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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它不仅能丰富城市的内涵，而且能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作为淮南土生土长的文化，《淮南子》、豆腐、花鼓灯、推剧、少儿艺术等承载的文化信息极其丰

富，真切地反映了淮河流域的风土人情方方面面的状况，受到了淮河流域广大群众的欢迎。毫不

夸张地说，它们，如同一颗颗璀璨明珠，打造出了淮南一张张夺目的文化名片。

文化名片 城市灵魂

淮南的文化，绕不开刘安。

公元前164年，当汉文帝把原来的淮南国

一分为三，封给兄弟三人时，不会想到以长子

身份袭封为淮南王的刘安，日后会发明中华美

食——豆腐，更想不到在刘安的手上，一本以

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会贯通

而成、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

《淮南子》的问世。

刘安，不是个普通的皇家人。从小，那些

男孩子喜欢的骑马、打猎被他所摒弃，读书、学

艺、弹琴，才是刘安的爱好。尤其是，他居然热

衷于道家黄老之术。有个故事就很能说明他

的才情：汉武帝曾专门召这位皇叔来长安撰写

《离骚传》，清晨下达了诏令，刘安中午就把《离

骚传》给写好了，汉武帝看过后连声称赞。

安徽《淮南子》研究会副会长张子贺说：

“当才华横溢的刘安来到封地时，自然会让它

成为名士荟萃的文化中心。一时间，他的爱贤

若渴、礼贤下士的名声甚至传到了当时的首都

长安，而闻名前来投奔的门客最多时达到数千

人。”

而苏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伍被、毛

被、晋昌等八位高人更是成为刘安的座上宾，

后史称为“八公”。

那段时间，如果经过淮南王府，会或多或

少地听到“八公”与刘安正高谈讲学、炼丹之

事，而且还经常与他进行为政、治学以及做人

的讨论。闲暇之余，大家还在八公山吟诗作

赋，形成了文学史上的“淮南小山”文学集体。

刘安博学多才。他的爱好，分布在科学、

文学、哲学、音乐等众多领域中。因而，他的门

客，无不是儒、释、道及各家俊士。久而久之，

在刘安的集结之下，各人合力写成了传世之作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

细数下来，《淮南子》有《内篇》21篇、《外

篇》33篇、《道训》2篇，20余万字。又著诗歌

《淮南王赋》82篇、《群臣赋》44篇、《淮南歌诗》

4篇、《淮南杂星子》19卷、《淮南万毕术》。

这些篇章里，内容包罗万象。政治学、哲

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物理、化学、天

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学养生、神话传说等，无

一不及。然而这部涉及范围十分广泛的文化

巨著，留传下来的只有《内篇》21篇，也就是现

在我们看到的《淮南子》。

而外书的失散，这与后来王室倾轧淮南王

叛乱被诛，书被禁毁可能有关。

《淮南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刘安则被

公认为是名副其实的“主编”，他既作了学说上

的修订，也作了文体上的修订，但初稿中的个

人风格全部保留。我们不知道，《淮南子》的哪

一篇是他亲自撰写的文章，可书的字里行间，

无不充斥他的个人思想。

每个人读《淮南子》，它既能帮你理解儒学

文化，也能帮你理解后来所谓诸子百家的各种

观点由来。这是那个时代的“百科全书”。如

果想从其书中引出只言片语，来证明它是道家

学说，也可照样引他其中的只言片语来证明它

也是儒家、法家、墨家、名家，农家、医家、阴阳

家。

所以，说它是对中华文化进行全面透视的

一本书，不为过。

至今，《淮南子》中的思想仍值得借鉴和践

行：它提倡尊重自然、顺应社会规律，强调民为

国本、国为君本、反对苛政、爱民恤民的民本思

想，灌输“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的修身养性理念，还有贯穿于全书的借古讽

今、扬清激浊的批判精神……

淮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徐

启超说：“《淮南子》是淮南人的骄傲。但凡

稍有文化的中国人，没有未接触过它的。因

为很多人在学校期间学习的‘得心应手’、

‘雪中送炭’、‘塞翁失马’、‘掩耳盗铃’等等

成语都出自此书中。而‘嫦娥奔月’、‘女娲

补天’等一些神话故事也同样出自《淮南

子》。甚至于连 UFO（不明飞行物），2000

多年前就在书上有所记载。不识字的农夫，

也会按照它所记录整理的二十四节气来安

排农事。”

淮南子：对中华文化进行全面透视

南宋大理学家朱熹，作有八首素食诗，其

中一首写道：“种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腐。

早知淮南术，安坐获泉布。”这是现存文

献中最早提到豆腐为“淮南术”的。

刘安在八公山炼丹时，偶尔将石膏

点入丹母液（即豆浆）之中，经化学变

化成了豆腐。豆腐从此问世。

豆腐被发明之后，技术逐渐扩散外

延，世人因此学会了制作豆腐之术，并

代代相传。

时至今日，用豆腐烹制的豆腐菜肴，

都是人间美味佳肴。民众喜爱豆腐，称用

豆腐烹制的菜肴为“国菜”。 而八公山豆腐，质

密细白，既嫩且韧，色味俱佳，以清、净、香、雅

著称，四季可食。

春季吃豆腐，健脑明目，使人生机勃勃，有

“常吃豆腐不求医”之说。

夏季吃豆腐，清凉解表，对消化不良、饮食

不振有特殊功效。古人云：“美食含情。”

秋季吃豆腐，和胃益气，增强体质，有“宁

丢累世宅，不忘吃豆腐”的说法。

冬季吃豆腐，宽肠降浊，补身健体，俗语

曰：“冬天进补，春天打虎。”

淮南是豆腐的发源地，故豆腐名菜更多，

而且每道豆腐菜名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演

绎至今，豆腐不仅仅是一种美食，而且是一种

超越了饮食本身概念的传统文化，其内涵极为

丰富。

以豆腐为题材的散文，以宋代文学家杨

万里《诚斋集》中《豆卢子柔传——豆腐》为最

早，其次是元代虞集的《豆腐三德颂》，颂扬了

豆腐的食用和医用的作用。在我国古典小说

名著《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

史》和鲁迅小说《故乡》，传统戏剧《双推磨》，

现代古装京剧《豆腐女》以及电影《白毛女》和

《芙蓉镇》等作品中，都有对豆腐的描写或是

以豆腐为内容的作品。仅以《儒林外史》和

《红楼梦》两本巨著中涉及豆腐的描写就不下

数十处。

豆腐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

分，为更好地弘扬，淮南将每年的9月15日淮

南王刘安诞辰日定为中国豆腐文化节。

豆腐：超越饮食概念的传统文化

看到它，你就会明白，这是一种比较完整的民

间艺术形式。它有歌有舞有戏剧：舞蹈动作刚健朴

实、欢快热烈、动作洒脱；音乐源自民歌，题材广泛，

节奏多变，或高昂激越或婉转纤柔。从宋代起，就

在淮南的凤台一带流传。

相传，它起源于夏代。在涂山脚下，大禹娶

了涂山氏的女儿——女娇为妻，新婚不久，大禹

便出征为天下人治水十三年，三次路过家门而不

入。女娇每天抱着儿子启站在山坡上向着远方

眺望。由于她望夫心切，精诚所至，化成了一块

巨石，后人称为“望夫石”、“启母石”。为了纪念

他们，人们盖起了禹王庙，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

赶庙会，打起锣鼓，跳起舞蹈，从此就有了它——

花鼓灯。

在淮南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姚尚书的眼里，

这个被誉为“东方芭蕾”的艺术，有四百多种语汇、

五十多种基本步伐，讲究男女角色配合，着意感情

描绘，动作细腻，扇花变化多样，乡土味十足。还被

列入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千百年走来，凤台花鼓灯走过不同寻常的

路。尤其是在民国时期，可谓历经曲折，跌宕

起伏。值得一提的是，民国 28 年秋，陈敬之、

宋廷香等艺人把花鼓灯“后场”及有关戏文加

以民间弦管伴奏，使群众更加喜爱，称其为“弦

子灯”。

民国29年至民国38年，花鼓灯歌舞逐渐被“弦

子灯”所替代。

1978年后，花鼓灯艺术逐渐恢复生机。直至

今天，凤台花鼓灯表演艺术已传播到日本等13个

亚洲国家以及法国等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

花鼓灯：乡土味的“东方芭蕾”

半个世纪前，闲暇之余最爱看花鼓灯表演的淮

南百姓们，惊喜地发现，有一个稀有的地方剧种逐

渐浮出水面。它，就是推剧。

推剧与花鼓灯并称为淮南艺术的姊妹花，说起

推剧由来，当然要谈到花鼓灯。

艺人在玩灯的过程中，不断加强灯舞后场小戏

的制作力度，使后场小戏越来越精彩，吸引观众，逐

渐成为凤台流派花鼓灯音乐唱腔，这就是雏形初现

时的推剧。

过去的推剧只是以花鼓灯的形式，在地摊上演

出，唱腔只有反复四句，十分单调，剧目虽然大多活

泼清新，充满生活情趣，但底子单薄，总共有四五十

出戏。

民国27年(1938 年)，日军入侵，凤台沦陷。盛

行一时的花鼓灯歌舞因战乱冷落下来。为谋生计，

艺人陈敬之、宋廷香等组班到霍邱玩灯。在此期

间，向戴张集艺人白玉山(艺名：白穗子)学会“清音”

调，并使用凤台方言演唱，强烈的地方色彩被称为

“一条线调”。

1951年8月，在皖北戏曲研究会上，根据“一条

线调”四句一反复(推来推去)的特点，给其定名为

“四句推子”。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专业剧团的建立，在出

席安徽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出期间才被

正式定为“推剧”。它的主要组成部分有三：表演

——花鼓灯，声腔——扬琴，再加上流行在淮北平

原的民间舞蹈。

推剧艺术来源于民间小调，与当地人民群众生活

习惯、民风民俗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主要内容反

映群众追求国泰民安、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歌颂民

风纯朴、爱情自由、家庭和睦、社会稳定美好的社会风

尚，展现沿淮地区人民的礼仪风情和勤劳勇敢的精神

风貌，具有显著的地方特征和浓郁的乡土气息。

推剧：仍活跃城乡的稀有剧种

这是一个在别的城市所没有的独特文化现象：

每年有2万名（或以上）少儿参加各类艺术活动和

培训。全市80%的小学、幼儿园配备舞蹈训练房、

音乐教室、美术教室或艺术活动室，开展少儿艺术

活动。市青少年宫每周参加艺术培训的少儿不少

于2000人（次）。全市社会力量兴办的少儿艺校和

培训班有130多处。全市有较高水准的少儿艺术

团6个。每年涌现400多个新创新排的舞蹈、合

唱、声乐器乐和戏曲节目及大量少儿美术书画作

品。

说起这些成绩，淮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

长孙献光很是自豪：“这是淮南少儿艺术的真实写

照！”

上世纪80年代，少儿艺术在淮南起步，现状是

当时在全省的地位处于中等偏下。而这时，淮南市

青少年宫的诞生，让少儿艺术从此在这个城市根繁

叶茂。

1989年创编的少儿舞蹈节目《大花场》、《快

乐波尔卡》，在全国一炮打响，首次获得两项全国

大奖。

10年时间，足以让一个艺术形式发生巨大的转

变，比如说以田家庵区为代表的少儿艺术节。在这

个时期，淮南市幼儿舞蹈节目连续三年在全省破格

荣获三届“特等奖”，并在全国和国际大赛上摘金夺

银。其间，涌现出田家庵区三幼、市直幼儿园等一

批名校名园，在全市形成一个“大兵团”作战的宏大

场面，成为淮南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

从1987年少儿花鼓灯舞蹈《抢板凳》首次走出

国门，赴土耳其参加“国际儿童艺术节”演出以来，

越来越多的少儿舞蹈节目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998年少儿舞蹈《对花》作为当年全国惟一一个少

儿舞蹈节目登上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大舞台;2003

年春节前夕，近百人的少儿艺术团赴京参加“全国

2003年少儿春节联欢晚会”演出，淮南少儿舞蹈节

目占据了整台晚会的半壁江山。

这只是取得骄人成绩的小部分，据不完全统

计，到目前，包括少儿舞蹈、音乐、器乐、美术等在内

的淮南少儿艺术节目在国际上参赛获得金奖的作

品有20多个；在国家级比赛中获奖的作品有100

多个，其中国家级一等奖50多个，二等奖80多个；

获得省级一等奖的节目也有200多个。

这些，都标志着淮南少儿舞蹈在文艺百花园里

的独树一帜。

2007年11月30日，由中国文联、全国妇联、安

徽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儿童中

心、淮南市人民政府承办的首届国际少儿艺术节正

式拉开大幕。自此，这场国际性盛会每两年举办一

次，至今已办了六届。

少儿艺术：遍地撒香的小荷风采

花鼓灯

少儿艺术成为淮南的文化名片

豆腐美食

“大地欢歌”社会文化展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