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德隆，晚清地方文士，清乾隆庚戌年即
1790 年出生于岚皋县孟石岭小毛家沟，卒于咸
丰己未年即 1859 年，寿龄 69 岁。

宋德隆于道光三十年即 1850 年为孟石岭
镇大、小毛家沟众人修建双丰桥撰写下了两篇
碑文，文字优美，史料价值极高，成为岚皋历史
上不朽的华章。 两篇碑文现幸存镶嵌于孟石岭
镇双桥村双丰桥泗郎庙内，均无额题，当今学
界依据碑文内容分别为其命名为《双丰桥建桥
碑记》和《双丰桥禁赌规制》。 张沛先生在他所
著的 《安康碑石 》一书中则称之为 “双丰桥组
碑”。

1993 年版《岚皋县志》在“人物志”中无宋
德隆之名，却在“艺文志”中选有一篇《双丰桥
建桥碑记》。 2021 年 8 月由岚皋县政协编印的
《岚皋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一书则有其人。 《双
丰桥建桥碑记》一文独立成为一方碑石，详细
记叙了建桥的缘由过程，四季朝暮景色和涉水
过河的不便以及桥建好后人们登桥远望周边
景致的欣喜。 碑文下笔如神，文辞华美，妙语连
珠，层次分明，是一篇文辞、意境俱佳的散文短
章。 《双丰桥禁赌规制》 一篇碑文占据三方碑
石， 刊列了当地民众共同商议的十条禁赌条
规，又附录刊列了十三条乡规民约，具有细微
真实的民风信息， 是地方祖传的道德风尚，也
是展现岚皋古代文明极其珍贵的一件实物。

“双丰桥组碑” 浸润了大量的清代历史文
化信息，兼具人文、史学和民风价值，受到当今
史学界、文物界、文学界的盛赞和好评。 也因了
这两篇碑文及其古桥古庙， 双丰桥禁赌碑于
2008 年 9 月忝列陕西省政府第五批省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现已成为一处远近知名的
人文景观。

同时，双丰桥清代禁赌碑碑文具有较强的
现实意义。 为此，中、省、市、县纪委 2017 年 2
月专门到此拍摄了一部电视专题片， 题目为
《双丰桥禁赌碑》， 并在中纪委网站头条播出，
在全国引起了反响。

茹金 ，字元浦 ，汉阴人 ，清道光二十六年
（1846）进士，师事乡贤董诏，深钻唐宋明清之
文学，名扬远近。 他在育英书院执教时，外地不
少学生长途跋涉 ， 慕名求教 。 嘉庆十八年
（1813）后历任山西壶关、四川乐山知县。 任职
期间，仍热衷教育，以官兼教，执政清廉，深得
民心，并为其立碑，以纪德教，后卒于家。 著有
《衣江宦迹录》和诗文数百篇首。 其文笔通达，
意境高远，这在《重修丈人亭并灌台碑》一文中
亦有体现。

对于碑体的写法，《文心雕龙·诔碑》 篇提

出：“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 其序则传，其文则
铭。 标序圣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
其峻伟之烈。 此碑之制也。 ”就是说，碑文是史
传文字，应包括事实，不能全空。 不是纯粹朴素
的叙述，要有描写，要刻画形象，托出人物的高
风亮节。 茹金写作此文颇合碑体的要求，先考
证周丈人的虚实，说明汉阴确乎是“周丈人抱
瓮之乡”。 又论证丈人品格的高下，说明此公是
古贤哲、高尚士。 最后详叙钱某修亭经过，并赞
美其“良法美意”，让古今贤人高士相互辉映。
全文构架紧凑，一气呵成。

古往今来，周丈人抱瓮已成经久不衰的热
门话题，正如碑文中所说“吟咏凭吊不一而足
矣。 ”庄子著此文旨在提倡素朴，抱残守缺而不
求进取。 但茹金称赞丈人有“葛怀遗风”是“古
之贤哲”，乃“高尚士也。 ”并认为丈人出在汉
阴，是地方的荣耀。 碑记中所颂扬的梅江公祖，
本名钱鹤年，浙江乌程人，曾先后三次任汉阴
抚民通判达 16 年之久。 此公重视社会风尚，关
心地方文化建设，重修丈人亭和灌台乃其壮举
之一。

彭懋谦 ，（1836—1905），字小皋 ，石泉人 ，
清同治辛未（1871）科进士，晚清名儒，官工部
主事，历署广东督粮道、惠湖嘉道，赏加按察使
衔。 任内也是廉洁青白，称颂于世，民众称为
“彭青天”。 解职后历掌关中书院教务，组织重
刻经史诗文 30 余种， 以惠士林。 在这些古籍
中，比较著名的有《二曲集》和《汉魏六朝百三
名家集》。 如今，这些已经成为保存较为完整的
研究古代文史的重要文献。 光绪十三年（1887）
告老还乡。 在石泉成立山蚕局，教育和发动民
众植桑养蚕，发展地方经济。 他写的《山蚕易简
序》，收载在县志《艺文志》中。

“盖闻天下大利，首重农桑。 史籍流传，尝
称货殖。 然欲大开财源，固贵因地制宜，尤贵协
力同心。 我邑地瘠民贫，农桑货殖，均无足称，
惟山蚕一事，较易举行。 缘槲栎各树，遍地成
林。使无用之树叶，变为黄金。 ”文章开头，彭公
就明白无误地指出了石泉发展山蚕的优劣势，
开门见山用遵义 、鲁山 、川北各县的 “喂养获
利”与石泉作一对比分析，并制定章程，然后付
诸实施。

为普惠民众，“共兴此利”，彭懋谦通过“众
筹 ”，发起成立 “溥利公局 ”，考察学习古法养
蚕，聘请蚕师，引进优良蚕种，“自始至终，无一
不殚精竭虑。 ”“蚕种到石，照本分售。 山蚕告
成，定价收买，亲疏一律，童叟无欺。 ”民众趋之
若鹜，“未有不乐从者”。 如今，石泉已经成为我
国西北蚕桑第一大县了。

彭懋谦不愧做过工部主事，又在江南任过
职，比一般书生更晓“经济策”。 他的“邀聚股
份”、“按股分息”的办法颇有“超前”意识，至今
仍有现实意义，而这篇以论述为主的序文也是
安康发展蚕桑经济的一个印证。

光绪二十六年（1900），陕西巡抚慕名请彭
懋谦到赈务总局任职，已年近古稀的彭懋谦毅
然前往。 期间他恪尽职守，克己奉公，而且始终
不领取薪水，以“春蚕到死丝方尽”的精神，为
陕西当地的赈灾和救济工作贡献了自己的余
生之力。

1993 年版《岚皋县志》在“人物志”中记载
了祝垲的生平，却无文章可查。 2015 年 5 月杜
文涛和曹英元从网上查询到国家图书馆存有
岚皋清代进士祝垲所著的 文 集 《体 微 斋 遗
编 》， 便立即派专人前往北京成功复制回
岚 。 经就教专家 ，选其中之精品与他们收录
的其他作品汇聚在一起，按诗歌、散文、理学三
个大类结集出版了《岚皋诗文遗存》一书，这才
使我们有幸看到自幼就被誉为神童的祝垲的
锦绣文章。

祝垲，本名祝隆贤，字幼获，又字定庵，号
爽亭，印垲，祖籍湖北武昌。 清道光七年（1827）
出生于砖坪厅城（今岚皋）。 他自幼聪明过人，
誉为神童。 7 岁作诗文，9 岁府试榜首，入县学
就读。 11 岁学业优异获奖励。 道光二十三年
（1843）乡试第 20 名举人。 二十七年（1847）会
试第 67 名进士，分发河南内乡知县，后调太康
知县。 二十九年（1849）任河南考试官。 任职期
间，遵循法度，明辨是非，有“父母官”之誉。 祝
垲博学深渊，虽一生戎马倥偬，但学而不倦，著
有《体微斋日记》《爽亭斋易说》《语录》等书。 清
光绪二年（1876） 11 月病逝，葬于砖坪厅蔺河
漫坡。 “文化大革命”中，祝垲墓被红卫兵掘墓
开棺，有黄金、水晶石眼镜等殉葬品。 有关祝垲
传说，已被人搜集整理成民间故事流传。

令人遗憾的是祝垲的许多著作已散佚，好
在发现了古版本的《体微斋遗编》，虽然此书不
是祝垲的主要著作，但聊胜于无，总算稍稍弥
补了历史的缺憾，岚皋名人祝垲历史的另一面
总算有个大略的呈现。 如其子祝嘉庸（晚清砖
坪厅今岚皋县人，生平不详，在山东宁津、直隶
延津、河北赤城任过知县。 史籍中有片段记载，
修编过《宁津县志》，并撰有文章刻印。 笔者注）
在《祝观察事略》一文所记，祝垲是满清朝口碑
甚佳的干员廉吏，是个有故事的人，并深得清
朝几个大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曾格
林沁之辈的赏识。 也同时提及祝垲在程朱理学
的研究方面有颇深的造诣。 但因为著作无存，

人们经常提及的是他的政绩，却忘了他还是一
个理学家。 直到 2015 年 4 月《体微斋遗编》的
发现才掀开冰山一角。

我们仅从这“冰山一角”中就能领略到祝
垲深厚的理学造诣和颇具文采的“语录”之文。
语录，也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一种体式。 常用于
门人弟子记录导师的言行，有时也用于佛门的
传教记录。 因其偏重于只言片语的记录，短小
简约，不重文采，不讲求篇章结构，也不讲求段
落、内容间的联系，还没有构成单篇的、形式完
整的篇章，故称之为语录体。 先秦记载孔子及
弟子言行的《论语》及宋代记载程颢、程颐言行
的《二程遗书》，均堪称语录体的典范。 祝垲《体
微斋遗编》除部分诗作外，余皆为语录体。

所谓“遗编”，当指前人留下的著作，或指
散佚的典籍。 祝公的这部“遗编”，由作者的儿
子祝嘉庸亲自校对，清人贺瑞麟和徐桐为其作
序。由序文可以看出，时人对祝垲的学问是认
可的 ， “无人不称为深于理学 ”， 评价他为
“通儒全才 ”， 而且祝垲能成为 “才子 、循
吏 、将略 ，一皆出于理学 ”。 贺瑞麟对祝垲的
理学水平有细致的分析：“守程朱之说” 又能
“补偏救弊”。 徐桐进一步肯定祝垲在理学方面
的建树，认为他“益求夫金溪、姚江之绪，而于
濂洛关闽诸儒之旨， 融会贯通”，“益叹先生之
学为不可及也。 ”祝垲理学达到何等境界呢？他
以“慎独为宗，以省身寡为，鞭辟著里，已近理
工”，“所谓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莫
不与往圣微言奥旨略合符节”， 并为他英年早
逝而感叹唏嘘！

两位清代文人的评论大体不错，但祝垲绝
非仅仅是“拿来主义”，他对于理学特别是心学
部分是有独立见解的，不乏创新思维。 大体说
来，他是以孔孟儒学的视觉观照、理解和评述
明清理学，并进入理学的境界。 因为著作的散
佚，学界对此人在学术上的建树缺少关注。 杜
文涛等人，做了一件好事情。

书到现在，应该隆重推出本土刘氏文学家
族了。

明代安康刘氏乃诗礼簪缨之族，一门四进
士一神童：第一代刘卿、刘宇官高名重，皆有著
作行世；第二代刘绍基，少年天才，全国十二神
童之一，名噪京师；刘开基、刘其言进士及第，
学博好古。 但明代三刘著作失传，引为千古之
憾。 从仅存的几篇诗文作品看，亦不失大家风
度。 清初刘应秋乃第三代嫡传，30 万言 《一砚
斋 》以手稿传世 ，家境虽 “君子之泽 ，五世而
斩”，其文学水平却已青出于蓝。

（连载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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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题材创作其史料主要记录于各种
档案史志中。 据一段历史创作成美术作品，
需要画家认真研读历史，弄清楚史实，并根
据个人的经验与判断，以合乎“历史真实”
原则进行充分构想。 作为美术作品，不能仅
仅图解历史，仍需要强调其艺术性，譬如构
图、笔墨、情境，更要着力刻画人物的精神
面貌，以形写神，形神不离。 可以说，题材意
义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而艺术属
性是作品本身是否具有生命力的根本，没
有题材意义，作品就不具有社会功能；艺术
性缺乏，作品缺乏感染力，两者不可偏废。

癸卯二月， 旬阳市段家河镇人大主席
邓发平先生托我创作一幅历史题材作品，
我欣然应之。

交谈得知， 段家河镇曹山村这些年以
樱桃产业带动了乡村游， 镇政府在打造乡
村景观、培植庭院经济的同时，要赋予乡村
游以文化内核。 记得 2015 年那年，我与众

安康文化界朋友游樱桃湾， 当时某著名歌
唱家激动地要在此地建设一个乡村项目。
若干年过去，我们几乎每年都要充满仪式
感地赏樱桃花 、采摘樱桃 。 我们见证了
樱桃湾与曹山一年胜似一年的变化 。 有
好几次 ， 我与 Z 博士等游玩于此地 ，深
感打造一个乡村游项目不难 ，但是乡村
游如没有文化内核就流于肤浅。 此次该镇
委托我创作历史题材作品，作为村史馆的
重要陈列 ，我想 ，这是挖掘文化根基 ，凝
聚乡村文化核心的切实措施 ， 乡村游因
此而变得厚重起来，基此，这个创作别具意
义。

这是一个红色题材。 基本史实为：1941
年正月十六，共产党员魏凌玉、进步人士曹
仲州、 华进万被国民党保安队枪杀于曹家
大院。提供的文字资料也就是百余字。经查
阅历史素材，在动手创作前，我构思了这样
的故事：

八十多年前的正月十六， 刚过完年的
曹山村仍有春节气氛。 曹家作为大户人家，
门庭春联依然鲜红， 屋檐下高悬的红灯笼
在寒风里摆动。

曹家人早早关了门， 在静悄悄的大院
通向后门处一个不起眼的小房子里， 火炉
边围着几个人， 共产党员魏凌玉和进步人
士房东曹仲州，进步人士华进万，正在秘密
商议事情。 曹仲州的妻子在一旁端茶伺水，
桌子上放着一些油印文件、传单。 曹仲州的
母亲靠在一面墙边纳鞋底，有些心不在焉，
不时用忧戚的眼光看看火炉边的几个人。
这些人说话声音压得很低， 老太太耳背听
不清具体内容，但是，她觉得这些人在商议
惊天大事。

微弱的灯光映照着窗棂， 窗外是有一
阵没一阵的风声和残叶偶然落地的嚓嚓
声，冬夜静得出奇，炉火明明灭灭映照着三
个汉子凝重的脸。

“咣”的一声，没有任何征兆，门突然被
撞开，一群全副武装的敌人涌了进来。 魏凌
玉暗道不好，曹仲州、华进万急将桌面的纸
张扔向火炉，国民党一士兵用枪托向华进万
砸去，华进万起身与士兵搏斗。 魏凌玉、曹仲
州随手拾起棍棒与国民党士兵打斗在一起，
无奈寡不敌众，三人很快被控制。 军官模样
的敌人（朱汇川）对魏凌玉狞笑：你们没地缝
可钻吧———都给我绑了！

三人被带到后门的一块空地旁。 军官
与几个士兵在屋檐下低语着什么。 然后他
们回过头来，对魏凌玉恶狠狠说道：早就盯
着你们了！ 想谋反？ 对你们严惩不贷，决定
就地枪决！

魏凌玉、曹仲州彻底放弃了反抗。 魏凌
玉像铁塔一样站在那里， 回想着自加入中
国共产党以来， 在白色恐怖下与国民党的
周旋与斗争。 今天被国军突袭，这是早就预
料到的事情。 要胜利，就会有斗争，要斗争，
就会有牺牲，然而，就目前中国的革命形势
以及全国工农对我党的支持来看， 胜利是
必然的。 想到这里，他挺直了脊梁，浑身弥
散出凛然的气节，他眺望着夜色里的群山。
革命的洪流就像山下滔滔汉江， 在暗夜里
不屈奔涌！

曹仲州看着妻子和由于过度惊吓悲伤
而瘫软在地的老母亲，他意识到，徒劳的反
抗带来的是国军更加残暴的手段， 他不想
让两位亲人目睹这种流血， 所以他把自己
稳定下来。 虽然尚未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这
些年受到的革命影响， 足以坚定他的共产
主义理想。 只有华进万平常就有些刚烈，在
红色武装里是作战勇敢的战士，此时，他不
甘被捕，刚烈的性格让他决不放弃反抗。

国军在翻搜着屋子里的物品， 朱汇川
一边把玩着手枪， 一边志得意满地在三人
面前踱步，当他目光和魏凌玉相遇，他努力
让自己杀气腾腾，可是，魏凌玉那种决死的
凛然义节，让他心里震动……

十多分钟后， 曹家后院的旁边传来了
尖利的三声枪响。 声音在群山里撞击，仿佛
把黑夜撕裂出巨大的伤口。

作品腹稿极其重要。 按我的经验，腹稿
没打好就不能动笔画草稿。 因为，后面的所
有草图都跳不出第一稿藩篱。

在一周的时间里，我给自己讲故事，尝
试猜想那些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 选取一
个合适的节点。

在那个漆黑的夜晚，激烈的反抗过后，
三烈士罹难前的内心活动、神情，包括敌方
朱汇川和那一众国军士兵、 烈士家属。 场
景、服装、道具。 在艺术表现上，思考主要人
物的安排，人物之间的关系、构图构成、色
彩……

没有图像资料可资借鉴的创作， 既简
单又复杂。 简单在于创作主体的自由发挥，
复杂在于“像那个人”以及那个人在事件里
的精神面貌。

历时一个半月完成了创作。 作品无论
是对历史史实的反映，人物的刻画、画面的
张力、视觉冲击力等尚算完满。

我只参加过第十七届 、
十八届两届国展， 现从旅游
的角度谈谈我的感受和建
议。

凡是收藏门票的人们 ，
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旅
游，在饱览大好河山、人文景
观的同时， 想尽一切办法收
集门票。 记得第十六届展在
黄陵举办期间， 由于自己刚
加入协会， 整个券界只认识
我们山西的两位会长， 国展
是怎么回事一窍不通， 但是
后来看到参会人员参加祭拜
黄帝陵的照片和报道， 真叫
一个羡慕。

第十七届展在石家庄召
开， 开幕式前组委会组织了
西柏坡自费一日游， 大巴车
满载券友一起参观了革命圣
地———西柏坡。 闭幕式后又
组织了于家石头村等地游，
由于邀请几位老师到晋中游
览，未能参加。

第十八届展在衡阳举
办，湖南国展组委会在组织旅游上下足了功夫，开
幕式第二天， 会议组织全体与会人员参观王船山
故居、夏明翰故居和陆家新屋衡阳保卫战纪念馆，
更使人高兴的是展会结束之际， 组委会又联系了
旅行社， 按照多数人的意愿， 组织了几条线的旅
游， 我们伙同四川参会的几位老师选择了炎帝陵
和井冈山线，实现了渴望已久的井冈山之旅，加上
会前的衡山、石鼓书院游，参加十八届展是一次非
常充实之旅。

仔细阅读李文康老师的 “全国第二十一届旅
游门券收藏展览实施方案”一文，文中提到“展览
期间将组织参会代表在安康周边旅游考察， 参观
第二十三届中国安康汉江龙舟节开幕式。 ” 的安
排，非常有吸引力，特别是参观龙舟节开幕式，极
具地方特色的活动， 必将给与会者留下深刻的印
象。

因门票收藏队伍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居多，且
这次国展主办单位有安康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
建议先成立一个参加二十一届展人员的临时微信
群，在征求参展人员意见的基础上，国展前后由旅
行社规划几条旅游线路供选， 这样一方面满足了
参会人员的旅游愿望， 另一方面也为旅行社提供
了客源。

李文康老师的 “全国第二十一届旅游门券收
藏展览实施方案”，对二十一届国展做了全面细致
的安排，坚信安康国展定会取得圆满成功。祝福安
康，祝福国展。

来
安
康
游
安
康

周
新
娥

活 化 的 历 史
———《不摧的信念》创作记

王关棣

日前 ， 中国舞
蹈家协会会员 、中
国民族民间舞蹈研
究会会员 、 市群艺
馆 “ 小 场 子 传 习
所 ”、安康南枫民间
歌 舞 团 团 长 王 秋
婵 ， 应邀到陕西师
大 “美育课堂 ”，为
50 多名研究生讲授
《小场子舞蹈技巧
与传承》。

王秋婵主讲了
小场子舞蹈的艺术
特征 、 基本动作和
风格组合 ， 并辅导
学员练习掌握基本
技巧和舞蹈组合 ，
南枫民间歌舞团演
员周芳 、 屈兰平示
范表演了小场子舞蹈。 学员们学习兴趣浓郁，跟着王老师学表
演技巧、编草帽花等，陕西师范大学相关领导和省“非遗”专家
也亲临现场并做了鉴赏引导和美育论述。

小场子以八岔唱腔为主， 表演时以三尺见方桌子为舞台，
一旦一丑二人在锣鼓声中登台。 在表演风格上，丑角以逗趣为
主，表演泼辣，旦角含蓄。 小场子艺术风格是唱词说词诙谐幽
默，动作洒脱，细腻缠绵。 鼓乐伴奏，场面热闹，它的引人处在于
丑角手中草帽圈在舞蹈转身的一瞬间即可变出多种花样，以此
揭示情节和人物内心的变化，据民间艺人讲，草帽圈的变化最
多可达 50 余个花样，有“观音帽”“双护耳”“单喇叭”“货郎帽”
等帽花。

近年来，我市全方位高质量推进群众文化事业发展，让传
统文化再显张力，如今，小场子被列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
成》文献，是陕西省首批“非遗”保护项目。 本次活动也拉开了
2023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培训活动的序幕。

小场子走进陕西师大
美育课堂

记者 张妍

不摧的信念 王关棣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