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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味 崔田夫：陕北党内的“老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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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彰显中国古建纷繁复杂之美的公输堂天宫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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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在党内被
亲切地称为陕北的“老掌柜”。时至今日，崔田
夫离开我们已经 45年了，但他积极创建革命根
据地、开展武装斗争，与人民群众一起组织生
产、尽心尽力为人民排忧解难的身影，却依然
历历在目……

崔田夫，原名崔文宪，又称“二老崔”，1902
年出生于绥德县崔家湾镇铁茄坪村。1928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参加革命活动，任铁茄
坪支部书记、南区区委书记、绥清县委书记。
1933年被选为中共陕北特委委员、书记。1935
年 2月，在陕北陕甘边特委周家硷联席会议上，
当选为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委员、代理书记。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西北局党务
委员会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陕北行署副
主任、陕西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副主任、政
协陕西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1978
年，病逝于西安。

参与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

1928年，铁茄坪村建立了党支部，这是直
属中共绥德县委的一个村级党支部，也是陕北
地区最早的党支部之一。在支部成员崔田民、
崔曙光、崔田夫的带领下，以铁茄坪村为中心
的绥德南区，燃起了革命烽火。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陕北革命形势
一落千丈，一些在大革命高潮中异常活跃的共
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或销声匿迹，或远走他
乡，党、团各级组织多数瘫痪，革命活动陷入
了低谷。在异常严峻的形势下，崔田夫担任
了中共绥德铁茄坪村的党支部书记，他积极
联络党团员，召集会议，进行革命形势宣传和
教育，在挫折面前，坚定理想信念，守住了革
命阵地，铁茄坪支部成为陕北大革命失败后
少有的健全的党组织。

1928 至 1929 年，陕北经历了历史上罕见
的大饥馑年，绥德党、团发起并领导了城内“抬
龙王”和“打蛋厂”农民运动，铁茄坪支部成为
南区最先响应运动的农村党组织。支部书记
崔田夫带着四乡农民，进城参加了声势浩大的
农民斗争。

1929 年春，绥德南区薛家峁镇老总薛运
通，把南区群众为防灾年而积存的“义仓粮”卖
给了井岳秀的部队，置万民死活于不顾，中饱
私囊。区委负责人崔田夫领导农民开展要粮
斗争，他带领南区几十个村庄的近千名群众，
和薛运通斗智斗勇，经过多个轮回的缠斗，迫
使官府向四乡饥民放粮，斗争一次次取得了胜

利。崔田夫看到了蕴藏在民众中的巨大威力，
革命的信念也更加坚定了。

1933年春夏间，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
后，陕北各地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开辟农
村工作、创建红色苏区的战斗任务，成为各
级党组织的中心工作。在陕北革命斗争的
关键时刻，崔田夫参与了陕北特委的领导工
作。同年 7 月，在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他
当选为书记。

在腥风血雨中，崔田夫扛起锄头，以打短
工为名，到处寻找党内同志：他找到了搞武装
的高朗亭，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
二支队；他派崔正冉在绥德南区的王家沟村筹
建了红五支队；他设法找到了绥德、清涧地区
党的负责人，指定由张家修、崔文运、张绍修三
人主持中共绥清中心区委工作；他到佳县南区
主持召开特委会议，重新部署了整建党、团组
织，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他
主持了绥、清党组织的整顿和重建工作，开辟
了绥、清红色区域，在日益严峻的环境下，整
顿了因战斗失败而人散枪埋的红一支队，交
给北方局派回陕北的谢子长，恢复重建了这
支武装……崔田夫主持陕北特委工作半年，
在全体共产党员的努力下，安定、绥清、佳吴、
神府各地开辟苏区的工作如火如荼，陕北革
命迈向新的发展时期。

1934年夏，崔田夫的胞兄、中共绥德县委
书记崔文运被敌人杀害，他的妻子、两个儿子
和一个侄子也被抓捕坐牢。敌人设下圈套，逼
他就范。在生离死别的考验面前，崔田夫部署
好党的工作，抛下亲情，以党的事业为重，毅然
前往天津向北方局汇报陕北革命斗争情况。
经过艰苦努力，至 1934年底，陕北地区成立党
团县委各 7个，红军游击支队 22支，组建了红八
十四师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陕北革命根据地
基本形成。1935年 2月，崔田夫被任命为西北
工作委员会代理书记，被同志们称为陕北共产
党的“老掌柜”。

自掏腰包，请教水土保持良方

在革命战争年代，崔田夫听从党的指挥，服
从党的安排；在和平环境里，他仍然是党叫干
啥就干啥，从不计较职务高低，待遇多少，只要
有工作干就行，只要能为人民做事就好，更不
会计较个人的升迁荣辱。

在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年月，崔田夫曾
较长时间搞过党政检察工作，和平时期，又长期
在纪律检察岗位上任职，对那些违反纪律、损害

群众利益的行为，素来深恶痛绝。1963年，一次
回到家乡铁茄坪，崔田夫看到满川的枣树被砍
得光光的，家家户户的门前屋后堆满了被砍倒
了的枣树，这让他十分恼火：这些枣树是陕北群
众祖祖辈辈栽种的树种，对群众的生活大有帮
助，这枣子一红了，人们就不怕饿肚子了。

经再三追查，原来是绥德县委在袁家砭召
开全县现场会时，县委的一位副书记做了《关
于在袁家砭川水地里打枣树腾出农耕地的经
验介绍》的讲话，导致几乎砍光了全县川地里
的枣树。崔田夫急了，打电话给榆林地委，要
地委来人处理这件事。地委副书记王怀仁来
到绥德，严肃批评了打枣树的错误做法，并要
求这位讲话的副书记当面承认错误，这件事才
得以了结。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崔田夫时刻关心着
家乡的建设和乡亲们的生活，关注着家乡的变
化。1964 年春荒之际，他到绥德南区他当年

“闹红”的故地搞调查，考察了崔家湾、苏家岩、
定仙墕、枣林坪、田家岔、义合等公社后发现，
社员生活的困难程度远出乎他的想象。经过
实地走访调查，崔田夫找到了症结，写成《关于
解决农村特困户生活问题的报告》，分别上报
了县、地、省相关部门，就解决农村中特别贫困
群众的生活困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引起各级
政府的重视，绥德县民政局很快落实了相关措
施，解了特困群众的燃眉之急。

1966年春天，崔田夫来到全国水土保持样
板之一的绥德县韭园沟下乡蹲点。他坚持与
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要丝毫特殊照顾，
不论在谁家吃饭，一定要放下饭钱和粮票。他
到吴家畔视察，发现该队的水土保持工作具有
典型性，于是把大队队干们请到队窑，自己掏
钱准备了一顿炸酱饸饹，吃完饭后，他开始向
队干们详细了解吴家畔水土保持工作的主要
做法和经验，经过整理和加工，向省上报送了
一份典型报告材料《关于广泛开展学习吴家畔
水保经验的报告》，希望在全省宣传、推广该大
队的经验，让更多的社队和群众受益。在绥德
蹲点的一年时间里，经过与广大农民朋友的广
泛接触，崔田夫从改善群众生活、发展集体经
济的角度，提出了改变陕北山区落后面貌的一
系列措施，并在防风治沙、造林种草、多种经营
方面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我吃富强粉，群众怎么办

从参加革命那刻起，体恤民情，廉洁自律，是
他的一贯作风。古人云：“公生明，廉生威”，在自

身过硬的前提下，崔田夫向来铁面无私，敢于碰
硬，敢于为民作主，仗义执言，从不含糊。因此不
论走到哪里，就会有人找他“告状”“诉苦”。

农民出身的崔田夫，与农民有着天然的情
感，自己除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外，时常关
注着乡亲们的生产生活。

刚直不阿的崔田夫，在“文革”中也无可避
免地受到冲击。就在崔田夫住院不久，周恩来
总理听取时任原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陕西省革
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的胡炜处理陕西两派造
反组织问题的汇报时，问到陕北的“老掌柜”和
刘大嫂（刘志丹夫人同桂荣）的情况。胡炜原本
不知道陕北“老掌柜”是谁，打听到这个“老掌
柜”叫崔田夫，而且正在省人民医院住院，便亲
自到医院来探望，还带来了周总理的问候。探
望了崔田夫后，胡炜向相关部门指示：一是要省
人民医院全力救治崔老，二是他家里有什么困
难尽量给予解决。胡炜的探望，在精神上给了
崔田夫极大安慰。很快，省人民医院成立了专
家组对崔田夫进行治疗，并由普通病房转到了
高干病房，生活待遇一下提高了不少，女儿崔桦
也从咸阳调回西安工作。神志清醒后的崔田
夫，听到女儿调回的消息后并没有高兴，对提高
自己在医院的待遇感到不安，用生气的语调断
断续续地说：“我吃富强粉，群众怎么办？”说完
这句话，崔田夫再也不能开口说话。1978年 11
月 17日 10分，崔田夫的心脏停止跳动，安详地
离开了人世。

“我吃富强粉，群众怎么办？”这是崔田夫留
给后人的最后一句话。人民群众的生活，始终
是他牵挂的心结，群众还填不饱肚子，他如何能
咽得下富强粉？

崔田夫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数十年如一
日，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经常穿着那
身普普通通的干部服，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穿了
多少年。他家里的陈设，没有一件是能拿出手
的像样家具。一张办公桌，两只普通棕箱，两张
木板床，就是他的全部家当，唯有哪一张普通得
不能再普通的办公桌，或许可以看出他是一个
公家人或干部。他的工资，不是资助了烈士的
子属，就是帮扶了困难的乡亲。他所到之处，
贫困社队办学需要钱，战友家属困难需要钱，
乡里乡亲揭不开锅需要钱，当年无私支助革命
的群众需要钱……两手难挡四面风，尽管他是
每月挣一百多块钱的大干部，也招架不住八面
漏风的窟窿。

巍巍青山，铭刻先辈英名；浩浩岁月，沉淀
英烈豪情。 □王树贵

4月 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最后
一天，中法联合发表声明，其中指出“重启
人文交流”，中法两国承诺加强文化遗产
保护、修复和开发领域的双边合作，两国
欢迎就中国专家和法国团队共同参与巴
黎圣母院现场修复工作、兵马俑保护修复
研究合作、公输堂和茂陵合作项目、推动
两国世界遗产缔结友好关系等达成文化
遗产合作路线图。

相比巴黎圣母院、兵马俑、茂陵 3处
文化遗产，公输堂鲜为人知。随着声明
发表，这一隐匿在关中乡间的国宝殿堂
再次进入人们视线，仅是网络上流传的
数张有关公输堂内天宫楼阁的图片就足
以令人震撼。

走近天宫楼阁

公输堂也叫源远堂，位于西安鄠邑区
渭丰街道祁村南堡中部，建于明代永乐年
间（1403-1424），是民间“白阳三会”教为
纪念其教主而建造，历时 11年建成，堂内
供奉有 100 余尊佛像，当地人又称其为

“万佛堂”。
公输堂坐北朝南，原有建筑照璧、山

门、头、中、后三进殿各3间，另外还有客房
五间，是一处功能齐全的建筑样（群）。现
仅存公输堂大殿，大殿建筑面阔3间、进深
2间，硬山顶，建筑面积 106平方米、进深
11.3米，面宽9.4米。屋面覆以灰陶瓦，檐下
不施斗拱。公输堂大殿内原来保存小木作
3间，目前仅存明间和东次间，西面次间的
穿堂连带上部的天宫楼阁及佛道帐均已
倒塌，损失计有穿堂 3间，佛道帐 9间及相
应上部的天宫楼阁。西部次间倒塌后，为
了安全和保护现存建筑，已经在西次间与
明间处砌起一道砖墙。

天宫楼阁的小木作全部由榫卯结构相
连接，楼楼并列，层层相接，檐部由上万件

斗拱组合而成，既坚固又轻巧，整体性好，
不易变形，是体现《营造法式》中关于天宫
楼阁形制的典范之作。

（何为小木作？中国古代建筑以来按木
工工艺的不同，把建造房屋木构架的叫作

“大木作”；把建筑装修和木制家具的叫作
“小木作”。小木作又称装修，可分为外檐装
修和内檐装修。前者在室外，如走廊的栏
杆，屋檐下的挂落和对外的门窗等，后者装
在室内，如各种隔断，罩、天花、藻井等。）

已故古建筑学家单士元先生曾在考察
公输堂后表示：“公输堂无论就其历史价值
还是工艺价值来讲都够得上国宝级别。宋
代书籍《营造法式》上有关于天宫楼阁的文
字介绍，可惜的是它只有‘法式’文字图样
而无实物模型。公输堂的发现，我看到了
梦寐以求的实物，弥补了这一缺憾。公输
堂不是属于工艺品之类的小玩艺，它是大
型完整的科学的东西，这在国内是唯一的、
绝无仅有的，是体现 1000多年前《营造法
式》中天宫楼阁的孤品实物。公输堂不仅
雕工精细，彩绘也有非常高的价值，用的是
矿物颜料，保持了约600年不褪色，有的小
沥粉彩绘和工楷小字一样，一笔一点，一丝
不苟，非精工巧匠不行。”

暗藏话语炫技巧

在公输堂东阁门有对联“法堂巍巍雕
刻若得公输巧，圣像翼翼彩绘似有道子
能”，“道子”指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而

“公输”则是大名鼎鼎的工匠祖师爷——
公输班（鲁班），故当地人也将公输堂称为

“鲁班堂”。
曾有维修人员发现公输堂暗处藏留

言：“强我者增三件，差我者减一半。”意
思是技艺比他们强的工匠如果拆了公输
堂，安装的时候会多出 3 块木头无法安
置；而技法不够高超的工匠如果敢挑战

的话，就会剩下一半的木头无法安装，根
本恢复不了原样。公输堂建造技法的高
超可见一斑。

公输堂里面共有 8块镂空板门，上半
部均由各种不同形状的花朵组成，花心原
均镶有明珠，犹如满天繁星，更增添天宫楼
阁的豪华景象与神秘色彩。每朵花都称得
上雕刻艺术珍品，一个很小的套锁梅花竟
由24件形态各异的更小花瓣组成，没有使
用任何黏合剂，全部都是镶套穿锁而成，严
丝合缝，精巧至极。

此外，公输堂的油漆是用“紫龙罩”工
艺，彩绘用“卧金点翠”法。公输堂小木作
表层遍布彩绘，梁枋柱架及穿堂抱框等位
置，均采用建筑彩绘式样，这既是对建筑物
的木构件进行美化装饰，又起到了防腐防
虫的作用。由于彩绘用沥粉贴金，立体感
强，五彩辉煌，变化多端，幻若仙境，且经久
不褪，保留至今。

开启高规格合作

陕西文物保护人员经过细致调查后发
现小木作目前病害主要包括腐朽、虫蛀、木
构件断裂、缺失、颜料层脱落、灰尘覆盖等
问题，再加上公输堂建筑东、西、北三面地
势均已抬高，使得公输堂整体地势陷于低
凹处，木构建筑常年处于潮湿状态，需要
科学保护。

近年来，陕西省文物局开展了多项
工作——

2016年，陕西省文物局与法国文化遗
产科学基金会在巴黎卢浮宫图书馆签署了
《关于陕西省文物局与法国遗产科学基金
会合作备忘录》，明确双方将积极开展人员
交流和培训工作。法国遗产基金会派遣专
家，到公输堂就彩绘木作的合作保护进行
了现场调研，并与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
达成合作研究意向。

2017 年 12 月，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
院与法国文化遗产科学基金会签署关于
开展“公输堂彩绘木作保护研究”合作协
议书，该项目被列入中法第四次高级别人
文交流机制。

2018年，法国先后有五位专家到公输
堂，与中方项目组成员一起，现场开展彩画
病害、材料老化，木结构、木材种类、树龄考
古测定等方法研究。

2019年5月，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陕
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与法国国家遗产学院
签署“中法合作公输堂古建油饰彩画保护
培训班”框架协议。

目前，中法合作公输堂古建油饰彩画

保护项目，已在彩画颜料老化试验研究、
树轮年代学、木材种类研究等方面取得一
定进展。

此次中法联合声明“重启人文交流”无
疑再次开启了公输堂的保护修复工作，相
信在中法两国文物工作者的努力下，公输
堂将更加绽放光彩。 □杨利娜

公输堂里的雕刻艺术。

“似有道子能”彩绘。

西安大雁塔东侧的青龙寺，始建于
隋朝初年，一度称之为灵感寺，后改为青
龙寺，是中国佛教密宗的根本道场。据
有关资料记载，青龙寺历史上先后有两
次被毁，其中在明万历年间寺院废毁，建
筑物荡然无存，殿宇遗址被掩埋地下。
考古研究人员根据保存下来的古代木塔
塔基遗址和殿堂墙柱遗址测算，青龙寺
寺院古建筑似为面宽五间、进深四间的
庞大建筑群落。

青龙寺自建成到现在，经历了千余
年的漫长历史，它作为佛教密宗祖庭，在
中国宗教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对中
外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一，青龙寺是唐朝密宗高僧惠果
长期驻锡之地。惠果法师是继不空大法
师之后的密宗传法阿阇黎（高僧），幼年
时期跟随不空法师弟子昙贞研习经书，
深得感悟，受到不空大法师的赏识，年仅 20岁时在大慈
恩寺接受具足戒后，又被传授金刚法和胎藏法，并提出

“两部一具、金胎不二”的修法传法理念，他将两部佛经
融为一体，为弘扬佛教密宗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作为唐
朝代宗、德宗、顺宗皇帝的三朝国师，还经常应诏在道场
为皇室成员修法，倍受皇室和佛教界的尊崇。

其二，在唐朝兴盛时期，朝廷与国外的文化交流活
动频繁，来长安学习佛教文化的域外僧人越来越多，使
青龙寺的影响与日俱增。九世纪初期至中叶，来自日
本、新罗（今朝鲜、韩国）、诃陵国（今印尼爪哇岛）等国僧
人纷纷来到青龙寺，学习佛教文化，研究密宗秘籍。尤
其是日本僧人来长安求法者甚多，有“入唐八大家”之
说，最为突出的是空海法师，他从日本大阪出发，在海上
航行三十多天后，从福建长溪赤岸登陆，途经杭州、洛阳
等地到达长安。入住青龙寺后，师从密宗惠果法师，深
得中国佛教密宗真传，惠果阿阇黎予以传法灌顶，授为
八代祖。空海在长安居住时间不长，但他遍访名胜古
寺，广交贤达，潜心学习佛教文化，坚持钻研汉语，在佛
经、梵文、文学和书法绘画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他回
到日本后，创立了日本密宗（又称东密）真言宗，成为东
密之祖。他撰写了《篆隶万象名义》《文镜秘府论》，前者
是日本第一部汉字词典，后者则重在介绍中国文学书画
知识，对传播中国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他还设
立道场，弘扬佛教密宗，成为开创东密的一代佛学大师。

其三，青龙寺的文化影响，不仅在于它是中国佛教
密宗祖庭，而且也是日本密宗真言宗的祖庭，在日本人
心中它是一座圣寺，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二十世
纪八十年代初期，中日两国政府在青龙寺建立空海纪念
碑，建立惠果大师和空海法师纪念堂，纪念这两位高僧
对中国文化传播所作出的贡献，寄托着中日两国人民世
代友好相处的愿景。

青龙寺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对中
外文化交流方面的深远影响，成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和
佛教文化的重要场所。1986年，青龙寺从日本引进了10
多个品种，共计千余株樱花树栽植于寺院内。每年春
季，青龙寺内樱花盛开，散发着浓郁的芳香，每天都吸引
着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游览，驻足拍照留念，成为中外文
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姚增战

武功插酥可真不好找，
听人说，须得到武功老城才
行。等到了此地才知道，老城
里做插酥的也没几家，而且是
早餐，午饭后基本就没了。

武功插酥做得最好的一
家在县城南街口，人称老
段。段家人从事插酥买卖始
于何时，已难知晓，据说民国
34 年时，武功镇（武功老县
城）的段氏两兄弟，继承了家
传插酥的营生，父亲将遗产
的两个核心给了兄弟俩。老
大拥有牌匾，老二拥有秘方，
弟兄俩精诚合作，经营着插

酥店，生意也是红火兴隆。
武功镇原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自

古马匹众多。因此，插酥也是用马油来做，
但随着马匹的逐渐减少，段家的生意也受了
影响。于是，老大改行，不再从事插酥生
意。老二舍不得丢弃祖先留下来的手艺，
为了振兴家业，于是改用猪油试验，从最初
的干硬难嚼，经反复琢磨，他将猪板油研成
油泥，再调和以精粉，终于改良了用马油做
插酥的老传统，在武功镇上，逐渐形成了自
己的口味江湖。

因为武功老城为唐太宗李世民的诞生
地，所以当地百姓也把该食与他附会相连，
编出一段故事来，说“插酥”一名的由来，是
因为唐太宗赞其“一插就酥”，并且成为宫廷
御食，后来也是作为唐代祭祀乾陵和神祀的
供品，后传至武功民间，至今延存。

后查于网络，插酥属于半炸半烙制品，
与回民制作牛肉饼很像，锅底的高温炮制着
表皮，使其硬化爽脆，菜籽油则浸润着插酥，
使其保持润泽橙黄，做好后，外面金皮包裹，
口感极佳。

关于插酥的写法，在当地并不统一，有写
成“馇酥”和“叉酥”的。其实，插酥就是大油
饼，与千层饼类似，但却是烧饼的外形。武功
插酥皮脆内酥、油而不腻，是当地百姓喜爱的
一口早餐美味。 □张西昌

公输堂公输堂：：
隐匿在关中乡间的国宝殿堂隐匿在关中乡间的国宝殿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