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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
无改鬓毛衰。”贺知章的诗句，
表达了中国人对故乡的依恋
和心中永恒的乡愁。那些散落
在青山绿水之间的传统村落，
一幅幅小桥流水、农田屋舍、
鸡鸣犬吠、乡音乡情的画卷，
让人们寄托思乡之情，使乡愁
有“乡”可寻。

传统村落是中华农耕文
明 的“ 基 因 库 ”，那 里 保 存 着
珍贵的乡村历史信息与文化
景观，极具文明价值和传承意
义。宝鸡就有很多传统村落被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列
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比如
麟游县酒房镇万家城古村，布
局有序、院落完整，该村是三
合院土坯夯筑的关中典型建
筑形式，村旁有隋至元代的古
县城“普润县城遗址”，是第三
批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
村子。依偎着秦岭、如世外桃
源的太白县黄柏塬镇二郎坝
村，因南北习俗相融合的高大
老旧民居的传统风貌，被陕西
省评为“首批省级传统村落”。
被誉为“岭南养生第一村”的
凤县红花铺镇永生村，四面环
山，地形似“八瓣莲花”；双石
铺镇草店村，古羌族的历史文
化让人感叹岁月的积淀。还有
渭滨区的大散关村、金台区的
车辙村、陈仓区的西秦村、凤
翔区的柳林村、眉县的葫芦峪
村等等，这些隐匿在秦岭渭水
间的古村，藏着浓浓的历史人
文记忆。

每一处形态丰富、别具特色的传统村
落都是鲜活的文化遗产，生动多元地诠释
着关中的乡土文明，展现着各自独特的物
质、社会、精神文化遗存，极具历史文化和
艺术审美价值 ；另一方面，传统村落如今
仍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城市化进程
不断加速的当下，保护好生活栖居的“一
方水土”，也是在保护人们始终记挂的精
神家园。

为了让乡愁有“乡”可寻，近年来，宝鸡
各县区纷纷落实具体举措，修建村史馆、绘
制历史画廊、建非遗文化街……村民作为
当地传统文化的“推介人”笑迎八方游客，
传统村落中的烟火气让人流连忘返。传统
村落连接着历史与现代、乡土与人情，丰富
多彩、极具魅力，各镇村组织村民排练出地
方特色浓郁的文艺节目，让游客体验到独
特的文化风情。

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相关部门
提出要注重“保护为先、利用为基、传承
为本”的原则。笔者以为，一方面，应当挖
掘运用好传统村落自身的资源禀赋，充分
激发其传承发展的内生动力 ；同时，还应
积极推动传统村落的乡土气息与现代化
传播手段相互交融，让传统村落的文化遗
存，通过互联网唤起更多人的乡情乡愁，

使人们重新走进古村
古镇，感受农耕文明，
让古老的传统文化焕
发生机和活力。

让“宝鸡工厂”成为文旅融合新亮点
周淑丽

日 前，文 化 和 旅 游 部 公 布
了 69 家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名 单，我 市 西 凤 酒 工 业 旅 游 基
地榜上有名。发展工业旅游，既
能满足不断升级的文旅消费需
求，也可传承工业历史文化，是
未来文旅融合发展的一种新趋
势。宝鸡市工业旅游资源丰富，
期待更多的“宝鸡工厂”变成文
旅融合新亮点。

变“工厂”为“景点”，要善于
“挖矿”。宝鸡是工业旅游资源的
“富矿”，工业门类齐全，只要善
于“挖矿”，就能获取文旅融合的
宝藏。近年来，我市已涌现出一
些工业旅游的新亮点，比如长乐
塬抗战工业遗址，融合了宝鸡的
抗战和工业发展史，既有看头也
有意义。还有宝鸡的卧龙文化创

意产业园，把废弃工厂打造成文
化街区，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打卡
参观。我市像这样的“工厂”还有
很多，尤其是不少工业企业都是

“三线”建设时期扎根宝鸡的，如
今，老工厂里还留存着很多历史
印记和文化符号，值得深入挖掘
和利用。只要不断发掘特色，并
用现代化的设计理念进行包装，
必定会呈现更多的文旅融合新
亮点。

变“工厂”为“景点”，要敢于
“亮相”。会“亮相”、敢“亮相”，也
是一种亮剑精神。酒香也需多展

示勤吆喝。如今的现代化工厂，
有不少有看头有亮点的智能生
产设备。比如我市蒙牛乳业、吉
利汽车、农夫山泉等企业，都建
立了专门的参观通道，并与相关
机构联合开展研学等活动，既让
游客感受到现代化工厂的先进
性，也达到了宣传企业的效果。
我市的传感器、机器人、钛材、医
药等领域企业，同样有值得一看
的地方。这些企业在提高生产技
能、扩充产能的同时，也应当学
会为游客“亮相”。在不影响企业
生产的前提下，专门设立一个可

用于游客参观和体验的区域，让
游客既通过参观开阔眼界，也通
过体验来加强印象。还可以尝试
开发一些工业旅游伴手礼，比如
汽车模型、钛产品等，为企业提
升经济效益。

工业是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现
代化文明的重要标志。发展工业旅
游既能提升企业综合效益，也可拓
宽旅游的边界。抓住机遇和风口，
未 来 的 宝
鸡 工 业 旅
游 一 定 会
硕果累累。

宝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

市，素来拥有“民间工艺美术之

乡”的美誉。在 2700 多年的建城

史中，劳动人民以智慧和勤劳创

造了一件件精致的手工艺品，其

中以凤翔泥塑为代表的国家级非

遗项目最为有名。

时至今日，这些传统技艺非

但没有因时代变迁而落伍，反而

在传承人的坚守下焕发出新的光

彩，成为一张张“宝鸡名片”，甚至

在各种重要场合“现身”，走向更

加广阔的舞台。

始于明代  历史悠久
凤翔泥塑发展至今已有数百

年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明代朱元璋

麾下的第六营兵士。兵士们捏制泥

货，并以彩绘点缀示人。后来，一些

兵士定居凤翔六营，不断精进手艺

并以此为生，这类“泥活儿”逐渐

成为商品流入市场，后被称为“泥

货”，并演变发展、传承至今。

随着时代变迁，凤翔泥塑的

种类、用途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最初，泥货的造型与花色较为单

一，随着数百年间手艺的传承与

创新，泥货的类型分成了挂片、坐

虎、浮雕、杂货、小货五种，而其花

色类型丰富到 170 多类。旧时，泥

货常被居民购置用于镇宅辟邪、

祈福求子，而现在它不仅是民居

中常见的吉祥物，还成为赠予各

国外宾的礼品，实现了从“宝鸡名

片”到“中国名片”的飞跃。

精雕细琢   独运匠心
韩建斌是凤翔泥塑胡深世家

第六代传承人，从小受家庭氛围

熏陶，跟随外祖父、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胡深和母亲胡小

红学习做泥塑。在大学期间，他

以凤翔泥塑为选题完成了毕业论

文，而后便回到家乡，从长辈手中

接过了“火炬”。

工序繁琐，环环相扣，一笔一

画，大有文章。制作凤翔泥塑的工

艺流程有采土、砸泥、造型、制模、

翻坯、合坯、粉洗、勾线、彩绘、上

清漆和包装。为了精益求精，整个

制作过程中的原材料和工具完全

是纯手工自制的。韩建斌说 ：“普

通的工笔，要么锋太长，噙不住

墨，要么锋太短，线条不够均匀，

因此我们会用黄鼠狼尾巴上的毛

自制画笔。还有矿物质的颜料，也

需要加胶自己熬制，从而使颜色

之间互相协调。”

韩建斌说，在进行创作时，

既要做到“无私”，也要做到“自

私”。“无私”是一种忽略竞争关

系与经济价值的态度，以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责任，放心

大胆地进行创作 ；“自私”则是

指创作的主观性和活态化，“通

常我们会说，所有做艺术的人

都是在脑海中架构现实世界，

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越接近，

甚至达到趋同的这种境界，就

叫天人合一。”

谈到工匠精神，韩建斌引用

了胡深先生的一句话：海深有底，

艺术无限。在他看来，工匠精神就

是一种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状

态，最好的作品永远是下一件。

守正创新  活水长流
胡锦伟是凤翔泥塑区级代表

性传承人，也是“90 后”传承人代

表。受到父亲、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胡新明的影响，自

小便对凤翔泥塑表现出浓厚的兴

趣。胡锦伟表示，之所以选择回乡

传承手艺、赓续非遗薪火，是因为

自己与凤翔泥塑有一种“互相成

全”的关系。“凤翔泥塑养活了我

这一代人，那么我也应该去为它

做些事情。”因此，在大学毕业后，

胡锦伟毅然决定回到家乡，承担

起传承这项技艺的责任。

在泥塑马和泥塑羊先后荣登

国家生肖邮票后，凤翔泥塑声名大

振，逐渐获得更多关注和重视。而如

今，在这网络发达、万物互联的时

代，研学、电商、短视频等新兴传播

产业和方式兴起，为凤翔泥塑注入

了更多活力。作为年轻的传承人，胡

锦伟将凤翔泥塑的未来发展归纳为

“三步走”，即：传统技艺

的传承、研学活动、文创，

“当然，我们目前还处于摸

索的阶段，但还是依据这三步走的

计划，细化深入去执行。”

守正创新是传统技艺长久发

展的秘诀。胡锦伟认为，非遗传承人

的必备品质可以用传承、专业、创新

三个词语来概括，而自己这一代传

承人应当充分发挥“承上启下”的作

用——虚心向老一辈人学习，年轻

一代刻苦钻研、与时俱进，为未来非

遗发展做好铺垫。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活水来。”传承非遗技艺、推广非遗

文化，既要独具匠心、坚守传统，也

要与时俱进、创新求变，依托深厚

的文化底蕴和强烈的地方特色，让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水长流不息。

在这片广袤的西秦大地上，无

数身负传承责任的非遗匠人接过火

炬，谱写焕发新光彩的非遗故事。坚

守初心，灵活创新，踔厉奋发，勇毅

前行，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捍

卫者、传承者，他们一步一个脚印，

“走出了”非遗文脉的长流不息。

太极源文化景区碑林落成开放

本报讯 （记者 巨侃）10 月 23 日上午，

宝鸡市区最大碑林——太极源文化景区碑

林落成开放（见上图）。

太极源文化景区碑林位于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金台观院内，总占地面积 450

平方米，一期建设石碑 20 通，二期建设石

碑 96 通，共计 116 通石碑。碑刻内容主要

是历代名人、书法家的创作精品，包括具有

代表性的东汉篆书碑刻《袁安碑》、东汉末

隶书代表作品《曹全碑》、东晋王羲之的传

世之作《兰亭序》等，每一块石碑的翻刻，都

经过反复筛选敲定，再由石刻经验丰富的

能工巧匠纯手工刻制而成。碑林内亦有宝

鸡历代出土的古碑，如《金代大定尚书礼部

牒》《北魏王杨造像》，清代的《党崇雅残墓

碑》，1936 年由杨虎城、邵力子题字的《斗

鸡台隧道》等碑石及石刻造像。

近年来，金台区致力于打造群众身边

的博物馆，打造有文化的博物馆。太极源文

化景区碑林的落成，将为金台区文化旅游

业发展增添一处独特的人文景观。

陈仓荟萃

秦腔传承从培养人才和兴趣开始
韩正强

日前，宝鸡秦腔艺术人才培训
班开班，100 余名专业演员和秦腔
爱好者参加培训。这个看似很普通
的消息，却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朋
友圈转发有之，网络上热议有之，总
之觉得这是好事，这是事关秦腔传
承的有效“动作”，所以广而告之。笔
者在报纸上看到后，也欣慰不已，尽
管自己不是秦腔的“铁粉”，但打小
听秦腔，经典的戏曲唱段也能哼上
几句，虽总是跑调，但是自个儿心里
美滋滋的。

这样的感受，相信很多宝鸡人
都有，因而当秦腔遭遇电影、电视
乃至手机带来的冲击，出现观众兴
趣转移、演出场次减少等现象时，
笔者与大家一样期盼这一古老的
剧种能重新焕发生命力，让这种根
植于记忆和血脉的乡愁一代代传
下去，让我们的孩子也能吼上几声
西秦腔。

人才，是传承和振兴秦腔的关

键。有人才，秦腔方谈得上传承。秦
腔兴盛时，无论城里乡下，只要有
戏台，台下总是摩肩接踵，人们总
是赶场去看，而那些秦腔大家如马
友仙、贠宗翰、李爱琴等老一辈艺
术家更是被老百姓所熟知，他们的
唱腔、身段常常是戏迷茶余饭后的
谈资。当然小地方也有“台柱子”， 
尽管不是那么出名，但“粉丝”却不
少，观众一边看着，一边议论 ：“这
个人有点丁良生的味道，再唱几年
就更好了！”从某个角度来说，秦
腔的兴盛绝对与秦腔人才有关。因
而，振兴秦腔首先要抓秦腔人才的
培养，通过各种方式，精心挑选一
批热爱秦腔艺术、底子好的苗子，
再请一些优秀的老演员进行“传

功”，让秦腔的舞台上不断涌现出
新的名角，从而真正把秦腔的精髓
传下去。

最近，网络上蹿红一首《洋芋
花赛牡丹》的短视频，词十分简
单，只有两三句，曲子是传统的秦
腔过门。这首歌之所以火，得益于
秦腔的曲调。曲子响起时，勾起了
人们心底的秦腔记忆。这也引起
了很多人的反思 ：秦腔并没有过
时，网络时代，秦腔的传承和传播
方式必须体现时代特点。抖音上
秦腔爱好者的演唱片段，评论区
内跟帖很多，点赞量很大。在继承
与发展中碰撞出时代的火花，要
求我们改变和调整秦腔的传播方
式，台上认真演很重要，但拍短视

频也很重要 ；台上可以完整地展
示秦腔艺术的魅力，短视频中可
以拍些戏服的穿着及意义、戏曲
的故事，以及脸上的妆怎么化，有
意识地培养大家的兴趣，特别是
新生代对传统戏曲的兴趣。观众
是秦腔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当秦
腔“粉丝”“票友”越来越多时，秦
腔的根基也会越扎越牢。

令人欣喜的是，近几年随着
秦腔进校园的开展，一个个小戏
迷也开始出现了。校园演出中，稚
嫩的声音唱着秦腔的场面也越来
越多 ；公园里爷爷和小孙子同台
献艺，唱的人激情四射，听的人心
潮澎湃……这怎能不让人欣慰和
激动呢？

陈仓杂谈

◎ 何翼皓

凤翔泥塑 （资料图）

 如何焕发新光彩？老泥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