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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县之旅，与《黄河文化大讲堂》的诸
位老师同行，抵达佳县的第一站，便是去
香炉寺。

站在佳县县城的山峁上，走上被岁月
打磨光滑的石板路，仿若踏足在一部厚重
的典籍，缝隙之间，都书写着千年的风云变
幻。目光所及，远处的香炉寺恍如仙阁，飞
入眼中。寺庙位于城东香炉峰峰顶，东临
黄河，三面绝空，仅西北方，以一狭径与县
城古城门相通。寺院有一巨石如柱，柱顶
平阔，上建一微型寺庙，石柱形如高烛香
炉，故得寺名。这座始建于万历年间的寺
院，历经四百余年风霜，依然以一种遗世
独立的清高，离群索居的孤傲，庄严肃穆
的凛然，瞭望着大山广川的蕃变，守护着
古葭州的尊严。

沿蜿蜒石阶蹒跚下行千余米，便到了
寺门，石阶间嵌着的青苔，记录着无数朝圣
者的虔诚足迹。寺门两侧斑驳的砖墙上，
透着古朴苍劲的气息。推开吱呀作响的寺
门，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进入一片祥和宁
静之地，尘世的喧嚣瞬间隔绝于外。寺院
不大，但布局精巧，错落有致，不因院落狭
小而不周，山门、正殿、配殿、娘娘庙、观音
阁，一应俱全。寺院的建筑风格为明代，限
于地方狭窄，只是摆下了两进三合院，与明
代的前殿后堂、廊院相接、规整严谨、纵横
有序的建筑特点还有距离。这寺院，虽历
经朝代更迭、岁月侵蚀，营造风格尚还保存
良好，在青砖灰瓦的映衬下，既有建筑遗传
的余韵，又格外静谧安详。

这里的正殿，远比不得其他寺庙的宏
伟。说是正殿，其实不大，约有四五十平方
米，但也是香炉寺最大的建筑。殿堂屋脊
高耸，两端镇脊兽为祥龙，屋脊上是鳌鱼云
龙纹样。建筑以青砖灰瓦为主体，红窗红

柱红门点缀，形成一种别致的格调。即便
是如此小的正殿，依然少不了精细入微的
雕梁画栋，殿檐下的雕刻尤为精美，每个细
节都栩栩如生。这些木雕历经数百年风
雨，竟未遭虫蛀，也是令人称奇。据当地老
人讲，建寺时用黄河鲤鱼熬胶，混合榆树皮
汁涂抹木料，才成就了这般奇迹。寺庙的
牌楼竖立在正殿门前广场，有三米多高，几
根小腿粗的圆木，支撑起檐顶、斗拱、额枋、
灰瓦铺就的歇山檐顶，使牌楼看上去有些
头重脚轻。牌楼虽说低矮，却也为院落增
添了几分肃穆与禅意。

寺院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观音阁。这
座建在香炉峰顶的小庙，矗立在那方高二
十余米、占地八九平方米的石柱之上，石
柱三面临空，仅以一座窄窄的天桥与寺院
主体相连。天桥宽一米，长近三米，由青
石凌空铺搭而成，走在上面，略有震颤之
感，加之脚下是深渊幽壑，身旁是呼呼河
风，四周高耸无助，胆小的人走过去，还是
有点战战兢兢。

走过狭窄的天桥，置身观音阁旁，如临
空绝际。放眼望去，黄河激流滔滔，波澜壮
阔，劈开万仞崇山，从两山之间奔腾而来，
于脚下翻卷而过，冲向迤逦弯曲的下游峡
谷，向黄土高原的沟沟壑壑铺展开去；东眺
吕梁山脉，起伏连绵，如骏马奔腾；东南临
黄河大桥，横贯东西，如龙卧波，岚气升腾；
仰望身后佳县山城，古城墙垛壁垒森严，似
与天际相接……观音阁内更是狭窄，仅可
容下三五人转身。即便是再狭窄，过了天
桥，也必然要挤进阁里朝圣的。凝视着幽
暗处的菩萨金身，抚摸着阁前斑驳的石柱，
手指触进凹陷的梵文，聆听着阁檐下的风
铃叮咚，摩肩擦背中生发出了几分虔诚，平
添了几分静宁。

回到寺院，再次回望观音阁，心中滋生
出崇敬的慨叹。我不知道四百年前，是哪
位高僧大德、能工巧匠，在这荒芜的悬崖之
上，将不相干的石柱与峭壁连接，构想出如
此精巧神奇的香炉寺院，得以至今还被人
尊崇景仰。可见世间事，选择与构想很是
重要。香炉寺选在黄河岸边的突兀险峻
处，具有了位置之优，将峭壁与孤峰连为一
体，彰显了构想之妙。而恰是这连接，才有
了这香炉寺的与众不同，才有了黄河上这
座妙之又妙的悬寺。而这小小的香炉寺，
正是以一院之简，让天地风光尽收眼底；以
一石之奇，让石头城充盈着灵性；以一柱之

伟，让群山争相拱伏；以一阁之巧，让山高
水长风韵流淌！这小巧的寺庙，以小衬大，
以巧夺人，凝聚了此处山川之灵，因而博得
了“黄河小蓬莱”的美誉。

我也曾走南闯北许多年，江南塞北寺
庙所见不少，但如香炉寺这般筑造之精巧，
建制之玲珑，景色之奇妙，也是绝无仅有。

离开香炉寺时，已临近傍晚，黄河的涛
声依旧在耳畔回响。那精巧平实的观音
寺，那凌空而立的观音阁，若隐若现在朦胧
中，就像一位历经沧桑的守护神，静静地伫
立在黄河岸畔，守护着这片古老而神奇的
土地，守护着人们的虔诚信仰和美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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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秦 三 城 记寻 秦 三 城 记
张永涛

前几日，我们这群钟情于历史的探索
者前往宝鸡，为追寻先秦崛起前建造的都
邑遗址，梳理帝国发展历程中的丝丝脉
络。尽管岁月如长河般流逝，但那些隐藏
在广袤大地的风物，依然让我们能够一窥
那久远的时代。

汧渭之会
在秦人崛起的道路上，汧渭之会始终

扮演着重要角色。过去，学术界对于汧渭
之会的确切位置争论不休。但当我们站在
宝鸡市陈仓区魏家崖的台原，远眺西南方
向时，千河与渭河的交汇点清晰可见。渭
水自西向东流淌，显得较为浑浊；而千河水
自北向南奔流，水质则相对清澈。然而，当
千水汇入渭水之后，两者便融为一体，变得
同样浑浊。魏家崖村半坡上的石鼓寺，更
是与中华第一宝物——先秦石鼓紧密相
连。在石鼓寺旁的魏姓村民口中，我们得
知考古队正在引渭渠边进行考古挖掘。于
是，我们驱车前往，在渠边搜寻了一周却一
无所获。在遗憾之际，我们改变了返程路
线，却意外地发现了考古队的挖掘现场。
我们兴奋地上前了解情况，西北大学考古
系的研究生为我们简要介绍了发掘情况。
原来，魏家崖地区之前出土过青铜器，这两
年考古人员在此区域探测到了西周和战国
墓葬群，但遗憾的是存在不少盗洞。今年

开春他们就开始挖掘，目前仅清理到耕土
层，但经过几年的学术论证和实际考证，这
里与秦人汧渭之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随行的蒋五宝先生认为汧渭之会就在
此地。他说这里北部为台原，西部为千河，
东南均为沟壑，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秦
人精心选择的都城所在。公元前762年，秦
文公率兵东猎，正是在汧渭之会建立了都
邑，并在此经营长达48年。

古平阳
从魏家崖沿着引渭渠向东行走，大约

10公里的路程，便可到陈仓区虢镇北边的
台塬。我们一行人站在台原的山腰向南
望去，双碌碡村、西秦村、太公庙村这些不
太规整的村庄，宛如历史的珍珠链，依次
展现在眼前。绿油油的麦浪中，点缀着农
人劳作的身影。他们与先秦，又有着怎样
的关系呢？

平阳，其名便蕴含了深厚的地理韵味：
平坦的地势源于这里是渭河河床边，向阳
则是因为此地北边紧邻关中平原边缘。秦
人选择此地作为都邑，无疑为其在战争、交
通、农业、牧马等多个领域的发展打开了新
的篇章。然而，古平阳与今陈仓区阳平镇
是否同为一地，仍是一个待解的谜团。

双碌碡村那两个巨大的碌碡，其起源
和用途至今仍是个谜，但关于它们从天而

降的神奇传说却广为流传。文物部门于
几年前，在西高泉村公路旁立起“太公庙
秦公墓”的石碑。到底埋葬的是先秦哪位
国君还有待考证。近年，以太公庙村为中
心约 9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平阳都城、
秦公陵园、国人墓地和礼制性建筑遗存等
大量历史遗迹。

从宝鸡市陈仓区博物馆的文献记载中
我们得知，公元前 714年，秦宁公将都城从
汧渭之会迁移到平阳，历经秦宁公和秦德
公两代国君。1978年在太公庙村出土的秦
公镈、秦公钟，不仅见证了秦人早期的历史，
更为秦宁公迁都于此提供了确凿证据。至
于秦人后来为何放弃平阳，是因渭河的自
然水灾，还是为了北上战略的考量，史料中
并未明确记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秦人
所留下的这些秘密，终将被一一揭开。

秦雍城遗址
《诗经·秦风·蒹葭》曰：“蒹葭苍苍，白

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
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从东西走向的渭河冲积平原到北部广
袤的周原大地，阡陌纵横通衢。从停留汧
渭之会到迁都平阳，再到北上雍城，先秦君
王历经了近百年的选择。而我们一行人现
在驱车行走一圈，也不过 2个小时。顺着
陈仓区虢镇北坡直上20余公里，过雍水河，

即可到达宝鸡市凤翔区南古城村。
名字中带有“古城”二字，自然不是寻

常村落。村东头那块石碑上有着“南古城
村为古雍城池，秦穆公在此建都”的记载，
让人肃然起敬。这个承载着古雍城记忆的
地方，仿佛是一座时间的桥梁，连接着过去
与现在。站在这里，我们感受历史的厚重，
仿佛听到秦人的呼吸。

同行的蒋五宝先生告诉我们，秦雍城
遗址考古队在此驻扎，多年前，他曾有幸随
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到这里参观过一些出
土的先秦时期青铜器。他深刻感受到：每
一次考古发现，都是对历史的致敬。只言
片语的史料记载也正是在考古发掘中不
断被印证。自秦德公元年（前 677 年）至
秦献公十一年（前 374年），秦国在雍城统
治长达 304 年，历经 19 代国君。雍城是
秦国都城中延续时间最长、执政国君最
多的一座都城，是秦国发展史上一座重
要的里程碑。

秦人九都八迁，每一次迁徙都是对命
运的不屈抗争，他们最大的贡献不仅是
一统华夏，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实
行郡县制，更是展现了坚韧不拔、强势生
存的创造精神。他们这种精神，穿越了
两千多年的时光。今天，依然在西府大
地上荡气回肠。

胜 迹黄河悬寺——佳县香炉寺
柳 笛

秦 味 韩 城 花 椒 的 故 事
王俊华

六月的韩原大地，苍莽的黄土沟壑间
跃动着点点红云。风掠过芝阳镇的山峁，
将层层叠叠的椒叶掀起红浪，椒农们头戴
草帽穿梭林间，竹篮里的花椒粒颗颗红艳
似火，在日光下泛着琥珀般的光泽。辛香
裹挟着草木气息在空气中流转，这缕跨越
六百载春秋的味觉密码，正从沟壑纵横的
黄土地里缓缓苏醒。

黄河在这里拐出雄浑的弧度，滋养着
这片北纬 35度的神奇土地。翻开明代《韩
城县志》泛黄的书页，“椒遍野”的记载赫然
在目，仿佛穿越时空传来阵阵椒香。塬峁
地形如天然穹顶，昼夜温差 15℃的淬炼，
2500个小时日光的慷慨馈赠，让红沙土成
为孕育花椒的温床。每当清晨，晶莹的露
水顺着椒叶脉络滑入土地，正午的骄阳则
点燃花椒的热烈，在这样的交替中，大红袍
花椒悄然积蓄着独特风味。其单宁含量较

普通花椒高出 30%，麻味醇厚绵长，香气穿
透云霄，“香过潼关，麻透三秦”的美誉，是
岁月与自然共同镌刻的勋章。

在司马迁祠脚下的西庄镇，时光仿佛
凝固在古老的习俗里。立秋时节，待嫁的
女子指尖翻飞，将新花椒与彩线编织成精
巧的香囊。圆润饱满的花椒粒在绸缎间若
隐若现，椒香愈浓，寓意福泽愈深。这些缀
满花椒的香囊，既是少女对美好生活的期
许，也是农耕智慧的诗意表达。

如今，这份浸润着岁月的生活美学，正
化作文旅融合的密钥。花椒宴上，厨师们
以椒入馔，将辛香融入每道佳肴；刺绣工
作室里，银针穿梭，花椒纹样在布帛上绽
放；古法晒花椒体验区，游客们在竹匾前
感受传统工艺的魅力，传统农事在新时代
焕发勃勃生机。

在国家级花椒产业园区内，科技之光
与千年椒香交织碰撞。超临界CO2萃取设
备昼夜运转，将花椒精华浓缩成琥珀色的
黄金液体。1吨鲜花椒在这里蜕变为 20公

斤花椒油树脂，价值实现百倍。智能分拣
线上，光电传感器精准识别每颗花椒的色
泽与大小；电商物流网络如同无形的翅膀，
让“韩城大红袍”48小时内便能抵达粤港澳
大湾区的餐桌。2022年，线上销售额突破
3.6亿元的数字背后，是 3.2万农户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与希望。

无人机掠过万亩花椒林，如同现代的
精灵，在天际线上勾勒出科技的轨迹；智能
传感器扎根土壤，实时监测着墒情变化，为
花椒树生长保驾护航。95后新农人架起手
机，镜头里的花椒林生机勃勃，他们用充满
活力的语言，让古老辛香飘向大洋彼岸。

韩城花椒的故事，不仅是黄土高原上
生生不息的传奇，更是中国农业现代化进
程的生动注脚。这片被椒香浸润的土地，
正以千年积淀的智慧，在乡村振兴的时代
画卷上，书写着浓墨重彩的篇章。

我
在
南
泥
湾
的
往
事

往 事 因病搁浅了
参加此次爱菊朝
圣延安之行，是我

晚年的一大遗憾。1971年元月在延安南
泥湾劳动锻炼半年的幸福时光，像穿越
时光的隧道，把我拉到阔别半个多世纪
的那个令人幸福、陶醉、难忘的岁月。
那时我正值 26岁，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好男儿志在四
方，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劳动锻炼是我
的最大夙愿。我们南泥湾五七干校的
学员大多来自区县、乡镇、街道的机关
干部和教育卫生商贸等部门，也不乏
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在赴南泥湾时
途经三十里铺，我们迎着鹅毛大雪，冒
着凛冽的西北风，徒步拉练六十里路
程，翻山越岭，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发
扬“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
闲”的精神，坚持摸黑走到干校，受到
刘雨生校长组织员工敲锣打鼓夹道
欢迎。这些令人动容、记忆犹新的场
景，给人们留下了一段美好回忆。

我们碑林区学员被分配到大田连
队种玉米。因为当地气候十分寒冷，只
能种植早春玉米，才有一定收成。我们
用自己的智慧和辛勤的双手在南泥湾
桃宝峪川地里干打垒、修建窑洞、种植
水稻、玉米等农作物，建设了饲养猪羊
的养殖场。桃宝峪山沟里春天光照时

间长、昼夜温差大，墒里能涵养住水分，很适合玉米的生长。我
们经历了玉米播种、锄苗、拔草、施肥等不违农时的环节，最终
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里，玉米的长势十分喜人，让人由衷地高
兴。我们种的玉米香气扑鼻，营养价值高。我们用干锅（当地
俗称夹火墙取暖烧水做饭等）做的玉米发糕焦黄酥脆，成为大
家的佳肴，令人赞不绝口。周末，我们赴峪口看到周边连绵起
伏的山峰，遮天蔽日的槐木、梨木、青冈木，空气格外清新，令人
如痴如醉。我们用锯子锯，斧头砍，把干的柴火运送到山下，在
干校中心院子摞成整整齐齐的垛子，像堆了个小山似的，这些
都是我们取之不竭的取暖用品。

按照约定的日程，第二期学员如期而来，我们按时返回西
安。当我们离开的时候，灶上管理员刘维双为了让大家能留点
念想，准备了一斤点心略表心意。因为当时物质匮乏，食用油
少，糖也稀缺，点心像砖头一样，没有一点酥软的感觉。

我至今仍眷恋在南泥湾的美好往事，每当想起当年三五九旅
垦荒南泥湾的峥嵘岁月，在这块黄土地上“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的场景历历在目。在这里，我们不仅见证了革命先辈用双手开
垦出的希望田野，更深刻领悟到延安精神的永恒价值。这种精
神如同阳光雨露般滋养着我成长，延安精神必将薪火相传，永远
照耀着我们前行的道路。

那些消失的手工技艺
薛文德

在关中地区，曾经有很多手工技艺，
因为这些技艺形成了一大批手艺人，这
些能工巧匠活跃在村镇，成为民间的艺
术家。

打铁。打铁是一门比较古老且必不
可少的传统手艺，农耕时代农民所有的农
具，基本全靠铁匠铺子加工。打铁有一道
工序，必须把待加工的铁件烧红烧软，才能
趁热打出所需的形状。打铁被看作重体力
活，原因一是紧三火四，二是要出大力，三
是火星四溅比较危险。过去在关中几乎每
个村都有铁匠铺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一些工具的加工被专业的机械厂用机器替
代，铁匠的活儿越来越少了，到了现在，打
铁这门手艺已基本绝迹。

补锅。过去生活困难，人们做饭用的

大铁锅一有破损，经过修补还可使用，所以
修锅补盆等锔锅匠的生意很红火，农村常
有补锅匠走村串巷吆喝着招揽生意，往往
是一旦扎住脚，来补锅锔盆的人很多，一
半天甚至三两天不挪脚都有活儿。随着
时代的发展，不锈钢和铝制锅随之出现，
且家庭结构的变化也使大锅变成小锅，于
是补锅补盆这门手艺也失去了市场。

编芦席。过去家家户户的大土炕上
必定先铺一张芦席，所以靠近河滩的村庄，

人们农闲时便割芦苇编成席子，用来换钱
补贴家用，每到春节或孩子结婚成家，农民
都要买一张新炕席或者换一张，后来随着
木床板的使用和席梦思床垫的出现，芦席
便退出历史舞台，编制芦席也没有了市场。

打箔子。所谓箔子，是过去关中农村
盖房的必用品，用芦苇秆制成，工具倒也不
复杂：把一根长木椽两端撑起来，再把一根
一根等长的芦苇秆用绳子连起来，木椽起
支架作用，两根绳子交叉绑扎，便把芦苇秆

连成一片，一般用三道或四道绳子绑扎，三
或四米长为一件成品，然后卷成捆，拉到集
上售卖。用在新建的房子，横放在椽子之
上，上面敷泥巴，泥巴上再敷能挡住雨水的
瓦片，房子便盖成了。后来楼板取代木椽，
土木结构的房子不再使用，箔子没有了用
场，打箔子这一手艺也随之消失。

吹糖人。吹糖人是把红糖熬成糖浆，
团成丸子趁软吹成各种小动物形状，当然
吹糖人必须具备一定的技巧，一边用口吹
一边用一只手拉动糖丸一端，捏成动物的
尾巴，另一只手从接铲上捏出四肢，糖人冷
却后既可当玩具又可当食品。过去农村集
市上常有人边吹边卖，周边围满了购买的
人。如今小玩具小食品花样繁多，吹糖这
一工艺也转变成了雕糖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