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代的记忆编织共同的文化乡愁

非遗名称：三河羽扇制作技艺

申报地点：肥西县

羽毛扇是合肥所辖肥西县水乡古镇三

河的传统手工艺品。据前秦王嘉《拾遗记》

记载，羽扇始于周昭王时，有盂夏取鹊翅为

扇之说，则羽毛扇已经有三千年的历史了。

羽毛扇有名还和诸葛亮有关。相传诸

葛亮小的时候放牛，结识了一位白胡子老

头，两人常在一块读书玩耍。老头行踪神

秘，引起了小诸葛的好奇。一日，他偷偷将

白石灰放入老头的竹拐杖里，老头走后，他

顺着白石灰印找到一棵大树下。原来老头

是一只金鸟（一说为老鹰）变的，正在树上

打盹呢！诸葛亮就在树下守候，忽然，金鸟

打了一个哈欠，从嘴里掉出一颗珠子，正好

落入诸葛亮口中，“扑哧”一下滑入肚中。

老头惊醒后，对诸葛亮说了实言：自称

是修炼了三千年的金鸟，全靠这颗珠子活

命。 珠子没有了，也活不长了。让诸葛亮

必须在八月十五来这里找到它的尸体，拔

下它的羽毛，编成扇子，日后有何难事，摇

摇扇子就有办法了。诸葛亮的扇子就这么

来的。

三河古镇自古就产有羽毛扇，多次在国

内外手工艺品博览会上获奖。现在制作的羽

毛扇更多是馈赠国内外嘉宾的特色礼品。

非遗名称：榔桥木梳制作技艺

申报地点：泾县

宣城市泾县的榔桥镇，离黄山不远，与

江村相邻。如今的榔桥已经成为全国颇有

名气的木梳之乡。榔桥镇的百姓最初是做

篦子的，那时候家家都做篦子。

篦子是用竹子制成的梳头用具，中间

有梁儿，两侧有密齿，齿比梳子要密很多。

过去卫生条件差，生活方式落后，特别是在

农村，人们的衣着和头发中常生虱子，用篦

子篦头能篦出头皮屑和藏在头发里的虱

子。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篦子的实用功

能逐渐丧失，现在很少有人家再保留有篦

子，后来当地村民就渐渐改做了梳子，榔桥

的木梳距今约有50多年的历史。

非遗名称：吴山庙会

申报地点：长丰县

吴山庙镇是江淮明珠吴王故里贡鹅之

乡兴业之所。据《合肥县志》记载，唐朝末

年，五代十国时期，吴国的创立者杨行密葬

于此，墓基如山，其女儿白花公主为护陵守

孝，在墓北建庵。故后人以吴国为号，吴王

之墓为山，公主庵为庙，起地名为吴山庙

——即今天的吴山镇，距今已有一千多年

历史。由于其文化历史悠久，一九九五年

十月，位于境内的“吴王遗踪”景点被评为

合肥“十景”之一。

而一年一度的吴山庙会是传统的民

间活动盛会。当天近万人参加庙会走街，

内容涉及文化宣传、科技下乡、地方特色

小吃 展示、庙宇祭拜、敬香拜佛等民间活

动。

吴山庙会源于五代十国时期，传说为纪

念吴国创建者吴王杨行密。每年的农历二

月初二，吴山周边数十公里的人们选择“二

月二龙抬头”这一天，身着节日盛装，从四

面八方赶往吴山镇参加庙会，用各种好吃

好看的点心物品祭奠吴王杨行密，祈求保

佑岁岁平安、年年丰收。

非遗名称：九井沟传说

申报地点：宿松县

九井沟传说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具

体起源的时间无法考证。九井沟每一

井都流传着许多动人的传说，是当地人

民用方言在民间长期口耳相传的系列

故事。

在这些传说故事中流传最久、最广

泛的是《三井龙王庙与王安石》的传

说。传说在距今1300多年的唐朝贞观

年间，西源地区久旱不雨，百姓纷纷外

逃，住在三井附近的周氏三兄弟心如刀

绞，决定不惜自己身家性命，下到干涸

的井底，探寻龙宫，向龙王求雨。

他们下去后，立刻大雨倾盆，河水

猛涨。紧接着，弯弯田下起了弯弯雨，

雨却不落过路之人。但周氏三兄弟这

一去，却永远地踏上了不归路。从此以

后，这一地区风调雨顺，物阜民丰。王

安石任舒州通判时，闻知此事，深为周

氏兄弟的精神所感动，曾亲往实地走访

凭吊，并到三井周氏兄弟归天处和墓

前、庙里凭吊，深情题词“形体登仙去，

精神万古存。”据传现在西源龙王村中

的龙王庙里周氏三兄弟的三尊塑像还

是王安石捐资雕修的。

九井沟充满神话色彩的传说中夹

杂着厚重的历史故事，语言朴实简洁，

在其中寄寓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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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成长的传统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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