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祖国台湾海峡的那一端，有一群
和我们一样说着同样话语、流着相同血
液的人，无数个情感上的纽带有如千丝
万缕的血脉，将我们彼此相连、无法割
舍。里下河深处的千年古镇沙沟，就有
这样一个个因情因缘连接而成的“血
脉”。作为泰州市统一战线教育基地，
在统战桥梁越发坚实的今天，古镇的情
愫穿越时空、跨越海峡，一段段萦绕两
岸的人文佳话，向人们讲述着一个个情
与缘的故事。

外婆桥上思亲情，乡愁自有安放处

青 砖 桥
身、麻石石拱、
鱼形立柱，连
接新老镇区之
间 的“ 外 婆
桥”，既有古朴
端庄的敦厚，
又有清新典雅
的秀美。“外婆
桥”是古镇居
民 的 往 来 要
道，也是台湾
原“行政院院
长”郝柏村先
生思念之情的
寄托、回乡之
途的抵达。

郝柏村的
外婆家住沙沟
管家巷。童年
时代，郝柏村
曾多次随母亲
坐 船 到 外 婆
家，“摇啊摇，
摇到外婆桥”
的场景深深地
刻印在他的脑
海中。2011年4
月，93 岁高龄
的郝柏村携亲
属重走水路，
乘船由康乐桥
码头登岸，前
来 外 婆 老 宅

“探亲”。鲐背
之年再回“外
婆家”，老人触
景生情，兴致
所至，欣然在
沙沟亲题“外
婆桥”书法一
幅。

为提升统
战工作格局，
沙沟镇党委政
府结合乡愁文
化的打造,在原
康乐桥处修建
了“外婆桥”。

“醉美花红夹岸桃，含烟绿柳外婆桥”。建
成后的“外婆桥”即以“鱼浪涌金”的特色
景观，成为古镇的新八景之一和新的地
标。

人生的轨迹不管如何千姿百态，但
生命的起点总是亮着召唤回家的灯盏。

“外婆桥”何尝不是郝柏村先生思亲思
家的深情笔触？回归路上的深深印记？

梅花深处藏“暗香”，祖国统一寄笔端

古镇后大街老建筑赵家大房，青砖
黛瓦，飞檐翘角，长廊环绕，古朴中散
发着独特的气质与韵味，这里就是“蒋

义海艺术馆”。“义结万民无私则慧，海
纳百川有容乃大。”艺术馆大门外的这
副“藏头诗”对联，同样“藏”着一段

“同姓共爱梅”的故事。
这副对联是台湾蒋纬国先生亲自编

撰书写的。素未谋面的蒋先生又是如何
与蒋义海结下深深情缘的呢？

蒋义海是南京人，曾在沙沟执教多
年，他一直忘不了自己的第二故乡。蒋
义海多才多艺，爱梅如命，精于咏梅、
画梅、品梅，故有“蒋梅”之称。蒋义
海与蒋纬国先生结缘于1994年。那年，
蒋义海在南京友谊商店举办个人画展
时，一位台商观展后大为赞赏，于是请
他现场创作一幅梅花图，代为转交同样
爱梅的蒋纬国先生。蒋纬国先生收到梅
花图后，即回了一封感谢信，其中信的
第二段这样写道：“能得一爱梅同好又
属同宗实不可多得。”意思就是能得到
一位同样喜欢梅花的，又同样姓蒋的好
友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信的最后还写
道，“结合两岸爱梅人士加速促进祖国
之统一。”这也是此信的主旨。红梅传
情，书画会友，两人一直通过书信来
往，直到蒋纬国先生去世，这段以梅传
情的佳话才搁笔。

同文同源、同宗同根、同缘同愿，
正是这样一个个天下大同的“同心
圆”，让我们血脉相亲、心心相印的

“连心桥”连结得更加紧固、更加牢靠。

菩提树下诵“和音”，爱国爱教见赤心

千年古刹大士禅林香火袅袅，梵音
绵绵；菩提树下，信众们将“和平共
处、和谐共生”的道理惮悟得更加透
彻。

始建于元朝的大士禅林，庙内的菩
提树距今已有数百余年历史。抗战时
期，这棵菩提树曾被日军连根炸断，经
大士禅林第十代传人天成师太精心焐
培，菩提树竟神奇般地活了下来，目前
仍枝繁叶茂、年年结果。

1995年8月，时任台湾法华寺主持
的大士庵第十一代传人性海师太，怀着
爱国爱教的热忱之心，跨越海峡两岸，
从台湾远赴沙沟古镇，捐资40多万元重
建庵堂，在菩提树下顶礼膜拜、诵经念
佛。“建一坐佛堂，渡一世情缘。”复建
沙沟大士庵，保护古菩提树，成为大士
禅林的一大盛事、沙沟人的一段佳话。

菩提树下悟菩提，大士禅林敬大
师。菩提树年年生长，这段爱国爱教、
正信正行的佳话也在口口传诵，随香火
远行。

人世间，挡不住的是思念，化不开
的是情感，割不断的是血脉。古镇沙
沟，那桥，跨越千里连接情缘；那梅，
散发着缕缕“暗香”；那树，修成缘结
众生的正果。血浓于水、心手相连的天
然情感和民族认同，正是这一段段佳话
的生动注解与精彩述说……

兴化新奥燃气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收据七张，票据号为:XA0003484、

XA0003485、XA0003486、XA0003487、

XA0003488、XA0003489、XA0003490，

声明作废。

兴化新奥燃气有限公司遗失收据

一张，票据号为:XA0024090，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兴化市科学技术协会
兴化市融媒体中心

宣

今 日 科 普
适当吃水果对于保持机体健康、防衰老是有好处的。但如果水果吃得太多，会给人体带来

相当多的糖分，可能会让人老得更快。另外，如果只吃水果，其他食物吃得少，会缺乏蛋白质和
脂肪酸。这样往往不耐饿，进而进食更多,导致越吃越胖。 （来源：科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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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渐热，靠吃水果减肥可行吗？

本报讯（通讯员 唐友才 周干祥
全媒体记者 冯兆宽）“锣鼓喧天好排
场，金纱轿坐的我七品正堂，众衙役前
呼后拥都威武……”日前，兴东镇新联
会、文化站联合举办文艺下乡活动，吸
引了四邻八村的群众前来观赏。

当天的活动在淮剧票友李琴华的
演唱中拉开帷幕。票友顾文娟、沙玲、陆
长华、武辉等人相继献上了越剧《十八
相送》《观灯》、淮剧《王昭群》《打金枝》
以及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等精彩唱
段，获得了现场观众一次又一次的掌
声。市戏曲家协会会员孙翔是己故淮剧
表演艺术家戴建民的学生，今天他为大
家献上了淮剧《丁黄氏》中的“我的好嫂
嫂”一段，孙翔唱腔婉转抒情，让大家享
受到传统戏曲艺术的魅力，同时将活动
推向了高潮。

其间，大家还观看了反映兴东镇
普通劳动者的非凡业绩事迹展览。

注销公告
兴化市西郊镇慈善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321281MJ806733X9)决定申请注销登记，请相关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

日内，向本组织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翟林海，联系电话:15061066366。

兴化市西郊镇慈善会清算组
2023年5月9日

古镇沙沟：三段佳话讲述两岸情缘
□通讯员 兴统 姜洪义 全媒体记者 李祝海

兴东镇
文艺下乡
群众开怀

无有效证仍驾车上路
一男子被罚款并拘留

本报讯（通讯员侯峰钟 欣交轩
全媒体记者 冯兆宽）明知自己无有效
机动车驾驶证，却依然驾驶机动车上路
行驶，近日，我市一男子因此被公安机
关罚款1000元，同时被依法予以三日
行政拘留的处罚。

“近期，我们组织各执勤中队，对
全市因有相关违法行为、驾驶证被吊销
的人员进行清理，并通过技术手段，对
此类人员实施查处。”据市公安局交警
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大队城区三中
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垛田街道某村居
民李某在2021年因危险驾驶违法行
为，其驾驶证被公安机关车管部门依法
吊 销 ，而 今 年 4 月 间 仍 驾 驶 苏
MEP×××轿车上路被抓拍。4 月 14
日，李某被办案民警依法传唤，其当即
承认，明知自己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
仍驾驶机动车在兴化城区至垛田街道
之间上路行驶的违法事实。

李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已
构成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非营运
机动车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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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第七届江西省音乐“映山
红奖”声乐比赛暨第十四届中国音乐金
钟奖声乐比赛江西选拔赛开幕。该赛事
吸引了2000多名选手报名参赛。

江西省音乐“映山红奖”是江西省
文联和江西省音乐家协会主办的常设性
音乐专业奖项，迄今已成功举办六届，
其专业性、权威性得到业界广泛认可。

（光明网）

作为地方戏淮剧的最早发祥地之
一，我市近年来始终坚守传统地方戏
剧阵地，做好传统地方戏“淮剧”的
活态保护。

数年前，兴化市淮剧团向市委、
市政府及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提交请
示报告，分析总结当前传统淮剧存续
与保护现状，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下，传承、保护和振兴淮剧的
发展路径及对策，推动淮剧“活”起
来，传下去。

政策利好，淮剧保护成绩可喜

随着国家、省、市实施传统戏剧
项目振兴政策的落实，江苏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兴化淮剧得到了地
方政府部门的更多关注。

2018年4月，市委、市政府审时
度势，批准兴化市淮剧团成立兴化淮
剧演艺有限公司，并与扬州市文化艺
术学校联合办学，向全省招收、培养
一批“淮剧幼苗”，给传统淮剧注入
新鲜血液。在著名作曲家赵震芳、国
家级非遗传承人、江苏省淮剧团团长
陈明矿、省级非遗项目传承人国家一

级演员汤红英及著名演员陈金巧、柏
赞东、陈波、瞿久干等兴化老艺人的
教导下，出现了“严师出高徒”的良
好现象，特别是优秀学员杨承帅和姚
家莹主演的传统淮剧赵五娘 《书房
会》一折在舞台上传承了老师们的唱
腔甜美、吐字清晰的风格，表演俗中
有雅，栩栩如生，陈派等唱腔艺术达
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这些学员们登
台亮象后，受到南京、姜堰、高港、
海陵等市、区及兴化城乡广大观众的
一致好评。除此而外，我市借助重要
节庆及非遗展示演出活动，为传统地
方戏的保护传承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
础，扩大了“兴化淮剧”的社会影响
力。

打破壁垒，让淮剧市场活起来

当前，像淮剧这样的地方戏市
场，大多数是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
通过“送戏进社区”“进万村”等惠
民工程，丰富城乡广大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但是，观摩演出的观众中老年
群体占了绝大多数。

“市场运作、营销人才和推广理
念的缺乏，忽视地方戏淮剧项目观众
的培养，固有观众日趋老化、消亡，
新的年轻观众群没有形成，这就造成
传统淮剧买座率下降。”业内专家普
遍有些担忧。要想地方戏淮剧“活”
起来，就要不断培养观演习惯，使其
回归市场。

不少业内人土认为，地方戏淮剧
里的传统戏剧项目，无论是剧本题材
或舞台形式，都需要借助现代舞台艺
术的创新和延展，其剧目唱腔、程式
表演等更需要进行创新，寻找顺应时
代潮流，成为让大多数观众接受并理
解的艺术方式。

如今，淮剧这个土生土长的地方
戏，虽然已经从过去的田头、庙宇、
街头唱到了舞台、剧院，从苏北农村
唱到了江南的名城大埠，从“草台班
子”转换成专业剧团，但是回头看一
下观众，缺乏年轻的身影。

培养观众，让淮剧文化传下去

我国幼儿科学实验奠基人陈鹤琴
曾经说过，音乐是儿童生活中的灵
魂。儿童音乐教育要适应国情。要重
视民族传统音乐的学习，发展本国特
色及各省、市特色。传统淮剧和其它
戏曲一样，必须从“娃娃抓起”，在
各城乡中、小学开设传统戏曲课，印
制剧目教科书，开展淮剧艺术教学，
让广大中、小学生接触淮剧音乐教
育，不失为一条良好的路径。此项工
作必须做细、做实，才能使更多的青
少年喜爱淮剧，从而了解地方戏的内
涵。

传统戏曲的发展、成熟、壮大，
始终离不开广大观众的喜爱与支持。
富有本土特色的地方戏淮剧，它存在
于市井之中，就像一席全民享用的

“文化盛宴”，既是民间精神的一种释
放，也是地方文化发展的一种激活，
始终为繁荣地方文艺，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推进文化旅游发展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

兴化:让传统淮剧“活”起来

冯秦 篆刻
释文：金东门

□特约撰稿 孙荣庆

“五一”假期，素有“花鼓之乡”之
称的安徽省凤阳县，一台独具地方艺术
特色的凤阳花鼓专场文艺演出在明皇陵
景区的假日舞台上演。游客在快乐旅游
的同时，欣赏到中华民族传统非遗艺术
的独特魅力，

凤阳花鼓又称“花鼓”“打花鼓”
“花鼓小锣”“双条鼓”等，是一种集曲
艺和歌舞为一体的汉族民间表演艺术。
凤阳花鼓是根植于凤阳汉族民间的戏曲
艺术瑰宝，有凤阳“一绝”之美称。凤
阳花鼓于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项目；2007年，凤阳县又因
凤阳花鼓被中国曲协评定授牌为“中国
曲艺之乡”。 （光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