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责编 韩晓艳 视觉编辑 姚欣 校对 董雪2023年 12月 29日 星期五
8 汉风古韵

张鹤鸣（1924.10-2000.6），城固县人，高
级农艺师。1952 年毕业于西北林学院，先后
在城固县园林站、柑橘研究所工作。毕生致
力于城固柑橘及果树栽培技术的推广，被誉
为汉中柑橘及果树产业发展的科技奠基人和
推动者。1985 年，对“城固柑橘因中晚熟品
种多而导致经济效益低的问题”进行详细调
查，并自费到浙江引回 5000 多株特早熟、早
熟温州蜜柑树苗。在城固栽植成活后，他无
偿给农户提供接穗，取得亩产超过 4000 千克

的高产纪录。1986 年 6 月，被国家农牧渔业
部表彰为农业科技推广先进工作者。他编写
过《柑橘高产栽培技术》《柑橘结果园高产稳
产栽培技术》《城固柑橘》等讲义和农村实用
技术科普读物丛书，参与《西北的梨》《秦岭巴
山柑橘》等书籍的编著。主持过“温州蜜柑幼
园丰产栽培技术研究”“800 亩柑橘丰产园栽
培试验”“城固冰糖蜜橘良种选育”等重大科
技项目的实施，其中一项获得陕西省科技进
步二等奖。1991 年冬，城固柑橘遭受特大冻
害，当时他虽已退休，但仍主动深入灾区调查
灾情，指导群众科学保园护树，把损失降低到
最小程度。曾被省政协、省妇联、省老龄委授
予“老有所为精英奖”，被当地广大种植柑橘
脱贫致富的群众称为热心肠的自家人。

农艺师张鹤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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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时评

●汉上钩沉

作为新的载体，数字加速了非
遗的传播，数字与非遗的奇妙“混
塔”已经是基本的社会事实。随着
数字时代的全面来临，这种组合必
定会进一步开疆拓土。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科技进
步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科技进步
为文化发展提供重要动力，文化发展
为科技进步提供坚实基础。其中，文
字作为人类交流事务、表达思想的重
要载体，在人类文明的演化中又发挥
了重要作用。此前需要口耳相传的
知识、眼见为实的技能被记录下来，
后人也因此在前人的基础上更新迭
代。而且，不少由于种种原因失传的
技艺，也因有了文字的记录而在新的
时代得以复原、更新。

笔者曾在安徽祁门、岳西一带

乡野寻访古旧戏台。地处山区，相
邻的村子，口音也着实有异，不少本
地人都不明所以。然而，散落在乡
野的这些古旧戏台的文字、碑铭所
记述的戏班、戏目、演员则将这些言
语不通的村落连缀成一个整体。就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文字社
会的生命力明显胜于无文字社会。
到了近现代，没有留声机、录音机、
录音笔这些工具，很难想象会有当
下口述史的盛行。新工具的不断涌
现，变革性地改变着人类的文化生
态与艺术形式。

在“话匣子”（广播）来到中国之
前，在北京老天桥和天津等地以露
天撂地卖艺维持生计的相声，虽以
语言表演为主，却有着更多体态动
作。事实上，边唱太平歌词边白沙

撒字“圆脸子”（招呼人），是当年相
声艺人入门必练的基本功。因为露
天撂地，要四围的观众都能看见，对
口相声的两个艺人是面对面表演。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话匣子”
的日渐盛行，口才好、声音好的相声
艺人与“话匣子”有着天然的亲和
力。进而，因为“话匣子”的介入和影
响，相声艺人的口齿清楚、声音各色
益发重要。到改革开放前广播“一统
天下”的那数十年，相声也从原本是

“看”，转型为主要是“听”，以致白沙
撒字这一演员基本功逐渐失传。改
革开放后，电视的普及以及网络时代
的来临，直至当下抖音、小红书等新
媒体的盛行，相声又开始向表演回
归。哪怕是隔着大小不一、形制迥异
的屏幕，“看”至少不逊色于“听”。这

使得纵然不再白沙撒字，相声演员的
容貌、服饰、体态、表情甚至眼神再次
具有了不言而喻的重要性。

显而易见，在相声的百年演进
中，广播、电视、网络已经不仅仅是
传播方式，它们实实在在地参与了
相声的制造与生产。以不同方式传
播的相声，明显具有不同的风格、不
同的形态，培养了不同的受众，也造
就着不同时代的生活方式、娱乐方
式与审美实践。

国学大家钱穆曾指出，经过文
字的记述加工，《诗经》中的“国风”已
经不是纯粹意义用方言传诵的“民
歌”，写下来的“国风”因为文字这一
载体而具有了更广的传播范围、受
众和普遍性，与“雅”“颂”并无本质差
别。以此观之，亦如相声，作为新的

技术、载体，数字化不仅是当下非遗
必然有的保存方式、传播手段，会助
力非遗的保护、传播与传承，它同时
还在生产着非遗，至少是使“实体”的
非遗出现了“数字非遗”这种新形
态。它们有着各自的受众、流布的
场域。这些新形态，共同构成了今
天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新样态。

数字化正在打造、革新着非遗
的形态与生态，是非遗传播也是非
遗传承的革命性力量。借助它，非
遗更能有效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这样的传播，也就成为一种切实有
效的生活传承。 （据《光明日报》）

数字化正在改变非遗的传播方式
岳永逸

趁着景色正好，我
们一行十数人决定到留
坝去赏秋。

下了宝巴高速武关
驿出口，前行一公里，就
到 了 留 坝 旅 游 接 待 中
心。留坝县是汉中市西
北部的一个小县，全县
人口不到四万，县城更
是弹丸之地，乃因“刘”
姓住此一块山间川坝，
而得名“刘坝”。后因汉
初三杰之张良，被封“留
侯”且隐居于紫柏山下，
遂改名“留坝”。

留 坝 县“ 一 业 为
大”，旅游资源富集，全
县上下锚定“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旅游业
风生水起。

青羊铺村是我们的
第一站。

秋风中，两岸青山
如川剧变脸，黄起来，红
起来，斑斓起来。风干
的玉米秆，像一支行进
的队伍，迎风而动，脚步
声声；一旁的溪流发出
淙淙之音，似在欢笑歌唱。一棵高大的
核桃树，栉风沐雨，似一位饱经风霜的
老者见证着历史，诉说着沧桑的故事，

太平山是我们的第二站。在这里登
高望远，俯瞰留坝县城，眼中皆是风景。
站在一处观景台上，放眼望去，远处青山
如黛，层峦叠嶂，山岚氤氲连绵，如梦如
幻，如诗如画。留坝是个小小山城，一条
国道横穿其中，半锅烟工夫就能走通县
城。据说，来一个陌生人，不出半小时，商
店的售货员，都知道城里来客人了。虽
然，此刻的我们，如片片秋叶（都已退休），
但融入这大自然的斑斓里，何尝不是一种
自由自在的乐事呢！快乐，可以使人忘我
而无忧，可以横生童趣。这不，不远处的
台阶上，有三位中年妇女，席地而坐，手中
拿着针线，在鞋垫上绣着花。这情景，已
是多年未见了。她们在这大山之中飞针
走线，将心中所想绣于簿簿的鞋垫之上，
何尝不是在放飞自己的梦想？我问：一天
能做几双？“咯咯咯……”我冷不丁的问话
使她们笑出了声：“绣着玩的……”是的，
从这发自内心深处真诚的笑声里，能够感
觉出她们真的是在“玩”啊！

第三站是寻幽栈道。“栈道”一词，基
本的解释是指沿悬崖峭壁修建的一种道
路，又称“栈阁之道”。这是古代交通史
上一大发明。人们为了在深山峡谷通
行，且平坦无阻，便在河水隔绝的悬崖
绝壁上用器物开凿一些菱形的孔穴，孔
穴内插上石桩或木桩。上面横铺木板
或 石 板 ，可 以 行 人 和 通 车 。 为 了 防 止
这 些 木 桩 和 木 板 遭 雨 淋 变 朽 而 腐 烂 ，
又在栈道的顶端建起房亭（亦称廊亭）
这 就 是 阁 ，亦 称“栈阁”。相连贯的称
呼，就叫“栈阁之道”，简称为“栈道”。

先 民 早 在 战 国 时 即 已 修 建 栈 道 。
秦惠王始建褒城褒谷至郿县（今眉县）
斜谷的褒斜栈道。秦伐蜀时修了金牛
道。世人耳熟能详“明修栈道，暗渡陈
仓 ”的 故 事 就 是 明 面 上 大 动 干 戈 修 一
条 被 项 羽 耻 笑 为 不 可 能 的“ 褒 斜 栈
道”，实则集中优势兵力，从陈仓（宝鸡
以东）之道，直击咸阳。《史记·高祖本
纪》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
诸 侯 之 慕 从 者 数 万 人 ，从 杜 南 入 蚀
中 。 去 辄 烧 绝 栈 道 ，以 备 诸 侯 盗 兵 袭
之，亦示项羽无东意……八月，汉王用
韩信之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邯
迎击汉陈仓，雍兵败……”所以，途经秦
岭腹地留坝的这段褒斜道，就成了一个
伟大的传奇。

留坝之所以千古留名，除了这条栈
道具有传奇色彩外，还有马道镇夜涨的
寒溪、英雄神仙的庙台子（张良庙）。“不
是一夜寒溪涨，焉得汉室四百年”。两千
多年前萧何追韩信到留坝的马道这条溪
流旁，河水陡涨，阻挡了韩信的坐骑，经
相劝，韩返回汉中，被刘邦拜为大将，出

“明修栈道”之计，定关中，平中原，建立
了西汉王朝。而后，张良急流勇退，在留
坝紫柏山下的庙台子，追寻师傅黄石公，
潜心修道，不参政事，留给后人不争于世

“英雄神仙”的美名。
刘邦得以成事，其追随者张良、萧

何、韩信三位人杰功莫大焉！因之，刘
邦在大汉王朝成立大会大宴群臣时，即
发出内心感慨，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
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
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
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十余文化
人面对栈道遗迹，回望这段历史，心情
正如作家王蓬先生的感概，“面对无言
的青山，湍急的溪流，残留于悬崖峭壁
之上的石梁、栈孔、碑刻，伫立呆看，只
觉一股气势扑面而来，让人为古人的胆
识、气魄与智慧激动。”他同时还连发三
问：为什么偏偏是这种形制，不是另外
的形制？为什么同样一段古道，秦汉、
隋唐、明清却各有不同？古人究竟出于
何种思考？我想，这样的寻访、追问，在
未来的时光里仍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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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踪觅迹

留坝县的古八景中，找不到遗址却又真
实存在的属“豁然平旷”了。“豁然”二字，解
释有很多种，这里应该取“倏忽，顿然”之意；
平旷，即平坦宽广。两词组合起来，就是突
然的平坦宽广之地。有“豁然”“平旷”字眼
的文章很多，最醒目的是陶渊明在《桃花源
记》里的“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
屋舍俨然”一节，和孔子四十七代孙、宋人孔
武仲的“驰提历湾纡，林木荣棘栗，豁然就平
旷，天壤合为一”诗句了。

“豁然平旷”在《留坝厅志》上有三处痕
迹：一处在《厅城栈道图》上，标注在画眉关和
老鸦山之间；另一处在清代诗人张邦伸的《云
栈纪程》里，“初九日，由留坝循褒水东岸南行
三里，石壁有‘豁然平旷’四字，亦朱闲圣手
迹”的文字记载；还有一处是在清代名臣兼学
者的陶澍在《画眉关》中的“一线忽开云壑路，
半山飞溅雪花毬”诗句，可能也是对“豁然平
旷”的现场描写。然而，作为留坝历史上之

“狱吏儒师”的顺天府（今北京市）大兴人陈庆

怡，《留坝厅志》始稿的起草者，在留坝任职二
十年，曾作《留河六咏》，描绘了留坝的古六
景，没有提及“豁然平旷”一个字眼。

或许我才疏学浅，不能见微知著，亦或
是翻阅资料不认真，在《留坝县志》里，竟未
找到有关“豁然平旷”的只言片语。

前几年在留坝县城关镇镇政府工作，曾参
与过镇域范围内的林地现场调查，有意在青羊铺
村画眉关组待了两天，没有发现朱闲圣的手迹。

留坝县境“尺寸皆山，崇岩邃谷，曚影不
齐”，较大的平宽地块少之又少。虽然“豁然
平旷”遗址没有发现，但分析山势、地貌、水
经和《厅城栈道图》《云栈纪程》的记载及其
标注，我认为，南环路与紫柏路交汇处至南
新街这一地段都应该是它的区域。至于清
朝汉中知府朱闲圣的手迹，很可能就在画眉
关至县城路边的那个山壁上。

与友言及此事，友也认可我对“豁然平
旷”遗址的分析，最后又意味悠长地说了句

“屋宽不如心宽”，令我痴痴地感悟了许久。
是呀！胸中有禅意，何愁不豁然；心里无妄
想，满眼都是平旷。

还 继 续 寻 找 不 ？ 我 一 时 半 会 决 定 不
了了……

寻迹豁然平旷
宋晓轩

●履痕处处

陂塘就是池塘，老百姓也称作
堰塘。据相关资料统计，1949年，汉
中境内共有陂塘 10192 口。直到现
在，也还有 6022 口。大都分布在丘
陵浅山地区，多数陂塘为塘堰(渠）串
联、蓄引结合、农闲蓄忙时用的灌溉
形式，独立灌溉的较少，部分陂塘还
结合发展水产养殖、开展农（渔）家乐
经营，给古陂塘利用赋予了新内容。

我市发展陂塘灌溉的历史比较
久远。汉中在古代是联系关中与巴
蜀的重要节点和通道，境内有汉江、
嘉陵江及众多的河流，优越的地理
优势和水利条件，加之少战乱少动
荡，社会基本保持着稳定，因而保证
了陂塘水利得以较好地发展。1965
年在汉中市区北郊石马坡、1978 年
在勉县老道寺发掘的东汉墓葬中，
均有陶陂塘与陶稻田模型出土。其
中勉县汉墓出土的圆形绿铅釉陶陂
池，直径 360 毫米，高 90 毫米，壁厚
15 毫米。池内有泥塑荷叶、莲苞和
含苞待放的荷花，正中有一大荷叶，
叶面蹲一只青蛙，呈跳水状。池底
部还散布着鱼、鳖、螺、泥鳅、菱角
等，连池边沿的蚂蟥、鸭子都清晰可
见。从形状上看，这就是一座人工
修建的池塘的模型。

保存于汉中市博物馆的陂塘稻
田模型，也是泥质陶，灰色，长方形，

中间横隔一坝，一边为陂池，一边为
稻田。坝中部安装闸门，闸墩和闸
槽合为一体；出水口为拱形洞。从
闸槽、出水口的结构看，是一座提升
式平板闸门，通过升降启闭闸门控
制水量。池底塑有鱼、鳖、螺、菱角
等；坝外是稻田，据说出土时可见画
有纵横成行的秧苗。

这些陂塘及稻田模型的出现，
说明至迟在东汉早期，汉水上游地
区已有了人工修建的小型水库，方
便鱼禽养殖和农田灌溉。《水经注》
卷二十七《沔水》也有记载：“（湑水）
北有七女池，池东有明月池，状如偃
月，皆相通注，谓之张良渠，盖良所
开也。”说明西汉初期在城固县湑水
河边也建有蓄水灌溉的池塘。

清末，汉中城区附近的古塘池
共 有 12 口 。 其 中 王 道 池 、下 王 道
池、草池、月池、顺池及南江池，史称

“六大名池”,至今仍发挥着蓄水灌
溉作用。据现存于汉台区毛寨清道
光十三年碑刻记载，上述古池均“始
于汉代，创于邺侯”。清嘉庆《汉中
府志·水利》载 :“王道池宽三百数十
亩 ,下王道池、草塘、月塘三池各宽
百余数十亩不等，顺池宽二百八十
亩，铁河池、江道池、高池、塔塘、三

角塘、老张塘六塘各宽百余亩、数十
亩不等。”

到清末、民国时期，汉中巴山浅
山区以及北部丘陵区水利灌溉已有
规模，陂塘蓄水随处可见。

汉中最著名的陂塘莫过于饮马
池。饮马池在汉中城区东南隅，所以
也叫东湖。公元前 206年，鸿门宴风
波后，刘邦听从萧何等劝谏，忍辱就
任汉王，率部来到汉中，建都南郑

（今汉中城区），驻跸于古汉台。常
常饮马于近在咫尺的东湖，后人就
称为饮马池，现在是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

饮马池水面 6358 平方米，呈椭
园形，四周用青砖和浅红色石条砌
成，四季有水。湖西侧清代石坊石
刻尚存，池东南角曾有明代古城墙
和高约 20 余米的三台阁，被列为汉
中市“两汉三遗址”的重要景区。现
存有“神龙能作苍生雨，饮马常怀赤
帝风”的石刻。饮马池地势低洼，每
遇秋雨，水满为患。清嘉庆、光绪年
间，曾两次大规模修整。

三台阁在城墙上，饮马池在楼
阁下，高低错落，相互映衬，无论站
在城墙上还是饮马池边观看，都是
一幅优美的风景画。从前，这里有

传 说 中 的“ 东 塔 西 影 ”，是 著 名 的
“汉中八景”之一。据说清晨的太
阳斜照在东关净明寺的古塔身上，
长 长 的 塔 影 就 落 在 饮 马 池 的 水 面
上，可惜现在看不到了。据城里老
人说，古塔原有十三层高，后人重
修时少了两层，因此“东塔西影”就
看不见了。

最美的陂塘要数皇塘了。皇塘
也叫王道池，在汉中城区正北十公
里处。传说公元前 206 年正月，项
羽封刘邦为汉王。刘邦为“收用巴
蜀，还定三秦，以图天下”，派丞相萧
何创修山河堰，并建皇塘等四大名
池，成为境内引、蓄灌溉工程之始。
刘邦行王道、兴水利滋养百姓，因此
这个池就叫“王道池”，池边的村就
叫“王道池村”。周围的村民感念皇
恩浩荡，王道池便改称为“皇塘”。

油菜花开的时节，驾车出城一
路向北，约二十分钟，就到皇塘。皇
塘水域面积不大，附近平川与小丘
陵并存，视野开阔又起伏有致。周
围是开得正旺盛的油菜花，黄灿灿、
金亮亮，一片黄色的海洋。这千亩
连片种植的油菜，开花时节成为汉
台区油菜花海的主要观赏地。

要说最神秘的陂塘，就是吸呼

泉了。沿汉台区武乡镇东沟上走十
里，便到了天台山脚下的石堰寺山
口，再走五里山路，就是著名的吸呼
泉 了 。 据 民 国 二 十 五 年（1936 年）

《建修观音洞碑志》载：“东南诸峰，
石磊层积，壁凌空，名曰碑口，下出
呼吸灵泉，而灌乎稻田”。朝山的香
客、附近的老农，把吸呼泉描述得神
乎其神，说是泉底有一条老龙，被压
在大碾盘下，老龙间歇吐出的水，通
过碾盘的眼孔流出。所以，地上泉
池的水，一忽儿满，一忽儿浅，一呼
一吸，神奇极了。吸呼泉是几个锅
状的泉池，泉水清冽、莹亮，泉底一
沙一石清晰可辨。仔细看时，泉水
从地下涌出，但当泉池溢满，泉水就
偃旗息鼓了，然后多余的泉水慢慢
地向下游流淌而去。待泉水只有半
池时，它又从地下冒出，循环往复，
像地下的泉水在“呼吸”。其实，这
种 间 歇 泉 的 地 质 奥 妙 早 已 被 人 揭
秘：简单说来，是地层深处形成空
腔，地下水涌满空腔后受压力影响，
从岩石裂缝里间断喷发，形成了叹
为观止的自然景观。可能是受 2008
年四川汶川地震的影响，或是地质
结构的变化，现在的呼吸泉的“呼
吸”现象已经很少出现了。

陂塘里面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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