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旬旬阳阳博博物物馆馆

“是盏！ 是中华缠枝纹薄胎玉壶！ ”最近，一部自制短剧
《逃出大英博物馆》爆火出圈。 短片采用拟人手法，讲述一盏
中国玉壶的回家路，感动了万千网友，一时间“文物归家”在
网上成为热门话题。 有网友动情地写下 ：“瑰葭路又叫归家
路，总有一天，流落在外的中国文物，会风风光光、堂堂正正
地回家！ ”

每一件中国文物，都承载着泱泱华夏的文明故事。 如果
要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风俗民情，最好的办法就是走
进当地博物馆，感受历史的变迁。

旬阳市博物馆位于汉江、 旬河交汇处老城之巅的龚家
梁，以修建于明成化八年（公元 1472）的陕西省文物保护单
位旬阳文庙为馆址。 占地面积约 2370 平方米， 馆藏文物 1
万余件，现有《开拓的足迹》《馆藏选粹》《匾联神韵》三个陈
列展览，融合多元文化，地域特色鲜明，常年对外免费开放，
年接待游客近 10 万人次，是一个集收藏研究、陈列展览、
爱国教育、社会教育、旅游观光为一体的文化旅游阵地、社
会教育基地和对外文化交流综合窗口。

旬阳市博物馆，坐北朝南，自前到后作台阶式上升，分
为上中下三个院落，贯通南北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照壁、
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主体建筑，中上院的东西厢房以中
轴线为基准，左右对称，层次分明，走进博物馆，可以近距离
体验传统的宫殿式建筑特征， 与文物来一场近距离的心灵
交流。

建馆 30 多年来，旬阳市博物馆在文物征集、陈列展览
和田野文物保护及文物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先后
被命名为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陕西省热搜 50 强博物馆”
等称号。 2009 年被原国家文化部、文物局评估核准为“三级
博物馆”，同年被国家核准为“免费开放博物馆”。

考古资料表明，距今六七千年前，已有先民在旬阳地区
繁衍生息，但旬阳地区真正的开发和繁荣，是在战国秦汉时
期。 春秋战国时期，旬阳为秦楚争夺的战略要地，秦统一六
国后，于旬水入汉水处设旬关置县。 旬阳出土的数千件文物
中以战国秦汉时期最为丰富， 是这一历史时期旬阳地区开
发、繁荣的见证，这些文物以中原文化为主，又明显受荆楚
文化、巴蜀文化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不仅是研究
旬阳地方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而且对研究汉水中游和秦
巴山区乃至我国古代南北文化相互交融的历史都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不仅承载着历史的记忆，
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教化功能， 是学校历史课堂向社会的延
伸。 近年来，旬阳市博物馆坚持“线上+线下”“巡回+馆藏”
等方式多元展现旬阳文物，实施“基地教育+博物馆流动展
览”“馆藏文物进课堂”馆校共建项目。 用独有“打开方式”，
冲破了群众与文物之间的阻隔， 为游客提供了更好的参观
体验，真正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旅“融”起来。

旬阳市依秦岭而拥汉江，临湖北而守要塞，自古为兵家
必争之地，战事频繁，引起政权更迭、迁徙流转，促使古老文
化与巴蜀、荆楚、吴越、中原及岭南文化融合与升华。 在漫长
的历史长河中， 生活在秦巴深处、 汉江与旬河之交的先民
们，以其勤劳、智慧的双手，在茫茫苍苍、山重水复的旬阳大
地上，创造了富有汉江流域特点的古代文明。

走近文物、走进旬阳市博物馆，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历史
对话。 “中国古代第一老丈人”的独孤信印、中国古代特有的
计算工具象牙算筹和车马饰品、象牙化石、玉器、陶瓷、铜器
等文物，让人印象深刻。 在汇聚南北、荟萃多元的旬阳，循着
先民在这块土地上开拓的足迹， 去了解浓郁的地方特色和
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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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亘着的凤凰山，随着巴山弧形构造和秦岭纬向构造，为秦巴
大地增添了浑雄、壮丽的风光。 凤堰古梯田久负盛名，因凤凰岭的
屏障，多了几分神秘之感。

虽是秋天，但酷暑余热尚在，多雨的季节，“青纱帐”从峡谷向
着无际的四野里漫漶，坡坎、沟壑，重峦叠嶂、勃勃生机，与蔚蓝而
高远的晴空相互映辉，水蛇腰似的弯弯山道在林荫下拐来拐去。秋
蝉的叫声多少还是有点儿孱弱，从林深处传过来时，依旧是饱含着
生命的激情。 也有从树梢飞过来撞在玻璃上的，仰面朝天，六条腿
儿乱踢一阵之后，凭借两只透亮的翅膀拍打着，翻身飞去。 有的落
在玻璃上撞晕了，双翅还没有停飞，一双复眼加上三只小眼，同时
朝我瞅着，又“吱”的一声飞远了。

白云在山巅一动不动，迎面而来的山风更加清爽，翻过山垭，
竟是另一番景象。

幕霭深处，连绵的山脉被烟雾笼罩，似“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
人，让人忍不住想探寻那神秘的容颜。从这里向正前方眺望，幽静、
宏阔，风堰古梯田深锁其中。 山地人家的房前屋后种满了苞谷、糜
子、向日葵，远远地它们就把成熟时特有芳香向我扑面送来。 鳞次
栉比的农舍、红墙绿瓦，被阳光闪耀的光斑和玻璃窗上明亮的折光
所覆盖后显得格外耀眼。 多年了，曾经的记忆中，山里人家的石板
房、土瓦屋、茅庵房、石碾、石磨，也让人发过无数次感慨。连枷上下
飞翻， 牛拉碌碡在打谷场上的吱呀声， 寄托着庄户人家收获的希
望，笑声与喜悦随袅袅炊烟在田野飘荡、回响。贫穷中的安逸，劳作
中的期盼贯穿着农户人家的每个春播秋收。 在他们的辞典里没有
“农药残留”“亚硝酸盐”，吃饭时端着粗瓷黑碗，蹲在猪栏旁或是圪
蹴在羊圈边，用结着厚茧子的双手，抹过脸颊上的汗，随后拍打衣
服抖落身上的灰尘。 “富不离书，穷不离猪”，政府鼓励着养猪养羊，
六畜兴旺就是农户们盼望的幸福。

几百年的沧桑岁月过去， 眼前的古梯田作为农耕文明时期智
慧与勤劳的杰作，不但为一方百姓生长庄稼，也记录着一个家族，
甚至一个民族生存的顽强和不易。据说在二百七十多年前，有一些
吴姓人家因徒迁一路颠沛流离走至凤凰山下， 或许是看中了这荒
草乱石下肥沃的土地，就此搭起茅庵留了下来。 后来，这些吴姓人
家凭借着不屈的意志和精神，在这片沃土上生根发芽，繁衍子孙，
一代代发展起来。

油菜花开时，从凤凰山往远方望去，满目的灿黄映入眼帘，四
野里的花香更是陶醉人的身心。临近花的末期，一片片白绿色的花
田里，零星的花朵上有小蜜蜂时而飞起，时而落下，有些枯萎了的
叶子落在地上蜷缩着。

田埂、 水沟里流淌着清冽冽的水， 从凤凰山一路奔淌汇聚下
来。 每块大田里都有排水沟，侧耳倾听，或潺潺、或叮咚，用自然的
力量安抚着人的心灵。梯田多是片石竖着砌垒，历几百年风雨竟还
是当初模样，石缝儿有灌木，荆条，也有类似金银花藤蔓的植物，其
旺盛和葳蕤的样儿看不出生长的艰难， 其实它们的根早就扎在泥
土里。独有的水系，源于苍莽的凤凰山，清澈而甘甜，砌成的水渠和
田埂默默地陪伴着每一块田地走过了几百年。

今天，这里以吴姓人家为主要姓氏的乡邻，承先民遗风，享山
水之乐，传统的自然美，注入时代之美的华丽转身，把一个旋涡镇
全面提升，使这里的名气更上一层楼。

多少年来，山谷中轰响的瀑布日夜不停地流着，仿佛永远不知
疲倦。 晨曦出现在东方地平线，在朝霞升起的地方，雪白的飞瀑被
涂抹了一层橘红色的光，水晕又折射去，悬崖峭壁，有了光芒，一片
绚烂，溅起的水滴如彩珠一般。岩畔、花草上的露珠也有了色彩。就
连狗尾巴草，那一刻也忘了自己是谁，欢喜地朝远方点着头。

深夜，大山在沉睡，森林、村舍、静谧的四野、零星而无端的狗
吠、哀叹似的林鸮声，以及夜行动物制造的窸窣、夜风滚过的簌簌
声、野猫入村与家猫恐怖的撕咬，构成了夜的协奏曲。 此刻，瀑布飞
落的旋律显得格外响亮与动听，回荡在山野沟壑间，像永不谢幕的
交响乐。 听闻曾有成群的猴子，选择迁徙巴山，却把日子推了又推，
大概就是因为这挂瀑布下的热闹和歌声而不愿离去吧。 直到一百
年前才过汉江去了巴山。

金秋，是风堰古梯田收获的季节，极目四野，山坡上一片灿黄，
沉甸甸稻穗弯腰低头，谦逊和蔼。 随风而舞的稻浪徐徐而至，带有
稻子独有的芳香。 成熟期不一的梯田有着深浅不一的颜色，像一幅
幅画儿铺在这里。 回头看时，是一块块明镜样的水面，有的荷叶还
在枝头摇晃，有的已成褐黄色，耷拉着漂在水中。

我看过云南的哈尼梯田，气势磅礴，从 15 度坡到 75 度峭壁都
有梯田，一般农家村庄和梯田相距较远。 而这里则是集“山、水、田、
屋、村、庙、农”，浑厚、雅致、清新、壮美。 特别是吴家花屋分为东西
二院，西院规模壮观，庭院廊阁，花厅天井，石缸假山，雕梁画栋，是
活着的“古董”，为这里注入文化元素。 大院前厅后廊，虽然不再鲜
亮如初，却是先辈们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时候，用创业精神和坚韧
不拔的毅力，用一石一瓦构筑起来。 木格窗棂早已成了褐色，蓝青
色台阶石上已经伏着绿苔， 但仍能想象到大院主人站在台阶上挥
汗如雨，面对着金浪连天的稻田时欣喜的心情。 簸箕柳长在稻田的
小溪旁，柳条随着这个季节也成了稻黄色，有了小黑斑的叶子上，
几只豆娘飞起落下，十分悠闲，被惊动时，极不情愿地扇着宝石蓝
小翅膀，一晃飞向远处。

游兴昂然，想起这一日正是癸卯年白露，田埂上有人用席围着
一个方形大木匣在摔稻子。 这是十分传统脱离稻子的方法，我远远
好奇地望着这场景。 记忆里的秋天，同样也是秋阳高照，白云朵朵，
有着吃新鲜白米饭的期待，高兴时还会滚在稻草垛上嬉戏玩闹。 如
今家乡盖起了高楼，早就没有了蛙鸣和蛐蛐的叫声，但细听摔稻子
的声音，过往的记忆都历历在目，蹙了蹙鼻子，嗅到新稻的清香，是
这里独有的香米稻子。

古梯田经历了年复一年的岁月变迁， 田中的泥土变得更加肥
沃。 随着时代的脚步，阡陌不再泥泞，田埂上，走过的游客带着对田
园风光和古梯田的敬偎与虔诚，探索石砌中最原始的宁静，用手抚
摸着砌垒石，寻找着远去的温度，凑近双目，那冰冷的石花上仍然
可见最初的指纹。 到这里来的游客，可能会因为一棵草、一枝花感
慨惊呼，凝视着天空中悠悠的白云，人的思绪也随着白云飘远。

大山的遮阴无声无息地走近， 凤凰山的轮廓在烟岚云岫中愈
加散发出灵气。 熙攘的行人游兴未尽，在水畔拽一把水薄荷，揉出
汁液缚在太阳穴上，那沁骨的清爽和芳香，令人心旷神怡。 有人抬
头望那枝头凌空一片秋红的果实，映着没有一星儿杂质的蓝天，这
是多么令人心醉的画面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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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一 水 库 礼 赞
李永明 文/图

“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
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

这首民歌《我来了》源自安康八一水库建设时期，真实
地反映了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安康人建设八一水库时战天
斗地、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被郭沫若、周扬选编的《红旗歌
谣》收录。

为提高粮食产量，改变靠天吃饭的历史，1958 年，原安
康县的 32000 名民兵和退伍军人组成 “安康农业八一基建
团”，在县人民武装部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带领下，在富家河
源头下游 38.5 公里处动工修建八一水库蓄水工程。 工程采
取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办法，因工程大、渠线长、地质
复杂，方案几经变更，工程三上三下，直至 1976 年，一条有 8
个流量、跨越 29 座山头、经过 75 处险崖，穿过 17 个隧洞、
绕过 23 道河湾，全长 32 公里的盘山渠道竣工通水，灌溉面
积 6.2 万亩，有效灌溉面积 2.5 万亩，惠及五里、关庙两区数
十个乡（镇）。

八一水库工程工期长达 18 年，累计投工约 1500 万个，
完成土石方 700 余万方。 在现代大型工程机械齐上阵的工
地上完成这些庞大的土石方都十分不易， 可以想象在当时
缺乏机械设备和物资保障的情况下，靠简陋的工具，用钢钎
凿岩、用人力运输、用石碾夯实、靠顽强的毅力和人定胜天
的信念，在崇山峻岭上完成 700 万方的土石方是多么艰难！
老一辈建设者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坚强意志，战天斗
地、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不计得失、不求回报的无私奉献
精神，以排山倒海、敢叫日月唤新天的豪迈气概，逢山凿渠、
遇河搭桥，靠肩挑背驮、筑坝建库，奇迹般的在河道上筑起
了大坝，在崇山峻岭上凿出了渠道。 他们靠的是坚定的信念
和毅力，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精神，克服种种艰险，改造
了山河。 这种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感染了一代又一代

人，建成的八一水库惠及万民、造福子孙。
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那是一个激情的岁月，在那感天

动地的热潮中，每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每个支部都是一座
堡垒， 当年参加劳动热潮的老一辈水利人说：“那些叮叮当
当地敲打声音是最动听的音乐， 那劳动的号子是最感人的
诗篇。 ”在八一水库工程建设中，老一辈建设者付出了巨大
代价，施工中伤残与牺牲民工一百多人，地区水电局工程师
董敬英以身殉职。

八一水库的建成既解决了那个时期当地人的人畜饮
水、农业灌溉、排涝导洪等问题，又促进了农业增产，让贫瘠
的土地重新焕发勃勃生机，让穷山沟变成了米粮仓，让数万
名村民告别了吃粗粮的历史，每家每户都吃上了白米细面，
过上了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 水库的建成对安康社会经济
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改变了汉滨区落后的水利基
础设施状况，彰显了人定胜天的英雄壮举，成为安康人的精
神图腾。 八一水库成为安康水利建设的工程地标，八一水库
建设精神成为安康水利工程史上的一座丰碑。

八一水库建设精神是延安精神的继承和延续，是“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在安康落地生根的具体体现。 八一水
库建设精神融入了几代安康人的血液，更像是我们的亲人，
抚慰着我们的灵魂，滋养着我们的躯体，赋予我们宝贵的精
神食粮。

进入新世纪， 八一水库建设精神继续鼓舞着新一代水
利工作者开拓进取、奋勇前进。 1998 年，因八一水库上游暴
雨，大量淤泥进入库区，导致水库濒临报废。 为了从根本上
解决八一水库灌区灌溉面积锐减，用水矛盾突出的问题，两
千年在八一水库下游五公里处开工建设黄石滩水库，2006
年 8 月投入蓄水运行。 黄石滩水库总库容 4177 万立方米，
是安康市目前最大的农业灌溉工程，灌溉面积达 7 万余亩，

成为安康高新区和汉滨区五里、建民、江北、关庙四镇办 30
余万人的主要饮用水源地， 对保障下游富家河两岸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发挥重要保障作用。

今天，黄石滩水库没有忘本，没有褪色，一直继承和发
扬着八一水库建设精神，加强水库调度和水利设施管护，保
障农业灌溉和城市供水需求。 相继对干渠及渠系建筑物进
行加固改造，修建了 3 公里水工隧洞，减少了渠道老化导致
的渗漏和坍塌现象。 对二十公里干渠进行了覆盖，防止山体
垮塌堵塞渠道和水体污染。 制定切实可行应急抢修预案，多

次组织重大渠道垮塌险情进行昼夜抢修， 提前抢通恢复供
水，架通生命之源，保障群众安全用水需求，八一水库精神
在传承和发扬，鼓励了一代又一代水利工作者。

今天， 黄石滩水库践行新时代水利工作方针和治水新
思路，在新时期水利建设征途上，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
更生，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建设和树立更多更好的水利丰
碑，努力将黄石滩水库建设成为一个生态良好、设施完善、
惠及民生、流域和谐、管理规范的现代化灌区。

黄黄石石滩滩水水库库

凤堰古梯田 陈良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