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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台区金河镇永利村：

文化墙焕新  风景线变美

本报讯 （记者 胡宝林）近日，

金台区金河镇永利村道旁大约 500

米的文化墙焕然一新( 见上图），如

一道连绵展开的乡村文化画卷，成

为和该村油菜花海一样引人的风

景线。

“汇聚正能量，实现中国梦”“邻

里间，和为贵；相互帮，不添乱”“化

解‘小矛盾’，邻里最和谐”“做廉洁

之人，行廉洁之事”“孝顺是一种传

承”……永利村文化墙通过富有哲

理的话语和形象生动的人物画面，

对实现中国梦、构建和谐社会、倡导

廉洁文化和孝文化等主题进行宣

传。几百米的图文长卷和路边金色

的油菜花海相互映衬，精彩纷呈，引

人驻足。正在现场挥毫创作的画师

告诉记者，几年前创绘的文化墙有

些陈旧，这次他们重新上彩描绘，丰

富内容，以增加文化墙的美观性和

感染力。前来永利村游览的市民黄

女士说：“永利村油菜花海像一幅

巨大的金色油画，特别美。村里的文

化墙像精美的连环画，让人感受到

新农村的别样魅力。” 

近期，伴着温暖和煦的春风，我
市各县区非遗研学活动愈来愈火热。
一些学校和文化馆、文化企业、非遗
传人牵手合作，带领青少年走出教
室，走进宝鸡秦腔博物馆、非遗传人
工作室等地，开展非遗研学活动。非
遗研学以“零距离”接触、学习非遗文
化的形式，赢得了青少年的青睐。非
遗研学要持续健康发展，仍需在传递
美育德育价值、丰富体验形式、设计
精品课程等方面再接再厉。

非遗研学需持续激发非遗文化
的美育德育活力，以非遗之美浇灌童
心。秦腔、木版年画、陈仓皮影、西府歌
谣等宝鸡非遗项目中，不乏富有美育
德育价值的图案、唱词和故事，这些经
时间筛选的民间美物，大多传递着向
真向美的情趣、惩恶扬善的道德观，是
对青少年开展美育德育的宝贵财富。

非遗研学还需重视青少年的体
验感和收获感，不断丰富形式。非遗
研学要避免走过场式的参观，需在
形式上做到可参与、可体验、可触
摸、有趣味。近日，宝鸡秦腔博物馆
格外火热，宝鸡高新第二小学、宝鸡

智博学校、宝鸡一中等学校学生纷
纷来这里开展非遗研学活动。秦腔
不仅唱腔极富特色，戏服也颇有看
头，但学生们平常很少有机会穿到
秦腔戏服。在宝鸡秦腔博物馆里，学
生们积极体验多媒体换戏服游戏，
还在专业秦腔老师的带领下，穿上
真正的戏服学手势、站姿、唱腔等，
丰富有趣的体验活动，让孩子们觉
得非遗文化真实、有趣。

非遗研学活动还需设计好精品
课程，引导青少年持续关注地域文
化。推动非遗研学健康发展，还需考
虑到参与者的年龄、接受能力以及
非遗项目的特点等。岐山剪纸非遗
传人徐引娣认为，目前孩子们对非
遗研学的热情高，但存在持续性不
佳的情况。这就需在研学课程上多
思考、多总结，课程难度是否适宜、
是否能持续吸引学生，都需要不断
思考，只有瞄准青少年的兴趣点进
一步做好课程优化设计，才能让孩
子们爱上本乡本土的非遗项目，从
而在心里种下热爱家乡、喜爱地域
文化的种子。

◎毛丽娜

的故事村子
陈仓区县功镇李家崖村：

  龙渠古堡 风扬清

李家崖村村口的古杨树

乡村画师正在绘制孝文化墙

非遗研学要走深走心
◎张琼

在宝鸡有多个村庄名叫

李家崖村，其中陈仓区县功

镇李家崖村位于吴山脚下，

依河而建、傍山而立，仿佛是

县功镇通往新街镇的门户。

村里一半居民居于公路旁，

另一半居于河对面的龙渠沟

内。李家崖村距镇政府 10 公

里，由杜村、李家崖村和龙

渠村三个村落合并而成，共

2600 余口人。李家崖村故事

颇多，古老的龙渠堡巍然屹

立，见证了村庄沧桑变迁；

龙渠书院内曾经读书声琅

琅，讲述着尊文重教的传统；

清代的“禁赌碑”禁赌博陋

习，弘扬着崇善向上的村风。

龙渠古堡 诉村庄往事
日前，笔者走进李家崖

村，蓝天白云下屋舍整洁，流

水潺潺，俨然一幅优美的乡

村画卷。在村民赵天军等人

的带领下，笔者见到了龙渠

堡的部分遗存。

龙渠堡是县功镇远近闻

名的老堡子，作为坚固的防

御性建筑，曾是村民抵御外

敌、守护家园的重要阵地。热

爱县功地域文化的市民强更

生介绍说，县功地区有八个

堡子的遗迹，其中李家崖村

的龙渠堡、桃园村的永丰堡

以及上王的姚家堡保存基本

完好，每年都有庙会。这些堡

子大多建于清顺治年间，是

乡民们为躲避匪乱而修建的

避难所。

龙渠堡位于李家崖村村

委会北侧的山顶上，顺着一

条蜿蜒的水泥路向上，拐过

几个急弯道，便抵达了堡子

的城墙下，堡子墙体高大雄

伟，泛黄的土墙颇为厚实、坚

硬。堡子管理人员刘春太说，

由于堡子位置高，站在堡子

里能俯瞰到蜿蜒的公路、曲

折的北川河以及路两旁错落

有致的村庄。

县功地域文化爱好者

强克享曾在《金陵杂录》中

记述，县功八堡之中唯永丰

堡从未被攻破。由此推想，当

年的龙渠堡也必定是血与火

的战场。堡子入口是一条砖

箍的隧道，弯曲幽长。强更生

说：“像龙渠堡这样幽长且

带拐弯的城门洞，要想从外

面打开且攻入它，真是难上

加难。”而今，堡子上依地势

而建的关公庙，庙宇屋顶和

屋檐为仿古建筑风格，里面

的塑像和壁画也颇为精美。

如今的龙渠堡虽历经风

雨侵蚀，但依然挺立于村庄

山顶上。站在堡子城墙上，放

眼望去，山花烂漫，村景静

美。此外，龙渠堡还立有重修

龙渠堡碑、古钟等诸多遗存，

吸引人们来此探访。

龙渠书院 树耕读之风
在李家崖村村口有一棵

30 多米高的白杨树，它和龙

渠书院相依相伴，成为村民

口中的“村庄宝贝”。

这棵白杨树树皮粗糙，

树瘤发黑，树枝无章，树叶

散乱，像一名饱经沧桑的

铠甲武士。村民李文华

说 ：“这棵古杨树离

我家不到百米，我

和几位发小的童

年就是在这棵老

杨树下度过的。”

如今，大家在白

杨树下聊过去、

话未来，这棵老

树已经成了李家

崖村的乡愁名片

之一。

在白杨树背后约

100 米的地方，矗立着

一座古代私塾——龙渠

书院。书院虽已破败废弃，

但仍能从旧窗棂、木柱等残

存物件中，感觉到书院昔日

的风光。村民介绍，这座书

院可追溯至清雍正年间，

由一位乡绅为家族中子弟

读书识字而建，后来庄子

里来读书的人越来越多，

又筹措资金扩建了书院。

龙渠书院在当地吹起了尊

文重教、崇尚知识之风，相

传清代时，从李家崖走出

去了不少优秀文官。

“如今，龙渠书院早已没

了昔日的琅琅读书声，但孩

子们在漂亮洁净的校园里求

学，耕读传家的传统、尊文重

教的观念仍没有变。”强更生

说。在李家崖村口的标识牌

上有一副对联——“世间数

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

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清禁赌碑 扬清风正气
李家崖村党支部书记

尚珠宝说：“村里有一块‘禁

赌碑’，它记录了龙渠堡张

家村对于赌博恶习的坚决

抵制，也展现了村民对清风

正气的追求和坚守。”

笔者看到，这块禁赌碑

为半截碑，石碑为青石材

质。尚珠宝说，此碑之前是

完整的一通碑，碑的正面

刻着小字，题为“禁赌传

碑”，碑文起头写：“龙渠堡

张家村士民等为治风化严

禁赌博事……”碑文在列举

聚众赌博造成的各种危害后

说：“此风不禁，何以清地方

而正风化乎？”碑文结尾列

出惩罚措施：“如开局聚赌

者罚大戏一台，又罚打荆条

一百。”落款有“清道光十八

年”等字样。

这块碑的背后有什么

故事呢？尚珠宝讲，那是一

个惨痛的教训，相传清道光

十八年（1838 年）的一个秋

日雨夜，村上有二十几个好

赌之人在一孔荒弃多年的

破窑洞里聚赌，突然间窑洞

坍塌，14 人被压死，情形惨

不忍睹。此外，因赌博引发

的盗窃、抢劫等不法行为频

频发生，乡民深受其害，村

里决定禁赌，特立此禁赌石

碑以警示后人，让村民们深

刻认识到赌博的危害，也让

好赌之人下决心杜绝这一

恶习。尚珠宝说 ：“碑正面

刻有赌博的处罚，背面刻有

六项禁条，是对赌博行为的

严厉打击。它不仅遏制了赌

博等坏风气的蔓延，还引导

村民树立正确的生活观念，

弘扬了清风正气。”

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勤劳

善良的村民，一直用心用情

经营着村庄。这是一个充满

故事和文化味儿的村落，让

人留恋不舍。

龙渠堡入口

清道光年间的禁赌碑

重修龙渠堡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