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陈曦）12 月 6 日上午，
李小洛汉江石头画展览馆揭牌仪式在安
康居举行。 安康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王
建，安康新闻网站站长谭西，汉滨区文化
和旅游广电局长李小东、副局长王修莲，
关庙镇党委书记马小刚， 汉滨区文化馆
馆长蒋典军，青年企业家侯胜军等 30 余
位嘉宾出席活动。 活动由安康日报社、
汉滨区文化和旅游广电局、 关庙镇人民
政府主办 ，安康诗歌创作基地 、安康居·
田园印象承办。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 在“十四五”开
局之年， 著名诗人李小洛以极大的文化
使命感，开始筹建汉江石头画展览馆，经
过近一年的努力， 展览馆终于在汉滨区
关庙镇这方山水优美、历史悠久、文化积
淀深厚、未来可期的土地上落成，目前馆
藏汉江石头画达一千余方， 将在每周六
对外免费开放。 今后还将以李小洛汉江
石头画展览馆为依托， 打造中国汉江安
康诗歌创作基地、 陕西省作协诗歌创作
基地，将其建设为兼具文化交流、写作研
讨 、 艺术品展示等综合功能的诗歌园
林———安康居， 真正成为安康和安康对
外宣传推介的文化名片和城市文化地
标。

在中国， 石头是一个具有特殊性的
审美对象，“赏石文化” 有着悠长的历史
轨迹。 石头虽是大自然的杰作，赏石却是
人类情感 、哲理 、信念和价值观的投射 。
古人赏石“大而奇者”可叠石造园，“百仞
一拳”则案头清供，而以石为题赋诗作画
者又可谓是赏石文化的“升级版”。 汉江
从安康深情流过七百里， 不仅养育了如
山伟岸如水旖旎的安康儿女， 穿越涤荡
之 间 更 为 安 康 留 下 了 一 笔 巨 大 的 财
富———丰富多彩的汉江石， 所以安康人
爱石藏石。 李小洛的汉江石画作为其中

重要的一员， 一经面世便引起外界极大
的关注，为安康异彩纷呈的汉水文化，增
添了一方色彩、一抹灵动、一方悦动的天
地和美景。

2010 年，首批李小洛汉江石头画，跟
随“把安康带回家”大型文化交流活动在
西安钟楼展出一月余，陕西日报、西安日
报 、西安晚报 、三秦都市报等纷纷聚焦 ，
以 “汉江的石头会唱歌”，“小小汉江石，
登临古城大舞台 ”，“石头上开出的石头
花”为题做出全程报道。 一位国内资深书
画家、 藏石家在观看了展览之后用了这
样两个字表达：震撼。 他觉得“这是汉江
留给安康的一个特殊的文化标识， 也是
汉水文化一个重要的符号， 一位诗人把
她对故乡 、天地 、江河之爱 ，对神性的仰
望以及对美的幻想和膜拜， 都收摄在了
一个个小小的充满灵性的石头上。 2020
年 5 月，新华社以《汉江石上绘“彩衣”》为
题，发布图片新闻通稿，介绍展示李小洛
汉江石头画。 6 月 23 日， 西安北大街、
东二环 、玉祥门及大雁塔东 、大雁塔西 、
省体育场 、火车站东 、火车站西 、钟楼等
人流密集区的 “新华屏” 滚动播放该组
“石头画”新闻图片。 形态各异、浑然天成
的石头画， 让古城要经之地弥漫着浓郁
的文艺气息， 被称为 “李小洛汉江石头
画”的古都霸屏之夜。

在揭牌仪式上， 著名诗人李小洛表
示 ：“诗人和诗歌是一座城市的名片 ，安
康是我的故土， 也是我诗歌重要的发源
地 ，充分利用文学的力量 、诗歌的力量 ，
来参与安康的繁荣和发展，利用作家、诗
人独特的文化创作力， 融入安康文化建
设格局， 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安康居将
建成大家共同的涌动着美丽乡愁的家
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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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子红了的时节， 我同县作家协会文友
来到汉江岸边的茶桔小镇大道河镇采风。 在
镇政府后院一角， 我与倚墙斜靠的一通青石
古碑邂逅觏面了。

碑上有字！ 是行行规整的字扯住了我往
前的脚步。

碑圆首方身，高逾人面 ，碑身齐整 ，从低
处断为两截 ，文字大半清晰可识 ，少部漶漫 ，
碑下方石去字无。 碑身趺两处，底座方形，基
槽残缺，横陈其旁。 额题“永垂禁令”四字，无
题有款， 落款为清光绪二十四年岁次戊戌小
阳月谷旦众绅粮公议同立。

“文残字磨灭，往事记何人。 ”清光绪二十四
年，距今一百二十多年了。 时光久远，碑亦久远。
远古的碑上载记着何事呢？见我眼青于古碑，镇
党委书记张修鹏拿来一方毛巾， 浸水润湿后边
轻拭着碑面边说，这碑原立于汉江边的药王庙，
后庙坍屋圮成了方孤碑，再后修筑江边公路，碑
被弃置道旁。几年前我下乡见到此碑，虽碑有些
毁损，字句不全，具体内容看不完整，但看得出
是当时安康知县颁布禁令的一方告示碑， 我觉
得有文物史料价值， 怕天长日久滑落到汉江里
去了，便找了台装载车拉了回来。

大道河镇地界原属安康县辖 ，1983 年始
划归岚皋县境。 擦拭过的碑面文字清晰了许
多。 我复回碑前，躬腰逐字拜读起碑文。 碑文
楷体左行竖书 ，同旧式碑碣无异，无标点 ，无
断句，繁体字涩，词意古奥。 我读着碑文，试析
着碑文的断句，释读着辞文的语意。 碑文起句
曰：“赏戴花翎五品衔、 特授安康县正堂加三
级随带加一级纪录五次马，为出示晓谕严禁，
永远遵行，以靖地方而安乡闾事。 ”这果真是
安康知县的一通公告禁令碑。 喜爱着这方嘉
碑的张修鹏书记说得精准而确切。

碑文下方因碑石裂失残缺数字， 难以识
读通阅完碑文，仅凭前后残存文字忖揣其意。
禁令共分七条 ，每条一段 ，分行排列 ，起句前
以“—”号示头。 前后粗读，大致知道了碑文为
时任安康马知县颁布的七条公告禁令， 内容
有针对外来不法之徒的， 有抑制本地土棍教
唆之害的，有禀究抢诬拖害无辜的，有禁止拐
卖妇女的，有不准偷窃抢砍桑叶的，还有规范
公差差役唤案及所食口岸款账的，内容庞杂，
极具针对性。

初步研读过这方碑铭的镇长黄仁勇见我
们几人看碑 ，近前说道 ：碑石残破 ，字迹又有
些风化，我也曾细致拜读过，但弄不清碑文的
全部意思。

在碑前上下揣看， 左右忖识。 腰弯得生
疼，腿蹲得硬僵，终因石破词失，残章断简，难
识得碑文全意，只好起身作别，憾意而辞。

人离了大道河镇，碑摄进了手机，也嵌进
了挂牵的心里。 岚皋的文史资料里见不到这
石碑的印迹， 安康县的典籍里也寻不见这碑
石的踪影。 这碑帖，世上会有吗？

几番思忖，数次访探。 某一天里，橘子着
上了银霜的早晨， 在安康市博物馆后院的一
栋住宅楼里， 鬓白的李厚之老者向我展示了
橱中收藏的一幅碑文拓片， 纸黄墨黑的纸页

上便是大道河镇政府后院里这方碑碣。 李老
年近八秩， 曾从事安康市博物馆馆员工作多
年，这薄如绢帛的拓片，是四十年前他踏访汉
江两岸古碑时经过了洗碑、上纸、扫纸、椎拓、
上墨、 揭纸多种流程后拓下的存至今日不多
的拓片中的一张。 忆起当年跋涉山水拓碑的
艰辛， 李老说那是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一
场功在当下与后世的幸事。 因了这次与古碑
的亲近， 才使一些堙没不彰或佚失的史料呈
现了出来,也才有了后来他和几位文史爱好人
编梓成卷的《安康碑版钩沉》。

拓片拓于 1980 年，碑面几近完好。 碑文
二十三行，满行四十八字。 碑末年代上镌一方
印，篆书“安康县正堂印” 印章。

手抚拓片 ，李老说 ，碑文原无题目 ，后来
我将此碑编入《安康碑版钩沉 》一书时 ，依据
碑在月池台地方取名为 《月池靖地方安乡闾
告示碑》。

觏识着拓文，拜读着《安康碑版钩沉》，碑
文一字字流泻转换到笔下的纸上。 有了拓文
的引领 ，数日后 ，在 1991 年三秦出版社出版
的陕西金石文献汇编《安康碑石》典籍里 ，我
再次见到了这方碑文， 只是碑文有了另外一
个题目 《安康知县颁布流水铺后牌安靖地方
禁令碑》。

亘定未逝的文字，缀合起了昨天、今日和
未来。 月池为今名，流水铺后牌为旧名。 现名
耶，古名耶，道的是同一个地方--大道河镇镇
政府所在地月池村。 尽管有拓文为本，两书互
为校斟，终因碑残字失丢了个别文字，只能以
“□”号替去，表明此处曾站立过文字。 好在，
这“□”号已几乎堵挡不住对碑志全章文辞达
意的领悟。

冰凉缄默的碑铭里的字符， 一个个鲜活
地走动了起来。 碑记里走出的第一个人物便
是碑文起句中的马知县，他有着长串的头衔，
那是清朝官员的议叙制度，五品的衔头、加级
又加纪录的荣誉， 让人知道了他是位资历丰
厚、政绩卓越的邑员。 他职衔硕长，却有姓无
名，那是旧时对做官人为尊者讳的尊崇。 人都
是有姓有名的 ，马知县亦是 ，碑石上没有 ，地
方志书上应有。 《重续兴安府志》“职官志” 上
载记的明白：“马积馨 ，甘肃平番县人 ，监生 ，
光绪二十二年补任。 ”再翻清史《光绪朝各省
绘呈会典舆图史料》“陕西巡抚鹿传霖为报陕
西舆图测绘告成事奏折” 里有着马积馨的大
名 ，知道了马积馨原任陕西藩库大使 ，因 “遍
诣郡县， 照章测量， 历时两年有余， 全图告
成”，绘制舆图有功而“题补知县”到安康任职
的。 时光的演绎里，马积馨原籍平番县现已更
名为永登县，马知县在清廷史册里有名，在永
登县马氏宗谱里也留下了长长的载记。 家乘
里有一段他就任安康知县政绩的文字： 马积
馨任安康知县时，适有一年安康大旱，民不聊
生，积馨擅自豁免去农民官粮。 朝廷怪罪，积
馨急调老家合盛西茶号银两填之， 后清廷查
实，知积馨关心民瘼，舍私奉公，故诰赐“护国
员外郎资政大夫” 匾悬挂于其子马彤卿马家
北园子。

随马积馨知县身后在碑上现身的人名为
杨立仁， 他也有着一个具象的头衔———流水
铺后牌乡正。 1989 年版《安康县志》载：“清初，
设置沿袭明制。 顺治时，实行牌（保）甲制。 康
熙二十三年因南北二山地垦人增，设铺，置乡
约 、保正管理民事，时分 4 乡 25 铺 ，乾隆 、嘉
庆年间调整为 4 乡 24 铺。 铺下设保，全县共
268 保 ，保下设甲 ，甲下设牌 ，每牌一般辖 10
户。甲牌数目无考。所分的区域不是行政建置
名称 ，而是根据河流 、山脉 、道路形成的区域
的通常称呼。 ”乡正，即乡约、保正，铺、保、甲
牌司事之人。 由此知道，杨立仁为当时的安康
县流水铺后牌奉官命在牌里管事的人。

县、乡 、铺 、保 、甲、牌 ，层层辖制 ，最底层
牌的主政人杨立仁家住安康、岚皋、紫阳三县
交界处的流水铺后牌， 深受山沟小岔里的匪
害 、无赖之累 ，恳求马知县作主出示立碑 ，去
除种种弊害，以垂久远而安良善。 杨立仁的做
法深得流水铺众绅粮乡正附议， 拟就条规并
经马知县批转同意开列于后，合行出示晓谕，
示仰流水铺居民人等一体知悉，安分守己，勉
为良善，并许正、约基层主政人随时禀案 ，以
凭究办。 这便为碑记首段的文辞大意，也为这
通碑记勒石面世的缘由。

碑记由后牌乡正杨立仁发起， 由流水铺
众人商议， 由时任安康知县马积馨批示同意
刊刻。 这碑记里有着咋样的条规呢？

七条条规之首针对铺内昼则三五成群 ，
搜诈乡闾 ，夜则诱良家子弟 ，开场赌博玩牌 ，
男女混杂， 奸盗邪淫等种种非为的红黑 、啯
噜、会匪及面生歹人。 号召铺内无论粮户、佃
户如遇此不法之徒齐团驱逐，赶出境外。 “红
黑”指红黑签匪，“啯噜” 又称“啯匪”或“啯噜
子”， 系指清代中后期由川东流窜到安康一
带的土匪流氓团伙，因“啯噜” 中不少人籍赌
博巧取豪夺，故民间又泛称赌徒为“啯噜”。

“啯噜” 为外来扰害的强盗匪类 ,“土棍 ”
为本土滋生的地痞无赖 , 均为拉帮结伙危害
地方的毒瘤。 《清稗类钞·棍骗类》载：“俗称无
赖之徒曰光棍 ，又曰地棍 ，又曰土棍 ，亦曰痞
棍。 盖俗以棒为棍， 状其凶恶， 如以棒击人
也。 ”条规的第一条禁令直指外来“啯噜” 之
匪， 紧随其后的第二条禁令便指向了本地固
有的“土棍” 之害。

铺内人家凡有是非之事，须先投鸣乡约、
保正申诉处理，不可越级抢诬拖害无辜。 条规
第三条所禁之事 ，看似不大 ，却言而有序 ，牵
扯到家家户户。

拐卖妇女自古有之， 百年前汉江边的流水
铺里，此恶也许多行猖獗。 种种恶行，帧帧惨状，
条规的第四条陈述的仔细，禁止的清晰。

条规禁止普通民众，也禁止官府差役。 秩
五条规刊列到“该铺差役唤案官号草鞋钱，照
童尊府大人旧章，每案给钱三串贰百文，差役
不得额外需索。 ”禁令明白如话，应给者给之，
该拒者拒之。 这差役的“草鞋钱”， 也给了当
今人闲话清末官场的确切信息。 第五条禁令
直白 ， 随后的第六条禁令话题便有些隐私 ：
“该铺刁狡饭店，每遇公差来境唤案，其公差

所食口岸 ，不得高抬多算 ，与差通同作弊 ，私
造假账，以少报多，瓜分肥己。 ”隐秘处猜想，
差役来境公干，会有定点饭馆接待，差役餐后
无须付款只需签字记账， 最终由衙署统一结
算付款。 否之，这禁令怎会由实情蔓生。

兴桑养蚕为汉江边农民千百年增加家庭
收入之主业。 养蚕须先植桑，多养蚕便须多植
桑，无桑便无法养蚕 ，少桑便无力多养蚕 ，桑
蚕一体，量桑养蚕，此为养蚕人自然之法。 铺
内却有横暴之徒，自无桑树，却偷窃抢砍别家
桑树喂蚕，甚至凶捆守桑叶之人，还酿成人命
祸端，反致有叶之家无叶养蚕，祸害乡闾。 禁
令收尾之条回归到农民日常生计 ， 实在 、实
用，浸渍着泥土味。

碑文末尾镌刻到：“蒙马公批云：‘查该乡
正等公议各条， 切中时弊， 原为除暴安良起
见 ，准如所禀 ，出示勒碑 ，永垂禁令 ，以靖乡
闾。 ’”此处的“马公”, 当为安康县正堂的马积
馨知县了。 这段话，无疑便是马积馨知县批写
的，当具有碑文的最高权威，亦为条规绎为禁
令的秘籍。

落款为 “生员侯柱臣书 ，杨远明 、□凤山
同刊，光绪二十四年岁次戊戌小阳月谷旦，众
绅粮公议同立。 ”“生员” 清代通过考试取入
府、县学的人，俗称秀才；“书”为书写、记述之
意；“刊” 雕刻、登载；“光绪二十四年”即公元
1898 年；“小阳月”农历十月别称；“谷旦”晴朗
美好的日子，也即黄道吉日之意。 “绅粮”绅士
和粮户，地方上有地位有财势之人。

先由有文才之人撰文， 交由擅书法之人
用朱砂在碑上书写下文字， 再由石匠依书丹
字样下錾摹刻，这为古代勒碑常有的流程。 侯
柱臣是碑文里出现的第三个人名， 他有着秀
才的身份，无疑是颇有文才的，碑记中他只是
书丹之人，他同时会为碑文的撰稿之人吗？ 他
是后牌本土之人，抑是流水铺一方之士，或是
邀请的外地俊才？ 碑记无载，方志无记，现在
已无从考知了。 无从考知的还有刊刻碑文的
两位石匠杨远明、□凤山，他俩又会是何处之
人，家居何方呢？ 杨远明会和碑文的萌蘖人流
水铺后牌乡正杨立仁为同宗同族吗？ 碑石所
立处的现在的月池台村，有着众多的杨姓人，
他和他以及和他们，会有着缀合地域、穿越时
空的勾连吗？

碑刻是历史的沉淀和记录， 也是社会生
活的真实写照。 幸存至今的《月池靖地方安乡
闾告示碑 》，拉长了我们的视角 ，把百年前汉
江边大道河镇这个地方民众的生活， 以及他
们身处的生存细节， 鲜活地放大在了我们眼
前，让我们有了身处今天幸运的感叹！

“无文而传之不远。 ”太息间，我们应该致
谢百年前那位后牌乡正杨立仁， 致敬那位安
康县正堂马积馨， 致意那位书丹秀才侯柱臣
和刊刻匠人杨远明、□凤山， 是他们的合力，
方将一通文字镌镂给了后世。 更应不忘的，还
有拓展下文字和收藏下碑碣的我们身边的智
者，是他们的有情与有心，才让我们妥帖地行
走在了时光洒给的亮光里。

电影《我们是第一书记》自 3
日起在全国上映以来激发广大
干部群众阔步新征程的昂扬斗
志。 影片用一个个真实故事生动
刻画第一书记们扎根扶贫一线，
用热血挥洒青春、用行动诠释奉
献的动人事迹，勾勒出一幅有关
青春、奉献、责任、勇气的时代画
卷。

“在热 火 朝 天的 脱 贫 战 场
上，第一书记们把青春热血和智
慧力量倾注在祖国大地的村落
上。 ”贵州省兴义市委常委、组织
部长范春明，用“震撼人心、触动
灵魂 、激发斗志 ”形容看完影片
后的感受。

影片中， 贵州省望谟县乐旺
镇坡头村第一书记刘恭利的坚毅
眼神令范春明无比动容：“她的眼
神透露着‘必须行’的坚定、‘必须
干’的果敢、‘必须成’的信心。 ”在
范春明看来，影片正是通过对刘恭
利这样的第一书记进行精心刻画，
唤起无数基层一线干部群众的情
感共鸣，也激发了他们投身乡村振
兴、昂首阔步新征程的豪迈斗志。

35 岁的浙江艺术职业学院
学工部附中学生科科长颉顺虎，
曾担任第一书记，看完电影感慨
万千。

“影片中第一书记们的工作
能力 、朴实作风 、奉献精神深深
感染了我。 观影时我总是不自觉
地对比 ， 如果我是他们该怎么
办？ 我该从何处着手带动百姓增
收致富？ ”颉顺虎表示，“我要向
这些第一书记们致敬，致敬他们
不畏艰难、迎难而上的勇气和魄
力。 ”

平凡之处见证伟大。 在广袤
的中国大地上，许多基层干部都
有过和影片人物类似的经历。 他
们因为奋斗过 、努力过 ，在观看
影片后有了更加深刻的感触。

身处青藏高原，中共西藏自
治区委员会党校驻西藏那曲市
央庆布吉卡村工作队队长王煦
樟，对影片讲述日喀则市定日县
尼辖乡宗措村的故事感同身受：
“和农牧区群众同吃同住同劳
动 ，听民意 、解民忧 、帮民富 ，让
党和政府的政策在基层落实好，
帮助群众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不
变的目标和心愿。 ”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成都动车段党委副书记
代林均，曾担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烟囱
村第一书记。 “影片的一幕幕，让我回忆起担任第一书记
时的点点滴滴。 我要把这些回忆化为前进的动力，立足
本职岗位，继续披荆斩棘，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
幸福安康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代林均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 ，许多青年观众也从 《我们
是第一书记》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用一部电影专门讲述第一书记的故事， 在当前的
电影院线并不多见，但很有必要。 ”来自安徽省合肥市的
25 岁观众陈晨在看完影片后， 为第一书记的故事所感
动。

“影片让我深刻体会到第一书记们艰辛的付出 、执
着的坚守和攻坚克难的勇毅。 ”陈晨说，“作为一名新时
代的青年，我将以他们为榜样，用他们的精神激励自己
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奋勇拼搏，在最美好的年华写下洋
溢青春活力的篇章。 ”

石 头 上 的 历 史
———汉江岸边邂古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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