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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西秦厚土上的文心雕龙
—— 为《文化名人与宝鸡》而作的序言

吕向阳

本报讯 彰显宝

鸡人文魅力、增强宝

鸡文化自信的《宝鸡

当代最具影响力文化

人物》和《文化名人与

宝鸡》图书，近日与广

大读者见面。

宝鸡是孕育中华

传统文化的热土，深

厚广博的历史文化，

激昂奋进的革命文

化，富有特色的地域

文化，使得宝鸡在历

史上一直都是文化重

镇。在市文化产业发

展大会召开前夕，市

政协编撰的 22 万字

的《宝鸡当代最具影

响力文化人物》由陕

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

行。该书会集了活跃

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的宝鸡当代文化人物

的采访实录，集中展

示了宝鸡文化人才的

影响力。

由市文联编撰的

《文化名人与宝鸡》，

全书 23 万字，分“当

代文化名人篇”“历史

名人篇”，集合了当代

文化名人、历史名人

与宝鸡的故事。该书

图文并茂，设计精美，

对提升我市文化软实

力、加快“四城”建设

步伐，具有重要意义

和积极影响。
本报记者 王卉

己亥金秋，风声与雨声悦耳，果

香和书香沁心。我静静读完《文化名

人与宝鸡》，掩卷沉思，心头涌出许

多感慨。我好像刚刚与许许多多作客

宝鸡的古今文化名人一一相逢、叙旧

聊天，有一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乎”的感觉。我的心里充满了激动、欣

喜、愉悦，也充满了感动、仰慕与怀念

之情。

我觉得《文化名人与宝鸡》一书，

分为“当代文化名人篇”“历史名人篇”

两大部分，它恰似一首词的上阕与下

阕，既上下关联，又古今延伸，珠联璧

合，相映成篇，相互阐释着心灵与文化

时空中的共鸣。

一卷在手，思绪万千。我不禁这

样作想：我们的宝鸡究竟有何文化与

魅力，能将这么多响当当的古今文化

名人迎进家门？我们的宝鸡到底有

何绝色和内涵，能让这些人中龙凤过

境留声？

我们的宝鸡，不仅是宝鸡人的宝

鸡，也是全中国炎黄子孙的宝鸡。因

为，这里是炎帝故里，农耕文明在这

里闪烁最早的火光；这里是强国之

地，周秦王朝在这里发祥；这里是青

铜之乡，儒家与礼乐文明的源泉最早

在这里滥觞；这里有中国的父亲山，

大秦岭的煌煌龙脉，北携黄河、南牵

长江；这里是兵家必争之地，大散关

雄峙西南，秦岭、周原固若铁壁铜墙，

楚汉相争、蜀魏对垒、宋将守关，都曾

在这里演绎过古代战争奇观；这里是

交通枢纽，往昔向南有通向蜀汉的栈

道，向东通中原京城，向西有“丝绸之

路”，向北有从千河河谷北出萧关的

“回中道”。如今，宝鸡的高速公路四

通八达、高铁轨道横贯东西；这里有

七千年前先民定居的北首岭，有最早

出现“中国”二字铭文的青铜器何尊，

有周文王招贤姜子牙的钓鱼台，有

“周公吐哺”的周公庙，有诞生《诗经》

的采诗地岐山，有欧阳询《九成宫醴

泉铭》，有李白吟诗的太白山，有杜甫

赞美的“石磴拂云平”的凤岭，有苏轼

修建的东湖。大秦岭横亘宝鸡，山水

风光，既有江南烟雨柳色之秀，又有

大西北粗犷壮阔之雄。金代诗人元好

问赞美这里：“山川之胜，游观之富，

天下莫与为比。”其名胜古迹之多，难

以屈指胜数；山水风光之美，难以笔

墨形容。

历经五千年炎黄文化的熏陶，宝

鸡这片土地，民风淳朴，民俗淳厚；民

众豪爽，质直尚义；歌谣慷慨，乐善好

施，且有周秦汉唐礼仪之风。如今宝

鸡的美食，还延续着周秦食文化的基

因，岐山臊子面、文王锅盔、擀面皮、

搅团，凤翔的腊驴肉、豆花泡馍，眉县

裤带面等西府美食，依旧大受中外客

人喜爱。

当然，宝鸡广受文化名人喜爱的

地方远远不止这些。单从《文化名人

与宝鸡》这本书里的 30 位当代文化

名人、49 位历史名人，留下的足迹、

心迹、文迹来看，虽然他们所处的历

史、时空、时代背景不同，志向秉性、

社会地位、影响大小、天赋才华不同，

但他们都有着三个鲜明而一致的共

同点：倾心认祖追宗、敬畏炎黄的中

华赤子之情，为其一；崇尚源头文脉、

儒家文化的虔诚之心，为其二；痴迷

古迹古风、民俗民情的文人之趣，为

其三。这些共同点，既是本书编著者

的着眼点和着力点，也是本书的闪光

点和落脚点。

当代 30 位文化名人，有的是民国

时期政府元老、艺人、教授、教育家，有

的是新中国的知名诗人、作家、教授、

民俗专家、文化学者，他们都对宝鸡这

个神奇而美丽的地方心有所爱、情有

所衷、思有所念、文有所传。

上世纪 20 年代初，民主革命先

驱、书法大师于右任曾避难千阳岭，

沉疴袭身，生命垂危，幸得仓坊村善

人刘金锡春晖之暖，三月医养，痊愈

惜别之后，仍念念不忘“刘善人”，

常怀感恩图报之思。以《茶馆》《骆驼

祥子》名动天下的老舍，1939 年夏

季出川入秦，他以热血澎湃之笔、拳

拳爱国之心，在宝鸡吟咏出了《双石

铺——宝鸡》《宝鸡车站》诗歌两章，

他的铿锵诗句，是中华民族抗日救国

的吼声，是赴战杀敌的呐喊！文化学

者冯骥才，2008 年秋天来到宝鸡，

寻找中华民俗文化之根，与社火马勺

脸谱传承人张星促膝长谈，巧献“出

书、建馆”之锦囊妙计，留下了“宝鸡

文化浓似酒，张星马勺艳如花”的墨

宝。上世纪 90 年代初，刚刚荣获茅盾

文学奖不久的路遥，应邀来宝鸡作文

学讲座，他多年痴心于平凡的世界，

其信仰、思想、境界、意志、精神却并

不平凡，这个陕北汉子，握笔拼命于

文学如勇士搏杀于沙场，视死如归。

他对宝鸡的文学青年讲，创作要“像

牛一样劳作，像土地一样奉献”。路遥

的讲座，不仅给宝鸡的文学队伍传授

了宝贵的创作经验，也给大家献出了

难得的精神瑰宝。陕西文坛领军人物

贾平凹，24 岁便以短篇小说《满月

儿》名满天下，他的小说、散文、诗、

书、画俱佳。他看似沉默寡言，内心却

藏匿着数不尽的奇珍异宝，貌似寻常

人等，笔头却涌动着淌不完的妙文华

章。1984 年冬，他来宝鸡参与电影

《野山》剧本改编，与宝鸡文人常智奇

相识，彼此朝夕相处，相见恨晚，相谈

甚欢，议文论、赠书法、话创作。贾平

凹在宝鸡西府宾馆排队打饭，平易近

人，他自称“长安学子”。那时的贾平

凹并未“大名垂宇宙”，但他已有了栋

梁的形态、龙吟的音调。从贾平凹的

身上，我们看到了做人与当作家的高

远境界。

举凡张寒晖的《纸工歌》，常香

玉的第二故乡情，梁实秋难以忘怀

的宝鸡冬夜，黄胄在惠工中学的岁

月，茅盾描写宝鸡的情景，艾青乔

装过宝鸡的传奇，张洁在蔡家坡拣

麦穗的收获，叶圣陶在宝天路上的

感慨，杜鹏程夜访灵官峡的足迹，郭

沫若解读宝鸡西周青铜器铭文的神

奇慧眼，贺敬之周原上的悠悠遐思，

苏士澍为宝鸡市文化艺术中心题词

的高风雅怀，无不走心入情，理深意

远，斐然可观，且味若陈年之凤酒，

色如早春之杨柳，给人以悠长的回

味与无尽的勃然生机。

《文化名人与宝鸡》一书，计历史

名人 49 位，上至三千多年前的西周，

下至三百多年前的清朝，有天子、皇

帝、大臣，亦有神医、文豪、诗人，他们

或以雄才大略治理天下，或以奇功伟

业载入史册；或以观止诗文名扬千秋，

或以仁心仁术救死扶伤；或以民本情

怀造福百姓，或以赤子之情赞美宝鸡，

皆可赞可佩，可歌可泣！一首《诗经

· 关雎》如一根红线，牵来了周文王

与太姒美妙青春的远古爱情。一位天

子，一个家人，三千年前的天作之合，

就发生在宝鸡的渭水之滨。周天子用

大爱大德之心作“桥”，将西周王朝子

民的心连接在了他的周围。汉武帝威

加海内，气吞万里。他曾在宝鸡一带

狩猎，幸获一只吉祥奇特的“白麟”。

他狩猎并非意在动物中的“白麟”，而

意在人中“白麟”，因此他的麾下拥有

了卫青、霍去病等千古名将，因此才有

了“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惊天强

音。诗仙李白把盏宝鸡西凤酒，飘然而

登太白山，虽夕阳依山而不止不休，在

他眼里太白山羽化成仙与他对话于夕

阳晚霞之中，并为他打开山门，盛情相

待。李白这种奇特的想象力与浪漫主

义的诗仙情怀，给宝鸡这片神奇的土

地注入了无穷无尽的生命活力。诗圣

杜甫吟诗如写史，写景似画人。安史之

乱中，他曾来凤翔察民情，忧国难；而

后他又走进凤县，吟出了千古佳作《晓

过凤岭》。他像一只凤凰飞过了宝鸡的

上空，给宝鸡人民留下了忧国忧民、礼

赞河山的情花诗果。苏东坡初仕宝鸡

凤翔任签判，他修东湖、减民税、赦囚

徒，为民祈雨，为国分忧，写出了《凤

鸣驿记》《喜雨亭记》《凌虚台记》《思

治论》等千古奇文，凤翔百姓称苏轼

为“苏贤良”，大文豪苏东坡将他的忧

国爱民之心永远留在了宝鸡这块土地

上。禁烟英雄林则徐，170 多年前任

陕西按察使，在赶往略阳灾区的途中

曾在宝鸡凤县与友人饮西凤酒微醺之

时，顿生灵感，即兴写下了《中秋夜宿

凤县署斋与方六琴明府饮得诗二首》，

留下了“明朝大散关前路，匹马题诗忆

放翁”的铿锵诗句，他的满腔爱国情怀

至今仍在大散关前回响。凡此种种历

史名人与宝鸡的故事，难以尽叙，不一

而足。

《文化名人与宝鸡》的作者，或为

报人、作家、诗人，或为艺术家、民间艺

人，他们各有繁忙而纷杂的本职工作，

却乐于此事，不辞劳苦。他们以纸张为

田地，以笔砚为犁锄，朝暮耕耘，采访

专家，请教学者；查阅史料，实地考察。

昼行文，夜删增，赶稿不遑寝息。他们

一句不妥，神思不宁；一文未定，茶饭

不香。这种创作精神，也是一种写文化

名人、学文化名人的可贵精神。

中国文化古人固然不能明确预见

今日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成就，但在

忧国忧民、挚爱中华文化与祖国山河

的情怀上较现代人更为强烈和深刻。

真正的文化古人，生命是常在的，他们

的诗词书画、爱国情怀成了他们的第

二生命, 其生命至今仍活在我们生存

的文化和精神的天地之间。

反复阅读《文化名人与宝鸡》这

本书，我总觉得我们宝鸡似乎变成了

一个天然的“大客厅”，那一个被视为

国之重器且刻有“中国”二字的何尊，

就摆在“大客厅”的中央，一个个中国

文化名人仿佛正在与我们叙旧聊天，

饮酒品茗，畅谈宝鸡古今的文化，我

的心头有了一种“尊前谈笑人依旧”的

感觉。这种感觉既如梦如幻，又仿佛发

生在眼前，给人一种亲切、欣慰而又激

动的感觉。这些大名鼎鼎而又可亲可

敬的古今文化名人，其诗其文、其书其

画、其才其事、其德其艺，皆生气贯注，

光芒点点，墨彩郁郁，或清澈纯净如源

头活水，或厚实质朴如莽莽周原，或境

界高远如秦岭擎天，或激情澎湃如关

山奔马。与他们在书中相处，是一种莫

大的收获与幸运。有了古今名人和与

之相呼应的文化交流，我们宝鸡的文

化传承，便如山之有木而青，河之有鱼

而灵，花之有味而香，月之有光而亮。

一切的一切，似乎都随之灵动、鲜活、

闪烁、蓬勃起来。

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在迈向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的大道上，

出现了一种重新审视、回顾和反观

中华历史文化及其根与本、魂与神

的现象。这种文化现象一个非常鲜

明的特点是：对趋向岁月湮没的源

头文化及历史遗存表现出的珍惜、

保护、挽留的姿态，对中国文化名人

的优秀文化成果表现出的重新认识

的责任担当与兴趣。这部《文化名人

与宝鸡》编著与出版，如“好雨知时

节”，必将会滋润宝鸡广袤文化土壤

中的嘉木芳草，似“好花逢时开”，必

将会给宝鸡这片文化圣土增添新的

春色与生机。

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一

书中指出：“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

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

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

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

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

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总书

记的话，深刻而又启人心智, 为我们

弘扬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和前进的

道路。这几年，宝鸡在践行文化自信

方面捷足先登：从提出建设彰显华

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名城到宝鸡发展

大会，从举办全国第十二届书法篆刻

展览到这次文化产业发展大会，再到

明年承办的第九届陕西省艺术节，文

化的号角是这么嘹亮，文化的色彩是

这么斑斓，文化的魅力是这么持久。

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河流汹涌澎湃，

洗涤着灵魂，贯注着血脉。“文化四部

曲”产生了春雨润西秦的复苏作用，

产生了春风拂万家的神奇变化。宝鸡

打的是“组合拳”，打出了民族复兴的

豪气，打出了文艺繁荣的春天。

我们宝鸡有一句非常响亮的宣

传语：“看中国，来宝鸡！”这部《文

化名人与宝鸡》，实际上也是“看中

国，来宝鸡”的一种弘扬中华文化的

创造性成果。因为这部书的编著者，

将深埋在岁月尘埃中的文化碎片拼

接成了一个文化长廊，并对人们忽略

和淡忘的文化瑰宝进行了担当性的

发掘和诠释，显得弥足珍贵、殊为难

得。从文学、文化、文明的本体意义

上讲，最具民族化、最有地域特色的

文化，也最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更

值得我们为之投入精力、物力和奉献

精神。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以中国古

今文化名人为主体、以中华文化为主

线，以宝鸡地域文化为关注对象的创

作成果，看作是一种文化寻根、人文

觅本、精神探源的有益尝试。我相信：

这种尝试，只是一次新的开始，今后

仍会继续。我们期待具有五千年岁月

的宝鸡文化之树，在新时代筑梦的天

地里，开出更美的花朵，结出更多的

果实。
（作者系宝鸡市文联党组书记、主

席，曾获冰心散文奖、丝路散文奖、报

人散文奖。）

宝鸡鸣瑞是个神话般美妙的故事。

宝鸡古称陈仓，是炎帝故里、周

秦王朝的肇始之地，有着悠久的历

史、灿烂的文化，在中国上下五千年

的文明史中有着极其绚丽和辉煌的

文化积淀。在这块物华天宝、人杰地

灵的沃土上，炎帝筚路蓝缕、教民稼

穑，西周崇德尚礼、天下归心，秦国徙

木立信、变法图强……宝鸡在灿若星

汉的中国历史长河七百余年中，一直

是周秦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她

的许多史诗般的壮丽画卷至今依然

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走向和文化

脉络，这块热土上壮阔恢宏的历史就

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奋

斗史。

宝鸡作为华夏文明的祖源地之

一，其历史地位之崇高、文化传承之

奥妙的特殊秉性在全国有着独树一

帜的影响力。历史一直深切地眷顾

着这块神奇的土地。礼乐文明摇篮、

德政思想之邦，无时无刻不浸润着

这块英雄辈出的土地。“二十四史”

中载入的宝鸡名人达 100 多人，入

传记和方志 170 余人。炎帝、岐伯、

古公亶父、文王姬昌、武王姬发、周

公姬旦、秦襄公、秦穆公、燕伋、白

起、郭钦、马援、班固兄妹、法正、苏

若兰、李淳风、段秀实、杨炎、张载

等，他们的成就共同构成了这片土

地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画卷。除此

之外，还有许多域外俊杰如姜尚、由

余、丕豹、公孙支、孟明视、西乞术、

白乙丙、韩信、萧何、司马懿、诸葛

亮、寇准、丘处机、张三丰、左宗棠

等也在这片土地上抒就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宝鸡是一片伴随着中国五千

年灿烂文明史的文化热土，古往今

来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重镇。中国

文学的开山鼻祖《诗经》、群经之首

的《易经》就诞生在这充满智慧和

深厚文化积蕴的历史圣地；青铜

器、石鼓文、回文诗，这些脍炙人口

的巅峰之作，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

程产生了无与伦比的重要影响；李

白、杜甫、王维、苏东坡、陆游这些

耀世璀璨的文学泰斗都在古陈仓

这块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沃

土上留下了代代相传的名篇佳作，

使这片神奇的大地浸润着泽被大

众、惠及百姓的艺术灵性；民族危

难的抗日战争时期，茅盾、常香玉、

老舍、黄胄等文化大家不远千里，

来到被称为抗日战争大后方的古

陈仓，与全国各地许许多多的文化

志士一起创作了多篇为民族抗战

鼓与呼的不朽作品。深厚广博的历

史文化，激昂奋进的革命文化，奇

丽无比的地域文化，为古陈仓文艺

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创作资源，使陈

仓一直成为中国文化大观园的一

道亮丽风景。

宝鸡不啻是一处缪斯垂青的神

奇之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宝鸡文化的井喷式发

展与宝鸡厚实的文化根脉有着必

然的关系。由于周秦文化几千年的

遗传，青铜器之乡、民间工艺美术

之乡的大气磅礴的群众性基础，宝

鸡在新时期出现一大批全国瞩目、

令人敬仰的文化领军人物很自然

地就在情理之中了。

从这一方文化沃土之上，起飞了

一批“金凤凰”，他们带着质朴、坚韧、

敢闯敢干等可贵的地域民风，凤鸣声

声，雝雝喈喈，将空灵、清绝的鸣叫

声传向中华大地，这些“金凤凰”，是

宝鸡当代在全国有地位、有影响的文

化人物，是我们宝鸡的财富、宝鸡的

标志，是宝鸡撒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

“金名片”。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

为进一步通过宝鸡当代最具影响

力文化人物推介宝鸡、宣传宝鸡，

提升宝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讲好

宝鸡故事，汇聚各方力量，促进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加快“四城”建设

步伐，特别推出《宝鸡当代最具影

响力文化人物》一书，对于彰显宝

鸡人文魅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增

强综合竞争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和

积极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

力。宝鸡是一个有历史、有文化，更

有故事的地方，这是宝鸡最独特、

最可贵的气质。“周虽旧邦，其命维

新。”承天地之恩泽、得历史之垂青

的宝鸡，正昂首阔步在“新时代、新

梦想、新宝鸡”的康庄大道上，惟愿

这本书能成为实现中国梦新征程中

的一块金字招牌，让这块凝聚着中

华民族历史文化之魂的热土焕发出

更加蓬勃的生机。
（《宝鸡当代最具影响力文化人

物》编辑部）

 文化沃土上，起飞的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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