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麻雪  美编：兰莹莹  校对：董建敏
文化周刊

2022 年 11 月 18 日    星期五

8版

“虢王虢王，没沟没梁，

不打粮食，愧对周王。”听着

这句顺口溜，记者近日走进

凤翔区虢王镇虢王村。诚如

顺口溜所说，虢王村地势平

坦、土地肥沃，闻名遐迩的虢

王红薯正产自这里及周边村

落。这时节，虢王红薯已收获

完毕，薯香飘遍村庄。

“虢王这个名字叫得久

了，传说源自周文王的弟弟

虢叔。”村中老人的传说，以

及虢王村村史碑上的记述，

让虢王的地名文化蒙上神

秘色彩。

虢王曾是虢叔封地？
在虢王村村委会院内，

一通新立村史碑上有这样

的句子：“虢叔居虢王，虢

仲驻虢镇。”虢仲、虢叔是

谁？周太王的儿子季历最

少有三子：姬昌、虢仲、虢

叔。西周推行分封制，周文

王姬昌封两个弟弟于西虢

和东虢，虢镇、虢王的地名

便来源于此。

宝鸡与“虢”有关的地名

有虢镇、虢王，与“虢”有关的

青铜器有虢季子白盘等。西

虢在今陈仓区虢镇，东虢在

哪？虢仲、虢叔两兄弟究竟

谁被封在西虢，谁在东虢？

《西周的历史与文化》一书的

作者何志虎、惠瑛、王岁孝在

书中写道：“西虢为虢仲封

地，东虢当为虢叔封地。东虢

何在，古今无考。两汉学者对

于周封国的地望多有考证，

其方法主要是借助地名。按

此方法，今凤翔县东南有虢

王镇，位处西虢东北约 20公

里，疑其为东虢封地。”

凤翔区政协工作人员

肖逸认为：“虢王得名于周

文王时期，是文王为其弟虢

叔所封采邑，史称东虢。周

武王分封时，改封东虢于今

河南荥阳东北，虢王村仍为

东虢属地。”

虢王村村史碑内容显

示，在周人迁岐之前，雍

水、渭水两岸就有了以猎

杀虎、豹等猛兽而著称的

勇士，当地人称之为“虢

人”，生活的地方称为“虢

地”，中心区域在今凤翔虢

王、陈仓区虢镇和阳平一

带。古公亶父迁岐后，“虢

人”视之仁，归附周族 ；后

来，周文王封“虢地”给弟弟

虢仲、虢叔为采邑。兄弟二

人以“虢”为氏，保西周都城

安全，防止外敌入侵。

关于虢王的地名，不论

是乡间传说，还是村史碑记

述，都在传达人们对周文化

和西周先贤的敬重之情。

虢王堡为何叫“刀城”？
“虢王双日集是出了

名的热闹，货物齐全，人气

旺。”“ 过 去 虢 王 堡 叫‘ 刀

城’，颇有气势，城门上有

‘东望岐阳’‘西连武都’的

匾额……”走在村庄中，虢

王村老人谈及集市和老堡

子，能回忆不少细节。

虢王村党支部书记孙

建武说，虢王是凤翔四大古

镇之一，位于岐、宝、凤三县

交界地。在清代时虢王就有

了双日集，逢农历双日，虢

王堡南街商贾聚集，日用百

货等应有尽有。及至今日，

虢王集市也深受周边群众

喜爱，人们在这里各采所

需，非常热闹，竹筐子、铁马

勺、蜂蜜粽子、麻糖等物令

人目不暇接。虢王集市成为

周边群众的共同记忆。凤翔

退休教师马忠孝回忆，哥哥

生前是木匠，做的木桶在虢

王集市上很受欢迎。

年过七旬的侯文科常在

虢王集市卖凉粉，他回忆说，

除过繁华的虢王集市，虢王

村还曾有虢王堡，村里老一

辈姓谢、张、侯、段的村民，大

都在虢王堡居住。“虢王堡东

西城门坚固，城墙修得很厚，

我小时候常顺着梯子爬上城

墙玩耍。城门楼最高处有十

几米高，虢王堡被大家叫作

‘刀城’。上世纪 50 年代，虢

王堡城门、城墙被毁。”

虢王堡为何被叫作“刀

城”？虢王村人谢明周说：

“虢王堡东西长约 350 米，

南北长约 200 米，虢王城

堡与虢镇城堡很像，呈五

角形，缺西北角。虢王堡东

西长、南北窄，城堡形状像

一把菜刀。根据它的形状

和地形，人们称它为‘五角

城’‘刀城’。在虢王堡的东

城门额上写‘东望岐阳’，西

城门额写‘西连武都’。西周

都城在岐山之阳京当，虢镇

曾为武都郡。额上的八个

字，说明了虢王村特殊的地

理位置。”

红薯文化香飘田野
村名、古堡、集市皆为

虢王村庄故事的一部分，如

今，虢王村的特色产业是红

薯种植。初冬时节，村民刚

忙完红薯采收，谈论着今年

的收成。虢王红薯口感软糯

香甜，无筋丝，2020 年被收

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

录。今年又逢红薯丰收年，

孙建武介绍：“村上 5500

多人，目前约三分之一的村

民从事红薯育苗、种植等，

红薯成为村民增收的‘宝贝

疙瘩’。”

今年 60 岁的侯岁孝是

虢王村红薯育苗和种植大

户。今年，他育了两亩多红

薯苗，种植了 20 多亩红薯，

通过机械化采收，收获红薯

约 7 万斤。最近，侯岁孝正

忙着给客户打包邮寄红薯，

主要销往甘肃、西安、渭南

及宝鸡各地。1990 年前后，

侯岁孝开始种植红薯，去外

地看完学完，回到虢王忙活

红薯育苗，虢王土质好，特

别适合红薯种植，红薯成为

一家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不

知不觉间，红薯陪伴侯岁孝

一家已有 30 余年，侯岁孝

也成为村上的种薯能人。这

期间，村里种植红薯的人越

来越多，因虢王红薯品质

高、回头客多、市场反馈良

好，虢王红薯的名声也越来

越响。

虢王村红薯文化是什

么呢？孙建武认为，红薯文

化其实很朴素，可以总结为

勤劳朴实、踏实务实。务农

就要像红薯一样，把根系牢

牢扎进土地，不断吸收阳光

和水分，默默成长、积淀，只

有勤劳朴实地劳作，才能收

获甜美丰硕的果实。

首批 17 个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出炉——

西府老街荣登榜单
本报讯 近日，省文化和

旅游厅公布了首批 17 个省

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

区名单，宝鸡市西府老街入

选，这也是我市此次唯一入

选的项目。

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

聚区是指消费市场活跃、业态

集聚度高、文化内涵丰富、公

共服务完善、品牌知名度高，

辐射旅游、商业、娱乐、住宿、

购物、餐饮等多种业态，满足

不同群体、不同场景的夜间消

费需求并在国内有一定影响

力的文旅消费区域。

西府老街位于我市金台

区胜利塬，2016 年开始建设，

现已建成集非遗展示、研学

游学、亲子拓展、演艺游乐、

精品民宿及西府文化体验为

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旅游街区，

年接待游客量 440 万人次，

累计接待海内外游客约 2200

万人次。街区采取亮化街区夜

空、延长营业时间等方式，带

动夜间旅游购物消费。西府老

街此次成功入选，为繁荣我市

文旅产业，刺激夜间消费作出

了贡献。         （毛丽娜）

惠民演出暖人心
本 报 讯 11 月 16 日，

在渭滨区金渭路社区，人头

攒动，暖意融融，这是由省

文化和旅游厅、省财政厅主

办，渭滨区文化和旅游局、

渭滨区石鼓镇承办的“戏曲

进乡村文化惠民演出”活动

的一个场次，吸引了周围群

众坐在家门口享受这场“文

化大餐”。

当天活动在美妙的器乐

合奏《喜洋洋》中拉开帷幕，

紧接着，妙语连珠的快板《家

住渭滨都说好》、慷慨激昂的

秦腔选段《清风亭》、热情洋

溢的舞蹈《张灯结彩》等 14

个精彩纷呈的节目，被承接

此次惠民演出的宝鸡市周礼

乐团的专业演员们“搬上”舞

台（见下图）。演员唱功深厚，

一招一式尽显功底，充分展

现了周礼文化和戏曲文化的

独特魅力，引得观众齐齐拍

手叫好，并不时拿出手机记

录下精彩瞬间。

据悉，2022 年渭滨区

戏曲进乡村文化惠民演出，

相继为高家镇、石鼓镇、神

农镇等镇村开展 60 余场丰

富多彩的惠民演出，丰富了

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

本报记者 段序培

本报讯 11 月 16 日，

市文物局机关党支部联

合市直机关工委、市行政

审批服务局，举办“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

文化自信”主题党日暨公

众考古活动。

参加活动的党员干

部先后来到宝鸡高新区

磻溪镇下站村下站遗址、

凤翔区秦公一号大墓、凤

翔区城关镇瓦窑头村瓦

窑头建筑遗址，参观考古

发掘现场，了解考古发掘

成果，聆听市考古研究所

所长辛怡华所作的专题

讲座，随后进入考古发掘

工地体验考古发掘工作。

大家在专业人员的指导

下，用探铲取土，推断是

否存在古代遗存，用手铲

刮面（见右图），让深埋地

下的文物露出真容。

近年来，我市积极

举办公众考古活动，组

织各类人群走进考古工

地、感受考古魅力。辛怡

华表示，公众通过体验

考古发掘工作，能加深

对历史的认识，更好地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本报记者 祝嘉

参与公众考古  增强文化自信

凤翔区虢王镇虢王村：

命名的村庄西周名人以 

的故事村子

本报记者  张琼

虢王村红薯种植户喜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