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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涂山与大禹文化
ǃ邵会廷

涂山上的望夫石Ǒ （资料图片）

仲春之际，风和日丽，靓淮河北
岸，淮上区税务局院内，垂丝海棠挤得
正浓，红花檵木簇得正烈，一派生机盎
然，在这一年中万物最为蓬勃的季节，
蚌埠市税务局 21 支拔河队，齐聚于
此，上演了一场挥臂撼山岳ʩ气势贯九
州的拔河大赛ʪ

税务拔河赛，拔的是团队一条心ʪ
拔河是最典型的集体项目，最能体现
团队合作和凝聚力ʩ战斗力ʪ这次税务
拔河赛，分男女两组，每队 10 人，从绳
初的Ž头绳ž到绳尾的Ž锚人ž，这 10 人
必须心往一处想ʩ劲往一处使，同频共
振ʩ一起发力，才能形成最大化学反
应，释放最大物理动能 ʪ拔河没有
MVP ，只有齐心协力ʪ市局机关和第
一税务分局联队，就很好诠释了这一
点ʪ在男子组所有参赛队中，无论吨位
体型ʩ力量技巧还是平时熟悉程度，这
支联队都不突出，鲜有高大强壮者，但
他们彼此间十分信任，沟通及时高效，
步伐协调一致，发力高度集中ʪ在初始
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接连以Ž小身板ž
撞翻Ž大块头ž，斩一众强敌于马下，最
终像哪吒三太子一样逆天改命，取得
男队第 4 名的佳绩，着实可赞可叹ʪ

税务拔河赛，拔的是毅力和决心ʪ
作为 2025市税务局开年大赛，这次拔
河赛各个单位都很重视，几乎尽遣好
手出战，无论男队女队，大多实力相
当ʩ伯仲之间，这在比赛中也得到了很
好验证ŸŸ没有一个队轻言放弃，没
有一个队能轻松过关ʪ好多比赛都出
现了僵持ʩ拉锯场面，开场你可能占些
优势，但只要我能顶住你的Ž三板斧ž
进攻，进入角力相持后就是胜负难料ʪ
我们淮上区局男队前两轮遇到的就是
这样的比赛，对手实力强悍，一轮更比
一轮强，裁判的哨声才响，他们就火速
拉满状态，绳中蓝色标记也很快向其
滑动，就在对手想要一鼓作气取胜之
际，我们区局男队及时稳住形势，随后
双方进入势均力敌的Ž静默ž状态，在
近 60 秒的时间内，两边 20 名队员仿
佛被施了定身法，谁也动弹不得ŸŸ
此时的拔河已不再是简单的力量之
争，更多的是意志品质的较量，是毅力
和决心的终极比拼，谁能咬牙坚持住，
谁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ʪ

税务拔河赛，拔的是最佳啦啦队ʪ
拔河赛气氛热烈，现场几近沸腾，每一
位队员都是倾尽全力，你看他们：身体
后仰似满弓，张口瞠目若金刚，力透双
臂，犹五丁开山，气贯双足，恰似智深
拔柳ʪ然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场边的
啦啦队ʪ啦啦队是参赛队员的Ž兴奋

剂ž，他（她）们不遗余力，高声加油如
万马奔腾ʩ钱潮拍岸，激起的声浪直冲
霄汉，把比赛场馆的顶棚都要掀翻了ʪ
几轮比赛下来，大部分啦啦队员都讲
不出话来，他（她）们的嗓子全都喊哑
了，手也拍麻了ʪŽ00ž后小伙大俊，是
我们区局男队的招牌，他的女同学在
沫河口中学上班，据她讲，当天税务拔
河啦啦队的加油声，让远在 30 里外的
她都感受到了，啦啦队齐喊Ž大俊加
油ʩ大俊加油ƀƀž，清晰地传进她的
耳朵里，她的心脏也跟着加油节奏剧
烈地跳动，差点儿蹦出了胸腔ʪ说来也
巧，禹会区局Ž披荆斩棘ž的薛局，和我
们淮上区局Ž乘风破浪ž的董局，都是
全程参战，纵情呐喊，在两位Ž一把手ž
激情澎湃的加油声中，禹会区局男队
和我们淮上区局女队分别拿下了拔河
赛男女组第 1 名，这或许就是啦啦队
最大的魅力吧！

拔河起源于我国春秋时期，有着
丰富的历史文化传承，唐宋以来，拔河
逐渐演变成了清明三大习俗之一ʪ清
明前后，民间举办拔河比赛，不仅有对
精气神的锤炼，更融入了对丰收年景
的期待，祈盼当年五谷丰登ʩ仓廪盈
实ʪ组织收入是税务部门的天职，春日
融融，万物兴发，开展税务拔河赛，自
然包含了对税费收入稳步增长，为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财力保
障的期许，同时也富含了时和岁丰ʩ国
泰民安的祝福之意ʪ

值得一提的，这次税务拔河赛还
属于 2025 年蚌埠市科学健身指导Ž进
机关ž志愿服务项目，到场的两男一女
3 位裁判，都是蚌埠大众体育界的顶
流，素养高超ʩ专业精湛ʪ主裁判徐良
还是我多年的老友，除精通拔河赛事
外，在足篮排气羽领域，他都是标志性
人物，更是蚌埠市少有的橄榄球运动
的拓荒者，多次担纲省运会ʩ全运会ʩ
亚运会橄榄球赛事的裁判长，是个标
标准准的裁判大咖ʪ我们的组织者也
非常给力，工会的聂主席悉心备至，从
场地的提前查看，背景横幅布置，音响
器材的质量，到现场的分导动员，每项
都亲历亲为ʩ逐一把关，力求尽善尽
美ʪ进入半决赛后，由于队员体力消耗
太大，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她当即拍
板，赛制由原来的三局两胜，改为一局
定乾坤，确保了拔河比赛无人受伤ʩ无
有争执，既精彩热烈，又顺利圆满ʪ

这正是：陌上花开二月天，淮上拂
柳醉春烟ʪ绿意滔滔永平路，税务拔河斗
正酣ʪ拧绳聚力健体魄，冲天呐喊岁实
年ʪ孕沙成珠方似锦，强基飞扬已春山ʪ

税务拔河赛
ǃ余 超

在苏州博物馆的展厅里，陈列着
明清两代状元的殿试卷，那些工整如
印刷的馆阁体楷书，在泛黄的宣纸上
绽放着智慧的光芒ʪ数百年过去，当
我们凝视这些承载着古人智慧的墨迹
时，依然能感受到书写者对知识的虔
诚ʪ在数字时代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
的今天，重提答题字迹的重要性，恰似
为知识重新披上优雅的衣裳ʪ

殷墟甲骨上的卜辞刀痕，敦煌经
卷中的飞白笔意，构成了中华文明最
原始的基因序列ʪ敦煌藏经洞的经生
们，用毕生精力抄写典籍，他们的写经
体成为大唐气象的书法见证ʪ北宋文
豪苏轼在《寒食帖》中，将贬谪黄州的
苦闷化作笔走龙蛇的墨迹，使情感的
振幅永远凝固在宣纸之上ʪ法国国家
图书馆收藏的雨果手稿，修改痕迹与
即兴批注交织，展现着《巴黎圣母院》

诞生的思维轨迹ʪ这些墨迹不仅是文
字载体，更是创作者精神活动的全息
投影ʪ

好的字迹是工作的先导ʪ在数字
时代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的今天，重
提答题字迹的重要性更为凸显ʪ当电
子化办公席卷全球，当办事员用蝇头
小楷在审批表上写下Ž已核ž二字时，
笔墨间流淌的不仅是汉字本身，更是
对传统行政文化的坚守与传承ʪ工整
的字迹不是表面功夫，而是减少沟通
成本ʩ提升行政效率的技术手段ʪ在
应急指挥ʩ现场记录等特殊场景中，快
速准确的手写能力更是数字化设备难
以取代的行政技能ʪ这个细节折射出
公务员工作中一个常被忽视却至关重
要的命题：在数字洪流中，手写文字依
然保持着不可替代的行政价值ʪ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手写材料往

往更具亲和力ʪ某街道办的Ž工作日
志ž全部采用手写形式，社区居民反映
这种记录方式更显真诚ʪ这种书写行
为本身已超越工具属性，成为构建新
型干群关系的文化纽带ʪ现代公文处
理中的书写规范，本质上是制度文明
的外在呈现ʪ北宋书法家米芾在《海
岳名言》中写道：Ž作字须敬，即此是
学ʪž这份对书写的敬畏，在现代工作
中依然具有现实意义ʪ书写规范不仅
是传统文化在现代治理中的生动实
践，更是政务责任的具象化表达ʪ

在日常工作中，一份字迹潦草的
通知可能引发群众误解，一份难以辨
认的报表可能导致决策失误ʪ2024 年
某地因税务文书字迹模糊引发的行政
复议案件，正是忽视书写规范带来的
深刻教训ʪ公务员的每一笔一画都承
载着政策执行的精准性，必须以Ž蝇头

小楷ž的严谨态度对待每一份文字材
料ʪ一手好字离不开日常的一点一
滴，在平时通过每天固定 30 分钟临
帖，重点练习常用汉字结构，如Ž为人
民服务ž等高频词，加强常用词的联
系ʪ同时，注重日常积累，将练字融入
工作场景，在会议记录中练习行书流
畅，在批示文件时保持楷书工整，通过
制作工作台账强化书写规范ʪ

从甲骨文的刀刻到宣纸的墨韵，
中华民族的书写文明始终与治理智慧
相伴相生ʪ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
今天，公务员群体对书写规范的坚守，
既是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守望，更是对
现代治理的庄严承诺ʪ当我们在电子
屏幕上敲击键盘时，那些工整的手写
批注依然在诉说着：在这个快速变革
的时代 ，有些东西永远值得被认真
书写ʪ

墨痕里的担当
ǃ翁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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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淮河中游的沃土上，蚌埠这颗
Ž淮畔明珠ž以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历
史积淀，成为大禹文化的重要载体和
中华文明的重要地标ʪ四千年前，大
禹在此劈山导淮ʩ娶妻生启ʩ会盟诸
侯，将治水功绩与政治智慧镌刻于山
河之间；四千年后，禹会诸侯的遗迹
与涂山氏女的传说仍在民间口耳相
传，正通过考古实证与文旅创新焕发
新生ʪ蚌埠的大禹文化不仅是中国古
代水利文明的缩影，更是中华文明连
续性ʩ创新性与包容性的生动诠释ʪ

风土传说：

地理叙事与神话故事

蚌埠的大禹文化与淮河ʩ涂山
紧密交织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读
大学期间有一门基础课程为《土壤
地质学》，老师讲授时强调 ，安徽省
内最具代表性的山地地质构造有
Ž南黄北涂ž之说，蚌埠涂山成为那
个年代省内地质学科的主要教学实
习基地之一ʪ通过整理课堂笔记获
知，涂山位于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
西部和怀远县东南部，淮河东岸，与
荆山隔河对峙，形成Ž双峰峻耸，瞰
淮矗立ž的地理格局 ʪ其主峰海拔
338 . 7米 ，山体近似圆形，面积约42
平方公里，周长23公里，是蚌埠地区
的最高点，为古涂山氏国所在地ʪ涂
山作为淮河流域的重要地理标志，
不仅是自然景观的焦点 ，更是华夏
文明发祥地之一，与大禹治水ʩ夏启
诞生等历史传说紧密相关ʪ

其实，涂山不仅指一座山峰，广
义地说，它是一条山脉ʪ根据清光绪
年间所修的《凤阳府志》记载，涂山大
大小小有二十多个山头，按大体由西
到东的走向，依次有涂山双蜂（包括
西峰和东峰）ʩ小涂山 ʩ象山（ 即象
岭）ʩ狮山（即狮子山）ʩ石门山 ʩ夹
山ʩ洪君庙山ʩ次山ʩ独山ʩ无名山ʩ熨
斗山ʩ马牙山（即黑虎山）ʩ茨山ʩ许家
山ʩ周家山ʩ徐家山（即石虎山）ʩ秦家
山ʩ小黄山ʩ小石山ʩ张公山等ʪ

涂山形成于距今约1.6亿年前的
中生代，属于燕山运动时期的产物ʪ
受板块运动影响，该区域经历了多次
抬升和剥蚀作用，最终形成现今的山
体形态ʪ与安徽省内的九华山ʩ黄山
等属同一地质构造带，但涂山是其中
最早形成的山体ʪ

涂山的山体主要由混合花岗岩
（岩浆岩）和角闪斜长片麻岩（变质
岩）构成ʪ其中，片麻岩的发育表明
该区域曾经历高温高压的变质作
用，可能与古大陆碰撞或深部岩浆
活动有关ʪ值得注意的是，涂山缺乏
沉积岩，这与其地质历史中作为Ž岛
屿ž出露于古海洋的环境相关ŸŸ
当时周边区域被海水覆盖，而涂山
长期处于剥蚀状态，未接受沉积，因
此化石保存极少ʪ涂山的构造以节
理裂隙为主，典型的如西南Ÿ东北
走向的启母涧裂隙带ʪ这些裂隙是
地质构造运动的直接产物 ，后期经
流水侵蚀形成峡谷地貌ʪ此外，山体
中可见明显的根劈作用现象 ，即植
物根系在岩石裂隙中生长 ，通过物
理挤压导致岩石破裂 ，这一过程既
加速了风化，也促进了生态系统的
动态平衡ʪ涂山区域地下水丰富，凤
凰泉是典型的上升泉（承压水），其
水位和水温四季稳定 ，泉口周围苔
藓茂盛，显示出深层地下水的补给
特性ʪ而下降泉（潜水）则多分布于

山脚，泉水沿地表裂隙下渗形成ʪ
淮河在涂山与荆山之间的荆山

峡改道 ，这一现象既有大禹治水的
传说支撑 ，也有地质构造运动的科
学解释ʪŽ劈山导淮ž可能因淮河改
道与区域断裂活动导致的地形抬升
有关，而非单纯的人力开凿ʪŽ启母
石ž等奇石景观则与花岗岩的节理
风化过程相关ʪŽ候人石ž传说为涂
山氏女娇等候大禹的巨石，实为节
理发育的片麻岩风化残留体 ，其表
面篆刻的Ž候人兮猗ž见证了中国最
早的南方民歌诞生ʪ此外，启母涧的
形成源于地下水露头汇聚成溪流 ，
进一步侵蚀裂隙形成峡谷，体现了
水文过程与构造活动的相互作用，
兼具科学价值与神话色彩ʪ涂山自
然海拔虽不过三百多米 ，却是《史
记》中Ž禹娶涂山氏ž的核心地标ʪ淮
河泛滥的苦难催生出Ž劈山导淮ž的
传说，相传大禹在此凿通涂山南麓
的荆山峡，以疏导洪水通道，使淮水
东流入海，其治水足迹化作Ž启母
石žŽ圣泉žŽ灵泉ž等景观ʪŽ镇锁水
怪无攴祁ž的叙事体现了先民对自
然力量的敬畏与征服ʪ涂山南麓的
禹会村 ，则因Ž禹会诸侯于涂山ž得
名 ，村中至今保留着Ž禹墟žŽ禹村
岗ž等地名，村民世代讲述着大禹在
此筑台会盟ʩ执玉帛者万国的盛况ʪ

大禹与涂山氏女的婚姻被赋予
多重象征意义ʪ《吴越春秋》记载女
娇于台桑石生下夏启 ，成为夏朝肇
始的起点ʪ而Ž候人兮猗ž作为中国
最早的南方情歌，既是对爱情的歌
咏，亦暗含先民对治理水患与部落
联盟的期待ʪ涂山庙会中，女性身着
汉服祭拜大禹夫妇的仪式，折射出
母系氏族向父权社会过渡的文化记
忆ʪ大禹治水十三载，三次途经家门
而未入的故事，在蚌埠以多种形式
流传ʪ传说中，其子启的出生ʩ成长
均与涂山紧密相连 ，禹王宫旁的启
母石（望夫石）被视作女娇守望的化
身ʪ这一故事不仅塑造了大禹公而
忘私的形象 ，更通过代代口述强化
了集体记忆中的道德典范ʪŽ三过家
门而不入ž的典故在蚌埠具象化为
村落景观与道德训诫ʪ杜郢村的启
母树因雷击变异开出白花，成为涂
山精品石榴白花玉石籽的种源 ，被
村民视为大禹夫妇坚韧品格的化
身ʪ禹王宫内的壁画以连环画形式
再现大禹治水场景 ，将传说转化为
可视化的道德教材ʪ这种将抽象精
神具象为自然与建筑符号的叙事方
式，体现了民间智慧的创造性转化ʪ

历史记忆：

考古实证与文献互证

禹会村遗址年代跨越双墩文化ʩ
大汶口文化ʩ龙山文化等多个时期，
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禹会村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于
2025年正式运营ʪ2006年以来的五次
考古发掘，为历史传说提供了科学支
撑ʪ出土的龙山文化晚期祭祀台基ʩ柱
洞柱坑，圜底坑ʩ方土台ʩ祭祀沟ʩ燎烧
面以及南北交融的玉器ʩ陶器等器物
群，与《左传》Ž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
帛者万国ž记载高度吻合，证实了此处
为史前政治仪式场所ʪ其中，鬼脸形鼎
足ʩ江汉风格陶器的发现，揭示出淮河
流域与长江中游文明的早期互动，印
证了大禹作为跨区域联盟领袖的历史
可能性和蚌埠涂山作为南北文化交汇
点的地位，将大禹传说的文字叙事升
格为信史ʪ

从《史记》载Ž禹娶涂山氏ž到《汉
书》记Ž禹会村ž，从《尚书¢禹贡》对大
禹治水足迹遍及淮河流域的记载，到

《水经注》中Ž禹墟在涂山西南ž的地理
定位，蚌埠的大禹叙事形成了完整的
文献链条ʪ北魏郦道元实地考察后，将
涂山定位为今蚌埠西郊，与禹会村遗
址的地理坐标重合，为文献与实物的
双重验证ʪ中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
教授指出，蚌埠涂山是唯一具备考古
遗迹支持的Ž禹会诸侯ž之地ʪ考古学
家在淮河沿岸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的河
道疏浚痕迹，其Ž随山浚川ž的治理理
念与《禹贡》记载一致ʪ涂山山体人工
开凿的遗迹，佐证了Ž劈山导淮ž的技
术可行性ʪ这些发现表明，大禹治水的
传说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基于早期水
利实践的技术总结ʪ

文化传承：

传统庙会到创新实践

蚌埠涂山之巅的禹王宫始建于汉
代，历代修缮不辍，至今仍是祭祀大禹
的核心场所ʪ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连
续千年的涂山庙会，是大禹文化活态
传承的典范，已被列入安徽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ʪ祭禹大典融合汉
服礼仪ʩŽ东方芭蕾ž花鼓灯歌舞表演
与新创民族舞剧《大禹》融汇，再现会
盟场景；庙会集市中的石榴产品ʩ禹符
挂件ʩ大禹治水主题纪念品等手工艺，
将传说元素转化为生活美学ʪ每年庙

会吸引游客达数十万人次，成为沿淮
规模最大的民俗盛会ʪ

蚌埠学院精心编撰了《大禹文化
概论》，还开设了以大禹文化为主题的
优秀传统文化课程，让一届又一届学
生认识大禹ʩ了解大禹，传承和弘扬大
禹精神ʪ中小学将涂山大禹故事纳入
通识教育，开展Ž禹迹寻访ž研学活动，
通过角色扮演重现治水场景ʪ2024年4
月，蚌埠市携手蚌埠学院淮河文化研
究中心共同成立了蚌埠大禹文化研究
院，为大禹文化的深入挖掘与研究搭
建新平台ʪ联合六所高校举办大禹文
化文创产品设计竞赛活动，激发青年
群体对大禹文化的创新参与和传承热
情ʪ虚拟现实技术让Ž禹会诸侯ž场景
在蚌埠市博物馆中复活，游客通过
ARʩVR等前沿技术，可目睹四千年前
的祭祀仪式，重现淮河古河道变迁ʪ一
个英姿勃发ʩ伟岸雄健的大禹形象在
观众眼前逐渐清晰，文字ʩ图片及文物
中传递出来自远古的信息，仿佛打通
了一处通往龙山时代的时光隧道，在
不经意间，让大禹与人们完成了一次
跨越四千年的心灵对话ʪ

现代重构：

精神符号到城市发展

蚌埠市以Ž大禹文化之乡，淮河
文化之都ž为定位，积极推动大禹文
化传承与创新并重，遗址保护与旅游
开发并进ʪ2021年启动的Ž靓淮河ž工
程，将大禹治水精神融入现代生态治
理ʪ通过河道疏浚ʩ湿地修复与滨水
景观带建设，昔日的行洪区变为26公
里生态长廊ʪ2023年，蚌埠Ž靓淮河ž
工程被生态环境部作为全国首个Ž推
进生态环境重大工程实施ž典型案例
发布推介ʪ该项目已成为新时代大禹
治水精神的生动实践，实现从防洪减
灾到生态宜居ʩ从Ž治水ž到Ž靓水ž的
功能转型ʪ

禹会村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通
过复原模拟聚落形态及考古工作场
景，让游客仿佛穿越时空，Ž身临其境ž
感受大禹文化的魅力ʪ涂山风景区推
出Ž大禹文化周ž，结合民祭典礼ʩ文艺
演出与美食市集，形成Ž文化+旅游+
消费ž的产业链ʪ同时吸引众多专家学
者参与，共同推动大禹文化传承发展ʪ
涂山村依托Ž中华石榴第一村ž品牌，
开发石榴主题民宿与研学基地ʪ禹榴
源客栈等十几家民宿将石榴采摘与大
禹治水的故事相结合，带动农户年均
增收5万元ʪ这种Ž传说+产业ž模式，使
文化遗产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ʪ

蚌埠市今年将重磅推出首届大禹
文化节，涵盖Ž铭记ʩ交流ʩ文化ʩ经贸ž
等7大类共18项精彩纷呈的活动，举办
大禹文化大讲堂ʩ大禹文化研讨会ʩ禹
迹文物联展ʩ文化名人看蚌埠ʩ大禹文
化精品文艺展演等，邀请世界各地朋友
走进禹会诸侯之地，感受蚌埠大禹文化
独特魅力，助力擦亮蚌埠城市名片ʪ

蚌埠涂山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山，大
禹文化是一部镌刻在山河间的文明史
诗ʪ从涂山脚下的祭祀台基到淮河岸边
的生态公园，从庙会的香火缭绕到数字
空间的虚拟重现，大禹文化始终与蚌埠
城市发展同频共振ʪ它不仅是历史的回
响，更是未来的路标ŸŸ在大禹精神指
引下，蚌埠正书写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
明交相辉映的新篇章ʪ正如淮河之水奔
流不息，大禹文化将不断演绎Ž从治水
到治天下ž的时代主题，让中华文明的
精神火种永续传承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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