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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城不大，是县城；名吉祥，叫
紫阳。 套用某童谣诗的形式给大
家做个介绍， 千万别忘了字是怎
么写的：紫，紫气东来的紫，红得
发紫的紫，万紫千红的紫，紫阳的
紫；阳，艳阳高照的阳，三阳开泰
的阳，丹凤朝阳的阳，紫阳的阳。

县城在城的序列中， 本就排
行老幺，这个叫紫阳的县城，且不
和全国其它县城类比， 即使在直
接管辖它的安康下属十个县区
（市）中，其城的规模委实不大。原
因何在？ 文献早有描述：“峰有千
盘之险，路无百步之平。 ”这样的
地方能修出一座气势恢宏的大县
城来吗？当然不能。那到底是一座
什么样的城呢？无须我饶舌，紫阳
著名作家李春平在他的小说 《郎
在对门唱山歌》 中开始就作了经
典描述 ：“走在城里就是走在山
里， 住在城里就是住在山上……
城里的民居建筑层层叠叠， 全是
随坡顺势而建，居民早晨一开门，
首先见到的便是别人家的房顶。”
作家方英文在散文《紫阳腰》一文
中也有形象描写：“看不见碟子大
的平地， 怎么办？ 山腰上凿一个
凹，凹处凸起一栋楼，就这么锛石
凿凹，就这么起房凸楼，硬是在夹
江的山腰上 ， 锛凿叠垒了一个
城。 ”

城不大，不是城的错，谁让它
塞在秦巴山脉那千沟万壑的夹缝
中呢！ 那山像三个手指头，就那么
一撮，便将城撮在一个指头蛋上。
流经此处的任河与汉江从指头蛋
的缝隙中以一个“Y”字的形状汇
合后， 右边那一笔还优雅地向右
划了一个弧，如一条玉带，将城围
在山脚， 然后才潇潇洒洒地折身
向东南流去。那山，那水，像过度溺
爱自己孩子的父母，让城伸不开胳膊，迈不开腿脚，
展不开翅膀。 城，出生在这里，是幸运的，又是不幸
的。幸运的是山也青、水也秀；不幸的是山亦恶、水亦
险。 城，便成了半大个儿的孩子，傍着山，依着水，自
得其乐地生活着，无可奈何地生活着。

二

著名作家贾平凹初到紫阳，一眼看到的是“一
山满是屋舍，竟成了屋舍的山。 ”并惊讶“此行几千
里路，以其孤城压江，委实稀罕。 ”或因其稀罕，在
县城一转，竟让他喜欢上了这座迷你而独特的城，
给了“有如重庆之盘旋，却比重庆更迷丽，有如天
津之曲折，却比天津更饶趣”的评价。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诚如贾平凹所
言，县城虽小，亦如苔花般展露着自己的芳华，以
自己独有的特色屹立于全国一千多个县城之列。
首先这儿的黄土就与众不同 ， 它富含稀有元素
“硒”，是全国两大富硒区之一。 而且将这宝贝输送
到生长在这片热土的农作物身上， 为人们织就防
癌抗癌的“保护衣”。 特别是这片土地生长的富硒
茶， 是享誉全国的饮中珍品， 当年可是有名的贡
茶，如今也是“窗户口吹喇叭———名声在外。 ”连续
四届荣登“中国十大富硒品牌”榜，被认定为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紫阳茶获
得大小荣誉数十项，想不出名都难。

紫阳还是全国唯一一座用道士的道号命名的
县城。 那个道士是宋朝人，名叫张伯端，道号“紫
阳”，人尊称“紫阳真人”。 真人的名头也不小，道行
也很深，位列全真道南五祖之首。 在小说《西游记》
中，他将“旧棕衣”变成“新霞裳”，送给朱紫国王后
金圣宫娘娘护身， 使那个叫赛太岁的妖怪每见貌
美如花的金圣宫娘娘心都猫抓似的难受， 却始终

不敢越雷池一步；在小说《隋唐演义》
《说唐》中，他还教过李元霸这个隋唐
好汉排行榜稳居第一的徒弟。 虽然小
说情节都是后世作者们杜撰的，一个
宋朝的道士也不可能穿越到唐朝去
“打酱油”， 能让他在作品中露脸，说
明他在民间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 他
能在紫阳这个偏僻之地潜心修道数
十载，精心著就《悟真篇》，也证明紫
阳的山水自有其不凡之处。

当然， 一个地方能设置县衙，仅
靠名人效应和秀丽的风景是远远不
够的，何况紫阳这个地无三尺平的地
方，地理位置本就不佳。 其实紫阳城
所处位置看似普通，若干年前却是控
制汉江并连接川、 陕的重要通道，且
周边人口稠密， 有 “山大人不稀”之
说。 早在新石器时期，先民已在境内
的河谷阶地上垦殖生存。 将县城修在
这里，并非管理者心血来潮拍脑门决
策，而是从政治、经济、治安等诸多因
素考量论证后的最佳选择。 于是，明
正德七年十一月 （1512 年 12 月），朝
廷一纸朱批，原紫阳堡就升格为紫阳
县。 紫阳县城就正式走进了历史舞
台。

三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我就出生在
紫阳。 遗憾的是，紫阳县城于我曾长
达 17 年都是一个地理名词而已，尽
管生活的小镇高桥与它只隔着三十
多公里的距离， 却仿佛远在天边，多
年都无缘一睹它的容颜。 只知我是紫
阳县辖区 30 多万人口中的一员，如
大片庄稼地中一株不会引起任何人
注意的嫩苗。 其间我虽数次抵达离它
只有 10 多公里的向阳镇贾坪村我姐
姐家， 却无机会去看看它的模样，因
为县城没有我家任何亲戚，也无父母
亲任何朋友， 自然是欠一个去的理
由。 何况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即使

生活条件好一些的城里人，“旅游” 一词也是个很
奢侈的字眼，农村人的词库中更无这个词的踪影，
压根未纳入收录的范畴， 当然不可能以这个词的
名义去转上一圈。 家人一般也不会到那里去办什
么事，需要买卖的东西都是到高桥镇交易。 只有当
过村支书的父亲开会去过多次， 他说就是比高桥
镇大得多，但与北京城和西安城比差得太远，连安
康城都比不上。 这几个地方父亲开会都去过的，他
有发言权。 父亲平时与人聊天说得最多的就是北
京城。 父亲是以全国劳模的身份开会去北京的。 到
过北京城可能是父亲一生的荣耀。 上世纪八十年
代前，他是我们那个小山村唯一到过北京城、坐过
卧铺火车、住过有沙发有暖气的宾馆的人，他有着
吹牛的资本。 到过北京城的父亲对县城便有些不
屑一顾，他说县城比高桥好不到哪里去，顶多算几
个高桥拼在一起而已。

对我而言，北京、西安和安康都离我太远，都
没县城对我的吸引力大， 我坚信它肯定比高桥镇
要好得多， 因为到过县城的同学谈起它来总是洋
溢着满脸的自豪。 他们从县城买的文具盒都比镇
上卖的文具盒洋气、好看，是软塑料皮封面、海绵
衬里、磁吸锁扣的那种塑料文具盒，盒盖上的卡通
画也十分养眼。 不像镇上卖的铁皮文具盒，看着档
次低廉，漆面容易磨损，脾气还很暴躁，文具在里
面稍一晃动就大呼小叫起来，受了天大委屈似的。
当看到班上同学从紫阳县城买来的塑料文具盒，
就像看多了穿着粗布裤褂的毛丫头， 突然看到衣
着光鲜的美少女一样， 让小心脏如平静的湖水扔
进一颗石子，激起一圈圈的涟漪来。 心想县城文具
盒都那么好看，肯定还有我没见过的其它好东西。
紫阳城在心中便成了云遮雾绕的山， 总想把它看
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便成了我年少时的心愿。

（连载之一）

陕南茶乡不光有茶树， 而且还悄然生长
着许多千奇百怪的古树种。 现今平利县老县
镇蒋家坪村的山坡上，有一棵千年古树，当地
人叫它老鹰茶（老荫茶），让来此访茶观光的
游人啧啧称奇：啊！ 这么粗壮的老鹰茶树，叶
子能当茶叶一样冲泡喝吗?喝此老茶叶，有什
么功效呢?

一连串的问题，让我每次来到平利县，都
要到这里来， 总是要把这老鹰茶树探望观赏
一番，不时解答着爱茶人的提问。

近看古树，树干约有三人合抱粗也，根部
以上分 6 个大枝，高约 30 多米，树梢间藏有
鸟巢窝，树冠宽大如巨伞状，延展约为百余平
方米。 历经沧桑的老树干身上，布满着金钱豹
似的花纹图样。 虽然距今千年岁月，依然四季
常青，枝繁叶茂，旺发着无限生机。

冬去春来，清明前后，老鹰茶含苞发出嫩
芽，当地茶农开始着手采摘了。 开采之前，村
民们还要选择时辰良景， 要在老鹰茶树下搞
祭拜活动。 树下放炮挂红绸，每个枝股上都挂
满了红丝线。 有些春节前后娶进门的新媳妇，
纷纷拿出自己娘家赔来的嫁妆红缎被面，争
着缠裹着树身子，意有祈福保佑，早生贵子的
念想。 树下老人要不住的口念善语，烧香泼茶
奠酒水，祝福年年有苍生，岁岁有今天，十分
庄重有讲究。 一阵庄严仪式后，只见两三部长
梯架在粗壮的乔木枝干上， 年轻力壮的小伙
子身挎竹篮子，率先攀登采摘嫩芽头。 树身股
叉上，上百条红色飘带随风摇曳，就像七仙女
给人间抛下的一根根红色飘带， 祝福着这茶
乡人民平安健康。

老鹰茶，早在我国汉代，其茶树芽叶就被
山民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来。 由于它多生长于
悬崖峭壁危险之地，不便于采摘，常见有老鹰
喜欢在树上栖身搭窝而得名。 此树分布较广，
自然生长于湖北、四川、重庆等地，实际自由
生长的并不多见。 但在陕南平利却生长着这
样的千年老鹰茶树，实属罕见。 近几年来，平
利县在振兴“乡村经济”时，县林业局意识到
了此生的老鹰茶树的独特重要性， 考证出树
龄已达 1250 年，及时挂牌立碑保护，并且被
列为古树名木，而且拨出专款，修整护坡，设
档围栏，确定专人管理等有效措施，现已成为
振兴蒋家坪村茶叶旅游经济的一道靓丽风
景，也成为研究早期“朝秦暮楚”古道上茶文
化中的一颗绿色“活化石”。

这棵老鹰茶树上， 除了嫩芽叶片加工成
茶叶饮用外，就是药店做中药所用，每年仅能
采到上等茶品 10 余公斤，可谓千元一斤都难
求。 辛丑年清明刚过，笔者来到平利县调研
茶产业 ，有幸又见到了此树管护人 、乡土制
茶师罗延会 ，他热情拉着我的手说 ，你要品
尝的老鹰茶我做出来了， 不妨品尝一下 ?主
家有诚意，客人不推辞。 我跟随他来到了他

开办的 “农家乐 ”大院里头 ，在备器 、烧水的
过程中，他拿出了老鹰茶品让我鉴赏。 他把
采下的芽叶按照绿茶的加工工艺，进行精细
化加工，但见外形白毫披银显露，嫩叶油润，
匀净。 冲泡杯中，汤色金黄明亮，香气四溢，
似乎夹杂着春天草木清香， 滋味醇绵回甘。
当地药店把此列为草药之宝，常有人选此品
常饮用来治“三高”……我解释说：老鹰茶似
茶非茶，是一种代饮药茶，内含芳香油很多，
也含多酚类化合物。 最大特点是透凉，最大
功效是解渴，还具有消炎、凉血、化食之功效。
除此之外，老鹰茶熬水洗浴对杀菌止痒，消除
疲乏，防痱子和青春痘也有一定疗效，这已经
被医学研究所证明。 这就像平利绞股蓝一样，
是代饮茶叶中的“差异化”品牌！ ……我这这
么一说， 在场的人都争先恐后地选买老罗的
老鹰茶品，他开心极了。

我国茶叶品类多种多样， 异彩纷呈， 加工
茶、代饮茶中口感滋味功效各不相同。 平利县这
棵千年老鹰古茶树， 目前也是陕西唯一保护最
好的一棵古茶树，名副其实。 在此，我以茶人身
份的责任建议， 还需希望众人们保护好、 利用
好、研究好这棵老鹰古茶树的价值作用……

那日，阳光暖身，我陪同新到任不久的欧
阳部长攀爬陕南人民自卫救国团遗址 “全胜
寨”。 众人于寨顶歇息之时，欧阳部长问起岚
皋建县历史， 我快言答说：“岚皋清道光二年
置县，再有一年便两百年了。 ”

寨墙阴处积雪灿然， 向阳的岩隙里有蜡
梅初探。 我瞬间意识到了，又一个早春到来。
道光二年，即 1822 年，岚皋今年便建县两百
年了！

岚皋旧名砖坪，始属安康县辖镇，清乾隆
四十八年（1783）安康县知县首派县丞曹希焜
辖治，清道光二年始置县级厅治砖坪厅。 先置
砖坪厅，再改岚皋县，绵绵两百年矣！ 成书于
清光绪三十一年 （1905） 的岚皋第一部地方
志———《砖坪厅志 》在 “建治志 ”里有数言凿
记：“嘉庆季年，秦、楚、蜀大吏会奏：以三省边
疆，山深林密，为盗贼薮，请移凤翔通判于此，
靖边抚民。制曰：‘可’。道光二年改设厅治，属
兴安府。 ”文字明朗而坚实，唯缺月日。

见我改口， 欧阳部长追问：“知道建县的
具体时日吗？ ”我据实释答，语境里塞满了遗
憾之意。 次日久埋书屋，详阅《砖坪厅志》，再
翻《重续兴安府志》，又查《三省边防备览》。 一
番翻捡，苦无进展。

置厅无具体时日， 我聚焦起了砖坪厅的
首任职官。 《砖坪厅志》“职官志·通判”载：“硕

庆，号味农，旗人，道光二年署。 厅治初设，祠
庙衙署，营建多端，草昧更革之际而能此，可
以识其才矣。 ”志书上载的明白，首任通判为
硕庆。 载记里有硕庆的字号、身份，也有他的
政绩，还有对他的褒扬，唯独缺失了他始任砖
坪厅通判的确切时日。

“制曰：‘可’。 ”尽管只有三个字，却有着
无边的信息。 “制”，古代帝王的命令。 “可”，帝
王的御批。 《砖坪厅志》“建治志”里的这三个
字， 让人知悉了砖坪当年建县是经过了皇帝
御笔阅示过的。 哪个皇帝？ 道光二年！ 忖思，
无疑是道光皇帝，那位爱新觉罗·昊宁了！

喜阅文史，我是知道的，清宫的档案深藏
于北京故宫博物馆院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里。 道光皇帝朱笔圈点过的砖坪置厅的奏
折， 还会庋存于那昔日皇宫大院里的某橱箱
簏里吗？ 如果那册道光皇帝朱笔圈点过的砖
坪置厅的奏折在， 那上面不就有他落笔时的
日子吗？

我想起了家居北京的退休的王曾苏先
生， 他是砖坪清代同治年间进士王隆道之曾
孙，博学多识，有着淳厚的岚皋家乡情结。 电
话里表明了私下猜想， 请他代为查找砖坪建
县的相关档案。

网上申请，单位介绍，身份验证，使用承
诺，依照登录预约的时间，王曾苏在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里幸运地见到了砖坪置厅的多份
档案电子扫描件。 时间久远，烟云变幻，牒牍
多舛，存之幸之！ 微信里，王曾苏的欣喜蠕动
着几千里外我的欣喜。 检索，觐读，甄识，隶
定，申报，制盘。 数天后，刻录了珍存砖坪建县
档案的光盘，便张翅般邮递到了我的手中。

荧屏上，我帧帧拜读，字字悟意。 时光流
逝，那有着“制曰：‘可’”三个字的置厅朱批奏
章我无缘见面， 却见到了首任砖坪抚民通判
硕庆任职的两折相关奏章。 一折为陕甘总督
朱勋于道光二年二月初三日奏请道光皇帝批
准任命硕庆为新设砖坪抚民通判的奏章。 另
一折为陕西巡抚鄂山于道光五年四月二十九
日奏请道光皇帝批准任命砖坪厅抚民通判硕
庆试署期满请准实授事抄件。 奏章竖排小楷
繁体书写，先汉字后满文。 抄件有一段原文为
“……道光贰年贰月拾柒日奉上谕：朱勋等奏
‘拣员署理要缺通判’一摺，著照所请。 陕西新
设砖坪抚民通判缺，准其以硕庆署理。 ”两份
档案时间前后衔接，内容转合呼应。

年深时久， 皇室多患， 那有着 “制曰：
‘可’” 三个字的砖坪置厅朱批奏章恐已不存
世了， 唯一留有御批时间印迹的便为道光皇
帝准奏硕庆任新设砖坪抚民通判奏折的日
子———道光贰年贰月拾柒日， 这是砖坪厅首
任抚民通判任职的时间， 也应该是砖坪厅置
厅的时间，这便也是岚皋建县的日子。 我看了
万年历，农历道光二年二月十七日，公元 1822
年 3 月 19 日。

纸寿千年！ 两百年后的我，在一张故纸上，
竟然释读了我出生地建县的确切时间， 心里漾
起了一丝旷远，也生出了一缕释怀。下次如再有
人聊起相同的话语，我便有凿定的闲谈了。

窗口外，澈澄的岚河亘亘地淌着。 那是砖
坪改名岚皋的佐证之河，那是从《水经注》里
缓缓波动来的河， 那是从远古静静流泻来的
河。

二、子午驿道
隋唐时期， 子午道政治地位和军事作用

进一步增强，屡次被国家设为驿道。 据史料记
载，自“梁将军王神念以旧子午道缘山避水，
桥梁百数，多有毁坏，乃别开乾路，更名子午
道” 后，子午道十分通畅，唐初已设驿站，沿
途还有众多佛寺，为往来僧侣提供方便。 《大
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卷第一记载：“末年
国乱供料停绝， 多游绵蜀。 知法之众又盛于
彼。 法师（玄奘）乃启兄曰，此无法事不可虚
度，愿游蜀受业焉。 兄从之，又与经子午谷入
汉川。 ”

唐中早期，随着傥骆道、褒斜道、陈仓道

屡次开修和整治，以及置关镇守，交通条件和
区位优势不断提升， 国家官驿道路的作用越
来越高于子午道。 开元年间， 子午道已不置
驿。 但至天宝年间，随着荔枝道置专驿，子午
道又重新置驿。 《新唐书》卷七十六《列传第
一·后妃上》记载：“（杨贵）妃嗜荔枝， 必欲生
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
师。 ”

安史之乱后， 子午道依然十分畅通，行
旅、朝臣、文士等多取此道者来往关中、汉川，
唐朝政府还曾设置过南山五谷防御使 , 来加
强包括子午谷在内的南山谷道的防守 , 维护
南北交通, 保证首都长安的安全。《唐会要》卷

八十六《关市》记载：“宝应元年（762）九月敕，
骆谷、金牛、子午等路，往来行客所将随身器
仗等。 今日以后，除郎官御史，诸州部统进奉
事官，任将器仗随身。 自余私客等，皆须过所
上具所将器仗色目，然后放过。 如过所上不具
所将器仗色目数者，一切于守捉处勒留。 ” 特
别是随着兴元元年（784）唐德宗驻跸梁州（今
汉中）和广明元年（880）、光启元年（885）唐僖
宗两度兴元（今汉中）避难，子午道交通地位
变得更加突出。 光启二年（886）六月，“以扈跸
都将杨守亮为金商节度、京畿制置使，将兵二
万出金州，与王重荣、李克用共讨朱玫”。

（连载之二）

岚皋建县两百年
□ 杜文涛

千年古树老鹰茶
□ 韩星海

走到花园中间 ， 我坐
在被阳光晒得暖暖的木凳
上，久违的幽静安然。仰望
头顶 ， 一片片树叶在树木
的呵护下摇摇欲坠 ， 一树
开数枝，一枝散数叶 ，密密
麻麻地撑开一把大伞 ，为
世人遮风挡雨 。 等树叶慢
慢落完 ， 树木依然坚强面
对严寒，这些树是幸福的 ，
也是幸运的 ， 它们被动选
择了这块好位置 ， 在城市
中心与人类同呼吸共命运。

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责任，我
们每日忙忙碌碌， 终其一生都是为了更好地
生活。 这些年，身边的同学、好友也都是忙于
老人、孩子或工作，没有了以前的闲暇。 我们
都在沉默中修炼、 成长， 体味不同以往的生
活。 不知何时起，慢慢体会到了孤独与寂寞的
况味，学会了一个人独处、静默。 马尔克斯在
《百年孤独》中写道：“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
独而独立存在，无论是我们出生、成长、相爱、
成功、失败。 ”生命的本质就是孤独，无论我们
在人生的哪个阶段，孤独一直依附在身上。 成
长过程中，就算有家人、朋友的陪伴，总会有
读不懂你心的时候，那时便会感到孤独。 非常

相爱的两个人也有相互不理解的时候， 这时
也会有孤独之感。 既然孤独从未离开过我们，
我们为什么要排斥它呢？ 我们和孤独是一种
共生模式。

作家木心年轻时，曾借口养病，雇人挑着
两箱书， 躲进了莫干山中的一个房子里读书
写字。 山民笑木心：“不好好当少爷，非要跑来
冷清的荒山中受苦。 ”冬雪封山，寂静肃杀，一
人一屋，很孤单也很寂静。 但木心不这么想，
他在山中过着一种简单素朴的生活， 白天借
天光，晚上借烛光，沉浸在福楼拜、尼采、莎士
比亚的世界里，享受极了。 那个冬天过后，木
心下山时， 挑夫的篮子里多了几册木心写出
来的书稿。 在山民眼中的孤独冷清，换来的是

木心求之不得的文学世界。
木心说：“生活的最好状态，
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他
爱的便是这寂寞与孤单，直
到生命的末年， 他依然眷念
那段时光。

独处的感觉挺好， 难得
有时间与自己交流和对话。
独处时，意味着闲谈的终结，
不太想说话时， 就用文字记
录自己的所思所行。其实，有
些文字， 更多时候不是写给

别人看，而是写给逝去的岁月和自己，便于铭
记和成长。

独处的时光挺好， 就如我此时一个人散
步，只管迈开腿向前走就是了，看天上云淡云
舒，看地上树叶婆娑。 在一呼一吸、一张一弛
中，体悟生命的力量，感受天地万物之美。 目
之所及那些平时忽略的事物， 都是此刻最好
的陪伴。

耳机里传来郁可唯的歌曲《路过人间》，
清新、细腻的曲调和声音不断拨动心弦……
走走停停 ，自由闲适 ，边走边看 ，豁达自在 。
俯仰天地，与己同在，就是拥有。冷冷清清也
好 ，风风火火也罢 ，都是我们生活的最好状
态。

旬阳：群众性文化活动实现常态化

本报讯（通讯员 石晓红）每当夜幕降临，在
旬阳市滨河公园里， 总能看到文艺爱好者自发
组织的汉调二黄、 旬阳民歌和民间花鼓等文艺
社团的精彩演出， 实现了公共文化设施大众化
与群众文化需求服务常态化的互惠共赢。

今年， 旬阳市启动实施了群众文化园建设
工程，在滨河公园设立群众文化园示范点 8 个，
市民群众有了固定的娱乐活动场地， 每天适时
实地开展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群众自娱自乐
文艺演出活动。 该市在老城、丽都、四海逸家等
地设立群众文化园， 着力打造精品公共文化项
目，形成特色文化品牌。 做到“天天有演出、周周
有活动、月月有主题、常年不断档”，真正实现群
众性文化活动常态化。

汉水之声合唱艺术团举行汇报演出

本报讯（记者 梁真鹏）3 月 7 日，安康汉水
之声合唱艺术团在金都国贸酒店举办庆贺成立
一周年汇报演出，12 个艺术作品、异彩纷呈的节
目，为观众呈现一场全新的艺术盛宴。

该团常年坚持热心奉献，服务无偿的初衷，
一年来， 他们把繁荣发展安康合唱艺术作为己
任， 为推动文化旅游事业发展繁荣作出了积极
的贡献。 演出在大合唱《我爱你中国》《亲妹只亲
脸蛋蛋》两首曲目中拉开序幕，恢宏的气势令人
心潮澎湃。 二胡独奏《梦中的兰花花》、旗袍秀
《渔舟唱晚》、小合唱《中国志愿军军歌》《我的故
乡不在远方》、 合诵 《我爱你中国》《春江花月
夜》、舞蹈《龙船调》《灯火里的中国》、独唱《说句
心里话》、大合唱《走汉江》等一个个节目在表演
者的深情演绎下，精彩地呈现在观众眼前，充分
展示了艺术团成员扎实的艺术表演功底和昂扬

的精神风貌，博得了观众阵阵掌声。演出在《难忘
今宵》歌声中落下帷幕。

安康作家探讨散文集《阅读者》
走俏原因

本报讯（记者 梁真鹏）2 月 26 日，安康作家
及读者、阅读推广人士代表会聚市图书馆，探讨
李焕龙散文集《阅读者》的走俏原因。

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李焕龙，曾任市图书馆馆
长，该书精选 65 篇文章，分为上下两部入编。 上
部的“你读书”，选用 33 个阅读故事，激发人们的
谈书兴趣；下部的“我荐书”，选用 32 篇图书评
论，引导人们科学读书。该书由于针对性强，深受
读者欢迎。 去年 9 月底出版，10 月中旬面市，今
年 2 月又赢来了第二次印刷。

座谈会上，20 多位代表，从不同角度广泛分
析，认为此书走俏的原因，主要有三条：一是读书
故事有励志性。 作者从工人、农民、教师、公务员
等选择阅读故事，因为树正气、接地气而可读性
强，让人看了很爱读，读了很受益。二是书评文章
有指导性。作者所评的图书，涉及文化经典、中外
名著、上榜新书和地方文献，多为身边人的普通
书，内容丰富，视野宽阔，既有科普意义的学术
性，又有服务大众的针对性。 三是对业务工作有
参考性。 该书是一位职业阅读推广人的业务笔
记，对于抓好阅读推广、力推全面阅读具有重要
的工作参考、业务借鉴作用。 从而为该书赋予了
服务社会、广受欢迎的实用价值。

平利县文联开展爱心捐书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王莉 陈子帆）3 月 3 日上
午 ，平利县文联 、县城关初级中学志愿者一行
抵达广佛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爱心捐书
服务活动。

在捐赠仪式上，平利县文联共捐赠图书 200
余册，包括全县知名作家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
等书籍，旨在通过建立平利作家专栏，充分展示
该县本土文化风采， 提高基层群众的文化自信，
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能量。 同学们手里捧着
书，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文史 春秋

隋 唐 时 期 的 安 康
□ 谭波才 何媛媛

生活的最佳状态
□ 毛雅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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