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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方， 季节由夏到冬常常一跃而过，
国庆节过后，我开始期待着生活在北方的朋
友能做个晒秋高手。 不过在南方，秋天有那
绿意葱茏中的一溜金黄， 也能惊艳我的眼
睛。 入秋后的每个周末，我都有一种迫不及
待冲出城外、奔向田野的激动。 那镶嵌在蔬
菜大棚中间、那房前屋后铺展着的、那山脚
低洼处透露出来的片片金黄，统统变成我手
机相册里的宝贝。 在陌生的村子、荒凉的小
路上捕捉秋意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
故乡的那一亩稻田来。

故乡旬阳市麻坪镇,群山环抱，一条麻坪
河穿境而过，气候适宜，农作物种类繁多。 我
们在山坡上种小麦、玉米和豆类，在沿河两
边种水稻。 我们经常骄傲地跟人介绍自己是
住在河边的。 住在河边，意味着家里多少有
稻田，不用买就有大米吃。 住在河边，也意味
着交通上的便利，因为蜿蜒的公路就是从县
城沿着河水的流姿逆行而来的。 家里有稻
田，让我们在收获粮食方面、改善饮食方面
有了优越感。

因为气候原因，麻坪河沿途一年只能种
一季稻，所以我们对那一亩稻田格外用心照
料。 三月里，麻坪河道两边，到处都能听到赶
着牛犁田的吆喝声。 休息了一个冬天的稻田
再次肩负起为我们供应大米的任务。 其实在
这之前，大家已经集中在一块田里育好了秧
苗。 秧苗们在塑料薄膜搭成的棚里郁郁葱
葱。 只等各家各户的田犁出来，耙好来，就可
以起秧苗插秧了。 为了不耽搁时令，家家户
户互帮互助，几乎一夜之间，沿河两岸的水
田里就绿油油一片。 期间，时刻关注着秧苗
的吃水情况，精心地除草，施肥，看着、等着

水稻们在日月的交替中，慢悠悠地长到了秋
天。

秋高气爽的日子 ，在高空上看 ，黄澄澄
的稻田镶嵌在麻坪河两岸，像是落在大山之
间金色丝带，若隐若现。 这时候，收割稻子的
活计排上了日程。 麻坪河两岸顿时热闹起
来，金色的稻田里到处都是收割的人群。 为
了赶在第一场秋雨前收割完毕 ， 家家户户
“换工”互帮互助，把丰收的喜悦渲染的风风
火火。

有年秋天， 父亲因为一些琐事常外出，
因而“没有换到工”，到了割稻子的时候，不
好意思请人来帮忙， 只好带着我和弟弟下
田。

初次下田的我，原以为割稻子和割麦子
一个样。 父亲却说，割麦子是将麦子杆往身
边搂着割，而割稻子则将稻穗朝着身体反方
向推着割。 按照父亲示范，总是割着割着又
变回割麦子的姿势了。 稻谷叶子像小刀子一
样割得手臂发红发痒。 初次下田的兴奋感很
快就被稀释的全无。 邻居们纷纷批评父亲不
应该让女孩子下田干活。 随后，大家纷纷赶
来帮忙。 父亲非常高兴，立刻安排我回家帮
忙做饭，顺便去山里采点蘑菇，准备请大家
喝酒的菜肴。 大半天后，我家稻子全部收完，
顺顺利利在院子里晾晒开来。 晚上，帮忙的
人被父亲留下来喝酒，大家在一院子的稻香
里划拳猜谜， 充满了对完成一件农事的满
足。

许多年以后，在南方的田埂上看到那金
黄的稻子，不由自主地想要亲近。 秋天的稻
田是土地馈赠给劳作者的馈赠，也是秋天送
给我这个异乡人最好的礼物。

家乡那棵红枣树， 伴着
我曾住过的老屋。

有过多少童年的往事 ，
记着我曾走过的路……

这是知名作曲家祁隆作
词作曲的一首《红枣树》。 第
一次聆听歌曲时， 并没有太
多的感触，如今已两鬓斑白，
再次倾听熟悉的歌曲旋律，
却两眼含泪，成了曲中人。

我对枣树有一种难舍的
情怀。 儿时， 小院子有棵枣
树，几乎和房屋一样高。每年
春夏之际， 枣树像一把撑开
的大伞， 遮掩住了小院子的
大半个天空。按说，我家住在
巷子中间， 不是村里的热闹
位置，但正因为这棵大枣树，
让这条窄窄的巷子变得热闹
生动起来。

春天， 是与小伙伴们最
开心时。 树上开满了米粒大
小的黄花，蜜蜂“嗡嗡”地在
枝间飞来飞去；夏天，挂满绿
果的枝条在蓝天白云的映衬
下， 特别招人喜爱； 秋天走
来，天高云淡，一颗颗红红的
枣子挂满枝头， 像一串串红
玛瑙，又像一盏盏红灯笼；寒
风袭来，枣树叶落枝枯，又像
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默默地
守护着身下一片土地。

最让人难忘的是夏秋之
交枣树结果时。 此时已长大
的枣子，虽然只此青绿，但已
成街头巷尾小伙伴们关注的
焦点，盼星星盼月亮。不是今
天尝一个，就是明天摘两个。
枣子缓缓变红时节， 更是引
诱着小伙伴的口水直淌，馋
涎欲滴。

于是，趁大人不在家的时，便和小伙伴
们拿着长长的竹竿，敲打着树上红枣子，一
边打，一边吃，枣子掉到了地上，砸在了头
上，甚至为抢枣子相互碰倒，赶快爬起来，
相视一笑，继续闹着笑着。每次敲打枣子过
后，总会遭到父母责骂，说枣树不能用竹竿
敲打的，一敲打，往后就不结枣了。 直到现
在，我尚不知为什么不能用竹竿打枣，但竹
条打屁股的疼却真正体验过。 枣树下和小
伙伴玩得最多的游戏是跳皮筋、跳房子，男
孩子打纸片、 弹玻璃球， 大家玩得不亦乐
乎。除此外，小朋友们还在树下平放的石碑
上，一起写着作业。 这边坐两个，那边坐两
个，相互比赛着，看谁先做完。 我那时还算
一个比较安静的孩子，做完作业之后，总喜
欢把《小英雄雨来》的连环画，翻来倒去地
一遍遍地看着。

枣树下面那通石碑，历经沧桑岁月，记
得还有人专门来枣树下仔细查看过这块石
碑，问父亲卖不卖？父亲认为这块石碑正可
当吃饭的小桌子，一直没有同意交易。碑下
四周是用砖块垒起来的四个砖蹲， 成了全
家吃饭和我们写作业的石桌。 尽管那时的
饭菜非常简单，但全家人和睦地坐在一起，
叮叮当当的碗筷声，大人孩子的说话声，再
加上公鸡母鸡的“咯咯”声，交织一起，多么
好的田园交响曲。

在枣树下， 还发生过与父母之间的一
次争吵。那是即将考上大学的初夏，平时迷
信的母亲，为了能让儿顺利考上理想大学，
就在这棵枣树下默默地祈祷，并许诺，如果
能保佑孩子顺利考学， 会给枣树神祭拜上
半只羊。父亲闻听后，气呼呼地说：“你许诺
给树仙半只猪也行啊，咱们家从不吃羊肉，
你许诺半只羊干吗？”真不知道树仙是否收
到母亲虔诚的祭拜， 但那年我顺利考上了
大学，却是不争的事实。 后来母亲常常说：
“看，我说啥来，许下的愿灵验吧！咱们这棵
枣树是有灵性的，我那么虔诚，它一定会保

佑儿考上的。”父亲看着入
学通知书， 也不再为母亲
祭拜是猪是羊争吵什么
了， 任凭母亲买回来半只
羊， 在枣树下一番虔诚祭
拜后， 我家吃了很长时间
充满膻味的羊肉。

那棵枣树长了多久 ，
又是什么时候被挖掉的，
那块被当作书桌和饭桌的
石碑是什么时候消失的，
甚至连枣树的模样， 也随
着渐渐变白的银发弥散在
岁月的长河里，模糊起来。
但童年点点滴滴的记忆随
着年龄的增长， 逐渐变得
清晰。特别是如今，每每经
过农贸市场的干果摊，看
着那红红的或大或小或长
或圆玛瑙般的红枣， 总有
一种难忘的感情留驻心
间， 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
院子的那棵枣树， 想起在
枣树下和小伙伴们一起玩
耍，所做过的游戏。

枣树是我国固有的古
老树种， 有着七千年的悠
久历史。 相传，枣的名称，
是由人文始祖黄帝命名
的。后来，枣树在中国民间
又具有了十分美好的寓
意，如子女结婚时，枣子就
和花生、桂花、莲子一起，
被赋予了“早生贵子”的含
义；枣树上果实饱满，色泽
鲜艳， 寓意着生命的旺盛
和繁荣； 特别是枣子红红
的颜色，寓意着家庭美满、
红红火火。不仅如此，因为
枣树是一种生命力顽强、
对土壤和气候条件要求不

高的树种， 自然也成为历代文人墨客笔下
有情有义的树种，描写、咏颂枣树、枣子的
诗文俯拾皆是，琳琅满目。

一转眼， 当初那个满头黑发的乡下少
年，已变成了两鬓斑白的中年。虽然多年来
去过无数的地方， 吃过不同地域各种各样
的枣子，但每每想起，却再也没有一颗枣子
像小时吃过的枣子一样的香甜味道。一次，
经过农贸市场， 看到果农摊前摆着一大筐
一大筐的枣子， 心里不由得泛起层层的涟
漪。 笑眯眯地问果农：“可以品尝一颗吗？ ”
果农说：“随便尝，没事的。 ”轻轻地咀嚼着
这颗甘甜的红枣， 又想到了老家的那一棵
枣树，想到了在树下打纸包、玩弹球的小伙
伴……想到这里，那驱散不尽的无尽乡愁，
在身上一点点地弥漫开来， 让我突然有种
要回老家的冲动。 我想再站在老家院子里
的那棵枣树下， 去深呼吸地闻一闻故乡风
中弥漫着的乡愁味道。

国庆节，受朋友之邀，来到陕北清涧。
这是闻名世界的红枣之乡。 在离朋友家的
一个山头，朋友把车停下了，说畔上的红枣
熟了， 让上去尝尝。 起初还真没有反应过
来，这随便吃，叫人逮住怎么办？ 朋友笑着
对我说：“您放心吃。 ”走上山坡，看见红艳
艳的枣子在枝上铃铛般地摇曳着， 像老家
时那盏盏红红的灯笼， 在召唤着子女们快
快回家过年。 我一边挑选树上一枚枚又大
又圆的红枣， 又不忍心地捡掉落在地上的
红枣， 不由自主地想起儿时与小玩伴一起
打枣、摘枣的情景。 那时，掉在地上的红枣
根本舍不得扔掉，也不用洗，捡起来用手擦
掉上面的灰土，就塞进了饥饿的嘴里。

老家的红枣树早已淹没在时代的风雨
中，但心里的那棵红枣树，却一直常驻在心
中， 成了内心深处永远割舍不掉的袅袅乡
愁。它暖红了梦想，慰藉了在远方古城里那
颗漂泊着的心， 也让我常常想念过去那些
贫穷岁月里的期待和坚守。

“妈，我明晚的车。 回来我要吃腊肉，最好是镇
坪的。 ”女儿每次回家前都要打来电话或发微信，但
内容一定少不了这一项。

其实，女儿对吃是有一点挑的。 记得她第一次
看我拿了一块黑乎乎的东西烧， 一脸嫌弃地说：“啥
东西，那么脏？ 把它扔了吧。 ”

我笑着说：“这可是好东西，人间美味啊！ 保证
你吃了还想吃。 ”

“切，我才不要。 ”女儿不屑一顾地走了。
烧好后，刮去外面烧焦的皮，清洗、切块，然后

下锅煮。等到锅里咕嘟咕嘟泛着气泡，腊肉的香味就
沿着锅盖的缝隙溢出，填满房屋的角角落落。之前还
是极其嫌弃的女儿大声喊道：“妈， 你在煮啥， 好香
啊！ ”

当我把一盘油滋滋、亮晶晶的肥肉片和一盘香
喷喷、红艳艳的瘦肉块端上桌时，女儿两眼放光，不
管手是否干净，伸手就捏了一块瘦的腊肉块，先是撕
下一小绺细品，然后整块丢进嘴里，连说“好吃好
吃！ ”我故意逗她：“你刚才不是嫌弃它脏，要扔吗？ ”
她有点尴尬：“啊， 是那个黑乎乎的东西呀！ 怎么不
像？ 这是啥肉，还怪好吃的。 ”

“腊肉。要不要尝尝这个肥的？一点都不油腻。 ”
“真的？ 那我试着尝一点。 ”
自此，腊肉在她的食谱中占了一席之地，只要

外出用餐，腊肉成了一道必点的佳肴。
腊肉是陕南传统美食之一， 每年冬腊月间，家

家户户杀一头自养的大肥猪，留少部分过年外，剩余
的撒上盐，或熏制、或风干成腊肉，挂在堂屋的房梁
上。 因为受条件的限制，川道以风干为主，山区以熏
制为主。 母亲在世时，我只见她熏过一次腊肉。 父亲
在房后空地上简单搭了一个架，柴火是哥哥专门去
凤凰山上拣的柏树枝。 不能见明火，慢慢熏，大约一
周左右才能熏好。这期间人不敢偷懒，要黑明白夜地
守着，以免火烤冒出的油滴到柏树枝上燃起来，熏坏
了肉。 后来就没看到过了。 为使腊肉保存时间长，盐
就放得多，致使食用前用水浸泡，也难以让盐味恢复
到正常咸度。

安康腊肉以镇坪腊肉和岚皋腊肉最为有名。 安
康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镇坪特产”小店，里面堆满
了腊肉、竹笋、木耳、黄花等山货。 外地客人来安康，
餐桌上，一定少不了腊肉炖干竹笋和土豆、腊肉炒洋
芋粑粑这种最能体现陕南美食特色的招牌菜。 在镇
坪采风的这两天，每顿都少不了这几样菜，让一群对
腊肉情有独钟的文友们大饱口福。

在镇坪腊肉非遗馆，我们看到了传统工艺与现
代技术交汇碰撞后发生的蝶变。 汉巴腊肉熏烫车间
的工人正忙着把鲜肉切成规格相同的形状，然后用
天然海硒盐、白酒、调料均匀地涂抹在肉块的周身，

再放入大缸中腌制、入味，尤其是看到那一排排熏制
好的腊肉色泽鲜艳、黄里透红，这些腊肉打包密封，
然后发送全国各地。每个参观者的味蕾瞬间被勾起，
就差流口水了。 第一次见这么多、这么漂亮的腊肉，
忍不住拍照发朋友圈，马上有作诗的文友留言：满梁
腊肉烟火气，乡村振兴民富足。

这种传承的古法工艺，每一步都有严格的要求
和标准。汉巴腊肉选用本地生长周期在 12个月以上
的猪肉，与食盐、秘制的香料配以一定比例制作而
成，通过古法熏炕、发酵后而成。风味地道独特，瘦肉
结实但不干硬，肥肉金黄却不油腻，咀嚼劲道而依然
鲜嫩，恰到好处的腊香口味，深受食客喜爱。 我们一
边听汉巴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曹先生给我们讲解
公司发展情况和镇坪腊肉的历史，一边品尝各种口
味的腊肉干小吃。 口感的确不错，特别是盐味，把握
得非常好。 这大约是女儿每次点名要吃镇坪腊肉的
缘故吧。

“霜蹄削玉慰馋涎，却退腥荤不敢前。水饮一
盂成软饱，邻翁当午息庖烟”。腊味，不仅是一道传
统美食，更在于所承载的情感和记忆，在品尝腊味
的同时， 也在品味着家乡的味道和文化积淀的芬
芳。

这时曹总的电话响起，可听出是有客户请求发
货的事，看来镇坪腊肉真的是供不应求。

风寒露冷， 桂香满城。 我漫步大街小
巷，每一步都踏着岁月的柔情，魂牵梦萦；
每一息皆吸吮着冷秋的桂香，直透心扉。

迟开的桂花， 恍若天际遗落的繁星点
点，一簇簇、一束束，点缀在枝头。有的含苞
待放， 恰似晨露中的珍珠， 闪烁着希望之
光；有的花开正旺，花瓣轻盈如仙子裙摆，
花蕊间散发出淡淡的馨香， 那是冷秋的味
道，亦是生命的芬芳。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这句古诗仿佛专为迟开桂花而作。 它们不
争春光，它们不斗艳阳，它们不慕群芳，在
这风寒露冷的秋夜悄然绽放。 它们一改往
日的矜持，一夜之间，千树万树鎏金挂彩，
恰似披着星光的诗行， 在寒风冷露中吟哦
着“迟来的美好”。

“八月桂花遍地开”，这动听的歌声，在
今年似乎失去了往日的魔力。 桂花姗姗迟
来，正是这份意外的等待，赋予了桂花迟开
更加非凡的意义。她似乎轻轻在向我诉说：
“美好，从不因迟暮而缺席，只要心中有光，
希望便如影随形， 温暖着每一个静待花开
的灵魂。 ”

当第一缕桂香穿透寒风冷露， 轻轻拂
过我的面颊，漫不经心地钻入我的鼻息，在
肺腑萦回直抵我的心田，那一刹那，所有的
期盼与等待都化作了心头的一股暖流，温
暖而绵长。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此刻非
春，秋意正浓，桂花以它不屈之姿，笑对酷
暑干旱，终在这寒风冷露中，绽放出最绚烂

的景致。家乡小城被桂香轻轻拥抱，每一缕
秋风都携带着桂花的密语， 每一片秋叶都
在低吟着桂花的赞歌。 人在城中， 城在景
中，而家乡人的心，早已在这满城桂香中找
到了归宿。

晨曦初露， 我在这悠悠的桂香中悠然
醒来。记忆深处，小时候妈妈告诉我，“桂子
飘香”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而我，则
在桂香四溢的清晨， 学会了生命中最动听
的呼唤———妈妈。求学路上，桂花伴我度过
了无数个书香浸润的夜晚。 “桂花留晚色，
帘影淡秋光”“桂子月中落， 天香云外飘”
“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这些
诗句如同指路灯塔，照亮了我前行之路。

“援北斗兮酌桂浆”， 而今我在文学瀚
海中遨游，于《楚辞》的墨香里邂逅桂花雅
韵，其香穿越时空，依旧清新如初。 岁月更
迭， 家乡之桂已从农家庭院蔓延至观光茶
园间，融入养生民宿中，更点缀在幸福小城
的每个角落，成为连接古今文化的桥梁，承
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夜深人静， 我在这悠悠的桂香中悠然
入梦。我梦见月光如水，轻轻洒落在桂花枝
头，露珠在花珠间闪烁，如同镶嵌的珍珠，
随时准备随着秋风轻舞，落入大地的怀抱。
我痴痴地伫立树下， 静静聆听迟开桂花与
寒风冷露的私语：“非所有花皆争春， 亦非
桂花皆八月绽放。 ”这是自然的哲理，亦是
人生的真谛———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花
季，只需坚守初心，静待花开，美好与幸福
自会悄然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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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 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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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 风物

乡贤是德行、才能和声望享誉本乡本土的人，
历史上众多乡贤们的事迹， 形成了不同地域独特
的乡愁文化底蕴。 清朝时，白河县城就有王世德、
王贤辅两位父子乡贤。

王世德，字济美，生于乾隆二十一年，白河县
武秀才。他性格仁厚、孝亲爱弟、扶危济困、急公好
义，于危难中挺身而出力保白河免遭战火。兄弟分
家时，王世德坚持只拿十分之三的瘠薄田产，其他
财产都礼让兄弟。邻里无钱粮来借时，王世德都慷
慨借给而毫无难色。当有人因贫困无法偿还时，他
就取来借据烧掉而毫不吝惜。 日常王世德都在家
督促子侄读书，遇上县里大事都出钱、出力，并尽
全力把事情办好。 修筑县城外城， 王世德捐白银
10 两；筹资建县义仓，王世德捐小麦五十石，折合
白银 60 两。 乾隆四十二年修缮文庙，王世德负责
崇圣祠、棂星门的修缮工程，在病中仍督促祭器的
制作，直至竣工。

清嘉庆元年二月， 白莲教农民军攻陷竹山县
城。 继而农民军由大界岭入县境，进抵芷芳坪。 一
时间，警报叠至、流言四起，百姓于惊恐中扶老携
幼、逃避山谷。 当此危急关头，王世德带领儿子廪
生王贤义、侄子贡生王贤仁挺身而出，与白河乡团
武装一起，密布要隘，昼夜巡防，柝声不绝，人心才
开始稍微安定。农民军见无机可乘，遂离开白河西
行而去。嘉庆二年，陕西延榆绥道温承惠奉旨管理
兴安、汉中团防，征召王贤义入幕府。 王贤义随温
承惠督率清军和地方乡团追堵农民军至汉水南岸
时，因积劳成疾而亡。 老年丧子的王世德，谢绝了
温承惠拟向朝廷的请恤， 与 29 岁的儿媳刘氏，一
同护送王贤义灵柩回白河安葬。 晚年， 王世德编
《成方集验》传世。嘉庆二十一年，王世德继妻陈氏
生王贤辅。 嘉庆二十四年,王世德以 73 岁高龄去
世。

王贤辅，字弼廷，主要成就在教书育人和修县

志方面。 王贤辅 3 岁时父亲去世， 由寡嫂刘氏当
家。 刘氏勉力支撑家政、尽心侍奉继母，并用丰厚
的酬金和可口的饭菜聘请名师教导王贤辅， 王家
内外秩然有礼。 刘氏常常举例他人的善恶教育警
示王贤辅，若王贤辅用功读书就奖励衣食，反之就
惩处。 由此，从小就培养了王贤辅尊敬老师、自我
勉励的品格。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刘氏以 73 岁高
龄去世。道光二十九年，王贤辅从白河县儒学选拔
入京师国子监成贡生。咸丰七年，王贤辅因协助卫
如琥办地方团练有功， 由从七品州判衔加封六品
衔。 咸丰八年，王贤辅中举，被聘为白河天池书院
山长，与咸丰九年任白河知县的杨艎最为知己。

杨艎为官员清廉，对民仁爱、实心办事，对县
内贤明之士以礼相待， 做事善于抓全局和整体且
清楚分明，不善于做具体的琐事，到任白河不久就
奉檄创办白河厘金局。 一次，杨艎对王贤辅说：县
文庙木撑坊柱年久，虫蛀蚀严重，想换成石柱。 说
毕就拿出 50 两白银请王贤辅代购材料。见王贤辅
推辞，杨艎接着说：这是我应该干而没干的事，请
您帮忙以补我的不足， 弼廷兄难道不愿意补我的
不足吗？见无法推辞，王贤辅就请求公之于众以备
查考。杨艎马上神情严肃地说：“我知君，君不我知
耶！任君干没不怨。若使我晓众，是我不知君；若君
晓众，是君不知我也! ” 说毕俩人相视一笑而散。
王贤辅马上过汉江到夹河关购齐材料， 把俩人约
定之事办好。咸丰十年三月，杨艎离任白河时因缺
路费而无法动身， 王贤辅就帮杨艎向商人借贷银
两才上路。

清同治十年， 王贤辅以举人身份参加吏部组
织的大挑，任澄城县教谕。因治学严谨又注重学习
以砥砺品德，深得陕甘学政许振祎赏识。同治十二
年， 许振祎上奏朝廷任命王贤辅协理新创设的味
经书院。 十月，新任陕甘学政吴大澄到任，因王贤
辅协理筹建味经书院有功， 聘为陕甘学政直管的

宏道书院山长。 之后， 王贤辅回白河侍奉陈氏老
母，再被聘为白河天池书院山长。王贤辅长期任职
书院山长，治学严谨、博学笃行，尽全力引导扶持
学生，桃李满三秦，是清晚期白河乃至陕西教育界
的知名人士。其中，王贤辅任白河天池书院山长期
间， 与书院学博李宗麟力主并修成光绪 《白河县
志》，折射出封建知识分子对留存地方族群记忆的
文化自觉。

清光绪十七年春，白河知县顾騄刚到任，王贤
辅和李宗麟就前去拜访，请求修志，并约定一年后
修纂。 光绪十八年十月，顾騄遵约定，拨公款、捐富
户筹资修志。 顾騄在《凡例》中定下经费宜筹、采访
宜周、记载宜择、笔削宜公、援引宜核等 5 条修志原
则后，就全权委托王贤辅、李宗麟筹议修志事项。 当
时在城隍庙南厢设县志局，县内北、西北、西、南、东
等 5 乡各设县志分局， 各聘请 3 人不等负责修志。
每月由 5 乡分局报送稿件资料到县志局，由县志局
负责总纂，并付给稿费和报销来县人员食宿、交通
费等。 总纂中，王贤辅“年七十七犹于灯下楷书评缀
无倦容，望者疑为神仙中人。 ”至光绪十九年八月，
修纂县志事竣，距上轮知县严一青修编嘉庆《白河
县志》 已 91 年， 延续了白河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根
谱。 1957 年 8 月，白河县第一中学扩建校舍时挖出
王贤辅杉木绸漆棺椁，王氏后人就迁王贤辅遗骸到
清白河县城西便门外山坡内安葬。

今天，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挖掘众多历史上优
秀乡贤们的事迹， 为培育文明乡风注入独特的乡
愁文化底蕴。培育乡村文明新气象，引领健全基层
民主制度，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聚力建设平安
祥和的幸福安康具有深远意义。

清朝白河王氏父子乡贤
□ 蔡建中

秦巴秀色（中国画） 王晓琪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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