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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

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
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
岷 山 千 里 雪 ，三 军 过 后 尽 开
颜。”这次远征中，共有四支红
军队伍，分别是朱德、周恩来等
率 领 的 红 一 方 面 军（中 央 红
军），程子华、吴焕先等率领的
红二十五军，张国焘、徐向前等
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贺龙、任弼
时 等 率 领 的 红 二 方 面 军 。 其
中，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
红二方面军这三支红军的长征
都与汉中有密切的关系。

红二十五军长征途经汉中
1934 年 11 月 16 日，诞生于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
军，由于未能打破国民党的第
五次重兵“围剿”而不得不离开
这 块 儿 艰 苦 创 建 的 革 命 根 据
地，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
发开始长征。途中，红二十五
军 曾“ 两 进 两 出 ”汉 中 。 第 一
次，1935 年 2 月下旬，当陕军警
二旅向红二十五军创建的鄂豫
陕革命根据地逼近时，中央红
军正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红四
方面军正在实施陕南战役。此
时，为了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

“围剿”，为了配合中央红军和
红四方面军作战，红二十五军
从 商 洛 出 发 西 征 汉 中 。 其 于
1935 年 3 月 4 日从宁陕县四亩
地进入汉中佛坪旧城境内，占
领了佛坪县袁家庄，于 3 月 8 日
进入洋县华阳镇，开展了石塔
河 伏 击 战 ，开 辟 了 华 阳 苏 区 。
经考察发现，与华阳相邻的汉
中地区敌人兵力强大，华阳地
区不富裕，大部队行动不便，只适合少数游击
队活动，红军主力还应以陕东南地区为中心，
向豫西、鄂西北发展。于是留下游击队坚持斗
争，主力部队于 3月下旬从华阳东返，途经佛坪
县，在上沙窝睡了一晚，于 4月初抵达蓝田县葛
牌镇。这是“一进一出”汉中。第二次，1935年
7 月 16 日，按照沣峪口会议指示，红二十五军
指战员从长安沣峪口地区出发，离开鄂豫陕苏
区，西征北上，沿秦岭北麓西进，佯逼汉中，以
迷惑和摆脱国民党军。7 月 22 日晨，红二十五
军一部由辛口子向南折入秦岭山中，随后进入
佛坪旧城，经洋县华阳、太白县牛尾河、二郎坝
进入留坝境内，于 7 月 27 日到达留坝江口，打
倒了冯雨三反动民团，开展了整军活动，并做
了北上动员的思想准备。 7 月 30 日从江口出
发，31 日到达凤县双石铺，在此开展了双石铺
战斗，于 8 月 3 日攻占两当县城。这是第二次

“进出”汉中。离开汉中后，红二十五军沿甘肃
北上，于 1935年 9月 15日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
镇结束长征。

红四方面军长征从汉中出发
1932年 10月，鉴于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

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加上张国焘军事指挥错
误，红四方面军撤离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2
月，红四方面军由陕南进入川东北的通江、南
江、巴中地区，开始创建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
陕革命根据地。至 1933 年 2 月，川陕省第一次
党代会召开，宣布川陕革命根据地正式建立。
1933年 10月，红四方面军“三大进攻战役”胜利
后，川陕革命根据地达到鼎盛时期，发展成为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大区域。川陕苏区覆盖川
陕两省，东起城口近郊，西抵嘉陵江沿岸，南起
营山、达县，北至陕南之镇巴、宁强，总面积达
4.2 平方公里，总人口 500 余万，包含 22 个县和
一个市的革命政权。其中，陕南苏区是川陕苏
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辖区分布在陕西汉中地
区今镇巴、西乡、南郑、勉县、宁强五个县境内。
为了继续巩固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
军进行了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作战并
取得了胜利。随后，在执行“川陕甘计划”发动
广昭战役的当天，红四方面军接到了党中央和
中革军委要求其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渡
过长江以北进四川的电令。为了策应中央红
军，红四方面军发动了陕南战役，给敌人造成集
中精力攻打汉中城的假象，成功吸引防守嘉陵
江的国民党军大量向北撤移，为其西渡嘉陵江
创造了有利条件。历时 20 天的陕南战役刚结
束，方面军便伺机离开汉中，拉开了其长征的序
幕，于 1935年 3月 28日夜发动了强渡嘉陵江战
役，实际上开始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踏上了红
四方面军的长征路。

红二方面军长征途经汉中
1935 年 11 月 19 日晚，在湘鄂川黔革命根

据地上不断壮大的红二、红六军团面对数十倍
于己的国民党军新的“围剿”，不得不避实就虚离
开其经过艰苦斗争创建的根据地，告别患难与共
的父老乡亲踏上战略转移漫漫征途。途中，在红
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前后，为了推动
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实现，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红
二方面军，其主力为红二、红六军团。当红二方
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后，为执行党中央“配合红
一、红四方面军济（宁）会（宁）战役，从右面钳制
胡宗南”的战略计划东出陇南和陕西西南部。方
面军总指挥部制定了成徽两康战役（陇南战役）
计划。所属红六师按照总指挥部战略计划，率领
十六、十八团向南经窑坪进入汉中略阳县木瓜
院、邓子院和秦家坝一带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斗
争，并在徐家坪伏击了从白水江向县城撤退的国
民党军队，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此外，红十六军
团还建立了白水江苏维埃政府，积极带领群众开
展革命活动。最终红二方面军胜利攻占甘肃成
县、徽县、两当、康县四座县城，并占领陕西略
阳、凤县部分地区，圆满完成战役计划。然后北
渡渭河，红二方面军最终于 1936 年 10 月 22 日
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将台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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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二十四节气

前不久，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
赛（村 BA）在贵州省台江县台盘村
落下帷幕。比赛期间，近百家非遗
文创展位、主题茶饮、具有苗族特
色的农产品亮相。体验民族文化，
品尝特色美食，不少人慕名而来深
度感受农文旅融合发展下的乡村
新貌。这一文化活动，坚持农民主
体，热在乡村，乐在群众，和旅游深
度融合，激发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澎湃动能。

走进广袤乡村，各地充分挖掘
乡村文化资源，不断增加优秀文化
产品和服务供给：“村歌”大赛、广
场舞等活动广泛开展，展示农民精
神新风貌；非遗工坊里，手艺人、设

计师等带动农民开展手工艺创作
生产，“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
济”；特色文化和乡村旅游融合发
展，乡亲们富了口袋富脑袋……日
前，文化和旅游部、农业农村部等
部门联合印发通知，确定首批 63个
全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
名单，不断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
魂。文化振兴，既是乡村全面振兴
的重要内容，又能为乡村振兴提供
动能和支撑。

因此，我们要打好乡村“文化
牌”，用好当地文化资源，突出地域
特色和乡村特点，聚合各方力量，
激发振兴活力，不断满足广大农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打好“文化牌”，让有形的乡村

文化留得住，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
去。中华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留下了形态多样、内涵丰富的
农业文化遗产，这是推进农业强国
建设的宝贵财富，要开发利用好，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赋能。农耕文化
中的茶文化、饮食文化等，可以促进
产业兴旺、造福农村、富裕农民；农
业文化遗产包含丰富的社会规范、
生活伦理、节庆礼仪等内容，所传承
的勤俭持家、守望相助等美德，对促
进乡村善治、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具有借鉴意义。加强保护传承，
把乡土特色文化融入乡村建设，留

住乡情乡愁。要创新支持和激励方
式，将优秀文化资源转化为乡村永
续发展的优质资产，展现新时代农
耕文化的魅力风采。

打好“文化牌”，补齐乡村公共
文化服务短板是当务之急。要加快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向农村倾
斜。增加投入，完善设施，让乡镇综
合文化站、农家书屋等“硬件”过
硬。场地设施建好了，还要经常组
织开展活动，为农民群众提供更便
捷、更“对味”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推
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不断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

乡村文化振兴，关键在干，关

键在人。农民是乡村文化振兴的
主体，要引导广大农民学文化、学
技能，提高参与度；要尊重农民意
愿，广泛依靠农民，吸引一批乡土
文化人才、培育群众文艺团队扎根
乡村“种文化”，让乡村文化人才在
希望的田野上大显身手。

加强对乡村文化事业发展的
政策支持、要素保障，汇聚起推动
乡村文化振兴的强大力量，乡亲们
的日子定将越过越有滋味。

（据《人民日报》）

打好乡村振兴“文化牌”
常钦

●文旅时评

11 月 22 日是二十四节气
中 的 第 20 个 节 气 —— 小 雪 。
到 了 小 雪 节 气 ，意 味 着 冷 空
气 将 使 我 国 北 方 大 部 地 区 气
温 逐 步 降 到 0℃ 上 下 。 黄 河
中 下 游 的 平 均 初 雪 期 基 本 与
小 雪 节 气 一 致 ，此 时 这 一 地
区“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
有傲霜枝”，已经呈现出初冬
的 景 象 。 俗 话 说 ：“ 小 雪 到 ，
冬 始 俏 。”小 雪 节 气 ，寒 潮 来
临，南方冷空气也频繁到访，
但 是 南 方 小 雪 日 ，仍 然 是 色
彩 斑 斓 的 景 象 ，与 北 方 已 经
开 始 萧 瑟 寒 冷 的 小 雪 时 节 大
为不同。

小雪和雨水、谷雨等节气
一样，都是直接反映降水与气
温的节气。小雪节气的到来，
意味着天气会越来越冷、降水
量逐渐增加。古籍《群芳谱》
中说：“小雪气寒而将雪矣，地
寒未甚而雪未大也”，意思是
说 到 了 小 雪 节 气 由 于 天 气 寒
冷，降水形式由雨变为雪，但
此 时 还 没 有 到 天 寒 地 冻 的 时
候，所以雪下的次数少，雪量
还不大，所以称为小雪。

古代，很多文人喜欢在小
雪节气吟诗作赋，这并不是偶
然。此时正是“篱菊尽来”“塞
鸿飞去”的季节更替之时，农
作物大都已收获，人们大部分
时 间 比 较 清 闲 。 因 而 小 雪 节
气 也 成 为 文 人 独 抒 胸 怀 的 绝

佳时节之一，唐代诗人张登就
曾 写 过 一 首 小 雪 节 气 诗 ——

《小雪日戏题绝句》，“甲子徒
推小雪天，刺梧犹绿槿花然。
融和长养无时歇，却是炎洲雨
露偏。”

“甲子徒推小雪天，刺梧
犹绿槿花然。”意思是甲子年
时，小雪节气来得比往年要晚
一些，此时虽然已经到了小雪
节气，但是南方的梧桐树还依
然绿意盎然，木槿花也依旧开
放着，俨然一幅深秋景象，美
不胜收。

小雪节气看不到雪花，诗
人会失落吗？当然不会。“融
合长养无时歇，却是炎洲雨露
偏”中的“长养”，“养长之道”
的意思是《黄帝内经》中的养
生术语，“养长”就是使生长壮
盛。中医认为夏三月为“养长
之道”，冬三月是“养藏之道”，
可 是 诗 人 在 这 首 诗 里 却 偏 偏
说冬日也是“养长之道”，暖和
的 小 雪 天 气 ，同 样 适 合“ 养
长”，是说小雪节气还如此暖
和 是 因 为 神 话 故 事 中 南 方 炎
洲的雨下偏了，才让人觉得如
此暖和。

我 国 古 代 将 小 雪 分 为 三
候：一候虹藏不见，说的是由
于 气 温 降 低 ，北 方 以 下 雪 为
多，空气中水分减少，彩虹也
就看不见了；二候天气上升地
气下降，说的是小雪时天空阳

气上升，地面阴气
下降，导致阴阳不
交 ，天 地 不 通 ，所
以万物失去生机；

三候闭塞而成冬，是说由于万
物失去生机，天地闭塞而转入
严寒的冬天。

小雪的到来，意味着冬季
降雪即将拉开大幕，此时的餐
桌开始围绕“暖”与“藏”二字
下 功 夫 。 温 补 的 牛 羊 肉 成 为
餐桌上的常客。

在我国北方，小雪节气有
吃涮羊肉的风俗。羊肉温补，
冬 天 食 用 可 以 御 寒 。 寒 冷 的
初 冬 时 节 与 亲 人 朋 友 围 坐 一
起，吃着热气腾腾的火锅，就
是冬日里的温暖。

在南方一些城市，小雪时
节 有 吃 糍 粑 的 风 俗 。 俗 语 说

“十月朝，糍粑碌碌烧”。“碌碌
烧”是非常形象的客家语言。
忙碌的“碌”，意思是说像车轱
辘那样滚动，在这里是指用筷
子卷起糯米粉团，像车轱辘那
样前后左右四周滚动，粘上芝
麻花生砂糖；“烧”是热气腾腾
的 意 思 。 三 个 字 就 概 括 出 吃
糍 粑“ 一 要 热 、二 要 玩 、三 要
斗”才过瘾的秘诀。

小 雪 时 节 随 着 气 温 急 剧
下降，天气也变得干燥，正是
加 工 腊 肉 的 好 时 候 。 全 国 很
多 地 方 都 有 冬 季 吃 腊 肉 的 风
俗，尤其是南方城市，更是对
腊味情有独钟。民间有“冬腊
风腌，蓄以御冬”的说法，一些
家庭这时开始动手做香肠、腊
肉 ，等 到 春 节 时 正 好 享 受 美
食。“冬天进补，开春打虎”，小
雪 节 气 的 来 临 提 醒 人 们 冬 天
进补要开始了。

（据《央视综艺》）

小雪到，冬始俏
侯雪

陈 竹 朋（1919.9～2015.1），城
固县人，生前为中国群众文化学
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陕
西书法家协会理事、汉中市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西安终南印社顾
问、汉中地区群众艺术馆副研究
员 。 2015 年 1 月 7 日 去 世 ，享 年
96 岁。

陈竹朋自幼爱好书法，1940年
冬天在同族好友介绍下，以漂亮的
小楷书法和良好的语文功底被西北
联大的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录为工作
人员。他长期坚持潜心研究书法艺
术，重视传统功力，楷、行、篆、隶、草
兼擅，并兼通绘画。亦工篆刻，雍容
大气，平中见奇，功力深厚。作品多
次入选全国大型书法展览及在专业
报刊发表。部分作品被博物馆、纪

念馆、风景名胜区收藏或勒石。先
后被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六首》

《新道德三字经》《小学生守则》《楷
行隶篆四体新编千字文字帖》《陈竹
朋四体书兰亭序》等字帖，其中《楷
书结构习字帖》15年再版七次，印行
量达 45万册，《注音百家姓》两次重
印达 63 万册。其作品、传略辑入

《中国现代书法界名人辞典》《当代
中国书法艺术大成》《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名鉴》等。

陈竹朋先生高风亮节，淡泊名
利，在去世前 14 年以诗歌《最后的
愿望终不变》立下遗嘱：“两眼一闭

万事了，立即火化不追悼。骨灰不
收不保留，不发讣告不登报。花圈
孝帐全谢绝，送钱送物概不要。烧
纸焚香皆蠢事，披麻戴孝没必要。
干部应享丧葬费，缴纳党费画句
号。一言既出如九鼎，迟迟早早不
失效。家属子女拂我意，便是对我
不行孝”。陈先生去世后子女遵其
遗愿，只邀请老人生前好友参加简
单告别仪式。

陈竹朋先生生前居住在汉台
区莲湖路汉中地区群艺馆家属院，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房子，房子不
大，陈设简单朴素，陈先生平易近

人，谦逊和气，说话语速平缓，有板
有眼，不骄不躁，谈笑风生，没有任
何的夸大其辞和矫揉造作，对生活
非常知足满意且充满着感激感恩
之情，说的全部是积极乐观向上的
话，给人以坚定沉着的信心和力
量。有一次市上一位领导拜访他，
说到陈先生是著名书法家要保重
身体，陈先生说自己算不得什么

“家”，只是一生爱好，写字能够长
期坚持且用心用力用情罢了。陈
先生生活自立自强，喜欢安步当
车，有一次有一个城区内的小座谈
活动，会议组织者觉得他已八十五

岁高龄就安排车接他，他婉言谢
绝，结果座谈会他步行近两公里的
路程提前二十多分钟到了会议室，
会议结束后不参加集体就餐不让
车送又独自一人回家了。

陈先生书法作品内容多为名
人名言佳句，或者出自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典籍，积极向上，格调高雅，
催人奋进。

仙台坝镇在略阳县东部，距县
城 41 公里。在十天高速公路通车
之前，去两河口片区（两河口、仙台
坝、观音寺三镇）要翻过一座大山，
叫大峁垭。盘山公路在大峁垭上
盘旋，一上一下要一个多小时，山
高路险。两河口片区被县城以西
的人称作“山区两河口”，那口吻，
大有偏远甚至蛮荒的意味。实际
情况也的确如此。仙台坝是一个
小乡，人口不多，鼎盛时才四千多
人，现在三千大一点。境内无工矿
企业，无商贸集散地，是一个纯农
业乡镇。这样一个寂寂无名的地
方，恐怕连本县人也并不都知道。

仙 台 坝 镇 境 内 森 林 面 积 大 。
从仙台坝镇再往上走，就是原始森
林了。在森林中间，过去还有一个
三不通（不通路、不通电、不通信
息）的原始部落一般的自然村，叫
铁厂坝。铁厂坝距镇政府有 70 多
里 路 ，中 间 有 约 15 公 里 空 无 人
烟。要到铁厂坝去，路就是河，河
就是路，在河上趟过来趟过去，要
过 80 多道河才能走到。夹岸多为
峡谷森林 ，山风林涛水声充斥耳
鼓，花木草香扑面而来。一间房两
间房那么大的石头，随意地卧在河
中间，似乎要拦住你的去路，你只
好千回百转，寻着石隙走过去。河
谷走完，眼前阔朗开来，有了庄稼
地，有了石板房，石板房上袅袅升
起淡蓝色炊烟——铁厂坝村到了。

贯穿仙台坝的两条河，肖家河

和娘娘坝河，皆发源于铁厂坝的浑
人坪和晒金坝，它们是汉江的主要
源头。汉江到了安康市，真正有了
大江大河的气势。站在安康汉江
的大堤上，面对着这浩浩荡荡如绿
绸子一样的大水，我像迎接亲人一
样——这些带着草木清香的好水，
有一部分就来自我的家乡仙台坝。

把仙台坝镇誉为山水画廊一
点都不为过。两河口集镇一过，到
仙台坝的公路就沿着河走。在地
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河就是探险
者、探路者。古人要到一个地方，
首先是沿着河谷走，河走没了，就
挡着一架山，翻过山，又沿着河走，
目的地就在前面。仙台坝的农家
住户都散居在沿河两岸，一个山湾
过去又连着一个山湾，一个坝子连
着一个坝子。坝子上，或方格或菱

形的水田一片连着一片，傍着水田
的山脚下 ，或红或灰的琉璃瓦屋
顶，就是农家的小楼庭院。小楼掩
映在竹林和杜仲林中，被一片花木
草香包裹着，背后靠着浓得化不开
的青山。

仙台坝镇境内叫坝子的多，从
下往上，范家坝、羊儿坝、仙台坝、
娘娘坝、铁厂坝，有山有水有坝子，
真正是富庶之地。

仙 台 坝 最 美 的 地 方 ，我 觉 得
还是这山山水水。先说山。最高
处的山叫浑人坪，海拔 2000 多米，
最低处的山叫五龙寺 ，海拔也有
1500 米。仙台坝的山高，却不险
恶，纯岩石裸露的山几乎没有，整
个山系北高南低 ，每一座山都被
森林覆盖着，山与山绝不孤立，绵
绵延延，勾肩搭背，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 ，汇就成茫茫林海。浅山有
浅山的林子，深山有深山的林子。
浅山的林子多数是经济林，生长着
青冈、小橡子、桦树、杜仲等，这些
林子农民多用作菌材，香菇、木耳、
天麻、猪苓，农民靠着这些经济林
增加收入。深山林子已经长成气
候，是国家的林库。林木禁伐后，
森林最大的好处就是调节气候、涵
养水源。

外地人一到仙台坝，最惊叹最
珍 爱 的 还 是 这 清 幽 幽 甜 丝 丝 的
水。站在水边，云的影子、山的影
子、树和花的影子、飞鹰乌鸦麻雀
的影子、你的影子，都赤裸裸地掉
进水里，你必须怀着朝圣和纯净的
心情去打量。仙台坝的水中鱼特
别多。夏天里 ，一位仙台坝的女
婿，据说在合肥当老板，第一次来
这里，要我带他到河边钓鱼，我没
有推辞。不到两个小时，就钓了小
半塑料桶活蹦乱跳的鱼。临走时，
他有些依依不舍。我猜测他的心
思，应该是：本人愿意抛却红尘，在
这里垂钓后半生。

书法家陈竹朋

好山好水仙台坝
袁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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