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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

文创灯笼惹人爱

2 月 15 日上午，宝鸡青铜器
博物院举办了“福虎闹元宵，博物
馆里过十五”文化活动。4 款文创
灯笼——何尊灯笼、熊猫灯笼、雪
容融灯笼、萌虎灯笼惹人注目，吸
引许多群众前来猜灯谜、做灯笼。

这场文化活动包括介绍元

宵节来历习俗、猜灯谜学党史、
巧手做灯笼、书写“中国”等四部
分。其中，手工制作灯笼环节颇
受群众欢迎。熊猫灯笼最受小朋
友喜爱，它以 2022 年北京冬奥
会吉祥物冰墩墩为形象元素，造
型活泼可爱。    本报记者 张琼

金台区蟠龙镇 ：

街上来了马社火
2 月 14 日至 15 日，金台区蟠

龙镇举办“奋斗新征程，迎春谱华
章”文化活动。最让群众兴奋的莫
过于镇上从陇县租来十余匹马组
成马社火的游演。这些马都是经常

参加社火表演的“专业马”，不仅训
练有素，“举手投足”间还尽显“明
星范儿”，让群众大开眼界。此外，
镇上还开展锣鼓演奏、打铁花等元
宵节欢庆活动。        （黎楠  张欣）

渭滨区中铁宝桥社区 ：

竞猜灯谜学党史
2 月 14 日下午，渭滨区中铁

宝桥社区的志愿者和居民一起
做灯笼、制谜语，志愿者把党史
学习教育、垃圾分类等与居民日

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制成谜
语，居民在猜谜语、赏花灯中既
学到了知识，又增进了邻里和谐，
其乐融融。    本报记者 卢志平

从南关路到红旗路:

城巷里的老房子
本报记者 巨侃

（一）

每到年关，总有一些过往的

东西让人怀念。近日，记者步行此

前曾多少次坐车经过的市区南关

路立交桥，没想到却有新发现。

初上桥面向北走，随着桥身

升高，两边的视野越来越开阔。

桥下面是热闹的南关路市场，市

场两边是宝鸡市区仅存的“城中

村”——南关路社区的大片民房

尽收眼底。这些密密匝匝的民居

像积木一样横排竖列着，以近乎

无缝连接的方式漫延开来，勾勒

出一个老城区的轮廓。

在桥右边特别密集的一个区

域，记者发现一处特别的房子，远

远望去，它大概有三四层楼高，

庑式结构，灰砖，木顶瓦檐，建筑

风格与周围的民居迥然不同。这

房子的结构让人想起了市建厂局

大院那座仿苏联式建筑铁路技校

楼，此楼随上世纪 60 年代建厂局

内迁而建，几年前，技校楼被拆除

并开发建设了新的楼盘。

为一探究竟，记者下了南关

路桥，在市场里寻找接近老楼的

进口。几经询问，得知老楼的位

置就在市场边“宝运一村”院内，

原来这是宝鸡市第一运输公司

的家属楼。

小区内有两幢年份较近的

“新”楼，再往北一拐，记者看到，

一座老楼横亘在小区深处。

此楼共 3 层 4 个门洞，看窗

外挂有空调，可知尚有人居。据楼

内居民介绍，此楼为一运司 1 号

家属楼，是上世纪 50 年代建的苏

式建筑，当时作为一运司的单身

职工楼用。楼的特点是砖木结构，

墙壁内用的是竹夹板，二层以上

是木地板，瓦檐制顶。楼住满能住

七八十户人，因年久屋顶漏水，去

年南关路社区清理了楼内租户，

现在只剩了七八户用来过渡。这

么多年，楼的基础结构没有问题，

2008 年地震也安然无恙。

记者进楼看结构布局，一梯

四户，每户一间半，两家用一个厨

房，四家用一个厕所，结构和红旗

路铁路桥边现存的九冶家属楼近

似，不由得想起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老宝鸡”都住过的“一廊串多

户”筒子楼。

在“宝运一村”另一幢家属楼

里，记者拜访了市一运司的一位

老人，他姓吴，退休前曾任一运

司的经理，今年八十多岁。据他

回忆，1 号楼是 1953 年左右开

建，大概在 1956 年建成。为啥建

这么久？因为那时没有汽车和

马车等运输工具，只有独轮车，

用他的话说:“纯粹是用小车推

出来的楼！”

说到此楼来由，得提一下一

运司的前身——宝鸡搬运公司。

原来，旧社会宝鸡的力工，在老

火车站搞装卸，也没啥组织，宝

鸡解放后，几个力工代表把大家

组织起来成立搬运工会，在人民

街弄了个办公地方，当时叫宝鸡

搬运公司。1956 年公私合营后

改叫宝鸡运输公司，即从人民街

迁到这里。公司成立之初，由当

时一名解放前的刘姓地下工作

者担任公司首任经理，1 号楼就

是在他手里负责建造起的。楼的

建筑样式，采用当年很流行的苏

式建筑风格。

1 号楼建好后，见证了一运司

一步步的发展壮大。从计划经济

时代经历改革开放至今，运输、物

流行业百舸争流，而这座见证了

宝鸡交通运输业萌芽的楼，已挺

立了 66 年！

那么这座楼和南门口九冶公

司的那两座地标楼谁早谁晚呢？

吴老一笑说:“当然是我们的楼更

老。不是一个年代嘛！九冶（即 69

号信箱）楼是上世纪 60 年代内迁

来宝时才建的，当年那两个楼也是

我们用车给拉出来的。”

告别这座可能是宝鸡市区现

存最早的楼，记者钻进市场旁一

条隐蔽的小巷。

（二）

这条隐秘的无名小巷，从方

才南关路立交桥上看去，就像密

密麻麻的民居间挤压出来的一道

隙缝，如果不是有人从里面走出，

还真是“过而不见”。

小巷的宽度，刚好能使两辆

三轮运力车会车通行。巷道显然

经过了整修，路面洁净，水泥下水

盖子一路铺得平平的，两边的围

墙都粉过了，还有图画在上面。这

一带属于南关路二组居民小区，

支巷里的不少民房都出租给了市

场里的商贩。一些市政单位的家

属楼也建在其中。

沿主巷走个四五百米，左拐，

经红旗路九冶家属楼的背后，出

巷口，就到了红旗路，原来这是

一条连接南关路和红旗路的便

捷巷道！

红旗路上的老地标是人民银

行大厦，1980 年前后建成，当时

很是气派，现在已经淹没在楼群

里了。还有就是桥墩上有“自力更

生 勤俭建国”字样的红旗路铁路

桥了。

在红旗路东西两边、铁路桥

南北两侧留下了老九冶人当年的

“战斗”遗迹——十几栋质量过

硬、坚固无比的老楼，老楼就像老

兵，见证了“三线”建设时期那段

激情燃烧的岁月。

据当年的抹灰工、现居铁路

桥南九冶家属院的孙泽声老人回

忆，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中冶第

九工程公司支援“三线”建设来

到宝鸡，一批又一批说着山东话、

东北腔的九冶建筑工人，通过红

旗路“七一”转运站被输送到秦岭

腹地，担负起国家骨干军工企业

“七一信箱”的基础设施建设。与

此同时，他们在红旗路铁路桥两

侧盖家属楼，凭借肩挑背扛，仅

用半年时间就挖出十几栋楼的基

坑。他们改天换地的革命干劲和

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吸引了附

近兄弟单位和热情市民加入到义

务劳动大军中，其中就有很多在

宝鸡土生土长的一运司职工支援

参战。

在各方努力下，九冶位于南

门口的 9 号、10 号楼于 1968 年

率先落成，此楼质量用孙泽声的

评价是 ：“梁线砌得直直的，砖缝

灰浆抹得平平的，一个钉子都钉

不进去。经历两次地震都没事，再

用 50 年也安稳……”

一路看老房，让人感慨: 九冶

援建“七一”建厂，一运司帮助九冶

建住房，成为那个年代企业互帮互

助建设社会主义典范。多年以后，

这些老楼和它们的建设者，都将成

为“老宝鸡”的一部分载入城市发

展史，让后人永久铭记。

穿越      宝鸡
老

迎春花馍俏 

红旗路九冶家属楼的老房

话说西府曲子
从清乾隆年间至民国时期，西

府较为有名的曲子班社很多，如千

阳南寨齐家背后的齐家班的“灯盏

碗碗腔”、眉县城关下河寨道情班、

眉县孙家塬的“孙家塬曲子班”、阳

平姜马道情班、益门杨振南创办的

“杨家风搅雪班”、岐山马江的曲子

班、宝鸡县兴儒巷曲子班等。仅宝鸡

县城（今市区）就有福临堡、东街、南

街、上马营、夏牙河、谭家村等十多

家曲子班社。在民间庙会时，这些曲

子班在城内大街上，搭棚设点斗台

对唱通宵达旦。也常活动于红白喜

事之间，平时逢暑夏纳凉或节庆均

演出。除此，陇海铁路通达宝鸡后，

河滩勾栏瓦市的形成，便产生了外

地曲子的曲艺茶社，有河南坠子、洛

阳曲子、京韵大鼓、山东柳琴、山东

评书、快书、相声等曲艺种类。听众

一边品茶，一边听唱，从中寻得艺术

享受，品味人生乐趣。

西府人说的“曲”，是对曲艺的

简称。也是各种说唱艺术的简称。它

是以带有表演动作的说和唱来叙述

故事，刻画人物形象，抒发情感，反

映社会生活。它是大众休闲文化的

重要载体。

西府曲子以三弦为领奏，配以

笛子、板胡、二胡、竹板瓦、碰铃等，

以坐唱形式演出。“状元祭塔”“刘海

打柴”“张连卖布”“二姐妹问病”等

曲深受听众喜爱。

西府道情是以板腔为主，兼以

帮腔，伴奏的乐器有低胡、三弦、板

胡、笛子、渔鼓、简板、碰铃，海锣等。

以坐唱形式演出历史故事、民间生

活故事等。

西府快板俗称“顺口溜”“链子

嘴”，是以大竹板、小节子板、铜片

或“四页瓦”等器具击节伴奏的只

说不唱的曲艺形式。听曲人不论听

哪一曲类，首先是听故事的情节，

其次看说唱艺人是否进入角色，即

“说啥像啥”，是否做到“慢而不断，

快而不乱，声音洪亮而不噪，抑扬

顿挫，富有节奏感”，演员的表情是

“木脸”（没表情）还是“乱脸”（表

情过分），只要演员嘴皮功夫字正

腔圆，嗓音功夫声亮不哑和手眼身

步功夫模拟极像，不仅“形似“还要

“神似”就满意了。

（摘自《西府民俗集萃》）

正月十五前
夕，千阳县南关
路传统手工艺人
张鹏斌和媳妇
异常忙碌，他们
正在赶制订单
上的花馍。

花 馍，也
称“ 面 花 ”，不
仅 可 食 用，更
是一种民间艺
术 品。一 把 剪
刀、一把梳子、
一 根 筷 子、一
支 毛 笔，就 可
以将白花花的
面 团, 捏 制 成
各种各样千姿百态的花馍造型。
为制作出让顾客满意的花馍，张
鹏斌和媳妇刘雪艳每天早上 6
点多就起来和面、发面、揉面，经

过捏、搓、揉、剪、蒸、着色等程序
后，花馍就制作完成了。张鹏斌
说，花馍预示着“蒸蒸日上”的美
好生活。                        （毛丽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