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渊源
宝鸡，是《诗经》的发祥地之一

《诗经》的发祥地在哪里？这个

问题一直被人们所关注和争论。

河南洛阳、河北河间、陕西合

阳、湖北房县等等，都在为此争论，

并列出大量例证。

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文学地

理学会理事、宝鸡文理学院关陇方

言民俗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渭清。他

认为，《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

体，宝鸡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因而

宝鸡与《诗经》具有必然联系，是《诗

经》的发祥地之一。

王渭清说：“《诗经》中，与宝鸡

地区直接有关或创作于宝鸡的诗歌

有 30 多首，主要集中在《秦风》《大

雅》《周颂》部分，而其中《卷阿》《甘

棠》等诗歌，在今天的宝鸡、岐山仍

有文化遗存。《秦风》中的许多诗歌，

或直接诞生于宝鸡，或与秦人早期

在宝鸡的活动有关。同时，先秦人诵

读《诗经》的‘雅言’就是西岐方言，

《论语》中记载，孔子教学生读《诗

经》《尚书》以及主持礼仪活动时，都

用‘雅言’。另外，宝鸡民俗中至今仍

然保留着不少与《诗经》所描写的周

代礼俗一样的习俗。”

历代学者研究认为，《诗经》中

一些作品是周公制礼作乐的产物，

到了春秋时期，孔子及其弟子对《诗

经》进行了整理、订正、润色和提高，

逐渐成为经典。

今年 7 月，新华社国家高端智

库向全球发布智库报告《改变中国的

“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其中，

“宝鸡”被多次提及。其间提到“陕西

岐山周公庙，每年都举行祭祀，追怀

周公圣德”“三千年前形成的西周礼

乐制度”“礼乐文明的传统在今日中

国，形成新的回响”等内容。

根据大量考古证明，周代时，周

公的采邑就在今天的周公庙一带。

据考证，《诗经》中称此地为“卷阿”，

周公也曾在卷阿制礼作乐。

礼乐制度的形成与周公息息相

关，周公与宝鸡岐山息息相关，而

《诗经》作为周代礼乐制度、礼乐文

化的载体，与宝鸡更是息息相关。因

此，宝鸡是《诗经》的发祥地之一。也

曾有学者认为，《诗经》中属于周公

所写的作品有不少，周公不仅是历

史上的政治家、教育家，也是杰出的

诗人和音乐家。

诗篇
读其诗、赏其文，美美与共

《诗经》被奉为经典，内容包罗

万象，其中，有写农事的，有写战争

的，还有写爱情与生活的。如《诗经》

开篇的诗歌《关雎》：“关关雎鸠，在

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这首表现美好爱情的诗歌语言优

美、描述生动，传诵数千年。

《关雎》出自《诗经·周南》。岐

山周公庙管理处副主任、周文化学

者刘剑峰说：《周南》和《召南》是

《诗经》开篇的两个部分，被称为“二

南”，其收录的诗歌，历代学者认为

产生于西周初年。这两部分的诗歌

大多是采诗官在“周”“召”等地采集

来的。历代研究《诗经》的古籍记载，

得周公之治理、教化的地方所产生

的诗，谓之《周南》，得召公之治理、

教化的地方所产生的诗，谓之《召

南》。因为大多古代学者界定“周”和

“召”在岐山一带，所以可以推测，出

自《周南》的不少诗歌，是西周时期

岐山一带的诗歌，展现的是这里人

们生活的不同方面。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关

雎》一诗展现的是陕西合阳黄河边

一带的场景；也有人认为，展现的是

甘肃天水渭河边的场景，等等。《关

雎》是《诗经》中朗朗上口的一篇，是

《国风》中的一首，所谓“风”就是当

时传唱于民间的歌谣，是采诗官从

民间收录而来的，相当于我们现在

的“流行歌曲”。   

既然流传于民间，是“流行歌

曲”，那么，如同《关雎》这样好听、好

唱、贴近生活的诗歌，应该在黄河流

域、渭河流域等地都被传唱，在我们

现在的宝鸡岐山、西周时期的西岐

亦被传唱，正是“美美与共”。所以，

我们只要读其诗、赏其文，感受它所

描述的唯美浪漫的爱情即可，不必

纠结其诗究竟写的是哪里。

如果说《关雎》到底发源于哪里

还有争议的话，那么《卷阿》一诗描

述的是如今岐山周公庙一带，是无

可辩驳的。

周公庙一带东、西、北三面环

山，只有南面敞开，所以风只能从

南面吹进来。这也是《卷阿》中所写

的“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如今，周

公庙乐楼南门上方挂着一块匾即为

“飘风自南”。

《诗经》中的《绵》一诗，记述的

是古公亶父率领族人由豳地（今咸

阳市旬邑一带）迁至岐山脚下，开

启周族兴旺之事。诗中写道：“古公

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

下”“周原月无月无，堇荼如饴”……在岐

山的历次重大考古发现，也印证了

《绵》中的记载。

《诗经》与宝鸡的关系，不仅有

其历史渊源，单从这些诗歌里，我们

也能看出其必然联系。

发展
打造《诗经》文化旅游新业态

《诗经》的历史价值、文学魅力，

数千年来毋庸置疑。宝鸡作为《诗经》

发祥地之一，如今以这部典籍为出发

点，打造文旅新业态的方式有很多。

目前，在宝鸡市区、岐山等县都

能看到不少与《诗经》有关的文旅景

区、景点。

11 月 14 日，记者采访了岐山县

文旅局局长杨慧敏。他介绍道，岐山

周公庙景区作为古卷阿所在地，近

段时间，对《诗经》中描述的场景做

了相关展览，并提升了景区的文化

内涵。在岐山周文化景区的周城中，

有多个展示《诗经》相关故事、场景

的雕塑，如“召公甘棠”“分陕而治”

等。同时，在刘家塬的召公祠，建成

了《诗经·甘棠》中的场景雕塑和相

关展览。在岐山的渭河边，还打造了

“在水一方”的景观，这个典故便出

自《诗经》中的《蒹葭》一诗。

杨慧敏继续说：“下一步，岐山

县将依托《诗经》中的山，如箭括岭，

《诗经》中的水，如渭水等，系统打造

《诗经》文旅新景观，着重弘扬其文

化内涵。尤其是《诗经》中的花草植

物，有些不仅至今有实物，其名称仍

在民间保留，如枸树、梨瓜、卷耳等，

这些名称不仅不‘土’，反而是典籍

中的‘雅称’，在城市园林绿化中，会

利用起来，进行文化提升，让这些来

自《诗经》中的植物，回归于百姓生

活当中。”

王渭清也提到，可以借助现在

的AI 技术再现《诗经》情境，把宝鸡

变成《诗经》文化打卡地；举办《诗

经》文化市民讲堂，加强传承；在中

小学中，倡导本土文化，倡导《诗经》

诵读；继续鼓励

打造情景剧、歌

舞剧等相关文

艺节目。

作为“文之

欣、史之欣”的典

籍《诗经》，作为

《诗经》发祥地之

一的宝鸡，《诗

经》可谓一个文

化大“IP”，读其

诗，流韵盎然；

打造文旅新业

态，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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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名栏目《典籍里的中

国》受到众多年轻人追捧，在

今年开播的第二季中，一开始

便以《诗经》为引，让青年古诗

词爱好者，从这部我国最早的

诗歌总集里，感受人间烟火，

感受温柔敦厚的诗意，品味向

史而新的传承。

民族回首，必见《诗经》。

无论是“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的婉约，还是“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的唯美，抑或是“岂曰无

衣，与子同袍”的慷慨……《诗

经》便是能唤起无数人共鸣的

“中国式浪漫”！

作为我国文学史上具有

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的作品，

《诗经》与宝鸡的渊源可谓深

远至极，不少学者认为 ：宝鸡，

是《诗经》的发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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