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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北：灵动的历史文化遗存

放眼皖北大地，件件历史文化遗

存，宛如一颗颗闪亮的珍珠，穿越数

千年的历史长河，串起一串串文明。

管仲、老子、庄子、曹操、华佗、嵇康，

这些来自皖北的著名历史名人曾为

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

如今，迈入现代化建设大道的皖

北大地仍不断闪烁着先人智慧的光

芒。

记者 何曙光 李尚辉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4000年历史

古相城淮北，处处充满着文化的灵气。春

秋古城墙、汉代画像石、隋唐古运河、相山

古庙等文化遗迹，传递着久远的历史文化；

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等，展示着一段段让

人铭刻的历史；刘开渠纪念馆，展示了一代

雕塑宗师的无穷魅力。

事实上，近年来，淮北市坚持“文化

滋养城市”的理念，以独特而深厚的文化

传统，打造一道道精品文化。据当地政

府的一位负责人介绍，目前该市已经先

后投资4亿多元发展文化。如今，散落在

各处的“农家书屋”、乡镇综合文化站、农

民体育健身工程，日益成为新农村建设

中崭新的亮点。

值得一提的是，为立足本地风土人

情，全力展现百姓诉求，淮北市实现了电视

剧创建的历史性突破。该市先后与央视联

合摄制了《独立寒秋》、《父亲》、《大哥》、《大

姐》、《美丽的村庄》、《大嫂》等多部影视剧，

一鼓作气收获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金

鹰奖”、“飞天奖”，形成了独特的“淮北影视

文化现象”。在街道、社区，深厚的文化积

淀与淮北市民对文化本身的追求相互辉

映。民间花会踩街、健身操舞比赛、社区文

艺汇演、少儿文艺调演、歌曲戏曲汇演等活

动频频出彩。

风光秀丽的珠城蚌埠市人文景观、名

胜古迹众多，也曾创造出璀璨的古代文明，

最早可以追溯到7300年前的双墩文化。

据蚌埠市博物馆徐研究员介绍，双墩

新石器遗址共出土了607件陶器刻画符号，

仅就已知的内容看，涉及到双墩人的衣食

住行以及天文历法、宗教信仰等，几乎涵盖

了生产、生活、精神方面的全部内容，堪称

原始社会的“档案馆”。不仅如此，位于怀

远县的涂山，是4A级风景区，相传曾是当

年大禹治水时会诸侯之地。而与涂山隔河

相望的荆山，则是春秋时和氏璧发现之

地。在蚌埠市固镇境内，还有一处楚汉相

争鏖战之处——垓下古战场，留下了霸王

城、韩信点将台、虞姬墓等遗迹。这里不仅

因古霸王别姬而出名，还因其是春秋战国

的古城而引起中国考古界的震惊，曾被评

为2009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如今，蚌埠市围绕“淮河风光”做文章，

打造凤台县峡山峡、怀远县荆山峡、五河县

浮山峡的淮河“新三峡”。在市区，经过多年

建设，蚌埠市还将市区内有珠园、南山公园 、

张公山公园打造成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大气磅礴的淮河文化广场，拥有亚洲最长的

音乐喷泉，成为新珠城的一大亮点。

为了打好文化牌，蚌埠市还成立了“文

化创意产业协会”。下一步将整合文化创意

资源，集聚文化创意人才，推动和促进该市文

化创意产业进一步发展，他们还立志将蚌埠

建成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文化产业基地。

亳州地区，有老子、庄子、曹操、华佗

等历史文化名人，可谓文化底蕴深厚，旅游

资源丰富。近年来，亳州市不断加大投入，

整合资源，加快文化旅游产业的复兴。

涡阳县是老子故里，道德之乡，是道家

文化的发祥地，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众多

与史料记载相符的文物及遗址的出土，为老

子故里在涡阳提供了确认。涡阳天静宫(又

称老子庙、太清宫)为道教祖庭，中华李氏之

根。从1991年至2006年由香港谭兆先生发

起捐资近3000万元修复重建了老子庙一期

与二期工程(已于2007年5月竣工)。已建成

老君殿、三清殿等13项工程。天静宫配套景

观东岳庙，修葺一新，并修复九龙井亭一座，

建成两庑道之源老子纪念馆。

蒙城是庄子的故乡，庄子祠始建于宋

代，并有苏轼作《庄子祠记》碑记。后庄子

祠被黄泛冲毁，明代重建，清代多次修缮。

1995年6月，蒙城县在宋代庄子祠旧址第三

次重建庄子祠，聘请中国科学院著名古建

筑专家张驭寰做总体设计，总占地面积52

亩，总建筑面积1086平方米，此设计规划超

出历史上各代建造的庄子祠规模。

位于亳州城的文化旅游景点更是数

不胜数，有花戏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

庵、陈抟庙等景点。走在亳州的大街上，时

刻可以感受到一种浓浓的文化氛围，几乎

每走几步就能看到一处古迹。

搞好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是几届亳

州市委市政府及全市人民的共同愿望。亳

州市委市政府通过加大政府引导和扶持力

度，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促进文化旅

游产业发展。

阜阳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界首陶

瓷、颍上花鼓、阜南淮河琴书等等。值得

一提的是，被誉为“中国民间艺术（杂技）

之乡”的临泉县，近年来杂技艺术发展迅

速，而今，两万余名杂技艺人长年巡演于

全国各地，年收入达3亿元以上。杂技艺

人闯市场，在传承、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

技艺，给人民群众带来文化精品享受的同

时，还增加了艺人的收入，带动了当地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

走进临泉县杂技专业村庞营乡耿庄

村，一幢幢多层小洋楼漂亮惹眼。拥有四

个杂技团的团长王小建说，“我们致富，靠

的就是表演杂技的传统。”据悉，临泉县每

年杂技演出创收逾3亿元，占据全省民营艺

术表演的半壁江山，成为临泉县一张靓丽

的文化名片，临泉杂技被列入文化部和安

徽省重点扶持的区域文化品牌。在该县的

庞营乡耿庄村、张营乡马楼村、迎仙镇小李

庄、韦寨镇韦小庄等杂技专业村里，一家一

小队、几家一大团，分赴全国各地演出，人

均年收入超过8000元。

由于政府把杂技作为一门艺术加

以关怀、扶持，使杂技从“江湖把戏”发

展成为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形式。2008

年，临泉县获“国家级民间杂技之乡”

称号。

淮北淮北 文化滋养城市

蚌埠蚌埠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亳州亳州 全力打造文化旅游产业

阜阳阜阳 杂技艺术成为靓丽名片

宿州宿州
马戏“耍”出四亿市场

从明末清初一路走来的宿州埇桥

马戏，久负盛名。埇桥区2868平方公

里的土地上，就“诞生”了大大小小300

多个马戏团体，每年创收近4个亿，占

据了全国马戏市场2/3的江山，创下了

中国的“马戏神话”。上世纪 70 年代

末，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实行，埇

桥区广大的农村艺人重新拾起祖传的

马戏技艺。从海南岛到黑龙江，从东海

之滨到天山脚下，处处都有埇桥马戏的

身影。马戏，已经成为埇桥农民致富的

有效途径。

在永安镇的大许村，一个村就有

马戏团30多家，其中有3家经常在韩国

演出。现在，埇桥区北部已经形成了蒿

沟、桃沟、灰古、永安、苗庵等地的马戏

产业集群。

马戏为何能有如此魅力？埇桥区

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张永恒告诉记者：

“和戏曲艺术不同，马戏没有地域、文

化、语言的限制，而且老少皆宜，在城市

化日益扩张的今天，马戏给了城里人一

个亲近自然与动物的机会。”

2006年9月27日，中国文联、中国

杂技家协会正式授予埇桥区“中国马戏

之乡”的称号。2007年底文化部公布的

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

荐项目名单的公告中，“埇桥马戏”榜上

有名。

涡阳老子庙

亳州花戏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