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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大约是在 1063 年，
大 文 豪 苏 东 坡 初 仕 凤
翔，流连于古饮凤池，向
往家乡的湖光水色，开
挖疏浚出东湖。它宛如
一颗熠熠生辉的绿宝石
镶嵌在渭北旱塬上，距
今已有千年历史。前年，
凤翔人民争取到贷款支
持东湖建成了大东湖风
景区。大东湖，“大”在哪
里呢？

凤 翔 东 湖 历 史 可
追溯到周文王元年，传
说一只美丽的凤凰，从
东方翩飞而来，在东湖
的原址上看到一泓清澈
晶莹的水池，遂饮此水，

“古饮凤池”由此而来。
宋 仁 宗 嘉 祐 六 年（1061
年）秋，苏轼以大理评事
凤翔府签书判官赴任凤
翔，第 二 年，他 借“ 古 饮
凤 池 ”之 基，于 政 务 之
暇，规 度 地 形、率 民 亲
躬、疏 流 浚 池、砌 堤 固
池、扩充湖域，导引县城
西北角凤凰泉水注入池
内，扩大水域，遂庀材究
工、建 亭 修 桥、植 柳 种
荷，因湖镶嵌在城东，故
命名为“东湖”。可以说，
苏轼出仕凤翔兴修东湖
开 启 了 他 不 平 凡 的 一
生，东湖也因苏轼声名
鹊起。

漫 游 东 湖，人 们 忘
不了苏东坡，也称东湖
为“东坡的湖”。苏轼在
凤翔三年，写下了著名
的“三记一论”，即《喜雨
亭 记 》《 凤 鸣 驿 记 》《 凌
虚 台 记》和《 思 治 论 》，
以及《凤翔八观》《石鼓
歌 》《 太 白 山 早 行 》《 王
维 吴 道 子 画 》等 180 余
篇诗文，被百姓美誉为

“苏贤良”。初仕凤翔，苏
轼成为后世为官为文者
学习效仿的榜样。

如今苏轼更被世人
称为“千年英雄”“世界
东坡”。他不仅是中国历
史文化的一个标杆，更
是世界史上一个符号性
人物，极大地影响着一
代又一代政客、文人、莘
莘学子以及黎民百姓，
人们总能从苏轼身上学
到自己所需有用的好品
质好东西。

千 年 东 湖 作 为 北
方历史悠久的古园林，
它 集 亭、台、楼、阁、廊、
堂等古代建筑精华于一
处，其中“君子”“宛在”
二亭为苏轼所建，更是
宋代北方古园林的经典

代 表。上 世 纪 40 年 代，
在东湖的东岸，县上创
建了凤翔中学，随后成
长为陕西省首批重点中
学，乃至省级示范高中，
千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了
凤翔并走向了全国及海
外。千年东湖滋润着这
座城，也成为凤翔文脉
主要的发源地。

凤翔自古有凤凰飞
舞 的 传 说，“ 东 湖 柳、西
凤酒、姑娘手”有“凤翔
三绝”的美誉，东湖柳为

“三绝”之首。多年前，我
发现东湖柳是县域最早
发芽显绿的柳。每值仲
春时节，东湖柳就早早
焕发出绿意生机，霎时，
园内园外柳絮飘飞，犹

如雪花飞舞，煞是好看，
看得人心也随柳絮一起
飞了。

这 些 古 柳 中，被 冠
以“左公柳”和“林则徐
手植柳”的两棵柳树占
据园内最佳位置，百年
古柳，静穆沧桑。“左公
柳”位于君子亭畔。碑载
公元 1876 年，清末名将
左宗棠受慈禧太后之命
赴新疆伊犁抵御沙俄侵
略，凯旋途经凤翔府手
植 此 柳，如 今 是“ 皮 枯
缘受风霜久，条短为经
攀 折 频 ”。虽 有 新 枝 勃
发，树冠已不复存在了。

“林则徐手植柳”位于内
湖 的 东 侧“ 水 光 潋 滟 ”
花门入口处，为清道光
二十二年（1842 年），林
则徐“虎门销烟”之后，
道光皇帝迫于英国的压
力以林则徐对鸦片事宜

“处理不善”为由，将其
流放新疆伊犁，途经凤
翔手植垂柳以作纪念。

漫 步 东 湖，驻 足 观
赏这两株“名人柳”，就
会生出许多感慨来。这
两 位 不 光 是 途 经 顺 道
来赏东湖风景的，必是
追 慕 先 贤，怀 古 伤 今。
左公凯旋得胜之喜，林
则徐为政之困，他们借
手植东湖柳，缅怀苏轼
虽一生命运坎坷，但能
从 容 面 对 得 到 了 人 生
圆满，借此提振自己的
精神，升华人生之景况
境界，他们终以个人人
格为重，以民族气节为
重，以 国 家 为 重，心 思
坦 然 勃 发 奋 起 是 必 然
的事。

园内除过有众多百
年树龄的柳树外，还有

雪 松、樱 花、玉 兰、红 枫
等 乔 木，榆 叶 梅、海 棠、
丹桂等灌木乔木，花草
种类众多。春天，南湖的
牡丹园花香四溢 ；夏季，
内湖的荷花亭亭玉立 ；
秋天，石榴成熟红如火 ；
冬阳里，珍珠梅梅花点
点 傲 雪 头 …… 这 里，一
年四季花儿次第开放，
飞红柳绿交相辉映，俨
然就是个郁郁葱葱的植
物生态园。 

我 曾 站 在 一 座 33
层的高楼上俯瞰过凤翔
全貌，四通八达的交通
簇拥着一只金凤凰，远
看三面环山，如簸箕状
敞开一地势平阔富饶之
地，楼宇林立，一座现代
化小城市跃然画面。在
城东南方，只见一片郁
郁葱葱的树林，又是一
幅绿水甲天下的景况，
你看，古木参天环抱着
内湖和外湖，就如它们
捧着两枚珠宝 ；忽而迎

风而过，树木又宛如凤
凰的一对翅膀，上下翩
翩，湖面粼光闪闪，煞是
好看。

纵 观 古 园 林 东 湖
的演变发展，可以说它
是一处“人文湖”，也是
一处“生态湖”。自苏轼
兴修东湖以来，东湖屡
有 扩 建，屡 有 修 葺，在
宋代已渐成宏构。光绪
二十四年，凤翔知府传
世炜倡导开辟了南湖，
区别原湖为内湖。追昔
抚今，无论朝代如何更
替，凤翔东湖作为官办
园林都曾在主政官员的
主持下修葺不辍，即使
在 兵 荒 马 乱 的 民 国 初
年，军阀郭坚占据凤翔

时也曾留下过“重修东
湖 ”的 遗 碑。上 世 纪 90
年代初，凤翔东湖进入
发展鼎盛时期，县上对
其进行了大规模整修扩
建，隆重举办了首届“全
国苏轼文学研讨会”。本
世纪初，由于城市规模
的扩大、工业经济的蓬
勃 发 展、气 候 变 化、县
城人口增多等诸多原因
导致东湖湖面萎缩，加
之城区生活污水大量排
入东湖，东湖曾一度成
了个远近闻名的“臭水
滩”。净水补给不足，水
源问题匮乏，东湖的臭
水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
决的现实问题。为整治
东湖水质环境，县上将
其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
程上，集思广益，投入资
金，整修了县城生活污
水排污渠，建成了城镇
生活污水处理厂，从而
使城区生活污水与东湖
进水实现分流治理，东

湖水质得到持续改善。
作为一处城中湖，东湖
展现“城湖融合”的美丽
景象。

社 会 飞 速 发 展，与
时 俱 进，如 今，古 老 的
东湖焕发出新华彩。大
东湖风景区以东湖公园
为依托，大景区涵盖的
旅游元素更加丰富，新
建了东湖南广场，也就
是苏轼文化宣传广场与
饮凤苑湿地公园、中国
泥塑第一村六营民俗村
和雍城湖水利风景区连
成泱泱一大片，实现了
景点连片的大格局风景
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
是生态景观和文化内涵
的 完 美 结 合。如 今，通

过饮凤苑湿地公园跌水
坝，将清水自流逐步引
入东湖公园，让东湖的

“死水”变成了“活水”，
东湖水质问题得到彻底
解决，大东湖风景区生
态效益日趋显现，景区
处处是绿树掩映，东湖、
饮凤苑、雍城湖三处水
系连接成一体，丰赡了
当地景致，涵养着当地
气候，大东湖景区也成
为 一 处 极 佳 的 生 态 区
域。无论四季、无论天晴
天雨，这里树木森森，湖
水靓丽金光闪闪，亭台
楼阁，鲜花灼灼，步入大
东湖，就如在画中行。

凤 翔 有 个 大 东 湖，
它是凤翔对外宣传展示
的最美“窗口”，是凤翔
一张靓丽的金字名片！
大东湖风景区就如一颗
朗朗明星，吸引着国内
外嘉宾贵客联翩而至，
在这里吊古观今，陶醉
在大美的巡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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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奥林匹克之

父”皮埃尔·德·顾拜旦

曾说过一句话 ：“体育运

动是人们与生俱来的能

力，它的缺失不能填补。”

而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

展，因为这种与生俱来的

能力，人类创造并留下了

不少蕴含丰富文化价值

的遗产，让我们瞻仰、铭

记和传承。

运动的历史可以追

溯到世界上最遥远的文

明，它讲述着人类社会活

动和掌握特殊技能的历

程 ：一些地区的史前洞穴

壁画展示了短跑、摔跤和

游泳等运动场景 ；古埃及

文明的古迹也证实球类

运动、摔跤、划船等在那

时已经出现 ；古希腊则

第一个通过奥林匹克运

动会的形式把体育运动

制度化——在希腊城市

奥林匹亚举行的古代奥

运会从公元前 776 年一

直持续到公元 393 年。而

在中国，各地出土的青铜

器、画像砖、陶俑等文物

中，古人丰富多彩的运动

得到生动体现。

有这么一件制作于

西周中期偏早大致在昭

王时期的青铜礼器——

令鼎，成为我国目前发现

的最早述及田径比赛内

容的器物，其铭文很有意

思，可以说是记载了中国

古代的一场赛跑。其铭

曰 ：“王大籍农于諆（读

‘基’）田。饧，王射，有司暨师氏小子卿射。王归自諆

田，王驭，兼（从‘水’）中仆令暨奋先马走。王曰：‘令

暨奋乃克至，余其舍女臣卅家。’王至于康宫，颐。令

拜稽首，曰 ：‘小子乃（从西从彳从止）学。’令对扬

王休。”

全铭大意可作“周王在諆田亲耕农作，举行籍田

礼，完成之后，周王演习射技，诸陪同大臣和武官、年

轻贵族也一起习射。周王从諆田返回途中，周王驾驭

着他的骏马，担任‘兼中仆’的令和奋却徒行赶超了

马儿。周王说：‘令和奋如果谁能（比马儿快到康宫），

我赏赐他三十户家奴。’大王到了康宫，如约兑现了

承诺，（对令）进行了赏赐，令叩头拜谢王的恩赐，说：

‘我只是验证一下自己的足力，我（还要不断）学习。’

令宣扬着大王的恩德。”这是一篇关于周王在籍田礼

后举行燕射礼和竞走比赛的赛事记录。

宝鸡是周秦文化的发祥地，被称为“青铜器之

乡”，名闻海内外。宝鸡出土的青铜器、画像砖、陶俑

等文物中，古人丰富多彩的运动得到生动体现，体现

了宝鸡悠久的运动传统。

陈仓荟萃

乡风记忆韵味浓
杨烨琼

眉县三星文化创意园

里有一个博物馆，以万余件

实 物 向 人 们 展 示 着“ 农 耕

器具”“电子电器”“印刷技

术”“照明灯具”等发展变化

的历程，让人们在参观中真

切地感受生活的变化和社会

的进步。

当我第一次步入这个三

层楼的博物馆时，心灵深处那

些久远的岁月，被陈列在这里

的或者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生

活的尖杈、箭杆、木杈、木锨等

农具一下子亲切唤醒了。

老物件或依墙而挂，错

落有致，或就地放置，井然有

序。这场景，就像一场刚刚碾

打后的休息，让人似乎能闻

到新麦的芳香和刚碾过的麦

草的清新，将人的思绪一下

子勾回到几十年前的那些快

乐之中。

川塬麦黄，金亮一片，风

来麦动，如波涌动。麦地里大

人们挥镰收割、扎捆，接着入

场、晾晒、摊碾、挥杈翻抖……

长在地里，是一苗一苗地抚

育 ；收获，是一粒一粒从手中

入仓。勤劳艰辛中的人们享受

着收获的快乐。

在大人休息的时候，那一

堆堆麦草、一个个麦垛间，就

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在麦垛间

捉迷藏、麦草堆上翻筋斗，孩

子们的欢闹和着麦草的清香

与收获的快乐在打麦场上洋

溢着，也荡漾在村庄的上空。

孩子们总能找到自己

的快乐。那个有着两个小轮

子的大尖杈成了他们的大玩

具。他们分成两组，一组坐在

尖杈的两个横档上，另一组

推着尖杈绕着麦场转圈儿，

就这样两组轮流互换做着

“坐汽车”的游戏。

如今，这些农具在见证和

完成了一个时代的重任之后

躺进了博物馆，静静地供人们

参观，供人们睹物、追忆昔日

的时光和今天的来路，让人们

更直观地看到时代的进步和

发展。

这些农具曾是时代变化

的见证者，曾在庄稼的播种、

作务到收仓等一个个环节中

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农具

是庄稼汉的得力助手，承载着

历史的欢歌和庄稼人的奋斗，

也承载着一代一代孩童们的

快乐与家乡的记忆。

那时，夏收时节，每到傍晚

时分，孩子们总喜欢抓几把散

发着清香气味的麦草往地上一

撒，躺在上面一边看着天空上

那些眨着眼睛的星星，一边和

小伙伴说着只有他们才能理解

的理想和故事，或者静静有趣

地听围在一起乘凉的大人们天

南地北地聊天。在博物馆这些

旧农具的勾牵之下，那些不染

杂尘的场景如电影般在大脑中

一帧帧闪过。

回忆着从前的岁月，看

着眼前博物馆中这些农具、

用具，让人有一种恍若隔世

的感叹。

工具的更新提升、效率

的提高，是时代发展的一个标

志。而现代化的工具取代高劳

动强度的生产工具，标志着

劳动力解放和时代大踏步前

进！镰刀、木锨、碌碡、牛马被

大型的联合收割机所代替 ；

牛拉犁、马拥脖、套绳被现代

化的播种机所取代，人们现在

是轻松播种、快速收割，收种

起来不急不慢，悠然自得。随

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

劳动的享受成分增加，艰苦的

成分极大减少，大体力消耗的

工作几乎被现代化的机械工

具所替代。

记得去年夏收回家帮小

弟收麦，三亩多的麦子联合收

割机只用了二十多分钟，脱粒

好的金灿灿的麦子就已经晾晒

在自家水泥硬化了的院子里。

而这样的劳动量，在我的少年

记忆中，从收割到脱粒晾晒，我

们一家人至少要忙活一周多

时间。经历和见证了改革开放

四十多年的我们，能够深深地

体会到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

进展，而且深深地感受着这种

变化节奏的加快。

一件件老农具、老用具里

有我们度过的时光，有那时的

人事光阴、快乐欢笑以及诸多

消失在历史时空中的文化，这

些都如一幅幅生动明丽的画

卷，定格在我们的记忆里，历

久弥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去的是曾经的过往，是历

史，是人生的一个过程，是今

日的来路，是昨天一路筚路蓝

缕的拼搏奋进。其中执着与奉

献、努力向前的坚毅，这些都

是时代赋予的精神，这些都值

得我们去回味。

创建这个文化创意园的

胡赵靖告诉笔者，那些不同形

制的灯盏、马灯、玻璃罩子灯，

手摇纺车、被淘汰的纺纱机，

雕版印刷、铅字打印、电脑排

版、激光照排设备等，旧物件

以自己家族的变化在默默地

向人们讲述着历史、讲述着变

化，牵动和慰藉着人们心底那

些对于岁月柔情的记忆。这些

挥之不去的美好回忆，是残存

在人们脑海中不曾加洗的旧

底片，是时间车轮留下的点点

岁月印记。

在这里，能让我们更清晰

地理解发展的历程与我们的

往来，更明白时代的发展和发

展的成绩，更看到我们的拼搏

与未来的美好，也能让我们的

回味如风一样自由地流淌。

凤翔有个大东湖
程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