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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王朝覆灭之前，现今汉

中市辖区之地大多在秦岭巴山
之间的大国褒国统治之下。褒
国是夏初分封的十二个姒姓方
国之一，是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
最久远的诸侯国。据《史记·夏
本纪》记载：“禹为姒姓，其后分
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
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
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
氏、斟（氏）戈氏。”褒国自夏初分
封立国之后，一直延续到春秋初
期，春秋初期被其东面的庸国所
灭。褒国历经了夏、商、周三代，
立国时间长达一千多年，中国历
史上其他地方诸侯国无法与之
相比。西周初期，褒国成为周王
朝南部秦岭巴山之间较大的诸
侯国。周武王发动消灭殷商的
朝歌会战时，西南许多诸侯国和
部族都参与了这场战争，如巴、
蜀、庸、褒、羌、髳、微、卢、彭、濮
等国和部族。周武王在商都朝
歌郊外牧野誓师时说：“我友邦
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
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
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
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参与誓师的褒国国君属于友邦
冢君之列，地位相当高。现代史
学家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
补图注》中谈到褒国参与武王伐纣时说：“其时，
巴与褒皆讬同姓与婚姻关系，国君亲赴，《牧誓》
列在‘友邦冢君’，不同于‘庸、蜀之人’。”褒国为
周部族灭殷商王朝和建立周王朝立下了汗马功
劳，与周天子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褒国独特
的地理位置及它强盛的国力，成为周王朝统治
西南地区的重要帮手。褒国境内的旱山，今称
汉山，位于大巴山北麓汉水之滨，是周初周天子
祭天的一座圣山。《汉书·地理志上》记载：“南
郑，旱山，池水所出，东北入汉。”从《汉书》的描
述看，池水大约是今天发源于汉山之南的濂
水。褒国是周王朝祭祀圣山旱山的主祭之国。
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说：“《大
雅》‘瞻彼旱麓’，为周王祀旱山，会南国诸侯之
诗。旱山者，米仓山之北峰，世传灵异，有祭坛
在 其 麓 ，为 南 国 镇 山 。 故 周 王 会 诸 侯 于
此。……褒国姒姓，雄于此区，实主旱山之祭，
为南国领袖。”关于周朝的旱山祭祀其他史料的
记载不多，而《诗经·大雅·旱麓》则比较详细地
叙述了周天子在旱山脚下祭祀上苍的盛况。《毛
诗序》云：“《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
稷、公刘之业，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禄焉。”唐
代孔颖达疏云：“言文王受其祖之功业。”宋代朱
熹《诗集传》以为此诗内容是“咏歌文王之德”。
祭祀神圣的旱山，赞颂祖宗的功绩是《大雅·旱
麓》的主要功能。《旱麓》是《诗经》中产生年代较
早的一首诗。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说在一组
赞美周文王的诗中，“唯《旱麓》不言谥，又不言
王，或未称王之前作也”。清代学者姚际恒《诗
经通论》谓此篇：“大抵咏其祭祀而获福，因祭祀
及其助祭者，以见其作人之盛，则谓文王为近
也。”今人程俊英《诗经译注》说这是一首“歌颂
周文王祭祖得福，知道培养人才的诗”。《旱麓》
全诗共六章二十四句：瞻彼旱麓，榛楛济济。岂
弟君子，干禄岂弟。瑟彼玉瓒，黄流在中。岂弟
君子，福禄攸降。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岂弟君
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载，骍牡既备。以享以
祀，以介景福。瑟彼柞棫，民所燎矣。岂弟君
子，神所劳矣。莫莫葛藟，施于条枚。岂弟君
子，求福不回。

诗的首章前两句写诗人遥望旱山山麓，看
到密密层层的榛树与楛树，这是《诗经》常见的
比兴手法的运用。诗中所说的旱麓是旱山山
麓之意。接着的两句歌颂了平易近人的君子，
只有平易近人的君子才能求取到功禄。汉代
郑玄笺所说，君主“以有乐易之德施于民，故其
求禄亦得乐易”，也就是说，因和乐平易而得
福，得福而更和乐平易。从诗的第二章起开始
写“祭祖受福”的内容。那金黄的酒液流淌在
一排排玉酒杯中，奉献在祖宗牌位前。平易近
人、谦逊恭敬的君子自然会得到祖宗的赐福。
关于诗中的“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两句有不同
的解释，结合“遐不作人”一句的意思，“鸢飞戾
天，鱼跃在渊”，就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
飞”的意思，象征优秀的人才能够充分发挥他
们的才智。清香浓醇的美酒已摆好，红色的公
牛也备好，盛大的祭祖活动开始，祖宗歆享着
子孙们奉献的牺牲，祈求祖宗赐予大福。诗中
所说的骍牡指红色的公牛。古代用牛来祭祀
称为“太牢”，是最高的祭祀规格。人们用砍来
的柞树、棫树为柴，燃烧起烟火向神灵祈福，平
易近人的君子，自然会得到祖宗的保佑。那茂
密柔软的葛藤，盘绕在高大的树干上，平易近
人的君子，虔诚、合礼地向神灵祈福。诗中“岂
弟君子”一句贯穿全篇，这是诗人吟咏赞美的
对象。诗人这样的反复吟咏既表达作品对“岂
弟君子”的由衷赞美，也是《诗经》重章复沓的
艺术手法的具体表现。从诗中对旱山的描述
我们知道，早在周文王时期旱山在周人心中就
有很高的地位，这是周人祭祀祖先时遥望的一
座神山。同时从《旱麓》的描述中也说明秦岭之
南的汉中与秦岭以北的关中在西周初年就有非
常密切的交往。这也为西周灭亡、平王东迁之
后郑人南迁奠定了基础。

今天汉山脚下有一宽阔的汉山广场。从汉
山大道走向汉山广场，透过高大的红色祈福之
门所看到的汉山巍峨、庄严。一尊高大、威武的
汉王刘邦塑像矗立广场中央，汉王高举双臂，
似乎在向苍天呼唤。广场主道两侧雕塑的泰
柱、玉琮、印章等都显示纳福迎祥之意。四周
仿汉代建筑恢宏大气，彰显出汉中开汉业的深
厚意蕴。从广场旁道路盘旋而上可达汉山之
巅。站在汉山之巅向北眺望，秦岭巍峨苍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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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台、南郑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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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票难求的热门景区、每天满
房的网红酒店 、需要抢购的演出
票、排队用餐的小吃店……暑期出
游旺季，文旅市场火热。今年以
来，得益于一系列促进文旅消费的
政策举措，我国文旅消费需求加速
释放，部分业态恢复至 2019年同期
水平甚至更高。文化和旅游部发
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旅游总
人次 23.84 亿，同比增长 63.9%；国
内旅游收入 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95.9%。文旅消费强势复苏，见证
了我国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也为
扩内需、促消费注入强大动力。

规模增长的同时 ，文旅消费
在结构上呈现明显的个性化 、多

样化趋势。随着文旅深度融合，
能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的出游方式
备受追捧，参观文博场馆、历史文
化街区，体验各类非遗项目，正成
为 越 来 越 多 游 客 的 选 择 。 亲 子
游、研学游预订热度升温，一些出
游平台的报告数据显示，亲子研
学成为暑期国内最热门的出游主
题 ，7 月 以 来 某 旅 游 平 台 上 ，“ 亲
子”“研学”相关旅游搜索热度大
幅上涨。这些以前相对小众的出
游方式，如今已然成为文旅消费
市场新的增长点。这表明，伴随
着消费逐步恢复，消费水平持续
提高、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仍
然是我国消费市场的变化趋势。

文旅市场强劲复苏，得益于供
给侧的创新。从暑期市场看，文旅
市场供给越来越丰富。其中，夜经
济市场表现亮眼。参与夜间游的
游客比例持续走高，国家级夜间文
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接待游客量
明显增长。文旅融合的产品也是
精彩纷呈，各地将传统民俗、民间
艺术有机融入博物馆、美术馆、图
书馆、戏剧场、电影院等文化空间，
丰富了文旅融合场景。创意满满
的新供给，让更多游客更愿意走出
家门拥抱诗和远方。从需求侧的
火热消费，到供给侧的优质产品，
我国文旅市场在供需两端发力，不
断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

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既是拉动

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实现美
好生活的重要内容。我国旅游市
场空间广阔，要围绕更好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个根
本目的，紧跟文旅消费升级新趋
势 、打造文旅产品新供给。一方
面，要持续加大优质文旅产品供给
力度，打造更加丰富的产品和服务
供给矩阵，更好满足多样化、个性
化、品质化的文旅消费需求。另一
方面，要继续优化消费环境，改善
出游消费体验，不断提升人们对旅
游产品和服务的满意度，激发文旅
消费更大活力，为扩大消费和内需

注入新动能。
这个暑期，火车站、飞机场的

人潮涌动，各大旅游景区的游人如
织，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中国经济的
强劲脉搏。国家统计局前不久公
布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业增
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60%。有
理由相信，文旅市场的加速复苏，
将带动服务业快速增长、牵引内需
潜力不断释放，为实现今年预期目
标任务注入强大动力。

（据《人民日报》）

用“新供给”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
王珂

●文旅时评

王世镗（1868～1933），字鲁
生，自号积铁子，晚年号积铁老
人，祖籍河北天津章武，后定居汉
中城内莲花池 9号，著名书法家。

王世镗幼年好学，天资聪
颖 。 17 岁 时 ，便 博 通 经 史 ，善
于作文。王世镗对天文、数学
很感兴趣。科举考试时，由于
对数据演算过于详尽，竟被主
考官怀疑是新党而名落孙山。
这使王世镗不再对科举抱有幻
想，便探访洛阳龙门石刻、汉中
石门摩崖石刻、四川剑阁碑刻，
悉心研究书法。

1902 年，王世镗避难来到
陕西，投靠在安康做官的堂兄
王世锳，专攻书法。在安康不
到 一 年 ，王 世 镗 辗 转 来 到 汉
中。次年，在留坝张良庙出现
了一幅汉中知府张公亮撰文、
王 世 镗 书 写 的 对 联 ：“ 我 愿 从

游 ，托 迹 行 将 寻 紫 柏 ；世 方 多
难，授书何处得黄公。”此联字
字奇崛、倜傥，为王世镗早期的
书法代表作。

王世镗早年多摹龙门石刻，
喜其古拙博大之风。来汉后，他
游览褒斜栈道，观摩崖石刻，潜
心研究，趣韵高古，别出新意，形
成个人楷书的独特风格。他曾
集《宝子》联语达八百幅，足见其
用功之勤，精研之深。

1918 年，王世镗购置汉中
莲花池东南角的一块田产，在
池边起屋种田、写字、种花、养
蜂，与池水为伴，苦研章草 10余
年。章草为草书的一种，因脱
胎于汉隶，字体规矩中求洒脱、
奔放，灵活中求端严、大气。由
于字体富于变化，难于把控，自
东汉张芝、晋朝索靖、明朝宋克
等几位大书家之后，已少有人
书写。他从文字学研究入手，
改订旧《草诀歌》为《增改草诀
歌》，制作手书章草《增改草诀
歌》石刻，写有《章草千字文》字

帖。并将章草、狂草收为《稿诀
集字》。《改定章草草诀歌》《论
草书章今之故》，是研究草书艺
术的理论总结。

1928 年，王世镗的《稿诀集
字》刻石，嵌于哑姑山宝峰寺壁
上（现移存汉中市博物馆），后
遂有拓本流传于世，王世镗亦
由此声名鹊起。

王世镗潜心碑帖，苦研书
法，十分辛苦，加之体弱久病，
于 1933 年 12 月 4 日病逝，享年
66 岁 。 最 重 要 的 现 存 作 品 是

《稿诀集字》《于母房太夫人行
述》等。《稿诀集字》是王世镗在
镇巴刻石之后对《增改草诀歌》
的订正之作，同时也是他“十载
恨墙面，三冬忘鱼筌”的呕心沥
血之作。这部作品梳理章草的
书法源流，明晰章草与狂草的
分别，而且，徐泽生、程履端等
汉中 9 位著名书家用楷、行、隶
三 种 字 体 作 释 ，堪 称 书 坛 盛
事。《于母房太夫人行述》，融汇
章草狂草，酣畅淋漓。

一代章草宗师王世镗

夏 山 如 碧 的 七 月 ，龙 头 镇
六一村的千亩荷园绝不输江南
的水佩风裳。

六一村秀丽的风光应当出现
在古典水墨画中：曲曲折折的荷
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
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
裙。目前六一村千亩荷园共种植
太空莲 1000亩。相较于普通的
荷花太空莲向来开得都十分优
秀，每年到了七八月份，荷花盛
开，这个时候，约上三五好友一起
穿上汉服在这里来上几组美美的
国风大片，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当然，六一村种植荷花也不
全是为了美观，它也有着生态功
能。荷花根系发达，能够吸收水
中的营养物质，减少水质富营养
化，从而使得水质得到改善。此
外，荷花的叶子也能够吸收水中
的有害物质，如重金属离子等，起
到净化水质、保护水生态环境的

作用。荷园内主打荷花和鳖苗共
生，在这样的环境里生长的鳖远
比其他鳖肉质更加鲜美，更具有
营养价值。

从荷塘归来，沿着乡间小路继
续探访，紧连着荷塘的群力村的西
瓜一定不要错过。从地里现挑选
一个，用井水洗净，那种甘冽，恰到
好处，甚至不必用嘴品尝，光用鼻
子也是闻得见的。

这里稻虾稻鱼产业基地养殖
出来的鱼虾，农家的鸡鸭，从地里
现摘的果蔬也是不可辜负的美
味。当然，餐桌上最不容忽视的
是碗中晶莹透亮的大米。大米是
龙头镇人的骄傲，龙头镇共有稻
田 3.2万亩，从 2017年开始实行
稻鱼综合种养，从最初的 50多亩
扩大到现在的 5000多亩，并运用
上了物联网技术，走上了科学种
植养殖的道路。稻鱼综合养殖种
植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耕种方
式化肥农药产量可以减少 30%左
右，产出的稻米和水产品都是绿
色的生态产品。

饭后，取一茶杯，将淡黄的莲

子和翠绿的茶轻置于杯底，加入
冰糖少许，冲入热水，好一阵香气
袅袅。这就是龙头镇依托千亩荷
园所打造的莲子茶了。《本草纲
目》中记载莲子“清心去热”，故和
绿茶、冰糖一起制成莲子茶可以
治疗心火内炽所致的烦躁不眠。
小小的莲子茶在治愈食客因炎炎
夏日而躁动的心的同时，也为当
地的村民带去了收入。

饱了眼福口福，龙头镇还
为游客准备了烧野米饭、农耕
研学、生态露营、垂钓体验、马
术体验等乡村游项目。一系列
农耕文明的体验项目突破了传
统走走看看的观光旅游概念，
主打一个原汁原味，在最大程
度上保留了当地的特色，也为
游人省去了打卡式的奔波，无
论开车或骑行，沿途是翠绿的
稻田和繁茂的果蔬，乡间田野
处处是风景。

而在龙头镇的荷叶田田中
听到童年夏日午后的蝉鸣，看
到老屋上方升起的袅袅炊烟，
那就是古老乡愁的味道。

到六一村看荷花去
黎安安

●履痕处处 ●诗说汉中

我对篆刻不甚了解 ，可对
晓华本人，倒可以说上几句。

知 道 晓 华 时 间 其 实 很 久
了。在多种书法展上，常常读
到他的书迹。这些书迹，皆沉
着拙朴，由笔意看，显然是长期
浸润魏碑得来。

具体接触，是通过友人，求
得晓华奏刀的几方印章之后。
这些年，陆续写了一些短文，部
分记述与一批长者的交往。交
往，多是寄上心仪作家作品，求
他们题字。那一批长者，得时
代余韵，几乎个个善书，题字落
款，后面常钤有印章。白纸黑
字，一方红印上去，恰若点睛，
顿时满纸生辉。这些印章中，
居然有两方出自闻一多先生之

手。抚触观阅，不胜艺术生命
传诸久远之慨。后来印出一二
小书，便希望赠送友人时，也能
盖上印章，增添风采。这执念
成了求印于晓华之缘由。

后来送人小书，本本钤印
晓华印章，由此得到不少人赞
赏。王蓬先生见到，喜欢，托我
联系晓华，为自己、家人、文学
馆刻石多方。王蓬又多次传布
晓华名声，堪称一段艺术佳话。

暇时逛书店书摊，与晓华
碰面多次。他总是夹着不少书
刊，如《书法》《书法报》等。此
时闲散，晓华话匣子打开：古代
书坛人物，书迹源流，今人承继
脉络，功力天分……不仅熟悉，
且论叙有据，判断得当，听来耳
目一明，受益颇多。经数十载
阅历，深知艺术一脉，初期主要
是手法技术锻炼，可最终成就
却在人性品格及学养修为。

这修为需要自觉，需要向古
人学习，向先贤求教。这学习及
求教，最便捷莫如读书（当然指
经典，非大路行货）。时间长了，
构思方法、布局手段，小到锻字
炼句……自然而然浸润受益。
不仅书艺长进，古今前贤之格局
气度，亦植入心田，彼此交融。

喜欢晓华先生镌刻书迹，
亦在于其间的气息流露。一种
可见的得自古代传统，寻得出
源流的久远气息。当然，承继
之外，还有可以感受的对未来
的摸索探寻。稍微熟悉艺术史
的读者知道，对于文化人，这才
是真正艰难的自我“蜕茧”。艺
术之路，其实没有止境。人们
说艺术艰难，是因为除去必需
的刻苦训练，还需时间长久的
砥砺。晓华还年轻，还在路上，
探寻正是年轻的标志，探寻方
有技艺的精进。

王晓华篆刻印象
杨建民

汉源秋色 何宝安 作拜将坛拜将坛

话说西乡县城，樱桃沟雨水下
泻，又南临牧马河，县城是经常遭遇
水 患 。 据 记 载 ，明 成 化 弘 治 四 年

（1491）秋，大雨成灾，西关的街道竟
可 以 划 船 前 行 了 。 清 道 光 十 四 年

（1834），知县胡廷瑞下功夫修筑河
堤 后 ，水 患 才 从 根 本 上 得 到 治 理 。
这个历时多半年的工程告竣后，自
然是要留点纪念的。于是，在河堤
西 段 ，现 在 的 金 牛 小 学 旁 ，造 一 小
亭 ，并 冶 铸 一 安 卧 的 铁 牛 ，以 示 镇
水。据说，自此，河水再没有漫溢、
倒灌城内。

在西乡，有关铁牛的传说妇孺皆
知：有说，某次铁牛“活”过来，化身水
牛，饥饿难耐，偷食地主家麦苗，被家
丁追打，慌乱中一只耳朵被打掉。细
看，如今的铁牛确实一只耳朵断缺
了。还有说，胡知县在铁牛铸成后称
重，判断冶铸铁牛的匠人贪污铁器。
胡知县明察秋毫，是西乡人眼里公正
廉明的好官，他们相信这位知县大人
就是“善政”的化身。

事实上，这位胡知县在西乡任
上的确是政声斐然。

胡廷瑞，字蕴山，安徽黟县人，
贡生。清道光十四年（1834 年），到
任西乡。胡知县到西乡后，多次巡
察县城的河防，下决心要从根本上
解决西乡县城的水患问题。他改变
筑堤方式，发现前任修筑河堤都是
把石头砌筑在竹子围栏的空间里，

遇大水，一下子就被冲毁。他采用
了康熙年间河堤修筑专家、官员靳
文襄的修筑方法，用灰土夯筑，据说
是从牧马河青龙段采挖淤泥，还加
入了一定比例的糯米。砌筑河堤期
间，他朝夕督导在砌筑现场。这段
从道光十四年冬天开始砌筑翌年五
月完工的河堤，长 290余丈。他还亲
自用铁棍扎试，当然，坚不可摧；还
往 堤 上 注 水 ，发 现 好 几 日 都 不 漏
水。那年夏天，新修筑成的河堤抵
挡住了大水。老百姓甚至哭着说：

“没有胡知县的话，我们都喂鱼了！”
他 还 下 大 功 夫 治 理 县 城 北 边 的 水
患。胡知县调任后，老百姓称赞他
是“胡青天”，还立下“德政”“去恩”
两块石碑，在大王庙后殿供奉他的
牌位祭拜他。

铁 牛 也 有 惊 心 动 魄 的 遭 遇 。
2001年 8月初的深夜，住在铁牛近旁
的居民起夜时，被一阵嘈杂声惊扰。
莫非是有人要盗走铁牛？起夜的妇
人叫醒家人，拿上手电筒往铁牛近旁
赶。一大伙人正撬的撬，抬的抬，已
经将铁牛搬离了底座。见有人发现，
这伙盗“牛”贼自然是撂下工具，落荒
而逃了。翌日，附近居民自发捐款，
找来匠人加固了底座，铁牛这下是要
牢牢地“卧”在河堤上了。

如今，这段河堤早已失去防洪功
能，但残存的这段河堤及铁牛，使人
常常追忆起这座小城的防洪变迁史。

西乡铁牛那些事
樊义强

●汉上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