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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故事

周朝的兵器库曾在这里
戢，为古兵器之一，又有聚集藏纳之意。

《诗经·周颂》里有“载戢干戈，载櫜弓矢”的

诗句，意思就是要把刀枪弓箭这些东西都收

起来，我们再也不打仗了。

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一直认为他们的

村庄曾经是周武王的兵器库。在村庄的传

说里，武王伐纣班师回到周原，所有的兵器

都在这里集中封存，从此天下进入了长久

的和平时期。虽然史籍上找不到相应的记

载，但这个代代相传的故事也许并不是空

穴来风。

当时，作为商的诸侯国的周，除了相当

于现在卫戍部队的部分专业部队之外，大部

分兵源来自于平民。这些生活在周原的平

民，平时生产，战时出征，而他们是没有资格

拥有兵器的。一旦响应诸侯的征集出战，诸

侯就会把作为战备物资的兵器分发给他们，

战后还要全部归还。所以，作为西方大诸侯

的周，必须有一个生产、储存武器的地方，戢

武与周王室之都之间相距 5 公里，恰恰可以

满足应对突发战争时，快速集结的要求。戢

武这个村名，实际上也证实了这里曾作为周

武器库的可能。

在村里的文化广场上可以看到，冷兵器

雕塑、姜子牙雕像、西周战车彩绘、猎猎招展

的“周”字大旗……无不彰显这个村庄古时

的特殊“身份”。特别是广场正后方一面彩绘

文化墙上，绘有西周战车，四匹健壮的马儿

一字排开，拉着一辆华美战车，旁边附有《诗

经·小雅·六月》：“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

牡骙骙，载是常服。”为了让村民和游客看

懂，制作者还细心地翻译了这首诗歌，描绘

了西周人作战的场景。另外，广场旁还修建

了村文化馆，里面有一些文字介绍，如《周公

始祖暨周王朝世系简图》《商周青铜冷兵器》

等，详细介绍了周人，以及西周时期的军事

力量。村民们一边在广场上锻炼，一边观看

雕塑和知识介绍，便会对他们的村庄多几分

了解。原来，他们的村庄在西周时期就有如

此显赫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它传达着息战、

和平、美好的文化信息。

那段刻骨铭心的故事
在西戢村南东组的一户人家，记者看到

这家门口悬挂着“光荣烈属”蓝牌。村民说，

这是 73 年前在淮海战役中慷慨就义的党员

烈士周可任的老家。

周可任的胞弟周可兴向记者讲述了那

段刻骨铭心的故事。时间回到那个战火纷

飞的年代，热血青年周可任在上学期间，

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西北民青”，后来因

成绩优异考入河南大学文史系，在学好专

业课的同时不忘投身到党领导下的学生运

动。在中共汴郑地下工委领导下，他秘密建

立起新民主主义研究小组。周可任在河南

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期间遭到通缉，他连夜

跑回岐山老家躲避。

这段时间，他在村里继续宣传革命与进

步思想。还没在家里待多久，国民党已发出

对他的通缉令，周可任被迫匆匆离家。周可

兴说，谁也没想到大哥这一走，就再也没有

回来。

1947 年 9 月 3 日，周可任在开封加入

中共地下党，被派往唐河从事党的秘密工

作，化名周重远。在离开开封之前，他连夜写

了十几封家书，交给开封的战友，并嘱咐他

们按年份分次邮寄家中。一直到 1962 年，周

家接到了周可任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

部追认为“革命烈士”的通知，才知道原来在

1948 年底，周可任就牺牲了。

随后在组织的调查中得知，1947 年底

周可任参加刘邓大军，任中原野战军十纵

二十八旅协理员兼宣传队长。淮海战役打响

后的 1948 年 12 月 9 日，部队连夜转移。周

可任因受伤没办法和大部队一起走，就留在

一户村民家中。当天晚上，国民党军队并没

有进入村庄。第二天早上，周可任带着行李

追赶宣传队，刚出村不久就遇到国民党的队

伍，面对敌人的刑讯逼供、软硬兼施，周可任

宁死不屈，最终他被敌人活埋，时年 23 岁。

兰州大学离休教授赵俪生曾是周可任

的老师，1939 年到 1941 年冬，赵俪生在陕

西乾县中学担任英语教员，他作为周可任

的班主任，与之关系密切。2003 年，赵俪生

写了一段回忆资料：“1949 年春天，我正在

济南工作，接到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

治部寄给我一封信，通知我的学生周可任

同志在河南泌阳县被白崇禧部匪军杀害。”

两枚勋章背后的故事
周可兴说，除了自己的哥哥，父亲也是

一名地下共产党员。说起自己的父亲，他一

下陷入了沉思中。1985 年春末的一个傍

晚，周可兴的父亲周生棠因年迈，身体每况

愈下。周可兴从市里返回家中看望父亲时，

父亲便拉着他的手，说要告诉他一件很重要

的事，只见父亲奋力起身，艰难地

挪到屋里柜子前，在里面翻出一个

手帕包，一层一层打开之后，是两

枚勋章，一枚上有“人民功臣”，另

一枚上有“解放西北纪念章”，落款

都是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后面则是

“1950”。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父

亲手中的勋章，父亲拉过他的

手，给他讲起了之前的事情。

1946 年 4 月 27 日，西北人民解放军由

于粮草短缺，加之当地又正值灾荒，父亲拿

出了家里剩余的小麦一石六斗、黄豆五斗、

大麦七斗，还有其他杂粮一堆，共计八百多

斤，全部捐给了部队。捐了所有粮食，可离夏

收还有不少日子，父亲只能带着家人到地里

挖野菜，上午菜汤，下午就用野菜和借来的

谷物和在一起充饥。

听到父亲说起这些，周可兴想起小时

候，这样的事情在家里时有发生，母亲还经

常和村里的妇女缝制棉衣、做鞋子，将这些

送给部队。

说到最后，父亲激动得泪流满面，他继

续说道：“我为党为革命事业所做的事都是

应该的，组织上给我的褒奖，之所以现在才

告诉你们，就是想等你们都长大了，希望你

们把这份荣誉当作鞭策，时刻提醒自己不断

前进！”

这件事过去后不久，父亲就去世了。

周可兴说：“只记得小时候家里后院有

一栋 3 层高的土楼子。本来是防土匪的，后

来成了西府联络站的标志，家里常常会来解

放军和游击队员。”那一年，岐山县地下党的

一次代表会在家里秘密召开，天刚黑时，家

里接二连三走进来经过乔装的人，有的打扮

成乡村卖货郎模样，有的背着背篓拿着镰刀

扮成农夫。会议整整开了一夜，天明时分结

束。那时候他还小，也不知道这些人为啥在

家里进进出出，只觉得热闹。

当时，村里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西

庄有个楼子，三面都靠山。”这就是地下党的

活动地点。周可兴说，村民口中说的“楼子

家”，就是他们家，一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家

里盖了新楼，才把楼子拆了。

也是在后来，他在翻阅资料后才知道，

父亲 194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

的地下交通工作，岐山地下党曾在家里召开

过县党代表大会。

顺着关中环线从岐山县城向东北方向行驶不到20公里，就到了京当镇管辖的西戢村，这
个新村名是由西庄村和戢武村合并而成。相传，西戢村是周王朝的兵器库。这个普通而平凡的村
庄，还曾是岐山地下党的活动地，有着感人肺腑的红色往事……

秦腔廉政剧 《陈三两》 在宝鸡首演
本 报 讯 一颗红心尘不

染，满腔浩气史堪传。11 月 19

日至 21 日，新编秦腔廉政剧

《陈三两》在宝鸡大剧院演出，

获得了现场戏迷观众的称赞。

据了解，《陈三两》主要讲

述山东临清女子为埋葬父亲、

教养胞弟被骗至娼门，与胞弟

走散后，她洁身自爱，以卖文为

生 ；后因再次被骗，她被卖与

富商为妾，谁知公堂之上受贿

的知州便是失散胞弟，她愤而

大义灭亲的悲壮故事。

这则经典戏曲故事先后有

越剧、河南曲剧、河北梆子等剧

种演绎，此次由我市高亚玲戏

剧工作室创排，首次以秦腔的

形式在观众面前亮相。改编后

剧情有不少改动，围绕陈三两

的命运展开了一段耐人寻味的

曲折故事，体现主人公陈三两

虽为女子，深陷泥淖却不屈服

命运、不向恶势力低头的抗争

精神。

因受疫情影响，每场观众

人数限制在百人以内，精彩的演

出赢得阵阵掌声，不少观众在演

出结束后仍沉浸其中不愿离开。

有观众在观看后评价：“虽然是

改编剧，但结合当下反腐倡廉有

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更多

人看到这部好剧。”    

本报记者 周淑丽

秦腔现代戏 《焦裕禄》 即将与观众见面
本报讯 11月 21日，阵阵戏

曲声从市戏曲剧院的排练厅里

传出，伴着冬日的阳光，显得分外

悠扬。排练厅内，演员们正认真排

练由市戏曲剧院移植的秦腔现

代戏《焦裕禄》。记者了解到，该剧

将于今年底与戏迷见面。

秦腔现代戏《焦裕禄》由市

戏曲剧院编排，移植自河南豫

剧三团同名豫剧，经过反复打

磨、数次排练，生动展现了党的

好干部焦裕禄同志情为民所

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

怀，塑造了忠诚干净担当的优

秀共产党员光辉形象。

在排练现场记者看到，演

职人员正在排练一场焦裕禄带

领群众抗洪救灾的场面，大堤

出现缺口，并不断塌方，焦裕禄

立刻让群众转移，并现场带领

人员跳进急流中，用血肉之躯

手挽着手组成人墙阻挡那汹涌

的洪水。随着戏剧情节一步步

展开，饱满立体的人物形象、跌

宕起伏的戏剧冲突、饱含深情

的秦腔唱腔，让人仿佛置身于

那段艰苦岁月。

本报记者 于虹

西戢村
本报记者 于虹

秦腔廉政剧 《陈三两》演出现场

秦腔现代戏 《焦裕禄》 正在排练中

的故事村子

原戢武村村史介绍石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