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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文化产业发展大会
特刊

宝鸡：光耀华夏 点亮未来
本报记者 张家旗

在中华民

族数千年的历

史中，包含了无数

的可能。每一个可能，

都代表着一种方向。当这

些可能汇聚在一起时，才有

了绵延数千年的伟大中国。

令人自豪的是，宝鸡见证了这

其中的无数历史拐点。在许多宝

鸡人的努力下，历史的车轮滚滚向

前；也有无数英雄豪杰，在宝鸡这座大

舞台上，用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演绎，为

中国选择了最美好的未来。

这是偶然，也是必然。当我们细数

宝鸡八千多年的文明史，就会发现，总

有一种精神推动着宝鸡人不断向前，向

着历史的康庄大道前行。这种精神来源

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于镌刻进血脉的

文化基因，更来源于无数有志之士的身

体力行。

一笔春秋二三事，煌煌华夏数千年。

让我们复盘历史棋局，探寻宝鸡

依靠什么样的精神，在华夏文明史上

刻下名字，又将怎样点亮更加美好的

未来。

           周公制礼

 礼法让我们学会守规
自炎帝始，宝鸡就有了源远流长的

文化传承。神农教稼、遍尝百草，古公亶

父、至于岐下，武王克商、广拥天下……

数千年间，宝鸡一直是文化传承的中

心，但直到周公在此制礼作乐，才真正

点亮了华夏文明的曙光。

周公是在外有强敌、内有忧患的困

难情况下摄政的。当时，人们虽已脱离

茹毛饮血的狂野，但并不“懂规矩”，而

是凭着朴素的感情和心中的好恶行事。

周公想，必须要有一种新的模式和准

则，让人能遵守它、实践它，在它的约束

下看待世界、与人交往。

于是他在宝鸡的卷阿沉思数年，创

造出了礼和乐。

有礼之后，人们懂得了规矩，懂得

了礼法，懂得了道德。中华民族从此有

了精神基因，此后历朝历代，人们莫不

以“周礼”为尊。礼法，也成为中华文明

史的基础，更是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

不绝、不曾断代的文明密码。很久很久

以后，德国哲学家康德写出了永恒名

言：“有二事焉，恒然于心；敬之畏之，

日省日甚：外乎者如璀璨星穹，内在者

犹道德律令。”殊不知，我们的老祖宗

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已意识到道德准

则的重要性。

除了周公，召公也为中国历史发展

作出了杰出贡献。召公没有留下鸿篇巨

制，没有留下警句名言，但他却留下了

爱民如子、清廉执政的美名，留下了“甘

棠遗爱”的美好传说。

没有周公和召公，中国历史也许会

拐下一个不怎么美丽的弧线，让野蛮不

断生长，让蛮荒不断扩大，让历史的车

轮不可抑制地滑向深渊。

难怪学者要称宝鸡为“礼乐文明摇

篮、德政思想之邦”。

大秦崛起

磨砺让我们学会吃苦
历史大势不可阻挡，没有更加先进

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出现，周的衰败符

合历史定律。

但幸好，秦国适时地崛起，结束了

游牧生活的秦人，敏锐地发现定居关中

的优势。经过无数次战斗和分封，他们如

愿以偿地立国，并在凤翔建立了都城。

先祖的经历让秦人懂得，只有吃

得了苦，才能品尝到生活的甘甜；只有

俯下身子，才能享受到生活的幸福。于

是他们善于隐忍又富有战斗激情，崇尚

军功又懂得礼贤下士。随着一代代君王

不断开拓和积累，到了秦穆公时，时机

已经成熟。于是他励精图治，广纳贤士，

使秦国国力不断增强，并成为“春秋五

霸”之一。在他身后，还留下了秦晋之

好、穆公亡马、羊皮换贤等典故。同时，

秦国也拥有

极高的生产力，他们的兵器锋利，甲胄

坚实，将领勇往直前，士兵精神饱满。

正是有了能吃苦的精神，才让秦国

在分分合合的乱世中傲然挺立，为中华

民族的大一统建立了坚实的基础。

横渠立言

关学让我们学会担当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

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自古以

来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心之所

向。这四句话出自宋朝大儒张载的《横

渠语录》，张载的关学思想不但在中国

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

对关中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宝鸡，正是关学发扬光大的地方。

张载晚年回到自己的家乡宝鸡眉

县，在此“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

或半夜坐起，取烛以书……”他整日在

此读书，并把自己所思所得讲述给众弟

子听。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著作，对

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总结，并亲

自带领学生进行恢复古礼和井田制两

项实践。据说，他曾按照《周礼》中的记

述，买田一块，与学生一同证明井田制

的可行性。

张载的这种实践精神，是人类最宝

贵的精神财富。对于今人来说，张载文

化的传承，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

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横渠四

句，最能表达一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

担当。曾有人说，“横渠四句”是中国人

精神上的绝句、精神上的坐标。不管身

在何处，华人都会对此感同身受，其具

有非常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两当兵变

革命让我们学会坚持  
宝鸡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古代历

史中，在中国革命史中，宝鸡同样是一

片红色热土。策源于宝鸡的两当兵变，

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2 年，习仲勋在凤县，通过营司

务长阎鸿章认识了县城内东门里文昌

宫模范国民小学教师刘尚志。此后，习

仲勋以刘家为秘密集会地点，经常召集

共产党员开会，研究工作，开展活动；

同时在县城外的南岐山、猴石山和张果

老洞等处多次聚会，布置工作。

1932 年 4 月 1 日，习仲勋等人所

在的国民党军队从凤县双石铺出发，

傍晚到达甘肃两当县城，大家决定当晚

12 时举行起义。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西北地

区发动的武装兵变，打响了西北大地革

命期间武装反对国民党的第一枪。

两当兵变播下了革命火种，鼓舞

了人民的革命斗志，为党组织国民

党军队的武装起义积累

了宝贵经

验。特别是作为组织和发动两当兵变的

主要领导人习仲勋，在兵变失败后深刻

认识到创建革命根据地对开展武装斗

争的重要意义。之后，他在陕甘边地区，

与刘志丹、谢子长等共同创建和发展陕

甘边革命根据地，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

会师奠定了重要基础。

同时，两当兵变也让更多的人懂得

了革命的重要意义，拥有了革命的坚强

信念。这种信念，如同不灭的星火，在人

民心中播撒下革命的火种。自此之后，

无数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为革命事业，

为人民的幸福抛头颅洒热血，让阳光播

洒到中国的角角落落。 

工合运动

战争让我们学会互助
现代史上著名的“中国工业合作协

会”运动，是人民群众在国民党统治区

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开展的一场经济自救运动。他们生产的

大批军用物资和民用物品，为支援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卓有成效的贡献。

上世纪 30 年代，日本发动侵华

战争，申新纱厂、福新面粉厂等民族

工业企业和东北竞存中学、河南大学

等院校纷纷迁入宝鸡。新西兰友人路

易· 艾黎来到宝鸡，成立了“中国工

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 组织失

业工人和难民成立各种工业生产合

作社，生产军需用品和生活用品。路

易· 艾黎还在凤县双石铺杨家坪创

办了培黎学校。“宝鸡工合”运动不仅

解决了一大批难民、伤兵、贫苦农民

的就业问题，而且为抗战前线部队解

决和支援了大量军需用品。毛泽东主

席曾经对工合在解放区作出的贡献

给予高度评价：“在华北游击区和西

北接近战区的地方组织建立工业合

作社……对我们的斗争贡献之大，将

是不可估量的。”

“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

神”，自此在宝鸡不断传承。至今，这

种精神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在人民群

众心中扎下根。在这种精神的号召下，

无数人挥洒汗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

业而努力。

              扎根深山

    先辈让我们学会奉献
宝鸡在历史上有着独特

地位，但在过去几十

年，却主动选

择沉默

和低调，只为国家更加繁荣富强。

去年，经过央媒报道后，凤县隐藏

了数十年的秘密才显露人前。这里的

一个小山沟，曾是航天科技集团六院

的前身——“067”基地所在地，中国曾

经最大的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

那里曾为我国“两弹一星”、载人航天

等重大工程提供了强大动力，被称为

航天“原动力”的起源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开展了

一场以战备为中心的大规模基础建

设，被称为“三线建设”。1968 年，32

岁的傅永贵来到凤县这个小山沟，用

一处厕所改建起自己的实验基地。由

于观察孔的密封性不好，傅永贵和同

事们经常被试验产生的废气熏得头昏

脑涨。7 年间，傅永贵在这个约 10 平

方米的“厕所”试验了 200 多台次的试

验件，进行了数十万次的启动、关机测

试，最终才将这台珍贵的姿态控制发

动机研制成功。这是中国第一台姿态

控制发动机，在运载火箭等各类航天

器上都有广泛应用。

除了这里，宝鸡还有很多事关国

家实力的研究及生产机构，这些单位

里的人，都怀着远大理想，有着超越旁

人的决心和毅力，他们为了国家自立、

民族尊严，甘愿隐姓埋名，将青春奉献

给国家。

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宝鸡

人始终站在历史的潮头，不断见证

着历史、记录着历史、创造着历史。

不论在哪个时代，宝鸡人从祖辈传

下来的守礼、忍耐、谦逊、不畏艰险、

乐于助人、甘于奉献的精神永不磨

灭；宝鸡这座城市永远以有涵养、时

尚的姿态对所有人开放；从周原到

丝绸之路、从古栈道到亚欧大陆桥，

宝鸡始终承担着沟通东西、互通有

无的重任。

周礼文化在这里生根，“横渠四句”

在这里发声，革命信念在这里传承，航

天精神在这里流传……当前，370 多

万宝鸡人民不忘初心、众志成城，正

在为“四城”建设和追赶超越砥砺奋

进，为祖国更加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宝鸡，这座从历史中走来的

城市，必将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征程中再创

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