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特约记者 袁开建 通讯员
李羽 王晓荣）“在我们裴马村长眠着一
位英勇的革命烈士陈兴泰。他17岁就参
加了新四军，在大大小小的战斗中，他身
上负伤20多处，打仗时总是冲锋在前，被
当时的中共溱潼县委表彰武工队‘神兵
大队长’。1948年2月13日在羊庄遭遇战
中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25岁。我们新时
代的年轻干部要学习革命先烈敢打敢拼
的精神，用敢为善为的担当为‘再造一个
新戴南’而努力奋斗！”3月24日，戴南镇
红色故事宣讲大赛现场，裴马村社保专

干纪小岚的演讲
激情洋溢。这是戴
南镇党委开展践
行“干部敢为、地
方敢闯、企业敢
干、群众敢首创”
主题教育活动的
一个剪影。

戴南镇党委
副书记刘林说，镇
党委开展这项活
动是出于三个目
的，一是要从红色

故事中追寻理想信念，二是要从红色故
事中赓续红色基因，三是要从红色故事
中汲取奋进力量。“再造一个新戴南”是
一项艰巨的使命任务，需要所有党员干
部信念坚定、矢志不移、持之以恒，按照

“四敢”重大要求，找准自己岗位担当，把
握工作努力方向，把谱写新戴南更加出
彩的绚丽篇章变成自觉的岗位行动，奋
力凝聚起奋发有为的磅礴力量。

管家村团支部书记范甜甜的外公范
福堂是一位老党员、复员军人，参加过血
战兴化城战斗，还加入到“百万雄师过大

江”的行列。他在部队多次立功受奖，回
到家乡后却把军功章藏起来，当一名机
工组长。直至三年前去世时，家里人清理
遗物时才发现他的“秘密”。“我一定要向
外公学习，忠诚党的事业，努力学习和工
作，不辜负党和人民群众的信任，敢于担
当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范甜
甜如是说。

葛尤村妇联主席、计生专干顾晓芳
讲述了出生在本村的革命烈士顾德崇的
故事。在一次战斗中，他用用仅有的两支
枪和一把大刀长矛抵抗住伪军二十几人
的偷袭。顾晓芳说，我要以革命烈士为榜
样，把火热的青春献给这个火红的年代，
挥泪继承先烈志，誓将遗愿化宏图。

顾冯村妇联主席、计生专干周小慧
则讲述了英雄团长严昌荣的故事。周小
慧说，我们要传承革命先烈大无畏的英
勇精神，敢于攻坚克难，把党和人民的事
业不断推向前进。

16位参加演讲的年轻干部，用他们
精彩的故事诠释了一个真理：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时，表达了他们提振

“四敢”精气神，建功火红新时代的信心
和决心。

兴化新闻微信
《兴化日报》
数字报手机版

3月28日，水上森林公园推出“水上芭蕾”独竹漂表演，让游

客大饱眼福。 赵海洋 杨桂宏 摄“水上芭蕾”亮相兴化

兴化市科学技术协会
兴化市融媒体中心

宣

今 日 科 普
春天踏青虽好，可别乱带铲子，不仅破坏植被，还可能导致食物中毒。大多数人都是在公园、农

田、山坡、树林、马路边等地方挖野菜，这些地方的野菜及其生长环境没有经过检测，生活垃圾、路
过的汽车尾气、工厂排放的废水废气等都可能会污染土壤和野菜本身，进而导致野菜中有害物质
超标，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危害身体健康。 （来源：科普中国） 2023年4月4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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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带挖的野菜，酒到底能不能吃？

本报讯（通讯员 杨峻峰） 3月21
日，兴化三新供电服务公司安监部朱
广满、陈德春和钓鱼供电所运采人员
吴小兵一起来到南旺村3#综合变对总
漏电保护器进行抽查试跳。这是该公
司开展春季总漏电保护器专项检查的
一个侧影。

3月初，该公司就组织安监部和
戴南、钓鱼等9个区域服务中心供电
所运采人员开展“检查总保助力春
耕”活动，深入到各乡镇（街道）对
综合变、农用专变台区总漏电保护器
的安装、投运、灵敏率进行全面检查
试跳，力保“三率”达100%，为春耕
用电安全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此次专项检查中，该公司要求相
关人员重点对全市综合变、农用专变
台区总漏电保护器的安装、投运、动
作灵敏等进行全面检查试跳并做好记
录，对检查中发现的超定值、拒动等
情况的总漏电保护器及时进行更换。
同时，检查人员还积极向客户宣传安
全用电和电力保护知识，讲解电力保
护法律、法规等。

专项检查活动的开展，加强了对
总漏电保护器的能控、在控、可控管
理，确保了电力线路、设备春季安全
可靠运行，为迎峰度夏期间的安全可
靠供电打下了坚实基础。

市三新供电公司
检查“总保护”安全

近期，我市蟹农抓住有利时节及

时清理蟹塘养殖环境，准备投放蟹

苗。图为，中堡镇蟹农正在蟹塘内清

理多余的水草。

梅立成 摄

“红色”宣讲提振“四敢”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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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集”在一起的情景有很多，老

百姓的休闲游玩、聚餐娱乐是“集”，老辈

人平时和过年赶的也是“集”，只是，那些

都称不上“雅集”。那么，要“雅”到什么程

度的“集”才算呢？

雅集又称雅会，泛指文人雅士吟咏

诗文、议论学问的集会。这些集会有的在

园林庙堂，有的在山野村舍；有的锦衣玉

食、丝竹盈耳，有的傍水依山、疏笋清脍。

前者或规划严谨或相对隐秘，需要邀请

函或者“VIP”；后者或遇农人樵客，或耽

陌上桃花，走走停停，程序随意许多。

但无论哪种，围绕在文人周边的衍

生之物以及营造风雅的种种物什，如古

琴、香炉、花器、茶盏等陈设，似乎在每一

场记录在册的著名雅集里都必不可少。

此外，集会地点的空气里最好还要弥漫

着些花草香、竹子香、香炉香。到场的文

雅人或端着酒，或品着茶；或拨着阮、或

调着琴；或题着壁、或赏着石；或问着典、

或说着经；或作着画、或写着诗。

再有，为了营造雅之氛围，文人雅士

还会穿上相应的服冠：北宋的赵佶会在

调琴时打扮成雅衣素士；米芾也会穿上

唐衣样式在西园雅集中挽袖题诗；清代

的八大山人会给自己裹件明代的朱袍游

山玩水；乾隆还会效仿名士的穿着让画

师给自己画很多像。

发展到当下，我们也会把一场中小

型书画诗酒茶展览称之为雅集。不过，无

论时代如何变迁，雅集之所以“雅”，其核

心都是“当事人”的风神气韵。

我们为什么爱雅集

相比“蓄谋已久”，中国式审美更推

崇妙手偶得或者不期而遇。也因此在文

艺创作中尤其注重“信手拈来，都成

妙谛”的境界。休闲状态下的人往往

随心散怀，甚至得意忘形。雅集或可

视为艺术创作的催化剂。甚至雅集

之后，因兴味未了所追述的佳作，

也有不少得以流传。比如，王羲之

在会稽山阴的《兰亭集序》，其实是

一次无意之举；而王勃写下《滕王

阁序》，也是在一次雅集中的恣情

挥就。

雅集有时用来做局。这些局目

的不同：有些是集文成册、品鉴雅

赏，有些却是“醉翁之意”。比如，魏

晋有个何平叔，面白貌美，曹丕不

信他本来就很美，使了个法子，在

大夏天请他吃热汤饼，想看他出汗

擦脸后是真白还是敷了粉。

雅集也是抱团取暖的慰藉方

式。白居易的九老会有点类似意

思。白居易与禅学渊源很深，早在

九江庐山时，他就和出家人走得很

近，僧人如满是白居易的衣钵传

人。晚年得了风痹之疾的白居易，

与洛阳香山寺的关系更是紧密。在

九老会中，白居易和这帮比自己还

大的老者谈天作诗。他还施舍家

财，开凿龙门八节滩，与大家一起

做些志趣相投的事。

雅集还可能是一场人生悟道的哲思

仪式。公元1360年中秋节，昆山人顾瑛叫

来朋友，在他提前为自己建造好的墓地，

举办了一场惊世骇俗的雅集。雅集当天

有一项重点环节——顾瑛站在墓前，向

大家做了一次公开讲话。讲话的核心意

思是：人生难免一死，与其等自己死后故

旧哭祭于坟前，不如生前与友人痛饮赋

诗于此。在这场雅集中，至少顾瑛参透了

生死。

雅集的“天花板”是场模仿秀

参加雅集就是去吃吃喝喝、观舞听

曲吗？当然不是。

从邺下雅集里的建安七子开始，雅

集就有个保留性项目——吟诗作赋出文

章。曹丕所谓“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

耳热，仰而赋诗”，正是如此。这也就难煞

了一些不善文辞的集会者。其中，参加金

谷游宴的贾谧，文才就很稀松，无奈之下

他只好找人代写。即使是文采出众者，能

随手拈来的毕竟是少数。像贾岛那类“两
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主儿，不免要

冥思苦想许久。

提到雅集界的天花板，大伙儿可能

会想到兰亭雅集。其实，兰亭雅集是王羲

之对石崇金谷游宴的一次相似度很高的

模仿。

公元296年，西晋巨富石崇在自己的

豪华别墅洛阳金谷园中，邀集当朝的达

官政要、名人雅士30人宴饮。宴会后出了

一本《金谷诗》集，大家推荐主人石崇为

诗集作序，即《金谷诗序》。

这次雅集轰动一时，金谷游宴后的

第58个年头，王羲之举办了他的兰亭雅

集——虽不及金谷游宴豪华，但其程序

设置几乎一样。在雅集办完后，得知人们

把《兰亭集序》和《金谷诗序》并列，认为

自己和石崇可以相当的时候，王羲之的

内心很是高兴。这段故事收录在《世说新

语·企羡》里。

虽然是一场“模仿秀”，但王羲之的

兰亭雅集之所以后浪胜前浪，与王羲之

的文采、书法及思想高度有关。后人认

为，在这场雅集中，王羲之表达了自己咏

叹暮春、乐天知命的哲思之美。而事实

上，历史上的永和九年，是王羲之内心十

分悲楚的一年。以王羲之为代表的魏晋

南朝士族所创造出来的艺术，正视并传

达作为一个“人”本身，或喜、或悲、或伤、

或离的情绪之美——古今人心中那篇优

雅的《兰亭集序》，恰恰是这份真诚散发

出来的余韵。

雅集的快乐还得是遇到了对的人

雅集或流传于诗文，或衍生出绘画。

王羲之的文雅之宴被后世多次以绘画的

形式呈现出来。继兰亭雅集之后，李白的

桃李园、白居易的九老会、苏轼的西园雅

集等，也常被作为绘画主题。此外，竹林

七贤、杜甫的饮中八仙等著名的文人群

体也经常被绘成画作。

但其实，这些百代过客的烟景之约，

多数都在绘画中被加入美化滤镜。如五

代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画面本身并

不能直观呈现暗藏在其中的爱恨情仇及

隐隐杀机；西园雅集等本身也非李公麟

画的那样。有时候，绘画中加入了许多艺

术演绎，后人仰慕竹林七子，画家便给这

7个人排排坐，画在一个场景里。而其实，

他们从未聚到一起过。

很多雅集“无所谓门户之章程，而以

道义相契结”，更像个无组织的组织。玉

山雅集就是如此。除道义之外，相同的兴

趣也很重要，严羽说盛唐诗人唯在兴趣。

不仅如此，兴趣还得遇对了人。这些在同

赴雅集的人身上也可通用——因为遇对

了人，竹林七贤互相欣赏；嵇康与吕安惺

惺相惜；王羲之见到谢安无话不谈；谢灵

运遇到谢惠连，佳句连连……

相反，若没有兴味或志趣不投，在主

办方眼中余味无穷的雅集，有的人就只

想溜。白居易有一首名为《和韦庶子远坊

赴宴未夜先归之作兼呈裴员外》的记事

诗，其中“……无妨按辔行乘月，何必逃

杯走似云……到时常晚归时早，笑乐三

分校一分”等句，就将他迟到早退、半中

间逃跑的情形刻画得惟妙惟肖。

《世说新语·言语》中记载了王羲之

与谢安的一段对话，大意是，谢安对王羲

之说，中年以来，很容易感到哀伤，跟亲

友别离后，经常数日都难受。王羲之说，

年纪大了以后自然就会这样，只能依靠

音乐陶冶性情消愁解闷。可还担心被儿

辈发觉，影响愉悦的心情。

这个场景、这种感觉，很像现在的小

区活动场所，中老年人坐在一起敞开心

扉谈情感、又怕年轻人听到羞煞自己

——但这是他们之间可以相视一笑、

心照不宣的秘密。

太阳下没有新鲜事，但这并不影

响我们在短短的百年人世，遇到兴味

相通的人，一起做相通兴味的事。

（中青网）

当代兰亭雅集。

西园雅集图局部。

那些雅集：不够美好，也足够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