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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 书评

以前，曾拜读过杨晓升先生的报告文学，
也曾读过杜文娟的长篇小说 《红雪莲》《走向
珠穆朗玛》、长篇纪实文学《阿里 阿里》《岩兰
花开》《守边》。 阅读这些作品时，思维常常泛
出这样的想法，在祖国的新疆、西藏，留下她
多少跋涉的脚印？

在读完两位著名作家合著的报告文学
《丰收的绿洲》，已是子夜时分。 唯独留下灿烂
的星空，闪烁在新疆大地的上空。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为自己民族的未来流
血流汗、受苦受累的群体，这个民族则是碌碌
无为没有希望的民族。

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敬仰为自己民族流血
流汗、受苦受累的群体，这个民族同样是没有
希望的民族。

《丰收的绿洲》 的价值就是呼吁读者，敬
仰、追随那些为我们民族的未来、不惜牺牲个
人一切的英雄，奔赴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

这些对 21 世纪的国人，具有多么重要的
导向意义。

中华民族的历史上， 从来不缺 “屯垦戍
边”的成功经验。

《丰收的绿洲》对当年的新疆做出这样的
评介：“……地广人稀是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不
变的风景， 充满了大自然对人类最严峻的考
验。 黄沙漫漫，戈壁无边，那些前行的身影到
底经历了怎样的艰辛？ ”

在《丰收的绿洲》的字里行间，感受到十
万解放军指战员高唱《解放军进行曲》：“同志
们整齐步伐， 奔向祖国的边疆。 向前， 向前
……”

奔赴新疆的队伍中有：“在云雾缭绕的井
冈山上，在若尔盖草原的沼泽中，在翻越夹金
山的雪峰上，在延安的南泥湾，在解放兰州的
战场上，在挺近星星峡的军号声中，在穿越沙
漠的风沙中，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田
……”

十万解放军指战员转业之后，由于先天不
足，缺乏新生力量，尤其缺乏有知识、有文化的
高素质劳动者。

中国第一大都市的上海，“十万知识青年
响应党的号召，离开黄浦江畔，满怀豪情地来
到兵团，在天山南北辽阔的大地挥洒汗水和热
血。 还有北京、天津、宁波、温州、武汉等地的
知识青年奔赴兵团。 ”

他们大都担任教师、医生、护士、化验员、
技术员、兽医、统计员，给茫茫戈壁带来了文化
的种子，带来了知识的阳光。 《丰收的绿洲》这
样赞美他们：“上海知青在新疆发挥的影响力，
如同精神教父，为这片古老的土地输送了新鲜
血液，也为人们带来了长久的心灵滋养。 ”

今天，兵团的前驱已不在人世。 他们的第
二代、第三代，继续将荒无人烟的沙漠开垦成
丰收的绿洲。 《丰收的绿洲》就是用文字为他
们塑造的丰碑。

《丰收的绿洲》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个摄魂
夺魄的故事：

1958 年 5 月， 为了解决塔里木河南岸 50
万亩土地的灌溉，上级决定在草原开挖一条引
水总渠。 二十多名姑娘强烈要求参与挖渠任
务。荒漠戈壁气温高达摄氏 40 度以上，挖出来
的土全靠肩膀往外挑。 姑娘们为了赶进度，晚
上跑到工地加班加点， 瞌睡时咬上一口红辣
椒。挖渠时遇到沙质土，装到筐子会外漏，她们
把自己的床单拿来，垫在筐底。

《丰收的绿洲》记录了最“玩命”的姑娘徐
云花。

1984 年夏天，她负责给棉田打农药。 这天
上午，她一口气打了二十多壶，下午又坚持给
剩下的十多亩棉田打药。 到了六点多钟，突然
昏倒，经过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剧毒农
药摧残了她的身体，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心
脏病、贫血、胃病、头昏、头痛，终生受着疾病的
折磨。 那天她背着药壶，走了 20 公里，打了 30

多壶药，总量 400 多公斤。
《丰收的绿洲》介绍了“铁姑娘”江桂芳。
1952 年，年仅 16 岁的江桂芳自愿报名支

援边疆。 在大生产中，创造了多项劳动纪录：
连续奋战 20 多个小时，人工捆麦 14247 梱，两
天一夜摘拾棉花 502 公斤。 到了适婚年龄，有
人给他介绍对象， 她说：“不见毛主席就不结
婚。 ”终于，她以傲人的劳动成绩，1961 年到北
京参加国庆典礼，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丰收的绿洲》还记载了当时摘棉女工的
辛苦。

摘棉女工的生活是两头见星星，吃饭在地
头，有的人吃着饭就打起呼噜，有人坐下就起
不来。 她们中有人因为劳累，节育环掉了都不
知道。 有的人累得例假不止……凌晨，棉花上
有露水或者冰凌，比烈日下的棉花要重，采摘
时一个女工左右手除了小拇指，其他的指甲全
部掉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没有把长远发展定位
于不怕苦，不怕累的传统精神上，艰苦劳累流
血流汗不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我们的奋斗目
标是让我们的未来、后代，不再艰苦劳累流血
流汗。

通过 70 年的艰苦奋斗 ，《丰收的绿洲 》
对今天的兵团生活有这样的阐述： 以前，种
二三十亩地都感到吃力，秋收时还要从外地
招摘棉工，费神费力。 现在，从播种到收获，
100%全程机械。 一个人种二三百亩地，轻轻
松松。 需要播种时，打个电话，农机合作社的
驾驶员开着播种机就来了。 给棉花打杈、喷
洒农药 、采棉 ，有专门人员带着无人机和农
药，在农田上空转上几圈就算完工。 采摘棉
花 ， 机械一边采摘 ， 一边打包 ， 一边运输
……”

机械化使得冒着 40 度高温依靠肩挑的人
工挖渠；使得人工给棉田打剧毒农药留下终身
残疾；使得连续奋战 20 多小时；使得摘拾棉花

磨掉了手指甲……成为兵团的历史，永不可能
复返。

兵团人的目光定位，绝不仅满足机械化减
轻劳动的繁重， 也不仅满足物质生活的富足。
他们的目光越过天山，越过绿洲，越过海洋，用
高科技参与国际竞争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守仁，21 岁大学毕业
来到兵团， 看到种羊场只有哈萨克土种羊，毛
粗色杂，只能用来做毛毡，而新中国毛纺工业
急需细羊毛。他看着从苏联引进的阿尔泰细毛
羊，能不能把阿尔泰羊的皮毛披在哈萨克羊身
上？

他研究的第一步是熟悉绵羊的习性，拿起
皮鞭学习放羊，不到 6 个月，就能单独放 360
只母羊的试验羊群。

他扎根新疆 60 余年， 先后育成中国军垦
细毛羊和中国美利奴羊两个新品种及九个新
品系，创立了血亲级进育种理论，提出了一整
套品系繁育的方法和品种品系齐育并进的技
术，丰富了中国绵羊品种，形成了优良基因多
样化的种群，结束了我国高档羊毛依赖进口的
历史。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学庚和他的团队，先后
研究出地膜植棉机械化技术，创制出 2BMS 系
列棉花铺膜播种机，推动了新疆棉花生产的第
一次提升； 创制出膜下滴灌精量播种技术，一
次作业完成 8 道工序的膜下滴灌精量播种机，
使新疆棉花生产实现了第二次提升……

尹飞虎院士研究出滴灌水肥一体化，推动
了新疆节水农业的发展，使得新疆农业的生产
效率显著提升。不辞劳苦，奔波在全国各地，推
广研究成果，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的效率。

兵团的前驱用血用汗，用苦用累，把茫茫
戈壁改造成万顷绿洲。我们享受着他们创造的
繁华富足时，需要继承发扬什么？

《丰收的绿洲》， 不仅是对兵团前驱的缅
怀、赞颂，更是提醒我们如何继承、发展。

老作家孙扬先生
的散文选集 《橙子
情———站在诗行里的
记忆》， 由北方文艺
出版社出版发行 ，散
文集是作家对 20 世
纪 40 年 代 末 至 60
年代初期间所写古
体诗的回忆 ，反映了
当时的时代背景 、风
俗民情 、 诗人视野 、
心理状态 、即物感怀
等等历史记录。 所收
录 的 33 篇 散 文 作
品，作家用饱蘸激情
对往事追忆 ，文章涵
盖个人成长 、情感体
验、艺术追求以及对

生命意义的理解。 整部作品，语言生动，情感真挚，
可读性强。

孙扬先生出生旬阳市的汉江江畔，西安市艺术
学校原党委书记兼校长。 中国作协会员、中国诗歌
学会会员，省音乐家协会会员、省百名文学艺术创作
人才，多部作品在全国和省市文学赛事中获奖。

84 岁的作家孙扬坚持文学创作一个花甲，曾在
《人民文学》《人民日报》《诗刊》《解放军文艺》等多家
报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等各类体裁作品千余篇
（首），计 700 多万字。 出版主要著作有《黄栌集》《绿
帆船》《蓝江月》《红裙子》《紫燕云》《青萍雨》《橙子
情———站在诗行里的记忆》、中篇小说《赤子小松鼠》
等诗歌集和中短篇小说集，2019 年由作家出版社出
版长篇小说《兴安踪影》（上中下）三部，该书系陕西
省委宣传部扶持的红色经典项目。

（梁真鹏）

冬日的秦巴，天寒地冻，但是，藏在山间的
一个个特色书屋却暖意融融， 飘荡着阵阵墨
香。

遍布在“自然国心”镇坪城乡的 33 个国心
书屋，如同一个个知识的心脏，把文化的血液
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农村、学校、机关、企业、景
区及民宿、露营基地，让学生、农民、干部、工
人、游客随时随地汲取知识的营养，享受文化
大餐。

曾家镇国心书屋的“青少年朗诵大赛”、曙
坪镇国心书屋的“听在曙坪”音乐会、汐溪里国
心书屋的“亲子游园会”、小石山居国心书屋的
“义写春联”、 县图书馆国心书屋的 “围棋大
赛”，一个个特色品牌，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各
绽芬芳。

“一镇一特色、一书屋一定位”。 镇坪县围
绕“群众需求、本土特色、全龄服务”，坚持“政
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资源融合共享”，主动
融入本土文化、旅游、体育、农业、艺术等领域，
构建了以国心书房为载体的县、镇、社区三级
阅读服务体系，通过县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服务
点单配送项目，实现“群众点单、书房接单、县
图书馆配送”一体化运营，在空间服务、阅读推

广、展览展示等使用效能上狠下功夫，把服务
触角向最基层广泛延伸， 让国心书房建而有
用，用而有效，打造了“全民阅读共同体”，打通
了文化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捧得“全市公
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创新案例大赛一等
奖”。

有着“中国天然氧吧”美誉的宁陕县是镶
嵌在秦岭上的一颗绿色宝石。上坝河国家森林
公园、朱鹮野化放飞基地、秦岭峡谷漂流、子午
梅苑、渔湾逸谷等景区景点、精品民宿集群遍
地开花。

如何提升旅游品位？ 如何做到文旅融合？

宁陕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以“民宿+书
屋”模式打造宁陕文旅 IP，在全县景区景点、
精品民宿集群建成“秦岭书屋”25 个，深度拓
展民宿业态文化底蕴， 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
给，提升市民游客文化体验。

望梅山居“秦岭书屋”组建“水韵梅子”读
书会，吸纳会员 30 余人，每周开展一次读书分
享活动；渔湾逸谷“秦岭书屋”开展的“秦岭乡
村夜话”活动，让民众和游客探索更多美好生
活的艺术性和可能性；1499 民宿 “秦岭书屋”
组织“围炉读书”活动，游客一边烤火一边分享
读书体会。

“秦岭书屋”全系统、多形式的读书会、文
艺讲座、艺术展览、音乐会等文化沙龙，深受旅
客和周边民众的喜爱。 打造了集“教育、旅游、
公益、休闲”于一体、主客共享的新型公共文化
空间，为宁陕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丰富的
文化内涵和强劲动力。

以革命先驱廖乾五先生命名的乾五书屋，
位于平利县南新街，古色古香的木质结构与大
面积玻璃窗相得益彰，灯光温柔地洒落在每一
个角落，宛如一座指引夜归人回家的灯塔。

踏入书屋，映入眼帘的是廖乾五先生参加
革命时期的巨幅照片，让人肃然起敬。 琳琅满
目的书籍让人目不暇接， 书屋总藏书 8000 余
册，涵盖了国家历史、人物传记、红色图书、军
事抗战等，这些书籍呈现出中国共产党成长壮
大的历史方方面面， 展示了党和国家在政治、
经济、文化、军事和民生等方面的理论成果。

乾五书屋不仅仅是平利县乃至整个安康市
的文化地标， 它更象征着红色精神的传承，倡
导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
研究学者，在这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精
神家园，开启一段发现之旅，共赴一场知识的
盛宴。

读书 时光

山中书屋飘墨香
□ 柯贤会

绿洲的灿烂星空
□ 杜雨涵《经济舱》是著名

诗人龚学敏最新出版
的一部先锋诗集 ，通
过“经济舱”这一具象
空间展开对生存境遇
的多维审视， 是一部
活在致密物质之林伸
出不甘头颅向外向高
处向远处呼吸的现代
寓言。 诗人以冷峻笔
触解剖消费主义浪潮
下的精神褶皱， 用以
现代城市异化的暗黑
点染“龚氏意象”的鲜
亮， 一反寻常诗意的
平庸， 既捕捉都市人
在钢筋森林中的威迫

感和悬浮感，也以“云层之上的星空”隐喻精神呼吸
的可能， 在诗歌形与质的营造快意中给寂寥的诗坛
投放一条狭长的追光。

诗集以碎片化叙事拼贴现代人性与物理性悖
论，记忆与现实强烈割裂，今天与未来扑面对撞，语
言在精准与荒诞间游走， 既有对资本异化的锋利批
判，亦饱含对人性温度的隐秘守护。这种“机舱诗学”
以压缩时空承载当代人的集体漂泊，以“云上美学”
撕开诗意的黑布，透出生命本真依然存在的微光，让
读者在词语的颠簸中重新感知存在的重量与轻盈。
《经济舱》无论是对当下诗意的振兴和现代诗逻辑新
颠覆，还是引入后工业化时代新哲思，都有着鲜活的
启示。

诗人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 四川省作协副主
席、四川省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星星》诗刊主编，
出版有长诗《长征》，诗集《九寨蓝》《紫禁城》《纸葵》
《四川在上》，以及李商隐诗歌译注《像李商隐一样写
诗》。 获得四川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刘云)

《经济舱》

《穿裙子的士 ，
最动人的诗：叶嘉莹
百岁人生》自 2021 年
初至 2023 年底完成，
写作过程中与叶嘉
莹先生多有交流，经
叶嘉莹先生亲自审
订 、认可 ，并同意出
版， 对先生的家世 、
心路历程、诗词学探
索、 诗词曲创作、教
学等进行了深入、系
统的梳理与解读，附
有叶嘉莹先生百岁
诗文编年目录，兼具
学术性与可读性，史
料翔实、严肃、客观，
可以使读者较为全

面地了解叶先生的士人思想、诗人性情、学术成就，
及其诗教精神。

全书全为六章，第一章家世与思想，挖掘出叶
氏家族文化特质对叶先生“弱德之美”与“士”之精
神的影响；第二章生命体悟与心路历程，展现了叶
先生百岁人生不同阶段对生命的深刻体悟及丰富
曲折的心路成长变化历程，细微揭示了其从“清者”
转变为“任者”的艰难过程；第三章诗学、第四章词
学， 梳理了叶先生以生命体悟为核心的诗学思想，
以及在此基础上以中西文论互鉴的方法对词学进
行的理论建构，从中可见其学术创新精神；第五章
诗词曲创作，评述叶先生古典诗词曲创作的特点与
成就，以“象喻中的生命书写”“千古情痴是词心”等
概括其诗词的特点；第六章总结分析其诗词教学方
法及对当下的启示。

在叶嘉莹先生期颐之际，对其百岁诗词人生进
行总结回顾， 于心灵对话中与其进行深层次交流，
深入阐释其“士”之精神修养的内涵，揭示其学术思
想的精神与义理，显得尤为必要。

（王莉）

《叶嘉莹百岁人生》

《橙子情》

在秦巴山区的汉滨区沈坝镇，一尊铜像静静
伫立，他左手握着书卷，右肩挎着刺刀钢枪，仿佛
时刻准备着战斗。

他是谁？ 他是从贫苦农村一路奋进，成长为
优秀革命战士、知名作家，而后又回到家乡，成为
服务楷模的崔八娃 ，《安康市汉滨区志 （1988～
2010）》记录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奋斗人生。

崔云峰，1929 年 4 月出生在汉滨区沈坝镇，
因在家排行“老八”，乳名“八娃儿”，人们习惯称
之“崔八娃”。 他家境贫寒，童年在这片质朴却贫
瘠的土地上度过， 生活就像风雨中飘摇的孤舟，
时刻面临着被生活围困和吞噬。

1945 年前后， 保长和一帮人如同恶狼一般，
张牙舞爪地向崔八娃一家催粮收租。 家中早已无
米下锅，面对这样的绝境，父亲只能苦苦哀求，换
来了无情的拳打脚踢，直到父亲奄奄一息才将他
扔回家。 不久，荒凉的山坡上便多了一座新坟，这
成为崔八娃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

1949 年 3 月，崔八娃被抓了壮丁，带往湖北
省竹溪县。 前路生死未卜，孤独年迈的母亲和家
乡的山水都成了他心中最深的牵挂。 他湿润的眼
眸中，写满了对家乡的眷恋和对未来的恐惧。 然
而，在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团火焰在熊熊燃烧，
他向往光明，点燃他对生活的希望。

1949 年 4 月， 崔八娃所在部队起义投诚，加
入了解放军。 这一决定，如同划破黑暗夜空的闪
电，瞬间照亮了他的人生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
引领下，他找到了坚定的信仰，明确了人生的方
向，就像一艘在茫茫大海中迷失的船只，终于望
见了灯塔那明亮的光芒，开启了人生新篇章。

1952 年，全国开展扫盲运动，部队推行“速成
识字法”。 崔八娃如饥似渴地投入学习中，仿佛干
涸已久的土地拼命吸收着甘霖。 从一个目不识丁
的文盲，到能够识字、阅读、写作，他付出了常人
难以想象的努力。 每个夜晚，当战友们都已进入
甜美的梦乡，他仍在昏暗的灯光下刻苦钻研。 那
微弱的灯光， 宛如他心中永不熄灭的希望之火，
照亮前行的道路。

受高玉宝《半夜鸡叫》的触动，在部队首长柳
山杂（也有说法为柳山朵）的悉心指导下，崔八娃
创作出了《狗又咬起来了》一文。 1953 年 1 月，这
篇文章先是在《解放军报》发表，随后如同一颗璀
璨的流星，在文学的天空中闪耀，被《人民文学》
《人民日报》等 30 余种报刊纷纷转载。在接下来的
20 年间，它被译成 20 余种文字，还入选了 40 余
种大、中、小学教材。 崔八娃凭借着坚定的意志和
不懈的努力，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学传奇，从此文
坛便有了 “南高北崔” 的美誉。 他的文字仿佛一
颗明亮的星星，照亮了人们前行的道路。1953 年 2
至 3 月，他被解放军原总政治部、原兰州军区树为
“扫盲标兵”，与高玉宝一同被原总政治部授予全
军 “战士作家” 的殊荣。 同年，作为文艺界代表，
他光荣地出席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
大会，有幸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那一刻，他的心中满是自豪
与感动。

在辉煌成绩面前，崔八娃并未忘记自己的根。
中年的他，怀着对家乡浓浓的眷恋之情，像一只归
巢的鸟儿，毅然回到了故里沈坝镇。 凭借自己的
智慧和力量，全身心地投入家乡建设中。 他先后
担任民兵连长、大队长、安康日报社编辑、乡信用
社主任等职务，无论身处哪个岗位，他如同一位不
知疲倦的拓荒者，为家乡的发展默默耕耘。

晚年的崔八娃，生活逐渐归于平静，就像一片
飘落的树叶，安详地躺在大地的怀抱中。 他常常
坐在自家院子里，静静地回忆着自己的一生。 看
着家乡发生的变化，他的心中满是欣慰。

2005 年，崔八娃被聘为安康市作家协会名誉
主席。 2007 年 1 月 31 日，他在故乡平静地离开了
人世。

如今，当我们仰望崔八娃的铜像时，那迎风敞
开的军衣，展现出他抗争与不屈的精神，仿佛在时
刻告诫我们，要始终怀揣青春的激情奋勇向前，始
终以昂首挺胸的姿态目视前方。 他的故事，宛如
一首激昂的战歌，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中，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平利女娲山，古名中皇山，距平利县城西 15 公里，主峰海拔
984 米，山地面积 60 余平方公里。 女娲在这里炼石补天，用泥捏
人，治洪水，除兽害，拯救人类的故事，广为流传，且年代久远，至
今犹耳闻其声，目睹其影。 但女娲究竟始治于何处何地，则众说
不一。因为外地外省也有女娲山、女娲遗迹之说。为此，笔者尝试
着从地方志中寻找答案。

从目前研究论证情况来看， 确定作为母系氏族部落首领之
一的女娲氏， 有在平利女娲山区生存活动可能性的各类史志书
籍达十部以上，均有记载有数十处之多。 例如：晋《华阳国志·汉
中志》记载：又有作道，九君抟土作人处。 刘林注：“作道”在今陕
西平利县。 宋《新唐书卷四十·志第三十·地理四》记载：平利。 中
下。 武德元年（618）以故吉安置，大历六年（771）省入西城，长庆
初（821）复置，有女娲山。 《明一统志·卷三十四·汉中府》记载：女
娲山，在平利县东三十里，旧有女娲氏祠，灌溪河发源于此山。

《平利县志》记载：在女娲山一带，发现与女娲有关的遗址、
遗迹 10 多处，其中有女娲庙、太子坟、皇巡宫、玉皇祠、玉皇宫、
舍利院、金房古道、女娲泉等。同时，还从地名诞生、历史传说、民
俗民歌及考古发现等多方面梳理并记述了“女娲文化”现象以及
研究内容，向人们传递和讲述着与女娲息息相关的女娲故事。

1982 年春节前， 平利县对历史文化有所研究干部徐涛，在
村民猪圈里发现《中皇山女娲氏庙碑》，立刻送县文化馆。 据考
证，碑记由清乾隆元年（1736）任知县的古沣在修建女娲庙时撰
文，该碑用三块坚硬的梨木雕刻，对女娲补天神话广采博引，对
古籍中关于女娲记载较为详尽。 该碑经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

新中国成立后，平利经过三次文物普查，在女娲山一带，发
现多处新石器时代等各个时期文物数百件。 县文管所现藏有
130 多件，其中 70 余件出自女娲山区一带。 这些遗存文物，充分
说明史前七千年前的母系氏族公社， 到史前两千年的父系氏族
公社，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女娲山周围就有人类活动，为女娲
文化研究提供了翔实丰富的文物史料。

通过民间走访，平利县搜集整理出许多与女娲有关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及祭
祀女娲的民间习俗。 同时，还搜集整理出 10 多首民间广为传唱的女娲民歌。 有歌唱
道：正月初七嗯嗯，是人日哟，哎哟，后辈儿孙哎哟，祭女娲哟，嗯嗯，等等。

为了深入对女娲文化进行研究，2003 年 10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比较
文学中心、中国民俗学会、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陕西考古研究所与平利县人民政府在
安康联合举办 “中国·平利女娲文化研讨会”， 来自全国各地的 20 多名专家学者参
会。 期间，收到专家学者论文 22 篇，对女娲文化进行全方位研讨取得积极成果，其意
义不言而喻。

平利县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出发点，将女娲作为人，而不是神来研究。 今天
研究她、供奉她，是为了弘扬她勇于战胜困难、拯救民众，创造新生活、自强不息的人
文精神，这正是现实意义所在。

可贺可喜的是，平利县在女娲文化研究的同时，还注重对其成果开发利用。 2003
年，成立女娲茶艺表演队，2007 年随陕西商团出访俄罗斯，受到青睐。 随后，女娲茶艺
表演队成为省市对外文化交流及表演活动的保留节目。 2006 年到 2023 年，中、省、市
与平利县主流媒体联手，以女娲文化为元素背景，举办了 16 届“茶之旅”文化节。 将
全县茶叶品牌予以整合，统一注册了“平利女娲茶”系列绿茶产品商标，并将其打造
成为国家商标，增强了平利茶叶产品的商业价值。 并且，平利文化人撰写了 10 多部
“女娲”文化书籍，其中《女娲山民歌》入选全县中小学乡土教材。

安康军旅作家崔八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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