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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城址遗址，这里是明

代监察御史蔡敬的家乡……”麟

游县九成宫镇蔡家河村，因距今

约 4000 年以上的古城遗址而充

满神秘色彩，更因其世代传承弘

扬孝善勤廉的家风而美名远扬。

近日，记者来到蔡家河村，探访这

座传统村落的文化故事。

城址遗存“说”过往
正月的麟游县城洋溢着新春

的喜庆，从县城驱车向西约 3.5

公里，就到达蔡家河村。只见家家

户户门前干净整洁，多处墙壁上

有古诗词以

及村规民约，文

化味儿满满。

在该村党支部书记王秀秀的

带领下，记者沿西北方向的小路

上坡，很快就到达城址遗存之地。

这里看起来平平无奇，与普通梯

田无异。同行的村民马成义介绍

说，这里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呈

缓坡状。东为断崖，断崖下为蔡子

沟河，西为台塬，北至山顶。

“由于长年风雨的剥蚀，残

存的城墙东西长度只有 100 米

左右，宽约 6 米，高约 1.7 米。依

断崖而建的这一城墙，为东南—

西北走向，夯层夯窝已经不很清

晰。”马成义说，考古人员还曾在

城址西北端发现了一座陶窑，在

陶窑内采集了龙山文化的陶罐残

片。考古专家据此推测，这个城

址时代不晚于龙山文化，距今约

4000 年以上，应是宝鸡地区目前

发现时代最早的城址。

“御史故里”倡清廉
麟游县旧志记载 ：“西十五

里有明御史蔡敬墓。”蔡家河村距

旧县城正好十五里，正是明代监

察御史蔡敬的家乡，也是明代蔡

氏家族的居住地。

蔡 敬 为 明 永 乐 二 十 一 年

（1423 年）举人，自幼热爱读书，

经过刻苦努力考取举人。他为官

清廉正直，因政绩显著被提升为

监察御史。蔡敬在巡视期间，宦官

弄权，祸国殃民，无人敢言，但他

毫不畏惧，上书请求罢免，同时拒

绝对方送来的重金说情。蔡敬为

官期间，常与普通百姓一起，参加

田间劳作，闲时教村中的后辈读

书认字，深受村民尊重。在离任返

乡时，蔡敬两袖清风、一无长物。

“蔡敬的这些事迹被村民口口相

传，其勤廉精神世代传承，形成

了今天蔡家河群众孝善勤廉的村

风，也传递着麟游人民淳朴忠厚

的民风。”王秀秀感慨地说。

在蔡家河村，一块刻有“清风

浩荡”的巨石十分醒目，四周环绕

4块“孝善勤廉”家训石，一旁的墙

壁上绘制了 20 余幅廉政人物事

迹图，采用大型描金石刻浮雕的

表现形式，刻画出明代监察御史

蔡敬“做人一身正气，为官一尘不

染”的形象，时刻警醒村民始终保

持孝善勤廉。王秀秀说：“作为‘御

史故里’，我们村上也吸引着各地

党员前来学习，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交流家风故事、齐家心得。”

孝善勤廉扬村风
“我们村上年年评选孝老爱

亲典型，涌现出几十名道德模范，

这项道德建设活动，有力地推动

全村形成孝善勤廉的良好风尚。”

王秀秀介绍，为了进一步弘扬蔡

敬孝善勤廉的好家风，蔡家河村

将家风传承融入党风廉政建设宣

传教育中，村民向善向上的主动

性更强了。 

村民赵会侠无微不至地照顾

瘫痪在床的婆婆，20余年如一日，

老人精神状态越来越好，每当有

人去看望时，老人都禁不住夸儿

媳妇孝顺，帮她捡回了这条命 ；村

民丁远萍照顾下肢瘫痪的丈夫 15

年，毫无怨言，她常对人说，只要

这个人在，她的主心骨就在 ；优秀

党员罗新民利用农闲时间，把村

民召集在家风廉政广场上，主动

当起了宣传员，他为村民讲蔡敬

的故事、讲家风的传承，一遍又一

遍 ；还有村民魏芳云、崔会琴，他

们的孩子都考上了大学，每年放

假回家，孩子们都会主动为村里

的其他小孩子义务辅导学习……

说到村上的好人好事，王秀秀总

有说不完的事例。

“我们村上还开设了道德讲

堂，坚持每周为大家讲家风故事，

希望用更多身边事来感染身边

人，让良好家风潜移默化带动村

风民风。”王秀秀说。

的故事村子

风扬清麟游县九成宫镇蔡家河村——

“御史故里”
◎本报记者 罗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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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

2024 年宝鸡网络春晚的舞台

上，一曲清幽婉转的《关雎·小

雅》让观众如痴如醉。演唱者

葛菲，是一位从北京归来的宝

鸡姑娘，她用纯净而深情的嗓

音，为家乡的传统文化献上了

最美的赞歌。

葛菲的音乐之路，源于母

亲对她艺术天赋的发现和培

养。自幼，葛菲便对音乐抱有

浓厚的兴趣，常常跟着电视

哼唱歌曲。母亲郭燕看到女

儿对音乐的热爱，便经常带

她观看各种音乐演出，尤其

是王二妮等民歌艺术家的表

演，在葛菲心中播下了音乐

的种子，激发了她对歌唱艺

术的无限向往。

随着年龄的增长，葛菲对

唱歌的热爱愈发强烈，并开始

接受专业的声乐训练。然而，

声乐之路并不平坦。起初，无

论葛菲怎么练习，都达不到自

己想要的声音。幸运的是，在

导师的悉心指导下，她逐渐领

悟到歌唱的真谛——以情带

声，声情并茂。通过不断尝试

与摸索，她终于找到了属于自

己的音乐风格。

葛菲的才华得到了越来

越多的人认可。2022 年，她

受邀参加央视庆祝新中国成

立 73 周年的音乐节目录制，

在长城之上献唱《幸福中国

一起走》。“候场的时候，我还

有些紧张，但当我真的站在巍

峨的长城上，看到祖国的壮丽

河山，爱国情和自豪感油然而

生，紧张感就随之消散了。”她

说。2023 年，在黑龙江广播电

视台的兔年春晚舞台上，她再

次怀着这样的感情，唱响了这

首红歌，“星星跟着月亮走，葵

花跟着太阳走”，赢得了观众

的阵阵掌声。

除了红歌之外，葛菲还对

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她深知宝

鸡作为周秦文化的发祥地、诗

经的故乡，拥有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因此，她努力学习古

诗词，将传统文化与现代音乐

相融合，期望通过自己的歌声

传承和弘扬家乡的优秀传统

文化。2023 年，在央视《幸福

账单》节目中（见左图），她以

一曲《青玉案·元夕》惊艳四

座，展现了她在音乐与文学方

面的积淀和创新。

虽然葛菲的音乐之旅刚

刚起步，但她已深深感到，唱

歌不仅是对艺术的热爱和追

求，更是一份对文化传承的责

任感。她将带着对家乡的热爱

和对音乐的追求，走向更广阔

的舞台，让更多人感受到宝鸡

文化的独特魅力，以及她对家

乡深深的眷恋与热爱。

宝鸡青年歌手葛菲：

用好声音为家乡放歌
◎本报记者 祝嘉

村庄一角

一直以来，幸福团圆都是新年不
变的内核，吃团圆饭、守岁、拜年是必
不可少的传统年俗。近年来，融合了
新场景、新玩法的“新年俗”，成为越
来越多人的过年新选择。可以说，年
俗的新表达，正在为延续千载的“中
国年”赋予新的文化内涵。

新年穿上古装战袍、欣赏一场绚烂
的非遗打铁花，或是购买生肖泥塑龙，
在赏玩中感受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 ；观
看热情洋溢的村晚，或是加入篮球队，
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村BA ；打卡名胜景
区、博物馆、图书馆、影院等地，追寻历
史印记……不论是国潮的走红，还是文
博的热度攀升，这些都是近年来深受群
众喜爱的新年俗，充满着地域风情、乡
土文化、人文底蕴等，具有浓浓的文化
味儿，不仅有力地烘托出新春氛围，更
引领了春节新风尚，彰显出现代人积极
拥抱当下美好生活的精神面貌。

年味，总是从各种不同的新载体
中散发出来。相比传统年俗，春节年
俗的“变”是适应具体情况变化的需
要，也是春节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并发
扬光大的需要。从“围着锅台转”到

“走进景区游”，顺应时代发展，人们
过年的方式也从单一趋于多元。年年
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味”不同，是
现代人追求的春节乐趣，而充满文化
味和丰富多彩表现形式的新年俗，则
成为满足百姓多样化、多层次、多方
面文化需求的新载体。今年春晚令西
安旅游再度升温，这座传承着汉唐盛
世绵长文脉的城市借助创意设计、科

技应用和跨界合作，对传统文化加以现代阐释与创新，
以大众更易于且更乐于接受的体验、互动形式，将诗意
与浪漫呈现出来，带给游客新年俗里的非凡体验。

要让新年俗里的文化味不减，需要将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新的时代旋律，在开放包容中守正创新。比如，
舞龙、村晚、村BA 等活动邀请更多年轻人参加，运用
年轻思维，表演更适合各年龄段的精彩节目，并运用互
联网、新媒体进行传播，营造更具时代感的新春氛围。
当然，新年俗里的文化味还包括相关部门要精心为广
大群众准备好文化大餐。甲辰龙年春节期间，全国多地
都广泛开展了“文化进万家”“新春灯会”等庆祝活动。
在此基础上，还要注意结合时代特色创新内容形式，而
不是年年都一样，缺乏新意从而缺少观众，要动员社会
力量，吸引更多人参与，让老百姓沉浸式感受新年俗里
的年味和快乐。

新年俗，让幸福年味更加绵长。我们还需不断创新
年俗，适应新的变化，让春节所赋予的文化符号更加轻
松、时尚地得到延续和升华。 

新
年
俗
里
的
文
化
味

◎

罗
琴

陈仓杂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