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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经说 ：“甚矣吾衰

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这位老夫子一生的追求就是

克己复礼。所谓克己，就是约

束自己，达到内圣 ；复礼，就

是恢复周礼。所以，孔子当知

道有人用他的时候，兴奋地

说 ：“吾其为东周乎？”

武则天也把她所建立的

王朝命名为大周。周是一个

让人心驰神往的理想王朝，

因此历史上以周礼治国、以

周为国号的国家还有一些。

这都证明了西周社会的独特

而持久的魅力。

夏商两代，历史久远，面

目模糊，夏代至今仍然是西

方学界所怀疑是否存在的国

度，商代虽然有甲骨文的出

土证明时代的存在，但除了

殷墟，似乎可见的东西也是

吉光片羽，商人的遗存，青铜

器之上总是充满着神秘和可

怖的色彩。也就是从周开始，

中国人似乎从野蛮进入了一

个文明时代，这是因为周公

制礼作乐，周代是一个有温

度的时代。

有个著名的典故叫“凤

鸣岐山”，说的是周文王出生

之时，有凤凰在山坡上鸣叫

的祥瑞，《诗经·卷阿》“有卷

者阿，飘风自南……凤凰鸣

矣，于彼高冈 ；梧桐生矣，于

彼朝阳”，这是西周进入文王

武王时代，从而开始伐纣灭

商的象征。

周这个字，在金文中是

农田的象征，这是一种主流观

点，当然也有一种异说，认为

周这个字是代表祭祀，如果我

们赞同主流农田的观点，那我

们可以说，从周代开始，我们

国家进入了农耕文明的时代，

农业是一个国家建立的基础。

周人的祖先后稷就是农

神。《史记·殷本纪》记载，“后

稷降播，农殖百谷”，因“稷勤

百谷而山死，有功烈于民”，而

被推戴为农业的祖先。中国一

直以农立国，使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种族繁衍。

周文王在与殷商的对抗

中，取得了“三分天下有其二”

的战略优势之后，从岐山迁都

沣河流域，建立丰京，诗经称

之为“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

伐于崇，作邑于丰”。

但他壮志未酬身先死，武

王继位，建都于沣河东岸的镐

京，丰镐二京成为双子星座，

镐京由此成为西安 1100 多

年建都史的开始，这一年，夏

商周断代工程认定为公元前

1046 年。西安三千年的建城

史也是从此计算的。

周，对现代社会最大的贡

献是礼乐文明，中国人在西方

世界面前总喜欢强调东方的

中国是一个礼乐之邦，礼乐的

概念就来自西周。

周公面对诛灭殷商、统

治天下的需要，“而今天下

一统周，礼乐文章八百秋”，

马上打天下，安能马上治理

乎？周公给出的答案是，用

礼乐宗法制度。

今天我们常说，孔曰成

仁，孟曰取义，既读孔孟之书，

必知周公大礼，也把男女结婚

说成行周公之礼，这都说明周

公制礼，是来自于对中国人文

明的塑造。

周 公 提 出 的“ 敬 天 保

民”“明德慎罚”“民为邦本”等

治国思想无不散发着巨大的

魅力，周人用“尊尊、亲亲”为

核心的宗法制度，巧妙地把中

国人的血缘家族推导为家国

合一的崭新政权模式，让家国

意识成为中国人身上永不褪

色的印记。

中国，这个词也在西周初

年形成了。出土于宝鸡、现藏

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西周

青铜器——何尊当中，第一次

出现了“中国”这个词语。这是

中国人应该记住的一件大事，

寻找故乡应该从关中这片土

地开始。

艾青说 ：“为什么我的

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

片土地爱得深沉。”周代更多

的遗存是青铜器，何尊、毛公

鼎、大盂鼎、散氏盘、墙盘、虢

季子白盘多出土于陕西宝鸡

地区，因此宝鸡特别建有青

铜器博物院。

西周自从文王武王伐纣，

建都镐京，历经武、成、康、昭、

穆、共、懿、孝、夷、厉、宣、幽王

这十二位周天子，成康时代，

号称“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天

下大治”；周昭王开拓了周国

的南土疆域，他溺死于汉江滚

滚的波涛之中 ；周穆王有个

外号叫“周代乾隆”，喜欢游

猎，因此留下了他西游，并与

神秘的西王母相会瑶池的传

奇故事。李商隐有诗歌说“瑶

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

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

事不重来？”可以说穆王是早

期丝绸之路的开辟者，中西方

文明交流的拓荒者。

西周晚期的周厉王因为

不让老百姓说话，防民之口甚

于防川，派遣特务监视老百姓

的一举一动，以致百姓只能道

路以目。厉王更在国内推行专

利政策，惹得天怒人怨，最终

忍无可忍的国人发动暴动，用

简陋的农具赶走了这个狂妄

暴虐的周天子。这件事发生在

公元前 841 年，史称国人暴

动 ；这件事发生在镐京城，这

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前，中

国数千年文明史中，最准确的

最早纪年的开始——前 841

年载入史册。

厉王之后，一度出现“共

和”的特殊局面，其后即位的

周宣王励精图治，选贤任能，

出现了西周中兴的一段美好

日子。我们最早的一部诗歌总

集《诗经》，据研究，其中有 30

篇左右可能描述的就是宣王

时代西周社会的风貌，《诗经》

也被认为初步形成于宣王时

期的大臣尹吉甫之手。

可惜，宣王儿子周幽王即

位之后，宠幸褒姒，烽火戏诸

侯的故事尽人皆知。其实，烽

火戏诸侯的故事在严肃的历

史学家看来，只不过是一场虚

构，但说明一个道理 ：一个政

权如果失去信用，那亡国就是

不可避免的事情。

公元前 771 年，犬戎攻

入镐京城，周幽王和褒姒被

杀，周平王迁都洛阳，西安作

为西周首都的历史从此落下

帷幕。 

（作者就职于陕西师范大
学西北研究院，先秦史博士。）

在陈仓区千渭街道虢镇火车站与

陈仓大道之间有一条街名叫新市南街，

这条街道曾被称作“车站路”“车站南

路”“磷肥厂家属区路”。为什么叫新市

南街，有人从字面上理解为新市场南面

的街道，但追根溯源，却另有缘由。

陇海铁路通车后，在虢镇以西第

九保、第十保辖区内设立了一座三等

车站虢镇火车站。车站的设立吸引官

僚资本在此开设雍兴公司业精纱厂，

国民党军队后勤部在此设立虢镇轻便

铁道管理站、周汧钱粮办事处等工厂

机构，虢镇第三中心小学也设立于此；

抗战全面爆发后，河南、江苏等地难民

纷纷落脚火车站周边，昔日的庄稼地

逐渐成为商铺林立的新市镇。1949

年 7 月 14 日宝鸡解放，经陕甘宁边区

政府批准，宝鸡市、县分设，成立了宝

鸡县人民政府，驻底店堡武城山（9 月

迁至虢镇），隶属宝鸡分区行政督察专

员公署。同年 8 月，宝鸡市人民政府决

定建立虢镇区公署，驻地木梁市。虢镇

区公署辖土桥、东堡、南堡、西堡、惠家

湾、杨家堎、李家崖、三盘沟 8 个乡人

民政府和西街、东街、车站 3 个市。同

年 11 月，虢镇区划归宝鸡县管辖。

新设立的车站市人民政府驻地为

位于车站南边街道的同心旅社。1950

年 5 月，虢镇区撤销东街市、西街市，

组建了虢镇街人民政府 ；撤销杨家堎

乡、惠家湾乡和车站市，组建了车站

乡。在车站市人民政府存在的短短 10

个月当中，将市政府南边的街道定名

为新市南街。新成立的车站市在登记

居民、核发户口簿时，即将该区域居民

的住址信息标注为“新市南街”。这样

一来，新市南街这一与新中国同龄的

街道名称就一直沿用至今。

挖掘新市南街，无意中发现了宝

鸡市现当代历史上最小的“市”，实在

令人惊喜。

安化，这个名字很

响亮。

只要你打开百度，

搜索“安化镇”，就会发

现: 宝鸡毗邻的甘肃陇

南市有安化镇，就是遥远

的广西也有安化镇。前一

阵子去湖南，市面上销

售一种茶叶，叫安化黑

茶……看来，叫安化的地

方不少。这里，着重给大

家说一说千阳的安化村。

安化村地处千河谷

地，曾经是商周“安夷官

道”，秦“回中道”，汉“丝

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史

载，公元 755 年，唐朝发

生“安史之乱”，吐蕃趁

机占领陇右，河西大片

地区沦陷。公元 763 年，

吐蕃大军长驱直入，攻

占了长安。唐朝名将郭

子仪等奉命调兵遣将，

驱逐吐蕃敌军，收复了

长安。公元 764 年，吐蕃

企图再次侵犯长安，郭

子仪受命御敌，多次打

败敌军。灵台西原( 今甘

肃泾川境) 一战，大破吐

蕃军队，斩首 5 万余级，

生擒万人，俘获士女牛

马数不胜数。

前线战事不断，后

方保障吃紧，这么多的

战俘怎么办？朝廷下

旨，在千陇一带安营扎

寨，设防在千河南岸。这

里依山傍水，民风淳朴，

自然祥和，正是实施“归

安德化”策略的好地方，

也是“安抚教化”战俘的

理想场所。于是，就有了

安化这个村子，有了上

安化、下安化两个自然

村，也就有了宋《元丰九

域志》的记载:“汧阳有

安化镇。唐广德以后置，

以御吐蕃。”从此，这里

有了官路，有了驿站。

据《千阳县志》记

载 ：“唐贞元三年(787)

九月，吐蕃兵大掠汧阳、

吴山、华亭。杀老弱，或

断手凿目，驱丁壮万余

悉送安化峡西，分隶于

羌、浑 ；众大哭，赴崖谷

死伤者千余人。”这个苍

凉悲壮的史料，又给“安

化”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到明代，推行里甲

制度，“安上乡居县西，

辖安化里。”清康熙年

间，隶属和睦里。民国

初，里更区，为第四区，

后又划入合作乡。新中

国成立后，行区乡制，

划归柿沟区三泉涧乡管

理。1956 年撤区并乡，

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

改名“裕华”，寓意村民

安居乐业，村子富裕繁

华。这个村名，一直沿用

至今。

安化村子的南边，

群山连绵，人们称它为南

山。在群山怀抱中，有一

个燕家山。距今 2561 年

前，这里出生了一位先

贤，即孔门七十二贤之一

燕伋。先贤的后裔，世居

下安化，已经传到 82代。

受儒家思想的熏

陶，安化人勤劳勇敢，忠

厚善良，优良家风代代

相传。已故名老中医张

德明，医术精湛，医德高

尚；乡贤温学儒，尊祖继

统，教化乡里 ；老农解

皂保，首任支书，艰苦创

业 ；烈士吕乃信，执行

公务，以身殉职……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

援朝、建设时期、和平年

代，一批批热血青年离

开故土，奔赴祖国需要

的地方，保家卫国，立下

了汗马功劳。

传承多年的地台社

火、马社火四邻有名，祖

传的灯影戏班子唱遍千

陇，自导自演的秦腔戏一

度轰动乡野，青年篮球运

动队驰名赛场。男女劳动

力齐上阵，兴修麦峪沟水

库，修筑跃进渠，治理千

河，平田修地，植树造林，

样样走在前头。

安化村面临千河，

滔滔河水浇灌着千亩粮

田，河滩地一年两熟，广

种小麦、玉米和油料作

物 ；桃花米濒临失传，

在安化人的手里稻香四

溢；南塬上的跃进渠水，

冬暖夏凉，使“旱腰带”

变成水浇地 ；千阳“三

峪”之一的麦峪，虽说地

处沟坡，所产小麦质优

味香，曾为贡品。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

境，造就了安化人的许

多奇迹。上世纪60年代，

辣椒种植形成气候，村村

组组有烤炉，出口换外

汇；上世纪 70 年代，这

里大面积扦插育苗，成为

千阳的林木育苗基地，大

批量的成材原木，为农户

改善房屋提供了充足材

源；上世纪 80 年代，小

麦、玉米、高粱制种创出

品牌，众多科研人员蹲

点示范，推广全县；上世

纪 90 年代，户户植桑养

蚕，成为农民增收致富

的主要来源。

进 入 21 世 纪，安

化人适应市场变化，川

道灌区种植大宗蔬菜，

无公害蔬菜走进城市商

场，摆上百姓餐桌；富余

劳动力，外出搞劳务，凭

本事创业，有的就近进

工厂上班，下班回家照

顾老幼，增收家务两不

误；引进技术和人才，从

事奶畜、果业生产，不断

探索产业发展新路子 ；

建起土法榨油坊，生产

的菜籽油品质优良，市

场看好。地尽其力，物尽

其用，人尽其才，安化人

成了新时代的弄潮儿。

安化村人多地广，

是水沟镇第一大村。村

上 连 年 开 展“ 五 好 家

庭”“双文明户”“遵纪守

法户”“十星级文明户”

等评选活动，每逢春节、

端午节、重阳节等传统

节日，走访慰问，吃百叟

宴，照全家福，办互助幸

福院。建起村史馆，经常

对村民进行爱党爱国爱

村教育。不断完善公共

服务中心功能，办起村

卫生室和健康小屋、农

家书屋和法治长廊，设

置了小商品、农药、化

肥、种子等超市，与金

融、保险、通信等行业联

办服务点，最大限度方

便群众。开办扶贫扶志

学校，着力培养新型职

业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