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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仰望望鲁台
杨江海

中山路老街道
容琳

宝鸡市中山路，位于陇海

铁路北侧，是上世纪 40年代到

80 年代初宝鸡地区最繁华的

商业街。

中山路东起新华路，西至

长青路北端（新宝路），与宝福

路相接，全长 3600 米。原为留

谷城内仅有的一条大街，名为

“大马路”，群众称它“马路”。留

谷城是一座从北周时期就有

的古城。后来改名为“中山路”，

并以东门口为界（今红旗路北

口），分为中山东路、中山西路，

又称东大街、西大街。

中山东路一带，是抗日

战争时期形成的新兴商业街

市，1937 年陇海铁路通到

宝鸡，宝鸡火车站就在这条

街道的东门外，这是上下火

车的必经之地。街道是土石

路面，坑洼不平。当时流传着

“电灯不明，路灯常停，道路

不平，马路泥泞”。沿途建筑

简陋，门面陈旧。

新中国成立后，扩建整

修，增设路灯，面貌一新，中山

东路的路段内，商业网点集中，

是当时宝鸡市区最为繁华的路

段。这条街上商铺林立，老字号

遍布。是那个年代宝鸡人购物

的天堂，休闲游逛的首选之地。

中山东路有曙光照相馆、

红星食品店、红旗女子商店、邮

电局、新华书店、羊肉泡馍馆、

葫芦头泡馍馆、人民电影院、解

放电影院、三好食堂、红星浴

池、五金交电、车站口医药门市

部等，还有个很有名气的二层

的国营宝鸡百货大楼，一楼主

要出售体育用品和文化用品，

二楼出售布匹、毛线一类的生

活用品，犹如现在的大型综合

商场。老百货大楼的斜对面是

南方菜馆，是当时在宝鸡很有

名气、很有特色和档次的菜馆

了，物美价廉，食客很多。

中山东路宝鸡大酒店旁

边的清香斋羊肉泡馍馆，是那

时候宝鸡独一无二的国营性质

的泡馍馆。因味道鲜美，吃的人

很多，每天都要等好久才能吃

得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山

路上的三好食堂。那里面的馄

饨和茶酥被顾客交口称赞，馄

饨是白皮大馅，热乎乎、香喷

喷，小碗一两粮票一毛六分钱，

大碗二两粮票两毛三分钱，先

付款后吃饭，吃得人满头大汗，

一碗也就吃饱了。还有茶酥，声

名远扬，色泽金黄，外皮酥脆、

内层松软、油而不腻，色、香、味

俱佳，特别惹人喜爱。今天人们

依然可以在西府老街看到、吃

到正宗的茶酥。

再往西有一家亨得利钟

表商店，是隶属于宝鸡市百货

公司的国营店面，是当时为数

寥寥的专营手表闹钟的商店。

国产的手表有上海手表厂生

产的“上海牌”和天津手表厂

生产的“梅花牌”手表 ；国外

的手表很少，据说只有罗马牌

手表一种。在那个年代手表是

非常名贵的物品，手表在当时

也是高档消费品，有相当长一

段时间是凭票供应的。当时干

部、职工的工资普遍较低，能

买得起手表的人寥寥无几，只

有家庭经济条件特别好，或参

加工作后省吃俭用攒够了钱

的人才买手表，或准备结婚的

极少数青年给女朋友来这里

郑重其事地买一块手表，以表

达情意与心意。

中山西路一带，原为宝鸡

县城（留谷城）旧址，自隋唐以

来，是历代县衙所在地。该路段

先后驻有宝鸡地区专署、宝鸡

市经委、市计委、市财政局、市

公安局、市物资局、市外贸局、

金台区政府、金台区人大机关

等单位；有西府宾馆、市人民

印刷厂、市针织厂、市第二印染

厂、市工农服装厂、铁路四总队

等和西街小学、西街幼儿园等。

1986 年，宝鸡火车站由中

山路转向经二路以后，中山路

逐渐变得冷清萧条起来。

从 2008 年 3 月开始，市

上对中山路进行了大规模的改

造，整条街道，整洁有序，道路

平坦，绿树成荫，清爽宜人。整

个街面突出周秦文化特征，古

韵十足。仿古门头和牌匾，从西

周青铜器上拓印的精美图案，

把门头装饰得古香古色、富丽

堂皇、赏心悦目。改造后的中山

路，人气指数日复一日地在不

断提升。

华通商厦矗立在繁华的

老火车站口，目睹了中山路由

冷清走向繁荣的历史巨变。这

里每天迎接着来自四面八方的

城乡顾客，那种繁忙、喧嚣、人

头攒动的场面与情景，让人们

看到了昔日的繁荣景象在中山

路再现。 

陈仓荟萃

宝鸡      老故事

曾经的中山路人民电影院（资料图片）如今的中山路一景       罗通  摄

新编历史剧《望鲁台》演出剧照

第九届陕西省艺术节期

间，千阳县秦腔剧团演出的新

编历史剧《望鲁台》，关注度颇

高。燕伋，千阳人的骄傲，他堆

起的望鲁台，成为千阳精神的

象征，也是千阳文化的标志。

公元前 501 年的一天，残

阳如血。清瘦的燕夫子伫立在

裴家台塬边，面对滚滚东逝的

千河水，久久地与之对视。四

野里，衰草连天，乱石穿空，荆

棘丛生。冷冷的秋风掠过他瘦

削的面颊，将他的长衫吹得啪

啪作响。

他缓缓地转过身，走进渔

阳私塾，开始给他的学生授课，

他把一腔热血倾注在这里。生

逢狼烟四起的春秋晚期，面临

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他也做出

了惊世骇俗的大抉择。谁也不

曾料想，就是这个孤独、落寞、

凄凉的书生，却在家乡渔阳闹

出了天大的动静，他遗留下的

“望鲁台”，仿佛他人生的制高

点，是那样的厚重、那样的高

大，让无数后人高山仰止。

( 一)
当初筑台时，燕伋才刚刚

40岁。

在这之前的燕夫子，生活

是单纯的、快乐的、充实的。他

的先祖是西周召公姬奭。召公

佐文王兴周，辅武王灭商，以功

封于燕，子孙以国为氏，遂形成

燕姓。春秋时，秦国燕氏乃其一

支。燕伋之所以聪颖过人，与这

个家族的遗传不无关系。他自

幼接受良好的家教，身居群山

僻壤，心怀远大抱负。燕伋的父

亲早有送子赴鲁求学之意，因

其年幼，未能成行。燕伋 18 岁

娶妻生子，19 岁到 20 岁时，

父母相继去世。经历了太多的

死别生离，他默默地承受了这

一切。公元前 519 年，22 岁的

燕伋遵父遗命，抵鲁国拜学于

孔子门下。他小孔子 10 岁，勤

奋好学，学问日进，深得恩师器

重。第二年，孔子赴东周王城洛

邑“问礼”时，燕伋与南宫敬叔、

仲由诸贤相随。

今天的山东曲阜杏坛，依

然绿荫蔽日，杏林深幽，不难想

象两千多年前“论坛”的盛景。

其时，燕伋得孔子之真传，成为

孔子思想和学说的坚定追随者

和实践者。20 多岁的燕伋，沐

浴着圣贤的光辉。在这里，他以

经史为食粮，与古人神交，与历

史对话，思想贯穿于儒学之道。

从那时起，孔子“有教无类”“因

材施教”等教育理念，恰如一粒

饱满的精神种子，融入燕伋朝

气蓬勃的岁月里。

( 二)
已过不惑之年的燕伋，两

赴鲁国之后，于公元前 502 年

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居住在

燕家山老宅。回想起在鲁国求

学的读书时光，他心潮澎湃，

寝食难安。他想把所学的东西

传授出去，他想让恩师的思想

播撒在西秦大地，他想摆开一

张安静的书桌，找到自己余生

的安宁。他瞅准了水沟村子里

几孔破旧的窑洞，这里紧挨官

路，离燕家山不远，又有青崖

古洞，来往行人较多，是办学

授课的好地方。他亲自动手，

打扫庭院，粉刷墙壁，很快办

起了学堂。这里，如同燕伋的

一个生命驿站。他从这里出

发，同当时的年轻学子一样，

试图奔向文化的殿堂。两千多

年过去了，燕伋办学的地方，曾

经办过小学，建过医院，如今成

为水沟村中心幼儿园，仍然绽

放着桃李的芬芳。

燕伋在老家办起了学堂，

消息不胫而走。本地的，外地

的，慕名而来；穷人家，富人

家，都想把孩子送到这里来。

学堂太小，容纳不下，建一个

大的学堂成为当务之急。到底

是见过世面的文化人，他思维

超前，把目光落在位于县城西

北的裴家台，古时名为渔阳。

这里村落大，人口多，交通方

便，处于新石器文化遗址位

置，是设坛传教的理想之地。

渔阳设教，聚徒授业，燕

伋承担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磨

难。过度的劳累，深沉的忧伤，

使他早早地出现了白发，但他

手不释卷，笔耕不辍，虔诚地讲

述儒家思想，教授“礼、乐、射、

御、书、数”，从而“开西秦设馆

教学之先河”，使儒家学说在秦

地广泛传播。

有谁知道，在这偏僻的黄

土台塬，有几孔遮不住瑟瑟寒

风的破旧窑洞；有谁记得，在

这青灯黄卷之侧，有一个掩卷

深思的瘦弱而又坚强的身影；

还有谁明白，燕伋先贤在字里

行间、孜孜不倦寻找的是尊师

重教的亘古真理。

在这几孔寒陋的窑洞里，

燕伋足不出户，却是思想的行

者；他鞠躬尽瘁，却是未来的

信使。面临重重困难，仍不欲

违素心，为追求理想，不惜牺

牲生命。他存心如昔，不忘恩

师，每天清晨都要站在裴家台

边，踮起脚尖，向东眺望。为了

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每次

登塬望鲁时，都用衣襟兜上黄

土垫在足下，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形成了一座土丘，形状

若陵。

十八年来，燕伋不再有享

乐、交游、饮酒，他的全部岁月

只做两件事，就是教书、筑台。

这座台，高 10 余米，底部直径

20 余米，形不大而灵秀，景不

奇而意深，凝结着燕伋一生的

思考与心血，一直到他生命的

最后时刻。虽经两千多年风雨

侵蚀和人为损毁，然圣台依然

挺立。

( 三)
人常说，是亲必顾，与圣

必朝。

望鲁台，以其独特的姿态，

不独是千邑之圣迹，实则西秦

之大观。自古以来，备受关注。

新中国成立后，望鲁台重

放异彩。陕西省、宝鸡市人民

政府把它列为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千阳县制定建设规划，

筹集专项资金，成立工作机

构；一支由各界人士组成的志

愿者队伍积极参与，对望鲁

台遗址进行整体保护开发。

修葺望鲁台，扩大范围，使其

更加巍峨挺拔 ；建燕伋祠，塑

先贤像 ；修缮燕伋塾坛，设立

思师亭、群贤宫、启文坛、燕

居宇等景观，供游人参观游

览 ；修建石牌坊，拓宽燕伋文

化广场，为孔子 72 贤绘制的

72 面旌旗迎风招展，初步形成

“一台一祠一坛一坊”的格局，

被誉为“中华尊师第一台”。

燕伋一生颠沛流离，传

道授业，连只言片语都未曾留

下。然而，他死后，却留下了无

尽的精神财富。2002 年 3 月，

宝鸡市政协、市教育学会与千

阳县联合举办“燕伋望鲁台文

化活动”，全国诗词界、书画界

名流积极响应，投送作品百余

件，影响很大。2011 年 9 月，

宝鸡市庆祝第 27 个教师节系

列活动在千阳县启动，尊师文

化大典在望鲁台下隆重举行。

2019 年 5 月，新编秦腔历史

剧《望鲁台》首演，亮相第六届

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好评如

潮。2019 年 12 月，纪念燕伋

诞辰 2560 周年暨燕伋精神研

讨会如期举办，省内外专家、

学者 60 多人相约千阳，盛况

空前。

走进燕伋故里调研采风

活动、宝鸡好家风访谈活动等

等，相继在望鲁台举行。可以

说，先贤燕伋受到了人们前所

未有的关注。燕伋精神，如星火

燎原般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

世界。

冬日的一天，太阳在天

边喷薄而出，晨露澄澈，朝霞

璀璨。千阳，望鲁台，手捧竹

简的燕夫子雕像伫立在

燕伋祠前，无所凭依却

浩然正气，瘦骨嶙峋

却坚韧真挚。这位老

人面对着东方，久久

地、久久地与之

凝视。

新的一

天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