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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报国精神主题文化景观
亮相街头

本报讯 “运-20‘鲲鹏’娇憨

可爱，歼-20‘威龙’威风凛凛，

歼-15‘飞鲨’英姿飒爽，歼-10‘猛

龙’腾空而起，轰-6、歼-7 驾云飞

翔……”8 月 16 日，在航空工业宝

成·文化主题街区，一组立体逼真、

惟妙惟肖的巨幅 3D 航空报国精神

主题文化景观手工彩绘（见上图），

吸引了过往市民的眼球。 

在位于渭滨区清姜街道西四路

路口的航空工业宝成大门北侧，笔

者看到，整栋大楼的侧面墙体上，

一架架中国战机昂首云端、

御风而行、振翅翱翔，宝成

文化中心门头上，崭新鲜红

的“忠诚奉献 逐梦蓝天”八

个大字赫然醒目。门口路边

以飞机造型为主的文化景

观标牌上，则铭记着 1951

年新中国航空工业诞生、

1955 年宝成建厂等相关情

况简介。

据了解，作为宝鸡唯

一一家航空企业，陕西宝

成航空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积极响应辖区关于打造特

色工业街区、传承工业文

化记忆的倡议，从今年 4

月起就启动了航空文化主

题街区建设工程，并将该

项目作为弘扬航空报国精神、传

播航空文化的重要载体。现场一

名市民边看边拍照，他说，这样的

航空文化主题景观十分醒目，可以

让更多市民更加直观地感受企业

文化。               （毛丽娜）

岐山现中国石
成为又一网红打卡地

本报讯 近日，记者在岐山县石

榴山磨房沟石门一里处，看到一块高

8 米、宽 9 米、厚 5 米的巨石，为花岗

岩质地，上面赫然刻着两个鲜红的铭

文“中国”（见上图），字形取自 1963

年出土于宝鸡县( 今宝鸡市陈仓区)

贾村镇的西周青铜器“何尊”。

这是由岐山籍著名书画家、岐阳

石鼓文化艺术博物院学者曹宇书写

的，并为此石取名“中国石”。在秦岭

岐山段山谷内刻制这座“中国石”，用

文化的方式诠释“看中国，来宝鸡”的

象征意义，对传播周文化有一定的推

动作用。

“中国石”右侧刻有《国石铭》一

首，叙述了巨龙从天而降，历经沧桑

傲立于东方的豪迈气魄。铭曰：横出

苍穹兮，气如虹！历遍沧桑兮，揽罡

风。傲立东方兮，天下同。

“中国石”坐落在老子当年修改

《道德经》的老子洞附近，不少市民闻

讯纷纷前往打卡留影，这里将成为宝

鸡又一处人文景观。

本报记者 张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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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仓区凤阁岭镇毛家庄村：

西山酒歌传豪情
本报记者  张琼

“一个雀雀一个头，两个

眼睛明晶晶。两个黄爪子抱墙

头，把一个尾巴戳到后头。太

平年，年太平，巧巧巧——请

酒！”8 月中旬，陈仓区凤阁

岭镇毛家庄村村民、西山酒歌

非遗传承人王建军、逯鸿等人

围坐一起，一边划拳喝酒，一

边唱起酒歌。

西山酒歌是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项目，主要流传于

陈仓区西部山区各镇，以凤阁

岭镇、拓石镇为最多。它将民歌

民调、民间歌舞小曲和划拳行

酒令相融合，是西山群众自娱

自乐的一种说唱艺术。西山酒

歌在西山许多村落皆有传唱，

其中，毛家庄村会唱人数较多，

传唱度较高。原生态的西山酒

歌引来了中央电视台、凤凰卫

视等媒体的聚焦。

有酒必有歌
“西山人有酒必有歌，酒

歌出现在很多场合：朋友聚

会时唱《大吉利》，欢庆丰收时

唱《雀雀算账》，结婚喜庆时

唱《闹洞房》，给老人祝寿时唱

《祝寿歌》……这些歌流露出

西山人豪迈自在的性格，以及

对生活的热爱。”陈仓区文化

馆馆长杨宝祥说，如今西山酒

歌存有十几种原生态曲目曲

调，西山成年男性都会唱。

毛家庄村流传的酒歌唱

起来很随意，没有固定的器

乐、场地、程序。大家聚会饮

酒时随手拿件东西都可以当

道具，用筷子轻敲碗碟或桌

沿，用手拍打节奏。王建军唱

起一支《螃蟹拳》：“一只螃

蟹八呀八只脚呀哎，两只眼睛

呀身背一张弓，夹呀夹得紧呀

甩呀甩不脱。三星高照呀有酒

两不喝，四季来财呀甩呀甩不

脱……”边唱，手上边出拳。

划拳赢了的人唱 ：“拳儿我赢

了。”输了的人唱 ：“酒儿我吃

了。”输家喝多少随意，并不强

行劝酒和灌酒，别有一番诙谐

幽默、随心自在的意味。

“西山酒歌在当地传唱

度高，与它的曲调和歌词有

关系。”陈仓区文化馆副馆长

张宏昌说，西山酒歌一部分

源于民歌，唱词顺畅，唱腔动

听 ；还有一小部分是流传下

来的古代文人作品，唱词文

雅工整，唱法严谨。流畅的曲

调易于学习传唱，通俗顺口

的歌词易懂易记。外地人跟

着当地人灌几回耳音，就可

以跟着哼唱。西山酒歌没有

谱子，靠口口相传来传承。过

去，西山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较为贫瘠，酒歌是人们调剂

生活的“一把糖”。

有人说，西山酒歌可能产

生于先秦宫廷及军队，后盛行

于两汉时期，在民间流传开

来。也有人说，西山酒歌是近

现代的产物，由当地黑社火和

散落民歌结合而来。不论产生

于何时，毋庸置疑的是，西山

酒歌植根于西山人对生产生

活的感悟和热爱，是他们边歌

边饮的豪情写照。

酒歌滋味多
《一个尕老汉》《洛阳桥》

《扬燕麦》《石沟子担水》……

细听西山酒歌，会发现歌里有

多地曲调味儿，既有陈仓社火

小曲调、西府曲子调，也有四川

号子调、甘肃花儿调，还有陕北

民歌调、关中眉户调。各地的曲

调、唱词和酒令巧妙融合，成为

西山酒歌的突出特点。

“每一首酒歌的调子都不

一样。比如《一个尕老汉》中

唱：‘一个尕老汉吆吆，七十七

哩嘛吆吆。再加上四岁呀子

清，八十一哩嘛吆吆。’这里的

‘吆吆’是吆喝出来的，跟四川

号子是一个调调。”王建军举

例，还有一些调子和甘肃花儿

很像，叫作“慢花儿”。王建军

说，毛家庄村离甘肃很近，属

于陕甘交界周边村落，再往西

过了建河村就是甘肃地界，当

地人赶集都去天水。地域上的

接近，使部分西山酒歌带有甘

肃花儿味。

为何西山酒歌中又有四

川、青海、陕北等地的曲调味

儿呢？杨宝祥谈道，凤阁岭

地区自古就是陕甘川三省的

交通枢纽，是古丝绸之路上

的一个节点。出土于天水放

马滩的秦木板地图中，有军

事要塞叫“燔史关”，指的就

是凤阁岭一带。古时，这里曾

是商贾云集、八方交流的地

方，有驿站，人们在这里饮食

住店，骡马在此食草休息，此

地成为南来北往的人聚集交

流之地，带来多种文化的交

汇。至今，西山人做的“坛子

肉”，和四川人做的“油底肉”

几乎无二。历史文化的渊源

和各地人员的迁移交融，使

西山酒歌丰富多样。

其实，除了喝酒时唱的

歌，西山还有许多动听的民

歌，如《石沟子担水》《女贤良》

《扬燕麦》等。《石沟子担水》由

女性来唱，讲一位出嫁女性给

娘家哥讲述自己婚后生活的

苦恼，听起来哀伤婉转，余韵

悠长。

歌者何所盼
“前几年，村里唱酒歌的

‘行家’赵玉明去世了。我今年

也七十了，有生之年我想把会

的酒歌写一个本子，给年轻人

多教教，让酒歌能传下去。”王

建军说，目前毛家庄村有西山

酒歌笑谈班子，15 个人常演

常唱，年龄最大的 76 岁，最小

的 40 多岁，年轻人大多在外

地打工，不常唱，但回乡也能

唱几首。

凤阁岭唱歌能人赵有松

说，目前凤阁岭镇、拓石镇的

村子里能唱酒歌的人较多，

暂不存在失传或消亡的危

险。赵有松认为，好酒也怕巷

子深，好歌更要多亮嗓，多多

让人知道、听到西山酒歌，有

助于它更好地传承下去。近

几年，随着当地政府和相关

文化部门的重视，组织了许

多与西山酒歌有关的活动赛

事，赵有松多次登上舞台演

唱西山酒歌。

今年 7 月底，陈仓区举办

了西山酒歌大赛，凤阁岭镇

6 个村 50 多名酒歌能人登台

赛唱，西山乡亲们也通过抖

音直播的形式听到了家乡的

酒歌。杨宝祥说，抖音直播是

宣传西山酒歌的一个尝试，

以后，还要多借助新媒体方

式来传唱、宣传西山酒歌，并

尝试对西山酒歌进行合理的

艺术加工，在不破坏原汁原

味的基础上，使西山酒歌能

以舞台节目的形式，被更多

人所认知、喜爱。

8月 16日，陈仓区文化馆

工作人员和民间艺人、专业演

员、摄制人员一起到西山拍摄

《石沟子担水》MV，并计划日

后对十几首经典的西山酒歌

进行录制。听说这一消息，王建

军、赵有松高兴地说：“录下来

好，叫大家听听，咱西山酒歌有

多美！”

闲时唱西山酒歌是毛家庄村人生活的一种调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