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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将”的故事发生在北宋初

年，在北宋中期就已迅速流传于天下，

讲述了杨家名将杨业、杨延昭等人保

家卫国的感人故事。戏说中，杨家将可

谓一口金刀八杆枪，令辽兵闻风丧胆，

对宋朝居功至伟。怎奈奸臣当道，潘

仁美大奸大佞，杨家将遭到残酷迫害。

辽国皇帝约请宋太宗赴金沙滩“双龙

会”，却暗藏杀机，致宋太宗被困行宫。

大郎、二郎和三郎战死，四郎和五郎失

踪，七郎被潘仁美乱箭射死。杨家各儿

郎的感人故事让人印象深刻。那么如

今是否还有杨家将的后人呢？

近日，岐山县热心市民李湋峰打

电话说，自己媳妇杨小丽是杨家将“杨

宗保”的后人，并且拿出了族谱做证。

目前的族谱版本是参照崇祯年间版本

在嘉庆年间重新修订的，里面详细记

载了杨宗保一脉的发展，杨家最早在

京兆发源，先迁云贵，后来迁到四川遂

宁，乾隆年间迁到岐山县五丈原附近。

族谱从宋代一直记录到清末时期。

记者见到了李湋峰口中说的族

谱，族谱一共三本，分别为一本杨氏老

谱和两本杨氏宗谱。其中记载着，杨业

生七子，其中六子杨延昭生杨宗保，名

再思，杨宗保生了杨文忠。在族谱中，

九世祖杨宗保被封宋朝的天霸王，为

征辽大将军。

李湋峰说，媳妇杨小丽是岐山县安

乐镇（今安乐社区）人，这三本族谱是杨

小丽的父亲杨勤书留下的。当时家里人

都不知道，只知道这是杨家人的族谱，

从来都没有打开看过。前些年，李湋峰

将这三本族谱细细翻阅了一遍才发现，

原来媳妇一家竟然是杨家将的后人。后

来这些族谱就由他和媳妇保存了起来。

那么在历史上，杨六郎的儿子真

是杨宗保吗？在小说中，杨家一共有

七个儿子，一个女儿，最后在一场又一

场战斗中只剩下了一个独苗苗，那就

是杨六郎的儿子杨宗保。杨宗保后来

娶了穆桂英为妻，生下儿子杨文广。杨

宗保的故事在史书上没有记载，有关

他的事迹都是在杨家将的小说之中。

《宋史》当中，只有杨业与儿子杨延昭、

孙子杨文广保国抗辽的故事，并无杨

宗保以及其他人物。

那么，岐山县杨小丽家的杨家族

谱是真的么？族谱记载的“杨宗保”和

杨家将是什么关系？杨家将是否有后

人迁徙至岐山？有学者表示，目前只能

看出这些族谱有些年代，至于里面记载

的内容真伪，希望更多的对历史文化有

研究的学者对这份杨家族谱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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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将的后人在岐山？
本报记者 于虹

宝鸡旅游       了更好看
本报记者 张家旗

宝鸡有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其中，红色文化占有重要地位。这里不仅有集中展示红色遗
物的纪念场馆，还有大量走出过革命英雄的村庄。莽莽青山，记录了多少红色传奇，滔滔河水，承载了
多少红色往事。凸显红色革命文化，是新时代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的要求，也是宝鸡文化旅游发展的
着力点之一——

凤县工合纪念馆（资料图片）

学生在宝天铁路英烈纪念馆参观   邹小凤 摄

山山水水遍写红色传奇

作为一方革命热土，宝鸡的红色

故事不胜枚举。

凤县是“两当兵变”策源地，是工

合精神、宝成精神、航天精神的发祥

地、体验地和纪念地，老一辈革命家习

仲勋同志曾在这里策划了著名的“两

当兵变”，为陕甘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

种；国际友人路易· 艾黎和乔治·

何克曾在这里开展工合运动支持抗

战，“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传

承至今；著名作家杜鹏程在这里见证

了宝成铁路建设的艰辛历程，撰文《夜

走灵官峡》传颂宝成精神；20 世纪 60

年代凤县建成了当时亚洲最大、水平

先进的大型液体火箭发动机试车台，

航天精神托举起中国人的飞天梦想。

发生在宝鸡的扶眉战役彻底结

束了胡宗南在西北的反动统治，为解

放大西北奠定了胜利基础。为纪念在

这场战役中牺牲的战士所修建的扶

眉战役烈士陵园和扶眉战役纪念馆、

烈士纪念碑自开放以来，吸引了无数

市民、游客前去参观，感受革命精神。

位于市区炎帝园东北角的宝天

铁路英烈纪念馆，是为了纪念 1950 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和陕西军区

修建宝（鸡）天（水）铁路的丰功伟绩，

悼念在筑路

中光荣牺牲

的 烈 士 而

修建的，每

逢节假日，

总 有 市 民

成 群 结 队

来此参观。

金台区

长乐塬上的

一排窑洞对于

宝鸡有着重要

意义，作为从武汉

迁来的民族企业，

申新纱厂就是在这排

窑洞中，顶着日军的轰

炸，源源不断生产着，支撑

着整个西北战区的棉纱供应。这

个“窑洞工厂”，被林语堂称为“中国

抗战时期最伟大的奇迹”。

……

宝 鸡 的 红 色 往 事 太 多 太 多。

2018 年，由我市党史研究工作者、文

化和旅游部门、民政部门等组成的市

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和利用调研组，对

全市党史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

遗址、烈士纪念设施等情况进行了认

真梳理，并就有关县区红色文化资源

开发和利用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据

考察统计，我市革命遗址达 149 处，

其他遗址 14 处。按历史时期分：大革

命时期 17 处，土地革命时期 33 处，

抗日战争时期 15 处，解放战争时期

84 处。按类别分：涉及重要历史事件

和重要机构旧址 25 处，重要历史事

件及人物活动纪念地 39 处，革命领

导人故居 15 处，烈士陵墓 19 处，各

类纪念设施 8 处。其中规模和影响较

大的设施有，名列第一批工业遗产名

单的申新纱厂，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扶眉战役纪念馆，工合运动发祥

地凤县工合旧址等。

这些纪念场馆和遗址分布在我

市各个位置，它们承载着红色记忆，

诉说着红色传奇，传承着红色精神。

主题教育唱响红色旅游

红色资源再丰富，藏在深山无

人知也不行，必须将其转化为旅游资

源，才能让革命精神有效传承，在当

代继续闪耀出灿烂的光芒，激励后人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记者从凤县了解到，2016 年凤县

被纳入川陕革命老区，目前拥有凤县

革命纪念馆、凤县工合旧址、宝成铁路

文化主题公园、航天旧址等一批红色

经典景点，已成为陕西乃至周边地区

传承红色基因、接受革命精神洗礼的

红色旅游新高地。以凤县革命纪念馆

为例，自 2016 年开馆以来，累计入馆

人数已达 120 万人次，先后接待了 200

多家中省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参观和开

展革命主题教育活动，举办红色教育

培训150余班次，培训学员6000余名。

凤县 2010 年建成的宝成铁路

文化主题公园以展示铁路建设者不

畏艰险、战天斗地、不怕牺牲、无私奉

献、忘我劳动的“宝成精神”为主旨，

将工业文明遗址与铁路文化有机融

合，建成后累计为各级机关企事业单

位、中小学校等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百

余次，累计培训人数 2 万余人。

在 这 些 红 色 景 区 的 助 推 下，

2019 年上半年，凤县红色旅游人数比

去年同期增长了 20%。

凤翔县的红色文化传承也搞得风

风火火。前几天，从该县陈村镇紫荆村

传来好消息，该村“西府出击”红色教

育基地自 2017 年建成以来，至今已吸

引党员干部前来参观学习达 10 余万

人次。紫荆村“西府出击”红色教育基

地依托真实的历史事件修建。1948 年

4 月，彭德怀司令员率领西北野战军，

在凤翔县紫荆村驻扎三天四夜，部署

了攻取宝鸡的作战方案。并将作战指

挥部设在村里的几孔窑洞里。依据这

段历史，2016 年 10 月，紫荆村开始

修缮窑洞、加固地道、修建广场，2017

年 5 月建成红色教育基地，主要由彭

德怀纪念馆、红色广场、战备地道等多

处纪念建筑物以及历史遗址构成。

记者从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

近年来，在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方

面，市委、市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各级党

委、政府和民间有识之士开展了红色文

化资源的研究工作，相继推出了《宝鸡

红色旅游指南》《鏖战扶眉》《固关烽火》

等一系列旅游指南和资料丛书。同时，

我市还不断加大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

开发力度，2013 年以来，中省市先后

投入资金 3554 万元，抢救保护零散烈

士墓 2160 座、零散纪念设施 46 处，迁

建集中安放烈士遗骨纪念园 8处。

截至 2018 年底，全市有国家级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处、省级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 4 处、市级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 14 处。每逢节假日，都有无数党

员干部来此，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教

育纪念等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仅扶

眉战役烈士纪念馆和宝天铁路英烈

纪念馆年接待人数超过 20 万人。

研学旅游注入红色基因

宝鸡的红色资源丰富，但在旅游开

发上，也面临着一些现实问题。比如革

命遗址大多处于偏远山区，交通不便；

一些遗址的保护级别不够，知名度不

高，以致被一定程度破坏甚至消失；一

些已有的红色景区配套设施尚不完善，

且没有形成自己的红色文化品牌等。

那么，如何开发散落在乡间各处

的零散红色遗址？如何更好发展已有

的红色景区？如何让红色基因搭载旅

游快车，更加有效地传承？接下来，又

有哪些红色景区即将与市民见面？

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广与交流合

作科科长陈宏伟告诉记者，近年来，

我市文旅部门将打造红色旅游景点

作为重点工作之一，深入挖掘红色文

化内涵，提升红色旅游品牌。“红色记

忆游”作为推荐的旅游产品之一，在

《宝鸡旅游指南》中隆重登场；同时

将“红色旅游研学之旅”纳入宝鸡旅

游研学游线路。2017 年西北革命红

色旅游联盟成立，我市扶眉战役纪念

馆和凤县革命纪念馆第一时间加入

该联盟，通过联盟城市和景区之间可

以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利益互惠，此

举对于做深做透我市红色旅游资源，

推进红色旅游品牌创新意义重大。

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科科

长赵娅萍认为，并不是所有红色文化

资源都能转化为红色旅游资源，许多

村庄都有革命遗址或纪念碑，但亮点

不够，也没有进行有效开发。赵娅萍

说，与其专门为了一块碑、一间房开

发红色景区，不如转换思路，依托该

地区的红色资源，开发乡村旅游，让

游客在体验农家乐趣的同时，接受革

命精神的洗礼，传承革命文化。

有人建议，市上应成立专门的办

公室，统一对我市的红色资源进行统

计、收集，并制定合理措施，以期更好

的开发和利用。

也有人建议，应对已有的红色景区

进行提升改造，使其设施更加完善，功

能更加全面，更符合时代要求。这项工

作各县区正在根据自身实际逐步在做。

2018 年，凤县以国内仅存的路易·艾

黎与乔治·何克旧居为核心，建成了

凤县工合旧址，成立了凤县工合协会。

长乐塬管委会以文物修缮为主

线，加快推进长乐塬工业遗址景区

开发建设力度，目前，长乐塬核心区

域整体规划已完成，申新办公楼、乐

农别墅修缮工程已经全面完工，并

于今年 5 月 9 日顺利通过初验，薄壳

车间、窑洞工厂等景点也即将修缮

完成；工作人员目前已征集到大型

工业机械设备 53 台（件），历史照片

2000 余张，新中国成立前后手工业

生产工具 130 套（件），文献实物 190

份（件）。央视纪录片《百年金融》摄

制组在听闻长乐塬的厚重历史后，

特来取景拍摄。

扶眉战役烈士陵园目前已经闭

馆，进行全面的提升改造工程，不久

之后即将与游客见面。

市民在扶眉战役烈士纪念碑下留影（资料图片）

学生参观凤县革命

纪念馆（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