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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一条新修成的公路，彩带般飘逸在如

画的扶风田野上，公路将我们引领到了一

个让人眼前为之一亮的新景点——扶风

七星河国家湿地公园。

往日的七星河，在县城近旁的荒草沟

里流淌，在杂乱无章的茅草间艰难前行，

无波无浪，无声无息，静静地流淌着，流淌

着……而今，七星河变成一条美丽的河，

成为一处令人心驰神往的游览景点, 变

成一处休闲娱乐的理想场所。

为什么要叫它七星河呢？

《扶风县志》载：七星河又名畤沟河，发

源于县境内北部乔山南麓西观山的龙泉寺，

自北向南，经黄堆、法门，绕扶风县城流入湋

河，全长 21公里。是扶风县的域内河，该河

形成久远，据沿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

证，古人为取水方便，濒水而居，表明早在新

石器时代，古人就沿河居住活动。

关于七星河名称的由来，流传有好

几个版本，据说在春秋战国之前，这条河

叫“三龙河”，因为这条河流域内曾经诞

生过三位古代帝王 ：古公亶父（周太王）、

季历和姬昌（周文王），扶风县也因此叫作

“三龙县”。秦代时这条河被称为畤沟河，

“畤”，祭天地及古代帝王的处所。据史书

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在雍地建立了

三处“畤”，一处是鄜畤，在汧渭交汇处 ；

另一处在凤翔，叫吴阳上畤，是祭祀黄帝

的场所 ；还有一个在扶风与岐山交界处，

叫吴阳下畤，是祭祀炎帝的场所。由此可

以看出，这条发源于扶风县域内被称之为

“畤沟河”的河流，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

祭祀炎帝的场所。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春秋战国时期的

盲人乐师师旷，就生在法门寺西边不远处

的师高村。师旷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

命，他酷爱音乐，能歌善舞，歌曲唱得多了，

他就想如何能够将歌曲记录保存下来，为

此常常苦思冥想、熬夜思量，竟双目失明

了。据传，有天晚上，师旷梦见从天上下来

了七位仙女，飘飘然来到他房中，她们每人

各执一样乐器，各自演奏一个音调，由低到

高、由高到低，和谐美妙，悠扬动听。师旷正

听得入迷，忽然，只见那七位仙女一齐飞到

高空中，抱成一团，变成一块石头，落入畤

沟河中。师旷急忙央求人去畤沟河里打捞，

捞上来一块碑形的巨石，石上有大小不等

的七个圆圆的孔洞，敲击时发出高低不同

的七个音调，这就是“七音碑”。师旷想起梦

中仙女演奏音阶的情景，发明了音乐记谱。

人们为了纪念这位盲人乐师，就把七音碑

落入的畤沟河改名为七星河了。

关于七星河名称的由来，还有一种说

法：据说在唐朝时，有人站在山顶上居高

临下观望，发现七星河有一段河床分叉后

又汇合到一起，从分叉处到汇合处，形成一

个斗口状的方块形，再加上河流的弯曲之

状，恰似天上北斗七星的排列，于是就将这

条河称为七星河。今天我们从扶风县地图

上也可以看出，七星河流经的线路形状，确

与天上北斗七星摆布极其相像。

关于七星河名称的由来，虽然有几种

不同的说法，不过，我们把这几种说法联系

起来看，它们之间还是有些关联的，“三龙

河”也罢，“畤沟河”也罢，“七星河”也罢，都

说明了扶风这方热土，是从远古的历史中

走来，是滋养先民、繁荣后辈、熠熠生辉的

好地方！

扶风贤山游记探微
汪玉堂

扶风“贤山游记”刻在一块

高 158 厘米、宽 77 厘米、厚 27

厘米的石碑上，现存扶风县午井

镇南官村，系明代利用北朝造像

碑磨刻而来。此地并没有贤山，

之所以称“贤山”，主要取贤人聚

集之寓意。

“贤山游记”记述明代嘉靖癸

巳年（1533 年），祖籍山西的杨博

在长安县担任知县满三年并经过

考核之后，因他的父亲杨瞻此时

正在扶风做知县，所以来到扶风

省亲。曾经担任过监察御史的扶

风人王纶正好赋闲在家，他过去

拜访杨博、杨瞻，并介绍说 ：在扶

风县城南面，那里的风景幽静雅

致，是个游览休闲的好去处。于是

在五月十六日，杨瞻就邀请了汪

东溪、石钝斋、萧世卿、王元凤等

几位先生和杨博一起过去看，等

他们快到时，王纶已经先到那里

了。和大家见礼寒暄已罢，他们见

这里西面一个幽深的山洞，也不

知道开凿于什么时候，大家进入

这个洞走一段路程，然后再折向

南，由此转入另外一个山洞。山洞

里面向下可以看见一座桥，桥上

面建有一座房子，他们围坐在那

座房子里，天南海北地闲聊，真的

是曲径通幽别有洞天，一阵微风

吹过来凉爽无比。

这个山洞作为一处引人入

胜的景点，还和王纶有一定渊源

呢。以前一个孙姓扶风知县曾经

想毁掉这个山洞，后来因为王纶

出面劝阻，才得以保存下来。从

想要毁掉和保存这个景致的态度

上，也就知道了两个人不同的爱

好和兴趣。

从下面的桥上向西再走就

出了这个曲折的山洞，那里地势

高耸，大家站在巍巍山冈上极目

向南望，南山耸立，渭河像一条

细细的带子蜿蜒向东流淌，夏季

的田野郁郁葱葱，如同方格的棋

盘。看着这样的美景，杨瞻于是

举起酒杯对众人提议说，今年的

庄稼长势良好，丰收在望，这是

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大家也都

说今年扶风风调雨顺，百姓丰衣

足食，是县令杨瞻的德政所致。

杨博说 ：“这次游览，也应该关

心民间老百姓的疾苦，了解他们

生活的困难，哪能只是走马观花

地玩呢？”

傍晚时分，有人希望杨博能

够把当天的事情记下来，以流传

后世。杨博说 ：“我该记些什么

呢？这里以前根本没有贤山这个

山名，就是在县志里也考究不出

历史人物故事来。但是我听说从

这里向南距眉县横渠才仅仅十二

里，谁能说这不是有人因为敬仰

张载先生的学问和品德才这样叫

的呢？”

回去后，第二天杨博便把这

个游记写好了，并使人刻在石碑

上，目的就是为了让后人知道，杨

博来此游览是因为张载这个杰出

的先哲。

这篇文章看似一篇描述风

景的游记，实则重点突出杨博关

心民生、体察民情和敬仰先贤的

君子之风。细细品读，杨博与父亲

杨瞻来此地，是扶风籍曾经担任

监察御史的王纶邀请的，王纶在

职时宅心仁厚、忠诚耿直、不畏

权贵，被人美称“真御史”“黑面

王”“扫地王”，即使他赋闲在家

时，也有灾年舍粥救济百姓的义

举，可以看出他悯怀天下的慈悲

心肠。所以邀请来扶风省亲的杨

博来此游览，应该是别有一番用

意的，可能就是想以大贤张载的

事迹，提醒考核合格马上要调任

别处的杨博多关注民生，多施恩

惠于民，可谓用心良苦。

杨博也的确不负众望，后历

任吏部尚书、少傅兼太子太傅等

职，一生为官造福民众，尤其在边

境防务方面多有建功，在其四十

多年宦海生涯中独善其身，青史

留名。

文中的杨瞻，为明正德己卯

十四年(1519 年 ) 举人，先授河

南扶沟知县，转任陕西扶风知

县，随后拜贵州道监察御史、大

理寺评事等职，因为其子杨博身

居高位而被授通议大夫、兵部左

侍郎、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

子太师等职。此碑不仅记述了几

百年前扶风城南周围的景色，对

扶风籍官员王纶事迹也是一个

重要的补充。
（作者系扶风县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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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的人生更精彩 
天宇侄儿 ： 

此刻姑姑正在灯下给你
写信，虽然白天工作很累，但
一想到你明媚的笑脸，姑姑的
嘴角也禁不住轻轻上扬。 

听说你已经顺利返校了，
与校园、与老师、与亲爱的伙
伴们久别重逢，你的心情是不
是特别激动呢？有没有别样
的感受要同姑姑分享？ 

记得你的作文里运用过
一句话 ：不要在该奋斗的年纪
里选择安逸。新学期伊始，姑
姑就和你谈谈“奋斗”这个话
题。我想把清代诗人袁枚的诗
赠给你 ：“白日不到处，青春
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
丹开。”苔藓这种普通又顽强
的植物，你一定不会陌生，它
本性弱小，却想用自己不懈的
奋斗，执着地实现像牡丹一样
绽放自己的梦想。而这种奋发
向上的精神，像极了平时在学
习和生活上孜孜以求的你。姑
姑知道，你并不是班上学习成
绩最优秀的孩子，可你却能如
苔花一般努力拼搏，尽力做最

好的自己。对你来说，成功绝
不会刻意地亏欠你 ；它来得或
早或晚，但一定不会缺席。 

去年冬天，你聚精会神地
复习学过的诗词和单词，书桌
前 的 你，如 冬 日 里 的 一 抹 暖
阳，姑 姑 站 在 你 身 后 觉 得 欣
慰、踏 实。人 贵 有 志，学 贵 有
恒。希望你在学习上能一如既
往地努力坚持，好运藏在你的
实力里，也藏在你不为人知的
奋斗里。别说学习苦，别怕学
习苦，那是你去看缤纷世界的
必经之路。 

天宇，你是个爱读书、会
思考、有见解的孩子，对文学、
天文、探险等知识有特别浓厚
的兴趣。在你的世界里，太空
是神奇的，峡谷是神奇的，人
类文明史，上下五千年，少年
的你都在涉猎。你喜欢写作，
信手涂鸦出的作品视角独到，
姑姑常常感慨，说不定我们家
会出一个作家呢。只是你要正
确处理好梦想与现实之间的
关 系，如 果 奋 斗 的 程 度 跟 不
上 梦 想 的 脚 步，梦 想 便 不 会

高飞。写作是件苦差事，日复
一日地坚持积累，坚持动笔，
才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姑姑相
信，你读过的书、学到的知识，
都会变成奋斗路上的一束光，
照亮你的人生之路。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天宇，你喜静不喜动，很
多时候你都沉浸在自己的世
界里，忽视了体育锻炼，这让
我们担心。经历过今年春天的
这 场 疫 情，你 要 明 白 健 康 之
重、生命之重。 

年轻人喜欢读韩寒的书，
他 也 说 过 ：人 生 的 精 彩 不 是
实现梦想的瞬间，而是坚持梦
想的过程。星光不问赶路人，
时光不负有心人。“盛年不重
来，一 日 难 再 晨。及 时 当 勉
励，岁 月 不 待 人。”新 的 征 程
才刚刚开始，奋斗的人生会更
精彩！ 

祝你进步！ 
          

         爱你的姑姑 

      2020 年 4 月 23 日

（作者系岐山县城关小学杨慧雯）

七星河名称的由来
吕松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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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仓荟萃

两地书
亲爱的岳父、母亲、叔父：  

你们好！
我在此给你们写下这一封信，表示我

对你们的敬佩！
为公、务农、从教的你们，个个都是平

凡人、普通百姓，但你们却以丰富的人生阅
历、深刻的生活体悟、精辟的处世见解，
让我敬佩。尤其是你们一些平实的话
语，像一座座灯塔、一盏盏明灯，指引着
我前行之路，一直未敢忘怀。 

岳父， 您今年八十有九，一生从
政。记得您给我说过，上世纪 80 年代
初您在单位主管基建。有一次，一名工
程负责人趁着夜色，拿着一张“飞鸽”
牌自行车票和一大袋上好的木耳来家
想“办事”。自行车在当时可谓一票难
求，紧俏不说，价值不菲，为多少家庭
所梦想。见此，您大吼一声：妄行歪路，
无功不受禄！转身进了里屋，再未闪
面。和您年龄相仿的这名送礼人尴尬
至极，僵愣在了那里。岳母见状，掏出
20 元钱硬塞给那人，说将车票拿走，
木耳留下，算是买下了，催促那人快
走，算是给那人留了些情面。而当时的
20 元买好几袋同等木耳都绰绰有余。
退休二十多年来，每年除夕晚上，您总
会准时接到一个问候祝福的电话，恰
恰是当年那个工程负责人打来的。多年
后，妻子说起这件事时，说她从未见过您
发那么大的脾气。说话间，我看到，妻子
的脸上写满了敬佩。 

母亲，您是一个农村妇女，而今已至
耄耋之年。您没上过一天学，仅会写的名
字还是当年从扫盲班学会的，时不时还写
不对。记得小时候，每逢夏收，您总是千
叮咛万嘱咐 ：离犁沟（自家地与相邻地的
界线）远点，不要割了别人家的麦子。若
有不慎“过界操作”，总要招致您的苛责。
我参加工作后，每当您洗菜、洗衣时，您
总是不停地念叨给我听 ：“把手洗净，会

挣钱挣一辈子，不会挣钱挣一阵子。”每
当您舀米、挖面时，您还是不停地给我念
叨 ：“别将公家的钱‘舀’进自己的兜里。”
几次深夜两点多，电话铃声将我吵醒，原
来是您的声音，您告诉我 ：某干部被“双
规 ”了。我 就 纳 闷 ：您 从 哪 里 知 道 的 这

些？瞬间，我潸然泪下 ：弱视的您爱
看电视了，耳背的您爱听广播了！
我似乎明白了 ：深夜的“铃声”是我
常省常律的警钟，是您安神安梦的
眠药！ 

叔父 ，您从教一生，桃李满天下。 
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上初中时，宿住
您的办公室，您是我的班主任。那时，
按您的话说，我穿的是最烂的，吃的
是最差的，脸色是最黄的，但学习却
是最好的。所以，甚得您的喜爱。记忆
中您的办公桌上永远放着一沓零钞。
起初我并未在意，也不知其用意。时
间久了，只要您未在，我常常会对着
那一沓钞票发呆，饥肠辘辘的我想到
了各种美味佳肴，况且觉得少几张您
未必察觉，所以真想抓取其中几张去
街道食堂饱餐一顿。但每每将要伸手
的那一刻，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注视
着我，使我不敢动作。终于有一天，您
对我说 ：永远不要惦记别人的东西！

刹那间，我脸红似火。我明白，我的想法，您
尽收眼底。至今，您振聋发聩的话，还时时
回响在我耳边。 

你 们 的 话 告 诉 我 ：他 人 之 物 不 可
取，公家之财不可占，别人之私不可想。
这些平实的话语，虽不见经传，却像暗
夜中的灯盏、困顿中的鸡汤、病痛中的
灵丹一样，时刻在照耀着我、温润着我、
佑护着我！

                   晚辈永刚敬上 

                    2020 年 5 月

（作者系渭滨区干休所干部李永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