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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北村：岁月留风骨 古韵绽新姿
赵宝玺 屈文平

甘北之韵，在于一泓甘泉润泽东西南
北四村百姓的神奇，在于村中那棵傲立
300年仍枝干遒劲的古槐所彰显的生命底
蕴，在于一代代甘北人生生不息、薪火相
传的奋斗精神。

甘北村，是一个有风骨的村落。
岁月印记

甘北村位于蒲城县孙镇东南 6 公里
处，全村共 14个自然村 1072户 4579口人，
素有“十沟两塬一面坡”之称。

甘北村历来被视为军事要地，周围有
下寨、黄寨、钟家寨等，古代多为储备粮草
军械之地。秦朝大将王翦在此操练兵马，
三国时关羽在此驻军。唐朝时为了纪念二
位将领还在甘北村南修建了“大郎庙”（即
王翦庙）、“老爷庙”（即关云长庙），香火
不断。据村中老人回忆，除了大郎庙、老
爷庙，甘北村过去还有娘娘庙、龙泉寺等
庙宇，但因为种种原因，如今只有大郎庙
还能看到一些残垣破瓦，其他庙宇都已
无任何痕迹。

甘北村是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的
出生地。其故居保存完整，建筑风格是典
型的关中土木结构，坐落在村落的中心地
带，诉说着英雄的成长历程。这座建筑保
存完好，布局严谨，功能齐全，长幼有序，体
现了中国传统民居的文化内涵。

故居旁是杨母花园，1934年建成，四周
用土墙包围，正中有古式四合院。在花园
里有一座铜像，杨虎城将军身穿军装站立
后方，双手轻拂母亲双肩，二人目光坚毅，

平视前方，尽显母子情深。杨虎城母亲孙
一莲同是孙镇人，深明大义，从不干涉他的
军政事务，而他深知母亲的艰辛，事事尊重
母亲的意愿，母慈子孝在甘北传为佳话。

谈到杨虎城将军，甘北村党总支书记
郝振武满脸自豪地说：“杨虎城将军是我们
甘北村的典范，他的爱国情怀对我们后辈
影响很大，他做了很多大事，我们要学习他
的精神，做好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当年
杨虎城将军对家乡建设的重视被当地人所
称道。其中资助修建学校、兴修水利、修路
等，对后世影响深远。

培民小学就是杨虎城1930年出资创办
的，最初名为私立模范小学，1934年改名为
私立培民小学。这所学校从兴办起就承载
着杨虎城将军教育救国的理念。小学建成
后，由于免学费，周围村子的孩子都来此上
学。2013年，由于生源问题，培民小学结
束育人的使命，改为培民小学旧址博物
馆。博物馆坐北朝南，南北长 110米，宽约
57米。馆内现保留有当时建造的门楼、东
西两侧的宿办楼、前院东西两侧办公区建
筑等。走进博物馆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
尊杨虎城将军戴眼镜着戎装的汉白玉全
身塑像。教室里的立体蜡像，再现了当年
学生上课的情景。

今年 90岁的白天德老人不仅在培民
小学就读，参加工作后的第一站也是在培
民小学任教，他在这里教书十多年，对培民
小学有着深厚的感情。“村里大多数人都在
这读过书，甘北村的发展离不开培民小学

的贡献。”
文脉传承

甘北村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记
忆，也传承着宝贵的奋斗精神。杨虎城将
军的英勇事迹是甘北村精神传承的典
范。甘北村作为杨虎城童年和青年时期
的成长地、中年时期政治遭遇波动时的归
隐地，其爱国主义精神传承价值是无可估
量的。“往大了说，我们甘北要传承爱国主
义精神；往小了说，我们要传承团结、孝
顺、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甘北村
党总支书记郝振武对笔者说。

郝振武说，当年杨虎城母亲在村上乐
善好施，经常救济村民。杨将军为家乡兴
修水利、兴办学校，造福百姓，被后人所铭
记。他是出了名的孝子，其重孝的故事在
民间流传很多。在甘北村，每年最隆重的
日子要算春节，大年初一，全村组织团拜，
敲锣打鼓，热闹非凡，全村小辈都给 80岁
以上的老人拜年。这天记忆好的老人会给
小孩讲述过往故事，教育孩子们要忆苦思
甜，不忘拼搏奋斗。

甘北自古多出人才，这与当地重视教
育的传统分不开。杨虎城当年“教育救国”
的理念对甘北的影响仍在延续，郝振武说：

“村上多数人都在培民小学读过书，中学在
尧山中学，还有的上农校，这些学校都是杨
虎城将军资助兴建的。”他还说，这些年村
里每年都会有七八个孩子考上重点大学，
去年更是有一人考上清华大学。只要哪家
孩子考上大学，村委会都会奖励1000元。

美好未来
乡村要发展，产业兴旺是基石。
甘北村主要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要

经济来源。全村一万多亩的耕地，80%种植
小麦，此外，甘北村的林果业也发展较好，
全村共有桃园、梨园、苹果园等 50多个，稳
稳地托起了群众增收致富梦。2024年，村
民人均年收入超11000元。

“我们甘北四周农田环绕，道路四通
八达，环境优美，又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激
励，不管是谁，来我们村感受最明显的就
是身心愉悦。”村民韩俊平激动地说，村容
村貌的变化、乡村旅游的发展，提升了村
民的生活质量，增强了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的底气。

随着杨虎城将军甘北故居红色旅游景
区项目的有序推进，发展乡村旅游正当其
时。近年来，甘北村在文物保护和修缮方面
下了大功夫，同时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宣传，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有效激发了党员群众
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美好家园的内生动力。

在推进产业振兴的同时，甘北村将立
足特色资源，打造甘北特色“大灶台”，促
进农文旅深度融合，让来甘北村的游客，
既能游览将军故里，又能吃上甘北特色农
家小吃。

2023年，甘北村被列入第六批中国传
统古村落名录。春风拂面，留存的历史建
筑无声诉说着那段故事，火热的乡村旅游
悄然带来了新的活力，甘北这颗渭北高原
上的明珠将更加璀璨夺目。

晚明奇士王徵：学贯中西 德器双馨
贺咸林

人 物 在明代晚期，有
一位笃学善思，敢做

“奇事”，喜读“奇书”，
善制“奇器”，堪称“奇人”，他就是王徵。王
徵（1571—1644），字良甫，号葵心，晚年自
称了一道人，明代西安府泾阳县鲁桥镇（今
三原县鲁桥镇）人。他生活在明万历、天
启、崇祯三朝，其时西学首次被传教士带入
中国，国家也正值内忧外患之际，一些开明
的士大夫主动接受并学习西学，以期富国
强兵，王徵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时有“南
徐北王”（徐指徐光启，王指王徵）之誉。

敢做“奇事”
天启二年（1622），52岁的王徵考中进

士，踏入仕途，崇祯五年（1632），因明末吴
桥兵变所累，被罢官归乡。宦海十年间，王
徵敢担当、有作为，重视教化、断案公正，开
河筑堤，治理水患，惠政颇多。他关注民生
国计，曾提出“恤商裕国”的主张，认为商人
是“财用发生”的根本；他练达兵事，到任广
平不久，即奉保定巡抚张凤翔檄召赴恒阳
协助练兵，被张赞为“诸葛再生”。

清宣统《重修泾阳县志》记载了王徵任
职扬州府的三件“奇事”。其一，明瑞王朱常
浩爱财，其随从也以揽财为要。瑞王一行经
过扬州，王徵不畏“记名参处”的威胁，与瑞
王长史对质，使瑞王一行偃旗息鼓，离开扬
州。其二，徽州富户吴养春与其弟养泽争夺
家产，吴养泽到东厂举报其兄霸占黄山，获
利不计其数。东厂收押吴养春，拷打盘问，
又派工部主事吕好问“追赃”，导致吴养春一
家四口惨死，株连诸多无辜百姓，最后激起
民变，百余人被捕下狱。王徵会审此案时，
查明原委，据实上报，严厉指出酷吏为非作
歹，无法无天，制造冤案，救下许多无辜百
姓。其三，当时各地官府为了趋附权阉魏忠
贤，纷纷为其立生祠。扬州“瞻恩祠”建成

后，大小官吏前往拜谒，唯独王徵与同乡兵
备副使来复（三原人）坚决不去。因二人均
为关中人士，时人誉为“关西二劲”。可见王
徵为官为民，有作为、有气节、有担当。

喜读“奇书”
明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到中国的传

教士带来西方科技文化书籍 7000余册，被
认为是西方近代文明输入中国的开始，史
称“西学东渐”。王徵本就喜读书、善思考，
西学著作和科学知识令喜读“奇书”的王徵
爱不释手。他积极研学西学著作，并译著
成书，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成为“西学
东渐”的代表人物之一。

天启五年（1625），王徵与法国传教士
金尼阁把利玛窦的罗马字拼音方案加以修
改补充，合作撰写《西儒耳目资》，天启六年
（1626）在杭州出版。《西儒耳目资》以西方
音韵学来研究中国语言，采用拉丁字母为
汉字注音，是一部拼音的汉语字汇，启迪了
文字可以拼音化的思维，成为了教会和外
国汉学家所拟拼音方案的鼻祖，对现代汉
语拼音方案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启
发作用，书中部分观点至今还有现实价值。

学习推广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成果，
是王徵沉浸西学阅读的最大动力。在阅读
艾儒略著的《职方外纪》后，王徵被其中精
妙之器深深吸引，对西洋奇器产生浓厚兴
趣。天启七年（1627），在传教士邓玉函的
口授帮助下，王徵编译了其中的部分内容，
摹绘了书中配图，整理完成书稿三卷。在
整理书稿时，王徵针对选择哪些西洋奇器
提出了具有现实意义的“三最”原则：一选
录其对民生日用和国家所需之“最切要
者”；二选录工匠便于制作和不费工值之

“最简便者”；三选录众多器械中之“最精妙
者”，并以此为据为书稿取名《远西奇器图
说录最》，后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其

“实为甲于古今”。《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分
三卷，第一卷论重心、比重等各种力学原
理；第二卷论述杠杆、滑车、轮轴、斜面等各
种力学器械；第三卷绘有 54幅机械样图并
附有解说，代表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物理学
成果。崇祯元年（1628），王徵将《远西奇器
图说录最》三卷与自著的《新制诸器图说》
一卷合为一帙，刊刻行世，名为《奇器图
说》。《奇器图说》不仅介绍了近代西方机械
工程学、物理学，也第一次为中国古代在这
方面的发明创造给予了理论上的说明，是

“我国第一部机械工程学著作”，书中翻译
创造的“重心”“杠杆”“斜面”等物理学专有
名词，沿用至今。中国工程专家、中国科学
院院士刘仙洲曾把王徵誉为“我国三百多
年前的第一位机械工程学家”。

善制“奇器”
王徵善制器械，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机

械发明家和制造家。他的科学启蒙源于家
庭，其父在乡里教授经算，舅父张鉴是关中
理学名儒，善制各色战车及易弩、火弩等兵
器，皆巧思独运，这对王徵痴迷于制器影响
很大。王徵入仕之前就开始从事一些农具
和日常用具的改良和发明，比如灌溉工具
虹吸、鹤饮，运输工具自行车等。《新制诸器
图说》中收录了虹吸、鹤饮、轮激、风硙、自
行磨、自行车、轮壶、代耕、连弩 9种器械，
既有他自己的发明创造，也有对前人发明
的总结。之后，王徵又陆续将新的发明和
发现整理记录并另著手稿，仅在《新制诸器
图说》中就增加了“天球自转、地堑自收、水
轮自汲、水漏自升、火船自去、火雷自轰、风
轮转重、风车行远、云梯直上、云梯斜飞、气
足发矢、自转常磨、自行兵车、活台架炮、活
钳擒钟、神威惊敌……”这些器械也多与农
业、军事有关，利国利民，他还撰写了《两理
略》《辩道说》等理学著作。

堪称“奇人”
王徵对自身的道德修养要求很高。他

自幼学习儒学，对道教、佛教也都有所研
究，晚年又笃信天主教，在学习各界思想的
过程中，一直追求“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的
精神境界，将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相
连，展现出浓厚的济世情怀。

明末，儒学因受腐败的政治和社会风
气的侵蚀产生了蜕变的危机，王徵对此表
示了深刻的担忧。他说：“大学之道，原是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今却认
做‘在明明得，在侵民，在止于至躲’，原是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今却认做‘自天卿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荣
身为本’。此于大学之道，有何干涉？”王徵
还尖锐地批判当时学风和士风的没落，指
出：“而今把一部经史，当作圣贤遗留下富
贵的本子；把一处学校，当作朝廷修盖下利
达的教场。砣硙终日，诵读惓惓，只为身
家。譬如僧道替人念诵消灾免祸的经忏一
般，念的绝不与我相干，只是赚得些经钱、
食米、衣鞋来养活此身，把圣贤垂世立教之
意辜负尽了。”崇祯七年（1634）春，山西、陕
西等地旱灾严重，出现“人相食”的“大饥”
局面，王徵依天主教慈善团体之制，在家乡
创建慈善组织仁会，救助灾民。据载，此次
义举“全活千百人”。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陷西
安，欲召王徵出仕。王徵拒不应召，先自
题墓石曰“有明进士奉政大夫山东按察司
佥事奉敕监辽海军务了一道人良甫王徵
之墓”，而后绝食七天而亡，以身报国，时
年 74岁。王徵去世后被乡人私誉为“端节
先生”。清宣统《重修泾阳县志》为王徵立
传，并列入人物类忠烈卷中。“端节”“忠
烈”是对其身为封建士大夫的气节和品质
的崇高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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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安市阎良区北屯街道李桥
村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梨花节，回想去
年的节日盛况，我心中满是向往。恰逢
友人相邀，遂欣然前往，期待着在这个春
风沉醉的时节，再一次与梨花浪漫邂逅。

刚踏入李桥村，只见梨花处处含苞
待放，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欢快气氛，更有
四方宾朋纷至沓来，共同奔赴这场梨花
盛宴。

我们沿着村委会东侧漫步前行，道
路两旁的梨花挂满枝头。右拐，一条赏
花大道伸向远方，两旁的树上挂满了诗
词大家关于梨花的名诗名句。我们一边
赏花，一边沉浸在诗文化的洗礼中，耳边
飘荡着曼妙的音乐，不知不觉来到了梨
花节演出现场，今年梨花节的主题是“花
漾北屯、‘梨’你很近”。古典舞《梨花颂》
拉开序幕，舞者们衣袂飘飘，身姿婀娜，
她们用灵动的舞姿完美演绎出梨花的高
洁。随后一群孩子身着汉服，用稚嫩的
嗓音深情吟诵着《雪韵梨歌》，清脆的声
音在梨园回响。阎良区委宣传部“阎之

有理”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师与当地群众一同唱响《梨花又开
放》，悠扬的旋律寄托了北屯人民对家乡新生活的美好期盼。

演出结束后，我和朋友穿过热闹熙攘的人群，漫步在千亩梨
园。微风吹过，飘来阵阵淡雅的梨花香。放眼望去，由于前几日
的倒春寒，使原本应该开放的梨花像是受到了惊吓，半掩着娇
容。端详这些梨花，大多还是含苞未放的花骨朵，尽管尚未完全
绽放，却给人一种别样的韵味，好像一群羞涩的少女，怀揣着对春
天的憧憬，充满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游园过程中，不时见到一群群萌娃穿着汉服在嬉戏，他们纯
真无邪的笑容与娇艳的花蕾相互映衬，展现着“花海之蕊”的童
趣。阎良区文联的古筝演奏家们奏响了“叮叮淙淙”的乐曲，空灵
的琴音仿佛在诉说梨花的浪漫故事。书画艺术家挥毫泼墨，他们
用笔墨描绘着梨园的美景，将美好的瞬间定格。现场的酥梨产业
专家在一旁耐心地为游客讲解酥梨的种植知识，让人们在欣赏梨
花的同时，对当地的特色产业有了深入了解……这些丰富多彩的
活动串联起“花海之乐”“花海之韵”“花海之约”的文化链，全方位
地展现了北屯梨花节的魅力。

阎良区委宣传部的朋友介绍说，近年来，李桥村立足“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依托酥梨产业优势，不仅大力种植酥
梨，还开发了梨膏、梨酒等深加工产品，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发展
之路，而此次梨花节的举办，更是以花为媒、以文塑旅，将文化、旅
游与产业有机结合，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李桥村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它
以梨花为名片，向世人展示着独特的魅力；以文化为底蕴，滋养着
一方水土；以产业为支撑，描绘着乡村振兴的美好蓝图。

鉴 藏

申秦雁

杜虎符：古代调兵遣将的凭证

杜虎符原为两半相合而成，现仅存左
半。铜质、虎形，虎作昂首行走状。虎符背
面有长弧形状的凹槽及凸起的三角状牝
榫，以与右半牡榫相合。虎符正面打磨得
非常光滑，上有错金铭文，总计 9行 40字，
字体为典型的秦代小篆字体，其释文为：甲
之符，右才（在）君，左才（在）杜。凡兴士被
（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
之。燔燧之事，虽母（毋）会符，行翳（矣）。

这段铭文的意思是：用于调兵的符，右
半符存于君王之处，左半符存于杜地的军事
长官手中。凡要调动军队 50人以上，杜地
长官所持的左符要与使臣所持的右半的君
符验合，只有相符了方能用兵。遇有紧急情
况可以点燃烽火，不必会合君王的右符。

由此可知，这件左半符为战国时期秦
国驻扎在杜县的军事首领所掌握，是地
名。西周有杜伯国，秦武公十一年（前687）
成为秦国的杜县。杜县辖区包括今西安市
东南曲江林带路至西南高新电子城一带，
杜虎符出土地沈家桥村正在杜县范围内，
其附近至今还有杜城村之地名。

古代，符和节都是一种重要的凭证，或
用作发兵遣将，或用作过关通行。春秋战
国时期，礼崩乐坏，战争频仍，国与国、人与
人之间背信弃盟之事常有发生，严重的社
会信任危机急需一种技术含量高、不易损
坏或难以仿制的独特信物来作为凭证，于
是用青铜或金银制作的符和节便应运而
生，并流行起来。战国四君子之一的信陵
君魏无忌，其姐姐是赵国惠文王弟弟平原
君的夫人，当秦军围困赵国都城邯郸时，赵

国向魏国求救，魏王害怕秦国报复，不敢真
心帮助。为了帮助赵国，也为了魏国免遭
秦军的灭国之危，信陵君置生死于度外，用
计借魏王如姬之手窃得魏王所掌握的那一
半兵符，据此与将军晋鄙的另外一半兵符
相合，使晋鄙率军救助赵国成功击败了秦
军，由此形成的历史典故“窃符救赵”，流传
至今。“窃符救赵”也成为诸多传统剧种创
作的题材。当代常用词语“符合”“相符”
等，都是这一时期兵符使用制度的孑遗。

在游牧民族文化中，人们认为威武勇
猛的虎具有驱邪除害、保佑平安的护符作
用，很早以前就开始用虎形来作护身符，如
距今四千年前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阿富
汗北部，今巴尔赫）青铜文化中，就有宝石
虎形金护符。陕西凤翔虢镇出土过春秋时
期秦国的金虎，为虎符的右半侧，属国君所
执掌，虽然没有文字，但出土于秦国都城，
很可能就是秦国王室用物。杜虎符是我国
现存最早的具有铭文的虎符实物，那么它
具体制作于何时？主人又是谁呢？根据虎
符上“右在君”铭文并结合《史记·六国年
表》分析，秦国的这位“君”，就是秦惠文
君。秦国历史上，大概有 20多位国君，而
以王称君者只有秦惠文君一人。公元前
337年，秦惠文君执掌秦国为君，前 325年
改君称王，据此，杜虎符的制作年代大致在
前 337至前 325年称王前的这 12年间。中
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阳陵”虎符是秦
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发给阳陵驻地将领的，
上有错金铭文“甲兵之符右在皇帝”，从“右
在君”到“右在皇帝”，小小的虎符也见证了

秦国的壮大和统一。
虎符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汉之后，如南

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著《文选·潘勖<册魏
公九锡文>》中就讲：“授君印绶、册书，金虎
符第一至第九。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隋
代的铜虎符，造型和使用方法与杜虎符类
似。唐代，高祖李渊为避其祖父李虎名讳，
改虎符为鱼符，不仅用于调兵，也作为身份
证使用。鱼符也分为左右两半，左符由官
府掌握，右符由官员携带，鱼符底侧中缝还
有“合同”二字，以备官员进出宫殿时合符
查验。宋代废除了鱼符，重新改用虎符来
调动军队。元代，符牌制度极为发达，据
《元史·兵志》记载，金虎符用来典兵，因此，

也被称作“典兵牌”是除了皇帝圣旨牌之外
最重要的军事符牌。朝廷给每个行省的最
高军事长官颁发两面金虎符，作为皇帝赋
予统兵权的象征。因此，虎符不仅用来统
兵也成为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志，自然，造型
与装饰也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杜虎符上的铭文是采用独特的错金工
艺制作出来的。错金工艺属细工，兴起于
春秋时期。这种工艺是先在器物的表面刻
出文字或图形的凹槽，然后把一定宽度的
金丝嵌入凹槽之中，再用厝石打磨平整，使
两种不同的材质紧密结合、融为一体，经过
抛光处理后，色彩对比鲜明，黄金文字突出
醒目，极大地提升了图案的装饰效果。杜
虎符上的错金铭文在虎身正中的显著位
置，虽历经两千余年却无丝毫脱落，错金工
艺之高超令人叫绝，制作者当属秦国宫廷
金匠。另外，虎符关乎国家战略安全，具有
唯一性，不仅需要掌握、运用高科技，还需
要有一套对生产者及生产流程严格管理的
制度。完整的调兵规定、先进的制作水准，
小巧精致的杜虎符也饱含着秦国军事管理
的高超谋略和深远思想。杜虎符耀眼的金
辉与黑亮的本体浑然一体，显得高贵、典
雅，使得一件调兵遣将的实用器同时也不
失为一件罕见的艺术品。秦国贵族对艺术
品位的追求，由此可见一斑。符与节都是
特殊的信物，使用它们的也都是位高权重
的达官显贵，因此，对其制作也竭尽所能。
除了杜虎符，战国时期的错金“鄂君启”铜
节、西汉南越王的错金铭文铜虎节等，沿袭
的都是这样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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