人报个平安吧。”

“这个你放心，我到梅溪，自会去浮
生园替你问候你家人。”江啸天边走边
说着，他又回过头来，望着洪文翰说道：

“演戏务必精益求精，但春怡班太优秀
难免遭人嫉恨，你看看扬州那些徽籍的
查姓人，恨不能吃了你，他家在京城里，
有一个比你岳丈王侍郎还大的官呢，说
不定他们也会吞并春怡班，你还是小心
为妙。”

江啸天说完，便和洪文翰揖礼告
别，出门乘船，沿着新安江又回万山众
壑的山村去了。洪文翰抬头望着江啸
天渐行渐远的背影，嘴里咕噜着:“他今
天怎么了?说起话来古里古怪。”

第十三章
江啸天刚走上风雨廊桥，见不远处

的南街热闹非凡，便向行人打听，有人
告诉他，梅溪人正在搞品莲赛事。

品莲赛在南街上举行，这场赛事由
典当商孙吟可家出资筹办，虽然这事让
洪家程家等大户所不齿，但比赛那天，
梅溪空前地热闹。

品莲，其实就是观赏女人的小脚，
南街上越女轩、梦春楼、十里香那些女
人倒是很乐意的，干脆坐在各店门口临
时搭建的高台之上，将鞋袜脱掉，露出
双足，任那些登徒子和公子哥们把玩、
品鉴。以脚小而软、净白而饱满、无疤
痕有香气者为优异，夺冠者授“莲中花
魁”。夺冠者还要乘坐一种多人抬的特
制大床，将双足托起，游街展示，许多有
钱的乡绅纷纷向床上抛丢金银，这些东
西全归花魁所有。但这赛事，无论什么
女子，那张脸都是用红绸布紧紧地包裹
着的，谁也看不到那女子的脸蛋。

（未完待续）

花 窗
【连载】

□ 洪振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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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

纪念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90周年（三）

先遣队星火燃遍皖南

1934 年 12 月 18 日，方志敏率领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到皖南苏区柯村
休整。三天时间里，方志敏为先遣队
撤离后皖南地区的斗争作了安排，布
置皖南苏区转为游击区，派第十九师
政委聂洪钧担任皖南特委书记，派随
军干部团李步新在泾县、太平一带开
展工作，留下先遣队红十军团的侦察
营在皖南坚持斗争，后侦察营与宁春
生率领的皖南红军游击大队合编组建
皖南红军独立团，原侦察营营长熊刚
任团长，太平中心县委书记刘毓标任
政委。方志敏在柯村留下“紧握欃枪，
任他风暴”的手迹，极大地鼓舞了皖南
红军指战员的斗争。

鄣公山游击根据地
1934 年 12 月下旬先遣队离开柯

村苏区不久，皖南红军独立团和地方游
击队在皖南特委的领导下，同敌人进行
了顽强的抗争，保护了数百名重伤员的
转移。但在紧要关头，皖南特委突然消
失了。此时，宁春生、刘毓标等研究决
定，由宁春生和原红十军团侦察营张政
委带一个营在皖南继续坚持斗争，熊
刚、刘毓标率领一个营前往赣东北找省
委。1935年 4月间，熊、刘在德兴广田
山见到了闽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关英要
他们返回皖南，独立开展游击战争，于

是，他们精编了部队，补充了枪支弹药，
带领 100多人回到皖南。熊刚、刘毓标
率部回皖南时，途经婺源、浮梁、祁门、
休宁四县交界的鄣公山、莒君山、石屋
坑等地，见此处地形险要，山大林密，群
众基础好，并有红军的影响，决定就在
这一带坚持游击活动。不久，熊、刘又
找到了在皖南坚持斗争的张政委，那时
他与宁春生已失去联系，皖南苏区的中
心区域柯村已成一片焦土。柯村不能
立足，于是部队即回师鄣公山，开展该
地区的工作，发展党员。在鄣公山、石
屋坑、莒君山三地建立了党支部和农民
团、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并将组织逐步
发展到鄣公山附近的白山、洪源、里广
山、里庄、上大连、下大连等地，开辟了
鄣公山游击根据地。
泾（县）旌（德）宁（国）宣（城）游击根据地

1934 年 12 月 16 日，红军北上抗
日先遣队到达太平县新丰，红十军团
干部李步新根据方志敏的指示，留在
太平、泾县一带开展工作。12 月，洪
维恭带领短枪队来到泾县东北乡戴阳
村。1935 年 1 月，青阳县游击队领导
人老柯（又名吴介唐）、王晓南和王岐
山（先遣队十九师的团长。红军主力
转移时，率一个排掩护，被敌截断失去
联系，后到青阳找到老柯）带一个排部
队和游击队共七八十人到了戴阳村，
与洪维恭、李步新会合，决定成立泾旌
宁宣中心县委，洪维恭为书记，李步新
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王晓南为宣传
部长，储希文为秘书长。中心县委成
立以后，李步新、王岐山率领游击队行
动，攻打了宣城县溪口镇、白果树国民
党乡公所，并乘胜进军宁国县桃花园、
太子殿、施村至大王山，后转至旌德县
杨壁、泾县涌溪一带活动。

由于连续作战取胜，我军不仅增
强了力量而且扩大了政治影响。1935
年 4 月间，部队已扩大到 100 多人，中
心县委决定在四县边区开辟游击根据
地。部队分为三个中队，王岐山带一
三两个中队在泾县、宣城一带活动，王

晓南带领二中队（以青阳游击队为基
础）在宁国板桥一带活动。

1935 年 春 ，徐 世 良 等 人 叛 变 投
敌，破坏了泾县、太平一部分党组织，
并带领敌人“清剿”，仅上漕、新丰、大
坑、张北、戴阳等村被杀的干部、群众
达 390 多人。七八月间，洪维恭、王岐
山先后牺牲，中心县委由王晓南代理
书记，部队继续坚持斗争。10 月，中
心县委改由李步新任书记，王晓南为
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储希文为秘书长
兼宣传部长。他们领导开展游击战
争，有力地打击徐世良的“清剿”队，缴
获了一批枪支。

这时，泾旌宁宣游击根据地的范
围扩大到包括泾县、旌德、宣城、宁国
4县边区，纵横 100余里。由于根据地
扩大，群众斗争情绪高涨，三个游击中
队发展到 200多人。

开（化）婺（源）休（宁）游击根据地
开婺休相接壤的地带，山高林密，

有着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
的天然条件。1935 年 1 月，红军北上

抗日先遣队留下一连人，在开化的何
田、齐溪和休宁的龙头一带开展游击
活动。1935 年春，被敌打散的先遣队
某侦察排长宋泉清带了数十名战士，在
开化的里岸、中村、何田等地及婺休边
界活动。当时德兴县小河特区委书记
赵礼生（又名曹立森）也常活动于开化
的苏庄、齐溪、长虹乡一带。为统一领
导，1935年 5月中旬，赵礼生在开化库
坑召开会议，成立开婺休中心县委，下
属七个中心区委。赵礼生为中心县委
书记，邱金炳（又名邱老金）为常委兼红
军游击队负责人。赵礼生、邱老金等带
领武装，并在开婺一带发展了党的组
织，截至 1936 年 3 月，共发展党支部
107个，党员 470人，团员 100余名。还
建立了一支秘密游击队共 24人，17支
枪，政委张振洪，队长余金高。

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军民鱼水情
深的场景在皖南大地反复上演。如祁
门县的汪振丰（又名土佬），夜以继日，
出生入死，为红军当向导，送情报、掩
护、医治伤员，为红军筹款、贮藏粮食
2 万余斤，以及油盐、药品等物资，保
管各种枪支 300 余支，同红军一起坚
持到胜利。又如石屋坑的共产党员和
广大群众抛头颅、洒热血，乃至牺牲全
家也在所不辞。休婺中心区委秘书、
共产党员张志流的儿子张仲云、张仲
宏参加红军后相继牺牲。正是人民群
众和红军一道并肩战斗，才筑成了一
道道摧不垮的铜墙铁壁，从而取得了
革命最终的胜利。

瑞雪兆丰年。心里最熟悉的莫过
于从小就烂熟于心的话。“凝瑞”的题额，
让人顿生欣悦。“瑞”，在传统的看法里，就
是“祥瑞”，又称“福瑞”，指吉祥的征兆。
汉·王充《论衡·指瑞》：“王者受富贵之命，
故其动出见吉祥异物，见则谓之瑞。”

查资料可知，《韵会》说：祥瑞也。
天以人君有德符，将锡之以历年，锡之
以五福，先出此，以与之为信也。《春秋·
左传杜序》说：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
也。《唐书·百官志》说：礼部郎中员外郎
掌图书祥瑞，景星庆云为大瑞，其名物
六十四。白猿赤兔为上瑞，其名物二十
八。苍鸟赤雁为中瑞，其名物三十有
二。嘉禾芝草木连理为下瑞，其名物十
二。可见“瑞”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是理
想生活的向往。

仔细观察，会发现，这块镶嵌在墙
壁上的青石，对着大门的方向，也正是
东方。日出东方，阳光灿烂。往往出现
非一般的景象，如出现彩云，风调雨顺，
禾生双穗，地出甘泉，奇禽异兽出现；等
等。“瑞”是被儒学认为是表达天意的、
对人有益的自然现象。象征着好的兆
头，有安康、幸福、美好等意思。《尚书·
舜典》：“（舜）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
群牧，班瑞于群后。”

何为“凝瑞”？刘向《新序杂事二》：
成王任周召而海内大治，越裳重译，祥
瑞并降。这可是吉祥的征兆。“凝瑞”，
即为凝结祥瑞之气，瑞气常聚。“凝”，
《说文》水坚也。本作冰。从水从仌。
《徐曰》俗作凝。今文从俗。《易·坤卦》
履霜坚冰，阴始凝也。

据资料记载山陕会馆有一副春联，

正好说了这样的故事：
上联：仰帝乡嵯峨之巅岭，应西来

秦川之甘霖，居高而远承氤氲茂陵，闻
《秋风辞》曰：英武不忘泾渭客。

下联：眺故里晋原之孤峰，纳东临
魏睢之紫光，临下则近托汾阴灵气，听

《唐柴文》云：祥瑞更怜羁游人。
横批：凝祥聚瑞
尽管此联说的是晋商和秦商，但是

走在古徽州的村落，这样的题额也常
见，也是很讲究的。一则讲究朝向，面
向日出东方，太阳最先照进家中的庭
院，一扫阴晦，从而神清气爽，迎接新的
一天到来；二则也是对自己，乃至家人
的祝愿。每天出门带着吉祥出发，好运
当头。更何况徽州人多外出经商，浪迹
江湖，求着家和万事兴。

北宋诗人晏殊的《辛春日词·东宫
阁》可以为证：

鲛冰千片解华池，神水香醪满爵户。
旭日九门凝瑞露，东厢朝拜奉宸慈。

如今当然是看不见昔日繁华盛景
的庭院了，但还是可以窥见主人当日的
心思。赚得再多的钱财，也不如自己身
心愉悦。宋代的诗人张元干在《满庭
芳》里也有如此描述：花蕊香浓气暖，凝
瑞露，满酌金钟。龙光近，星飞驿马，宣
入嗣王封。

重义轻利，诚实守信。徽商“以儒
术饰贾事”，讲究财自道生，利缘义取。
有着如此的定性，方可在商海竞争中拔
得头筹。如今，站在这匾额的下面，不
免为先人的智慧点赞。古徽州的村落
里隐藏着如此精深的文化，愿瑞气始终
盘旋在自己的门楣上，心情不一般啊。

【文化掌故】

匾额用词：凝瑞
□ 吴卫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