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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园三结义是小说《三国演义》

里记载的故事，述说当年刘备、关羽

和张飞三人意气相投，言行相依，为

了共同干一番大事业，在一个桃花盛

开的园林举酒结义，共同实现人生的

美好理想。  

陈仓区县功镇桃园村，早在几百

年前就是因为这个故事而取名，祖祖

辈辈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世代经营着

数百亩水蜜桃园，桃子个大汁多，品

质远近闻名。由于他们非常敬仰刘关

张三位义士，一百多年前的村民在村

子后面的山上建起了一座“三义庙”，

教化后人要同心同德、忠义诚信。

1988年夏季，一场特大洪水冲毁了桃

园村的数百亩桃林，水毁后的河滩地

重新种下的桃树，再也结不出以前那

种甜蜜多汁的桃子。村民的耕作方式

也随着时代不断变化，如今许多人种

起了花椒、北柴胡等经济作物，但三

国演义的故事仍在大人小孩间流传，

激荡在村民血脉中的“义”字，一直留

存至今。

近日，记者来到县功镇桃园村进

行采访，得知这里的人不仅邻里互

助、诚信友善，还是上世纪四五十年

代宝鸡秦腔艺术的早期发源之地。

乡野中诞生的秦腔大戏
县功镇桃园村的村口，一块高高

竖起的“西部秦声剧团”的招牌非常

显眼，路边的小广场上鲜花绿树在风

中婆娑摇曳，好像在招呼南来北往的

人进村子歇歇脚，广场中间一块巨石

上刻着鲜红的“桃园村”三个大字，是

村委会邀请宝鸡研究石鼓文的知名

雕塑艺人李正旭书写镌刻的。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我们村里唱

秦腔戏的名角多得很，名字里都有一

个‘新’字，比如现在秦腔的国家级非

遗传承人张新华、原来在陇县剧团唱

须生的杨新民，还有林新华、张新武、

王新兰、赵新栋等等，戏唱得都嫽扎

咧。他们还成立了秦腔剧团，当时叫新

青剧团，后来改成桃园新青剧团，现在

改成了秦声剧团。每年农闲的时候，剧

团都会被请到各个县、村演出，还经常

被甘肃一带的村子邀请去唱本戏。”桃

园村党支部书杨引军告诉记者。

桃园村的剧团在四里八乡红火

了多年，为陇县、千阳、宝鸡县（今陈仓

区）秦腔剧团培养输送了很多戏曲人

才。杨引军说，村民张文孝的祖爷爷

当年从外地带回来一只戏箱，里面有

5套崭新的戏服，还有锣鼓家什、皮影

等，村里爱唱戏的人多，他们看到这些

“宝贝”，高兴得不得了，去凤翔请来名

演孙乖明和贾村塬的李嘉宝弟兄三

人，当时的土戏台上没有扩音器，但李

嘉宝洪亮的嗓音穿透力非常强，大家

就爱听他唱戏。一本本大戏很快就排

出来，唱得乡村红红火火，舞台下虽然

没有精致的规矩排场，但是热热闹闹，

一派生机。演的是爱恨情仇、跌宕刺

激的故事，又糅合了村民日常生活情

节……这些故事贴近百姓，让大家陶

醉其中。精彩的大戏越唱越多，桃园村

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吸引了贾村塬等

地爱唱秦腔的人都聚到桃园，学戏的

弟子也越来越多。

爱唱秦腔戏，也爱扮社火，桃园

高芯社火由于受到戏曲的熏陶，更有

艺术韵味，不论是服装还是扮相，都

很受周边村民喜爱。现在村里盖起的

戏楼上有现代化的灯光、音响、电子

大屏幕，舞台上下两层，下层是演出

的戏台，上层是村史馆和家风家训

馆。闲暇时村民仍喜欢聚在一起，看

自己村里的演员演出的秦腔大戏。

情深义重的奖学基金
知书达理，是桃园村每个家庭的

价值理念之一，父辈在村里事稼穑、

丰五谷，子孙必须勤读书、知礼仪。

桃园村四百多户人有五大姓氏，每个

家族都有自己的家训，教化子女要知

书达礼、开阔眼界、学习技艺、增长才

干。杨引军提起村民们重视子女的教

育，就一脸佩服神情, 他说：“家里

有钱没钱都非常支持娃娃发奋读书。

村里年年有考上大学的，几十年来有

三百多个娃上了大学，有北京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等，

只要谁家娃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村里人都会去祝贺。”

2002 年，从村里考学出去、现在

是西北政法大学教授的王鸿貌回家

看望亲人，他向村委会提出，让之前

从村里考学出去、在外工作的人捐

资助学回报家乡，捐的钱由村委会统

一管理并设立奖学基金，奖励每年村

里考上大学的学生。这个提议一呼百

应，王鸿貌、张涛、郭宝琪、郭强等人

各捐一万元，其他人有的捐五千，有

的捐两千，这些年来已经累积捐了

七十多万元。每年考上大学的新生，

都会领到一千元奖学金、拉杆箱及学

习用品。这些学生承诺毕业工作后，

继续为这个奖学基金捐款，奖励后面

考上大学的学生。这种善举，感染激

励着村里的孩子发奋读书，也使他们

懂得了感恩和回报社会。

这个隐在关中农田山坡之间的

小村庄，不愧叫“桃园村”，你读书我奖

励，情深义重！ 2022 年 8 月，又有 9

个孩子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村委

会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奖学金发放

仪式，还请一些捐资者回到村里给孩

子们发放奖学金，同时表彰村里的先

进工作者、道德模范家庭中的好丈夫、

好儿子、好媳妇及和睦家庭的模范人

物，这种严肃的仪式感，不仅有传承的

意味，更充满了榜样的力量。

藏在美丽乡村的红色故事
500亩北柴胡（柴胡的一种）基地、

216 亩玉米产业示范试验田，这是桃

园村村民引以为豪的项目。杨引军说，

今年国家免费给村民发放了北柴胡

种子，还投了 650 多万元的乡村振兴

资金建设北柴胡基地，用于研发、培育

良种以及销售。村民们也种植了高品

质的花椒、蔬菜等经济作物，村子还新

建小型文化广场，绿化、美化、亮化村

容村貌，硬化了道路，家家庭院干净敞

亮，人人都一门心思致富。美丽乡村都

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真是要拧成一

股绳一起加油干。

“我们村子解放前有好几个中共

地下党员，为宝鸡的解放事业作出了

应有的贡献。今天村民的好日子，也

是他们当年投身革命时所期盼看到

的。”村卫生室医生张科说，他五爷张

玉坤当年就是一名地下党员，五爷爱

捣鼓各种农具、机械，后来就在家为

宝鸡的地下党组织维修枪械。隔一段

时间，就会有需要维修的枪支从他家

院墙根的水眼塞进院子，他把修好的

枪按照约定时间再从水眼中塞出去，

会有专人来取，因为组织有纪律，大

家不能相互见面。

“我五爷给地下党修枪的事，连

家里人都不知道，直到解放宝鸡时，

解放军从我五爷家挖出了修枪的工

具，大家才知道他是一名地下党员。

解放后，我五爷去了西安一个军工

厂，是那里有名的枪械师。”虽然现在

五爷已经去世多年，但张科每次说起

五爷的故事，仍然充满崇敬之情。桃

园村当年有 8 名地下党员，都在不同

岗位为党工作。

如今的桃园村有党员 63 名，党

建引领、助力乡村振兴，通过评选先

进典型、道德讲堂、善行义举榜、红黑

榜等形式，组织开展党员教育“五色

管理”“我们的节日”“主题党日”等活

动，强化了村干部队伍，增强了村“两

委”在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的凝聚

力、号召力和领导力。

“郡县治则天下安，乡村治则国

家稳。”乡村是国家的基础，只有乡村

振兴了，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桃园村，

是千千万万个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努力奔跑的村子之一，这里的村民勤

劳智慧、心怀梦想，这座既有情义又

有“秦艺”的村庄，正在描画一幅动人

的乡村美景！

以收藏为乐，20 多年来走南

闯北搞收藏，上万件藏品种类繁

多，这些藏品的背后，是时代发展

的记忆，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这位

收藏杂家就是渭滨区祥和小区的

居民李胜盛。

稀奇古怪  无所不爱
10 月 10 日中午，记者跟随李

胜盛来到祥和小区一处单元房。推

开房门，琳琅满目的藏品让人目不

暇接 ：靠墙的书籍堆积如山，墙壁

上挂着老字画、军用水壶、挎包等，

柜子里满满当当地堆放着各种陶

罐、瓷瓶、收音机以及老相机等等。

“这个房子主要是摆放我的各类藏

品，你进来看，里面的两间房子也

都摆满了。”李胜盛边走边说。

今年 62 岁的李胜盛是土生土

长的宝鸡人，1983 年从部队转业

后，进入长岭集团做了一名钳工。

“工作之余，我跟着朋友一起去旧

货市场转悠，耳濡目染下，我也渐

渐对老物件产生了浓厚兴趣。”李

胜盛解释说，社会发展的脚步越来

越快，如今，人们的生活步入智能

时代，但每一个人都不能忘记过

去，那些老物件里面蕴含着丰富的

历史、人文，只有知晓老物件，才能

更加懂得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说话间，李胜盛找来一块抹

布，轻轻擦拭着一台老旧收音机上

的灰尘，“这台凯歌牌收音机是上

世纪 60 年代的国产品牌，是‘三转

一响’之一，我们年轻的时候，谁家

结婚能有这样的‘三转一响’，那可

是足够有排场啊！”说到桌子上摆

放的其他老物件，李胜盛一一展示

并滔滔不绝 ：“这个陶瓷水壶是咱

们陇县生产的，你看瓶底下还特别

标注过 ；这个牡丹牌相机也是国

产的，咱们‘中国造’还是非常厉害

的 ；来看看这个暖水壶，这可是明

清时期的，非常有纪念价值……”

当记者问李胜盛的第一件藏品

是什么时，他缓慢取下挂在墙上的一

面铜锣，记者看到铜锣表面上有些凹

凸不平，显然是有一些年头了。李胜

盛颇有几分神秘地说 ：“我敲一下，

你来听听这声音。”说着，李胜盛举

起包着红布的小槌，轻轻敲击锣面，

洪亮铿锵的声音随即传出，且余音久

久不绝。“这面大铜锣的直径约有 70

厘米，是 2000 年的时候我在外地花

了 500 多元钱买回来的，这是我的第

一件收藏品，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件藏

品。”李胜盛告诉记者，他自小喜欢音

乐，在收藏时也对乐器有一些偏爱，

现在的藏品里除了这面铜锣，还有小

号、萨克斯、腰鼓等。

热心公益  分享藏品
除了这些老物件，房间里最吸

引人的还是那一排排的书籍，泛黄

的书页仿佛在诉说着逝去的历史。

记者仔细观察，有各种版本的四大

名著，还有各种名人著作、各类小

说等。

“我的父亲原来是厂里的一名

炊事员，虽然岗位平凡，可他却热

爱读书，对我们姐弟五人的教育也

很严格。”李胜盛感慨道，他在工作

时，为了钻研技术，啃下了好几本

艰涩的书，最终攻坚克难，取得一

定成绩。“书本是最基础的藏品，我

这里不仅有各类书本、字典，还有

不少古人字帖，这些书籍和老物件

有一些是不可替代的，将来可以作

为研究材料。”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为了找到

这些老物件，李胜盛过上了走南闯

北的生活，20 多年来他不仅跑遍

了市内的各个古货市场，还不定

期到成都、兰州等城市进行淘宝。

退休后，淘宝的节奏就更快了。当

然，因为收藏，他也结识了不少好

朋友，大家常常一起交流各自的藏

品，探讨背后的故事，生活也变得

更加丰富多彩。

李胜盛告诉记者，搞收藏虽然

花了不少钱，可是他认为，这项爱

好能让人培养高尚情操、审美能力

和高雅的生活情趣，精神上能得到

极大满足。

在广交朋友中，李胜盛变得更

加健谈，也越来越热心公益。近年

来，李胜盛主动加入到社区志愿者

队伍中。虽然已迈入花甲之年，可

是每天一大早，精神矍铄的李胜盛

都带着自己心爱的铜锣，边敲边叫

居民起床做核酸检测。“大家都夸

赞我这个办法好，居民做核酸的自

觉性也更高了，能为社区、为集体

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让我觉得

自己的人生充实且有意义。”

谈到这么多藏品将作何用时，

李胜盛说 ：“我想把这些藏品都作

为展品在社区展出，分门别类摆放

整齐，邀请大家都来观看，让大家

共同了解我们的深厚历史、璀璨文

化，感受我们时代的发展脉搏，当

然啦，我也愿意义务做一名讲解

员，告诉大家藏品背后的故事。”

的故事村子

故事
人
物

■ 本报记者  张晓燕

和                的村庄

陈仓区县功镇桃园村 ：

秦艺
一座有情义

我市一退休职工酷爱收藏——

万件藏品讲述光阴故事
本报记者  罗琴

李胜盛展示他诸多的藏品

桃园村整齐、漂亮的村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