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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心 雕 龙

秦人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民族，
商末周初时偏居西垂，遭到废国
废姓氏的打击，但秦人面向东方，
奋起东进，最终历经九都八迁，先
后建立了秦邑、西垂、汧邑、汧渭
之会、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咸
阳九座都城，从偏僻的边陲地区，
一步一步向关中挺进，由一个偏
居西垂的附庸小邦，逐渐发展壮
大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
的诸侯强国，并从此走上了吞并
六国的统一之路。

从地域区分来看，秦人的历史
可划分为三个区域 ：西垂地区、雍
秦之地、咸阳地区。西垂地区是秦
人西迁的落脚点，也是秦人崛起
的根据地，更是秦人奋起东伐的
起点。秦人居西垂时，地位低下，
与戎狄为伍，常被视之戎狄。但秦
人有自己牧马的特长，得以入驻
关中畿地，为周王牧马，并获封为
附庸，恢复了姓氏，建立了小邦，
正式开始为秦人。在西垂地区，秦
人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走出了
低谷，走向了崛起。非子带领秦人
摆脱了奴隶的属性，建立了秦邑，
实现了复国复姓。秦仲带领秦人
为周王室镇守西垂，抵御戎人入
侵，获封为大夫，使秦人地位再次
提升，跻身贵族行列。秦襄公时秦
人又抢抓机遇，护送周平王东迁，
得以获封为诸侯，实现了秦人地
位的一大跃升，正式与东方各国
平起平坐。

在雍秦之地，秦人先后建立了
秦邑、汧邑、汧渭之会、平阳、雍城
五座都城。其中，秦邑为秦人的称
秦之地，是秦人改变命运的起点，
秦人从此恢复了姓氏，有了自己的
土地 ；汧邑是秦人再次挺进关中
的一个起点，秦人以此为据点，取
得了驱逐戎人的军事授权，获封

“岐丰之地”；汧渭之会是秦人进
入关中的一个重要根据地，秦人
在此打败了戎人，获得了“岐西之
地”，从此立足关中，开始向东挺
进 ；建都平阳是秦人由战略防御
转入战略进攻的转折点，是秦人横
扫戎狄、由弱变强的标志 ；定都雍
城是秦人由临时都城向正式都城
的转折，以及由收复领土向扩张领
土的转折，标志着秦人从此走上了

东扩强盛之路。入驻关中是秦人迈
向统一征程的起点，20 多位秦公
在此前赴后继，带领秦人励精图
治、开拓创新，政治上日趋成熟，军
事上日益强大，文化上日渐繁荣，
为最后统一六国，建立我国历史上
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
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咸阳地区，秦人先后建立
了泾阳、栎阳、咸阳三座都城，并
开始称王称帝，走向了吞并六国
的统一之路。泾阳是秦灵公的前
线指挥所，是秦国与魏国 “河西之
战”的大后方 ；栎阳是秦献公时的
临时都城，是秦国与魏国争夺“河
西之地”的前线指挥中心 ；咸阳为
秦人帝都，是秦统一六国的根据
地。迁都后不久，秦孝公的儿子秦
惠文王便在此称王，秦昭王时还
一度称帝，秦始皇时正式统一六
国，在此建立了大秦王朝。

从西垂到雍地，再到咸阳，秦
人一步步发展壮大，一路东进，最
终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
国家。可以说，秦国的历史是历代
秦公带领秦人艰苦奋斗、追赶超
越的历史，是历代秦公奋起东伐、
不屈不挠的历史，是历代秦公改
革创新、开拓进取的历史。

以史为鉴，可以明是非、知兴
替。秦国的历史既是一部秦人的
断代文化史，也是一部秦人改革

创新、追赶超越的奋斗史。在中华
民族实现历史复兴、走向强盛之
际，秦人崛起的艰难历程和经验
教训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陕西简称“秦”，又称“三秦”。
自己从小生活在三秦大地，成长在
八百里秦川，秦人、秦地、秦腔、秦
文化在自己身上和脑海中打下了

深深的烙印。参加工作后，自己又
长期在凤翔和宝鸡工作，沐浴熏陶
最多、感悟获益最多的就是秦都秦
文化 ；作为一个陕西人，作为一个
历史文化爱好者，学习研究秦国的
历史，宣传弘扬博大精深的秦文
化，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陕西虽为秦地，但由于文化源
流深厚，周秦汉唐时长期为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研究秦文化的学
者却不多，研究的成果也相对较
少。特别是把秦国作为国别史，把
历代秦君作为研究对象，由于传
世文献较少，出土材料不多，是秦
史研究中的一大短板，也是一大
挑战。近年来，自己通过撰写《雍
秦文化》《秦文化解读》《雍城秦
公一号大墓》《凤翔史话》等书籍，
积累了一些秦国的历史资料，早
就想写一本关于秦国通史方面的
书籍，适逢老领导凤翔县政协主
席鲁立，力主设立《秦文化丛书》
研究项目，组织省内学人共同完
成，遂欣然应邀，结集所成，回报
桑梓。

历史是一面镜子，只要你认真
对照，就会发现现实的影子。可以
说，历史与现实息息相关，历史是
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
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
齐曾说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人类从事每个时段的社会实践，无
不需要从已经具备的历史条件作
基础，无不需要借鉴有关的历史经
验。对于一个国家、社会、企业而
言，历史是经验、教训、明鉴、秉承，
是过去的沉积，未来的导向 ；对于
每一个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让
我们融会贯通、惩前毖后，是学习
的源泉，进步的信心 ；对于企业发
展，历史是识人、用人、容人、留人、
建制、传承等治理之道的“智”胜
法典。所以，司马迁著《史记》意在

“述往事，思来者”，司马光编《资治
通鉴》旨在“鉴前人之兴衰，写当今
之得失”，唐太宗李世民提出“以史
为镜，可以知兴替”。

面对历史巨流的滚滚向前，
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希望了解历
史的真实面貌，正确把握历史演
变的规律，从而预知未来。秦国的
历史就曾发生在我们脚下，尽管
2000 多年过去了，秦人、秦地、秦
腔、秦文化仍是我们的印记，秦兵
马俑、秦公一号大墓、秦阿房宫、
秦长城已成为我们陕西重要的文
化符号。一部大秦帝国的历史就
是一部秦人的奋斗史，一部秦人
的追赶超越史。学习了解秦国的
历史，研究大秦帝国的文化，对于
正在崛起繁荣的中国而言，对于
我们每个国人而言，都具有重要
而深远的意义。

（作者系陕西省社科院特聘研

究员、陕西科技大学硕士生导师）

元宵节赋
◎容琳

光阴如梭，日月循环。年年十五，岁
岁月圆。刚食年夜饭，又品元宵甜。春节
至此达高潮，过年由此临终点。十五昼
夜，黎庶狂欢。民俗多，种类全 ；庆丰收，
保平安 ；辞旧岁，迎新年！

煌煌神州，泱泱星汉。和风送暖，喜
迎春天。梅蕊绽而春归，冰雪融而草鲜。
天悬皓月，洒清晖于川原 ；光照门庭，耀
祥瑞于家园。正月十五兮，既曰灯节，又
谓上元。历史悠久，西汉溯源，唐盛贵族，
宋传民间。

华灯初放，夜临人间。溢彩流光，家
家红灯高悬 ；张灯结彩，户户喜笑开颜。
饮美酒，举杯盏 ；食汤圆，共言欢 ；吃佳
肴，品馐馔。男男女女不眠夜，浓浓郁郁
情万千。华灯金盏，星光璀璨 ；春和景明，
歌舞蹁跹。街衢锦簇花团，黎庶殷实平
安。四时佳气盈翠苑，一派祥光映桑田。

嗟夫！白天兮，万人空巷，观赏社
火游演 ；傍晚兮，千家秉烛，敬奉神灵祖
先。是夜兮，偕老幼，胸襟欢 ；凑热闹，
享清闲。噫吁嘻！无人命令召唤，节日
魅力无限 ；全家闭户出动，参与民间“盛
宴”。锣鼓铿锵，唢呐悠远 ；板胡欢快，
笛声频传。烟花腾空多姿，色彩绚丽变
幻 ；仰视观赏喝彩，直飞九霄云天。烺烺
兮，灿若星辰，沁人心田 ；煌煌兮，美若
貂蝉，胜似天仙。与皓月媲美，与织女交
谈 ；赞社稷昌顺，绘靓丽画卷。嘻嘻！长
城内外溢温馨，大江南北贺新年！

游花灯，成群结伴，孩童欢颜 ；猜谜
语，苦思冥想，接踵摩肩 ；荡秋千，忽高倏
低，笑声连绵。跑旱船、踩高跷、逛庙会，
天上人间 ；舞龙狮、扭秧歌、玩杂耍，喜地
欢天！

嗟乎！汤圆寓团圆，品味人生之酸
甜 ；元宵喻乾坤，祈盼社稷之周全。百姓
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仕庶盼远离灾
难，国泰民安。花好月圆，天涯海角共此
时 ；月明天朗，灯火阑珊眼欲穿。火树银
花不夜天，中华儿女舞蹁跹。星空朗月，
漫天璀璨；江河锦绣，金瓯如盘。迎春风，
星河浩渺兆吉祥 ；走百病，城乡居民迎
福缘。

风流倜傥，祈福人间 ；幸逢盛世，春
潮漫卷 ；喜迎佳节，气象万千。生机盎然，
期神州活力万般 ；光照宇寰，盼华夏复兴
梦圆！

年味
◎卢立新

记得小时候，每逢过年时节，农村老
家都很冷，只有灯光昏暗的厨房里热气
腾腾、香气四溢。一大家人围坐在小饭
桌前，菜虽然不多，却很温馨。那时候的
餐桌上偶尔也会摆一小瓷壶酒，上面叠
放个小酒盅，酒壶温热，在大人间传递，

“嗞”的一声，仰脖间是一口辣辣的感
觉，而酒香很快就漾满小屋。大铁锅里

“咕嘟咕嘟”沸腾着，炉火旺旺的，映红
了每个人的脸，柴火“哔吧哔吧”地发出
声响，桌上的粗瓷大白碗，盛满刚刚浇
上热汤的烙面，发出轻微的“嗞嗞”声，
那是肉汤渗入的特有声响。汤上漂满韭
菜葱花素臊子，火红的油泼辣子伙同肉
末，在碗中涌动着飘散开来，香味扑鼻，
撩拨着人们的味觉神经，那种舌尖上的
诱惑无言以喻。那年味可真香呀！小屋
里欢声笑语，人人都喜气洋洋，多么让人
留恋的时光哪……

一桌饭菜，瞬间就风卷残云般碟光
碗空。哥和两个姐，还有我都尚小，只顾
自个儿吃饱了高兴，而母亲还在一直忙
活着，到后来只有剩下什么吃什么了。有
时候饭菜都吃光了，母亲就会用盐醋辣
椒这样的简单佐料，调制一碗很辣很辣
的汤，再泡上馍，就着一瓣大蒜，吃得津
津有味。我们本已吃得饱饱的，却还赖在
母亲跟前，闻着那香香的酸辣味儿，眼巴
巴地望着，母亲笑着让我们依次每人尝
上一口，那亲热、幸福的一幕，终生难忘。

那个并不大的农家院子，是我永远
的牵挂，有母亲在，家就很温暖，年味也
更浓。

郑江泉，一位生活在燕伋故里

千阳的农家汉子，一边在庄稼地辛

勤耕耘，一边在文学园砥砺奋进。

他的文字流淌着苍茫、大气、厚重

的沧桑之感，也洋溢着浓郁、鲜活、

暖润的乡土情结。其多篇作品在

《延河》《陕西日报》《陕西农村报》

《宝鸡日报》《中国草根作家》等报

刊发表，捧获各类征文奖三十多

次。在成为中国散文学会、市作协

等会员后，他将多年心血集结成

册，公开出版了散文集《触摸呢喃

的土地》，终得梦圆。

品读名著博胸襟

上世纪 80 年代，中学毕业后

的郑江泉便外出打工。他上过脚手

架，下过砖瓦窑，进过石料厂，经历

过无数的艰辛。当夜阑人静之时，

他在那能看见星斗的工棚里，津津

有味地咀嚼自己的“文化晚餐”。

《简·爱》《基督山伯爵》《莎士比亚

全集》《战争与和平》……一本本

世界名著让他不知疲倦，反而更加

充实。1985 年《宝鸡日报》复刊，

他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看着那篇

《秋野拾零》印成了铅字，他激情高

涨，更加勤奋，习作频频出现在各

类报刊。散文《春之礼赞》在首届全

国微型文学大展赛中获得一等奖，

《飘向亚运会的思绪》还荣获了“迎

亚运”征文优秀奖。

扎根田园咏乡愁

如一株艾草，郑江泉扎根黄土

地，又奉献出自己的绿荫。他参加

中央农业广播学校和海南大学文

学院作家函授班，取得了两个大专

文凭。在当乡镇干部的那几年，他

连年被机关评为先进个人。2009

年从机关下岗后，他自费到省上参

加农资营销员培训，并筹资创办了

农状元农资经销部。他到田间地头

查看庄稼的病虫害，指导农民兄弟

科学种田。在长期与土地和父老乡

亲的接触中，他与乡土建立了深厚

的情谊。闲暇时，他拿起笔来，用文

字吟咏和记述心灵中的喜悦与感

动。在大棚里，他听到了一个薤白

与小蒜的传奇故事，于是创作了

《氤氲在味蕾中的小蒜香》，登上了

中国作家网、《速读》等专业文学平

台，他诠释故乡人收割麦子艰辛与

喜悦的散文《收割夏韵》和《品读麦

峪》，也被多家媒体刊载。

触摸泥土吐心声

这些年，郑江泉精心耕作着自

己的十多亩土地，他对经营的小店

也是用心，农药怎么用、果树施什

么肥、小麦条锈病怎么防治，他都

不厌其烦地给农民兄弟讲清楚，

有时还热心地免费送货上门。骨

子里的朴实与善良，也得到了农

民兄弟的交心与认可。他的农资

店曾被市农业农村局授予A 级农

资信用店和模范守法经营户。他

还受邀参加文化和旅游部发起主

办的阳光工程文化志愿者，撰写台

词编排节目，与志愿者一道巡回全

县各镇演出。

郑江泉把业余写作看成自己

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当有

灵感的火花迸发，他就用小本子记

下来。他认为种田是自己的本分，

干好农资农技服务是对生活的一

种感恩回报，而写作是一种对心灵

的自由放牧。2020 年，在千阳县

委宣传部举办的“我爱美丽千阳”

征文中，他创作的三篇散文分别获

得一、二、三等奖，《沧桑乡谣话变

迁》获陕西老年大学征文三等奖。

2021 年，他的散文《携爱穿行在“圪

垯头”们凋零的心路上》在“当好东

道主，迎接十四运”陕西志愿服务

文化作品征集大赛中，获文学作品

类二等奖。正如著名作家程海所

说：郑江泉是一位扎根在泥土地

上的作家，他把对故乡的热爱、对

土地的眷恋、对父老乡亲及山水草

木浓黏的情谊，融入到自己的血液

中。他在与土地亲昵的对话中，积

极地寻求用文字托起故乡的支点。

平凡人的
       文学梦

在泥土和庄稼中寻梦
——访千阳农民作家郑江泉

本报记者 王卉

秦文化丛书

传承弘扬秦文化  助推陕西追赶超越
—— 撰写 《秦文化丛书·历史卷》 感言

◎杨曙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