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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163期文化周末

安康北邻黄河，南接长江，是黄河与
长江文明的重要传播区和交流通道。 在
历史的长河中，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孕
育了老官台文化的 “萌芽 ”，推动了仰韶
文化的 “壮大 ”，见证了龙山文化的 “兴
衰 ”，呈现了夏商文化的 “斑斓 ”，多角度
展示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和
波澜壮阔的文明进程， 也诞生了自己独
特的地域文化“基因”。

老官台文化

老官台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的早期
新石器文化，距今约 8000 年至 6800 年 ，
主要分布在陕西、甘肃境内的渭河流域。
20 世纪 60 年代 ， 在汉中西乡县李家村
发现类似文化， 后来被学术界命名为老
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 。 该类型距今约
7100 年至 6700 年 ， 主要分布在汉水流
域。 它是承袭关中老官台和白家文化传
统， 在吸收陕南文化因素基础上而发展
起来的一种文化类型。

据考古发现，在阮家坝、马家营遗址
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遗存中均有灰
坑 ，并出土大量打制石斧 、石铲 、石锛等
生产工具，说明当时人群已开始定居。同
时，随着生活的富足和稳定，原始艺术和
神灵思想开始萌芽。阮家坝、马家营遗址
出现了大量内黑外红陶、夹砂灰白陶、泥
质黑陶。这些陶器虽然不论是器型，还是
器表纹饰和制作工艺， 都相对简单和粗
糙 ，但为 “彩陶之始 ”，为其后仰韶时代
彩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阮家坝遗址
中 ，还出现小孩瓮棺葬 ，上碗 （盆 ）下罐
（瓮 ），且底部留有小孔 ，与半坡文化 “瓮
棺葬”形制基本相同。在马家营遗址一墓
葬死者头部 ，还放有陶罐 、陶钵 、石铲 ，
说明当时人们也萌生一定丧葬观念和习
俗。

老官台文化李家村类型在安康的出
现， 说明安康及陕南人极有可能是从关
中地区迁徙而来，同为东亚蒙古人种；或
是受关中文化影响而演变来的 , 属于同
一文化发展类型。

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我国延续时间最长 、分
布地域最广的新石器文化 ，距今约 7000
年至 5000 年，分布于以关中、豫西、晋南
为中心的江汉 、河湟 、中原 、河朔等广大
地区 ， 不仅是中华文明起源的 “直根
系 ”，而且是 “王权治理 ”模式的开创者 ，
还是认识、 定位周边其他史前文化的标
尺。

安康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存主要是半
坡类型， 从出土遗物可反映出当时社会
主要特征：一是聚族定居已基本形成。在
马家营遗址中， 发现一座以河卵石为墙
基的半地穴式房子基址， 该形制既符合
半坡文化 “半地穴式 ”房屋普遍做法 ，又
有明显的 “河卵石墙基 ”地方作法 ，彰显
出安康先民的聪明才智和勇于创造的精
神。 另外，在阮家坝、马家营遗址中共发
现瓮棺葬 7 座 、灰坑 58 个 ，反映当时先
民已开始大规模以氏族为中心， 进行聚
落定居；很有可能还出现了公共墓地，因
瓮棺葬为夭折未成年人， 受氏族制度约
束，不能埋入成人墓葬区，往往葬于居住
区附近，希冀受到家人呵护和照料。二是
原始农业已具规模。 在阮家坝、马家营、
岚皋肖家坝等遗址中出土大量磨制石
斧 、石铲 、石锛 、石磨盘等生产工具 ，特
别在马家营遗址一罐内发现碳化粟 ，说
明粟已打破传统认识 “北粟南稻 ”，已从
北方传到汉江流域， 甚至有可能还传到
江汉地区。当时除种粟外，安康还有可能
兼种水稻 ，是 “水稻北传 ”的重要通道 。
近年， 有关科研机构在对紧邻安康的汉
中龙岗寺遗址出土炭化植物遗存浮选
中， 不仅发现粟、 黍粒， 还发现水稻谷
粒。 三是制陶技术日趋成熟。 在阮家坝、
马家营、马岭坝等遗址出土陶器中，不仅
出现了瓮 、盆 、尖底瓶等新类型 ，而且在
纹饰上增加了变体鱼纹、宽带纹、平行条
纹、 三角纹等抽象符号， 部分还原底施
彩 ， 且多为黑色彩， 应为半坡文化中晚
期。 在马家营、汉滨柳家河遗址中，还发
现了捏制蛇形陶器、人面塑像等，尤其是

人面塑像古朴拙野、惟妙惟肖，极有可能
是巫师或氏族首领形象， 无疑说明当时
陶塑艺术已开始萌芽， 或许赋予了原始
崇拜、信仰等一些独特功能。

安康发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虽然
非常少，但从出土器物来看，极具代表性
和区域性。 一是陶纹。 在阮家坝、 马家
营、 汉滨柏树岭遗址陶片中， 发现以圆
点、勾叶、弧边三角形等元素构成的钩叶
圆点纹。它是庙底沟类型的典型纹饰，反
映鱼纹转向鸟纹再向花纹转化的过程 ，
同时也意味着“庙底沟化”正向四周强势
漫延， 华夏文化和民族进一步融合，“早
期中国文化圈”日趋形成。 学者王炜林、
杨利平认为： 如果说半坡文化彩陶代表
一种约束性 “礼俗 ”，只在比较小的社会
集体中得到认可的话， 那么在较大范围
和不同文化中流行的庙底沟文化彩陶所
代表的则已成为一种 “礼制 ”，这种寓礼
于陶、器以藏礼的模式，为夏商乃至秦汉
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二是陶鼎。在阮
家坝、马家营遗址中共出土陶鼎 7 件，其
中阮家坝陶鼎与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陶
鼎相近或相同； 马家营陶鼎与郑州大河
村遗址陶鼎、淅川下王岗遗址陶鼎接近。
说明， 这个时期以汉江在文化传播上的
作用越来越明显。

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晚期的一类文
化 ，属铜石并用时代 ，距今约 4500 年至
3800 年 ，分布于豫 、陕 、鄂 、苏 、皖等地
区。它的出现标志早期中国文明已形成，
社会已进入“邦（古）国”时代。

目前， 在汉水上游发现的龙山文化
遗存并不多，主要见于白马石遗址。在其
遗存中，发现大量红胎黑皮陶片，陶色较
为纯正 ，多为素面磨光 ，部分为弦纹 、划
纹 ，符合中原龙山文化 “黑陶 ”的普遍特
征 ，但与关中龙山文化 “以灰陶为主 ，多
为泥质 ，普遍饰篮纹 、绳纹 ”的面貌大相
径庭。 另外，还发现了高领罐、杯、器座，
同湖北地区白庙遗址等龙山文化陶器风
格非常接近。当时，中原龙山文化极有可
能沿白唐河南下，到达汉江中游地区，又
沿着汉江溯源而上到达十堰、安康、汉中
等地。

如果对照历史事件， 安康龙山文化
的产生极有可能与“禹征三苗”有关。 当
时，中华大地已形成华夏、东夷和三苗三
大集团，安康属于三苗势力范围。 自尧、
舜以来，华夏与三苗战争不断，到禹时期
已进入白热化 。 《墨子·非攻下 》 记载 ：
“昔者三苗大乱 , 天命殛之……高阳乃
命玄宫 ,禹亲把天之瑞令 ,以征有苗 ,四电

诱袛 ,有神人面鸟身 ,若瑾以侍 , 搤矢有
苗之祥。 苗师大乱 ,后乃遂几 。 ”经此一
役，三苗势力彻底退出江汉地区，从此再
无力北上争雄， 而华夏集团则将势力进
一步向南扩张。迄今，安康仍保留许多有
关舜 、禹的传说和史迹 ，如汉滨 “妫墟 ”
“虞帝陶渔河滨处 ”、旬阳及石泉 “禹穴 ”
“禹王宫 ”等 ，或许就与中原龙山文化南
侵有关。

夏商文化

夏商时期是我国文明形成的重要时
期， 也是我国进入国家和文明社会的开
端。迄今，安康虽然发现此时期的遗存和
遗物较少 ，但白马石 、马家营 、阮家坝等
遗存呈现的文化面貌和特征， 足以说明
安康与中原文化交流与互动的频繁 ，见
证和反映了夏商王朝在汉水流域的历史
演进脉络。

学术界普遍认为， 夏代约为公元前
2100 年至公元前 1600 年。 白马石、马家
营遗存为夏代早期， 呈现一定中原文化
特征，如平底盘、高柄豆、直筒杯、直壁杯
几乎与中原同类器型十分相似。据考证，
此时期中原二里头文化的扩张势力达到
顶点，它向安康传播的路线，基本与龙山
文化传播路线相同， 但往往以抢占战略
要地为主要目的， 进而控制通向汉江地
区的咽喉要道。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 商代约为公
元前 1600 年至公元前 1046 年 ，分早 、晚
两个阶段。早商时期，汉水上游遗存以宝
山文化为代表 ，无论青铜器 ，还是陶器 ，
都带有明显的中原商文化因素。 如青铜
器上的兽面纹 、夔纹 、云雷纹 、连珠纹 、
涡纹、蝉纹基本与中原商文化基本一致，
还有喇叭型觚 、圆 （折 ）肩型罍 、深腹型
簋等都能在中原商文化中找到。此时期，
商王朝为控制广大南方地区， 抢夺铜矿
资源 ， 在盘龙城建立军事据点 。 白马
石 、马家营 、阮家坝等地 ，极有可能是
盘龙城势力溯汉江而上 ， 在汉江上游
建立的据点 ， 在马家营遗址中发现许
多戮杀骸骨和乱葬坑 。 晚商时期 ，商王
朝频繁迁都 ，盘龙城废弃 ，商文化整体
北缩 ，宝山文化开始向成都平原发展 ，
成为三星堆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

夏商时期 ， 安康地区是中原文化
西进汉川 、南下江汉的重要通道 ，也是
不同来源文化在此交汇 、融合 、创新 、
发展的区域 ，表现出 “泥质黑皮陶 ” “石
棺墓 ”等独特文化个性 ，为后来西周文
化的进入 ， 以及方国文明的发展和繁
荣提供了历史条件 。

本报讯（通讯员 曾德强）近日，陕西省特级教师、旬阳中学原校长华
开锋收到一本寄自北京的获奖证书，他编著的《旬阳方言词典》被评为第
十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文学奖入围作品。 该类山花奖获奖作
品 3 部，入围作品 17 部。

《旬阳方言词典》2020 年 10 月由语文出版社出版。正文分词语、俗语
和歇后语三个部分，收词一万余条，共 71 万字，涵盖了旬阳天文、地理、
时令、农业、植物、动物、器皿用具、红白喜事等日常生产生活的方方面
面，兼收并蓄，包罗万象。 采用国际音标注音，用普通话注释条目的意义，
易读易懂；索引分门别类，查找方便快捷；部分器具类词条加附插图，图
文并茂，更显直观生动。 释义解读透彻，编排体例科学，既是一本实用的
方言工具书，也是研究旬阳历史文化的必读书目。 该书的出版，为研究旬
阳人文历史、弘扬地域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教材”，也为安康方言研究
提供了范本。 今年《旬阳方言词典》荣获“第六届陕西民间文艺山花奖”。

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是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共同颁发的国家级民间文艺大奖，与电影“百花奖”、电视“金鹰奖”、
戏曲“梅花奖”、舞蹈“荷花奖”等同属我国文艺界的最高奖项。

1982 年，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醒了李茂询多年的文学梦，在好友
们的鼓励下，李茂询又拾起了已经停了 16 年的笔。 从此，便一发不可收。
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被李茂询用来思索和创作。 小说、散文、曲艺、民
间故事、报告文学等一批批作品，见于中省市各类报刊。 他在安康文化界
的影响也逐渐增强。 1986 年，当时的安康县人大、安康县委办公室和安康
县志办，同时调用李茂询。 最后，时任安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张子美说
服李茂询去了县人大常委会。 不久李茂询被任命为秘书股股长， 后来又
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 由从事教育到搞行政，是他职业生涯的一重大
转变。 在这里他熟悉了地方行政的生活。 这一经历也使得他的文学创作
内容变得更加丰富。 后来，他的《两个秘书的终结》获得了《时代文学》杂
志 1985 年度唯一的短篇小说奖。

然而， 李茂询逐渐感到自己并不适合从事行政工作。 终于，5 年后即
1991 年，被调入到安康地区群众艺术馆，并担任文学干部一职，直到 2003
年退休。 这 10 多年是他的创作丰收期，期间他发表了 50 多篇中篇、短篇小
说和 100 余篇散文，并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作品语言简明风趣。 其中散
文《细雨霏霏稻草街》和《安康金漆》先后发表于《人民日报》，其他作品也多刊
登在四川、山东、河南、甘肃、广西、江苏等省级刊物，《陕西日报》《安 康日报》
等本省刊物更是经常刊载他的文章。 不少文章颇具影响力，如《疲累年节》在
《陕西日报》《安康日报》先后发表后，得到了许多读者的肯定；而《新玉皇阁
记》发表后，又被刻成石碑立于香溪景区的玉皇阁。

多年的创作使他养成了一个良好习惯：从不草率成文。 为人为文，诚
善待之，不张扬，不炫耀，对名对利，一切淡然处之。 进群艺馆第二年，李
茂询加入了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又过一年，加入了省作家协会。 1999 年，
他被选为安康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退休以后，因为时间完全属于自己，李茂询除了创作外，对中国的传
统书法的研究，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他对篆、隶、行、楷、草进行了
全 面系统地钻研，并涉猎甲骨文、金文，认识了中国文字的演变过程，同
时注 326 跋重实践与创新，其书法作品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空灵，典
雅，透明，富有书卷气。 他的文学功底使他在书法创作方面大受裨益，在
全国性的书画大 赛中屡获佳绩。

不管是文学创作还是书法创作，李茂询认为，一切 名头都是外在的
东西，一切都靠作品说话，一切都需识者的认可。 李茂询寡于言词，也不
常与人交往，他想趁现在身体尚好，多出一点 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尤其
是在一个如此安宁幸福的时代，更不想将时间白白荒废。 他说，他得通过
暮年努力，使自己对得起养育他的父老乡亲和党多年的培育与关怀。

（梁真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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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阳方言词典》
入围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李茂询，1943 年 3 月生于安康梅子铺。 曾先后在中
小学，原安康县人大常委会工作。 1991 年调入安康市群
众艺术馆，任副研究馆员至退休。 曾为安康市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委员，安康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其小说、散
文等作品曾在中、省、地 (市 )报刊发表， 共计 160 余万
字。 其长篇历史小说《西域英雄传》近期入选 2022 年陕
西省重大文化精品入选项目。

安 康 与 黄 河 早 期 文 明
谭波才 何媛媛

陈陈荣荣临临 作作

新新石石器器石石磨磨盘盘

歌咏故乡 、缅怀故乡 ，一直以来都
是一个百写不厌的话题，故乡的意义其
实就是血缘和地缘的体现。地缘是物质
的， 它是日月星辰辉映下的江河大地；
血缘则是一种精神， 因为它的存在，才
赋予了地缘人伦亲情。于是有了故乡的
概念，有了挥之不去的乡愁以及牵肠挂
肚的思念……故乡也许很远，即或是山
环水绕，万里之遥，但对于生于斯、长于
斯的游子， 故乡仿佛是灵魂里的影像，
摇曳闪烁，毫发毕现。 近几年，写故乡、
故土的文章愈发多起来，但牵强附会者
众， 不少人只写出了一个囫囵的外壳，
细加咀嚼，其味寡淡。 还有一个最为关
键的原因 ，是日渐同质化的描写 ，主要
表现在题材陈旧 、形式雷同 、思想极其

贫血 ，书写中缺乏诗意开拓 ，有些描写
与当下生活距离太远 ， 除了境界狭窄
外，还流露出一种情绪的颓废……

手头上这本安黎散文集《与故乡握
个手》，我以为是一本可以品读的书。既
然可以品读， 那自然应排在好书之列。
安黎也写故乡， 但他没有敷衍我们，因
此 ，这本书的品相是端正的 ，它让我们
分享的不只是句子，还有作者心目中的
故乡最本原的姿态。我不怀疑安黎的真
诚 ，因为在阅读中 ，能渐渐感触到作者
的气息和心跳。安黎的语言并不是我所
期待的那种清丽和雅致，也没有那种沧
桑与硬朗的质地，安黎似在以一个叙述
者的身份娓娓讲述故乡的事情，他的沉
稳和坦然，还有文字中透露出的那份内
敛 ，都让我着实惊讶 ，这是一个离开故
土多年的游子， 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突然感慨潮起 ，而此时的他 ，已寄居在
扰攘市井中的一隅，并获得了这个城市
的“名片”。 也许，这个拥有城市“名片”
的人 ，正在被这个城市慢慢同化 ，就像
一棵从山外移栽的树，它必须适应城市
的气候和环境，按照城市的法则审慎生
长，但安黎和他同时代的那一拨乡土作
家一样，如贾平凹、刘亮程等，都有着难
以割舍的地缘和血缘情愫，那份潜藏在
骨子里的乡愁，是原始的、纯正的，是丝
毫做不得假的。

《与故乡握个手》， 是某年某月的某
一天被唤醒的记忆， 那一幅幅幻灯片似
的影像， 对一个从故乡的土坷垃中走出
来的人，“影像”其实早已与灵魂叠加，无
须搜肠刮肚地去寻找， 即或是信手拈来
也是原初本色。 于是， 记忆中的那些文
字，便有了作者的痛痒在里面，而这些痛
痒绝非临时性的抓挠， 它沉淀在思想和
情感里，既有熨帖的温暖，又有锥心的刺
痛。 由此，也决定了安黎笔下的故乡，在

格次和境界上显然就高出了别人一头。
“每个年头，总有人在笑着度过，也

会有人在哭中度过。 当然，笑和哭常常
是在相互转化着，并非一成不变。 今天
的笑 ，有可能铺垫出明天的哭 ；今年的
哭 ，也有可能烘托出明年的笑 ，在时间
的河流里游泳， 没有谁没被呛过水，也
没有谁不曾被猛浪击打过。（《年末的表
情》）”

安黎平实的表述中，常常流露出一
种犹豫， 却又充满着淡淡的哲学意味。
这绝非是做作，更不是有意将文字抽象
化 ，安黎勾画的不是故乡的轮廓 ，安黎
笔下的故乡除了本色，还有一份自我认
知在里面，这就与那些人云亦云的乡土
抒怀有了本质的不同。 当然，安黎的认
知不是答案，即或是一些带有哲思味道
的情绪书写，也只是一种意境的延续和
拓展 ，寻着这个意境的维度 ，你可以猜
测，也可以蕴发新的感触。

“故乡也许不习惯锦上添花， 但一
定会雪中送炭。 比起都市的光洁，故乡
是粗糙的 ；比起都市的灯红酒绿 ，故乡
是黑灯瞎火的； 比起都市的人声鼎沸，
故乡是寂静无声的；比起都市的流光溢
彩 ， 故乡是简陋朴素的……故乡的聋
耳， 不一定能听懂你晦涩拗口的言辞；
故乡的浊眼，不一定能读懂你云雾缭绕
的心迹，但对你落寞的表情和无助的哭
泣 ， 却一定会有敏锐的觉察和回应 。
（《回不去的故乡》）”

安黎的叙述有时冷冷的，他把一种
对故乡的温度 ，藏在文字的背后 ，你甚
至会觉得那些文字，透出一种镔铁般的
森然之感。 然而，一旦这些文字进入人
的心灵中 ，它就会瞬间产生热能 ，慢慢
地滚烫起来，烧灼起来……细品安黎的
文章，你会发现他不是耽于一种对故乡
的描绘 ，那些泛黄的记忆 ，他写得很粗

略、很节简。但安黎的高明，是他在不经
意回望故乡时， 所彰显出的人生态度，
那既是世俗的，也是哲学的。 他用这两
种元素来完成自我剖析的过程，这种剖
析虽带有自嘲 、自讽的成分 ，但没有贬
斥，而是于涩苦中透出的省察。

“在羊的眼里， 人永远属于一个捉
摸不透的群体，永远不像虎狼那般直来
直去：人的笑，不一定表达的是高兴，也
有可能是不屑 ；人的爱 ，不一定表达的
是喜欢，也有可能是言不由衷的虚晃一
枪……人最令羊不解的是，总是那么不
消停 ，不那么安分 ，总想着要改变这个
或掌控那个。 得陇望蜀，挖掉树却又栽
树———面对人的舞台，羊像躲在角落里
的观众 ，一副袖手旁观的样子 ，只能任
凭人折腾 。 （《西行记———陇西乡野掠
影》）”

“落后与贫穷， 于人的生活是一种
不幸，但于生态却是一种大幸。 贪婪的
心在沉睡，大自然因未受到过度打扰也
在睡眠。 原始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星星
光泽熠熠 ，月亮脉脉含情 ，树叶尚且翠
绿 ， 雾霾 尚 未 投 胎 。 （《乡 村 今 夕 观
察》）”

对于安黎而言 ， 记忆可以是泛黄
的 ， 但人的情感和思想是不可以泛黄
的 。 故乡的人 、物 、事 ，在轻重与取舍
上，更多地倾向于人事。 他对记忆的翻
找是辨析的 ，离乡背井好多年 ，回望却
并没有陌生感。 故乡的人事，是魂魄所
系。 一个没有乡愁的世界，是索然无味
的世界 ；一个没有乡愁的世界 ，又哪里
能获得人伦的亲情与关怀？每个人的故
乡既是美好的 ，也是残缺的 ，而正因为
其美好与残缺，才让我们持久而永恒地
守望。 安黎不仅写出了故乡的美好，也写
出了残缺，灵魂的温度在文字的背后，而
这一点必须用心去揣摩！

感 受 文 字 背 后 的 温 度
———读安黎散文集《与故乡握个手》

叶松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