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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将坛拜将坛

秋冬时节，全国各地不少人被
大自然的颜色吸引，或近观或远游，
走向户外、拥抱天地。

山林间，绿的、红的、黄的叶子
相间交错，美不胜收；城市中，银杏
大道上满是拍照的人；乡野里，有树
上 挂 满 的 果 ，也 有 田 间 割 下 的 稻
……满目的翠绿、金黄、火红，自然
的画布给予我们美的馈赠。

如何描绘这样的自然美学？中
国传统色的雅称，很是恰当。

江苏东台市，麋鹿在万亩盐蒿
里觅食嬉戏，这片“地毯”染上了“锦
葵红”；河南济源，王屋山的山峰间
云海翻腾，眼前都是“晴山蓝”；内蒙
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胡杨叶挂满
枝头，一片片的“金盏黄”……田野
间渲染着传统色，如诗如画，给人以
美的享受，也促使人更愿意接近美、

欣赏美、创造美。
色 彩 绚 丽 的 背 后 ，是 文 化 之

味。像“东方既白”，描述破晓时分
的景象，《赤壁赋》中写“相与枕藉乎
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可见曙光
之色；又如“紫蒲”，本是长在水岸边
的菖蒲，一句“紫蒲生湿岸，青鸭戏
新波”，画面感十足；再如“天青色”，
给人以雨后初晴、碧空如洗的感觉，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
来”。中国人用独特的方式定义色
彩，在精致与精妙之间书写浪漫。
充满想象的色调，诗意曼妙的名字，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沉淀，耐人
寻味、意味悠长。

有 人 说 ，色 彩 是 一 种 文 化 基
因。中国传统色既契合天地万物的
自然，又被赋予人文审美的旨趣，更
承载着中国人的生活观与世界观。

比如“纁黄”，名字出自《楚辞》，描述
了黄昏时分太阳落地平线时的天色，
古人认为此时是天地阴阳交接之时，
有了“昏礼宜昏”之说，后来“昏礼”逐
渐变为“婚礼”。黄昏色彩的映射，道
法自然的理念，融入了人们对新人开
启新生活的期待。可以说，饱含独特
韵味的色彩，既带来视觉上的冲击，
又于无形中系紧情感上的纽带、强化
文化上的交融。

以 色 彩 为 载 体 形 成 的 文 化 连
接，何以产生共鸣？融入日常、走进
生活，至关重要。扎染是我国民间
传统的染色工艺，如今渐成风潮，受
到 不 少 年 轻 人 喜 欢 。 扎 染 研 修 活
动，教人体验“布里生花”，感受非遗
魅力；推出创意设计，一些玩偶、扇
子等“染上”青黛，成为备受欢迎的

“单品”；借用扎染艺术点缀衬衫、头

巾等衣物，穿在身上、美在心里……当
色彩表达巧妙地走进生活，当古朴
与新潮相遇，古老的正在变成当代
的，生机勃发。更好让传统文化和
现代生活有机融合，赋予其新的形
式与内涵，传统文化将在新时代大
放光彩。

文化的生命力源于创新创造，
而 创 新 创 造 就 包 括 科 学 运 用 新 技
术、新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
中 央 政 治 局 第 十 七 次 集 体 学 习 时
指出：“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
效 机 制 ，实 现 文 化 建 设 数 字 化 赋
能 、信息化转型，把文化资源优势
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以编纂出
版“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为例，收录
的每幅古画，力求在笔墨神韵等方
面接近原作，很多成果也实现了数
字化。丹青不老，当文化珍品借助

科技实现“活色生香”，人们看到的
不只是色彩、线条、写意、情怀，更
是文化传承发展的多元化呈现、时
代化表达。持续激发创意灵感，不
断丰富表现形式，为文化创新插上
科技翅膀，文化创新创造的源泉还
会更充分涌流。

时代犹如一束光，由各种色彩
交织而成，我们当追光而遇、沐光而
行。面向新的图景、打开新的画轴，
每 个 人 都 不 妨 恰 到 好 处 地 添 上 一
笔，勾勒热烈的红、清新的绿、开阔
的蓝、温暖的橙……执笔绘多彩，必
能为发展添新彩。

（据《人民日报》）

古
韵
新
咏

●文旅时评

●汉上钩沉

● 履 痕 处 处

览色彩之绚 品文化之味
李洪兴

建 文 帝（ 朱 允 炆
1377——？）是明朝第二
位皇帝，在位四年，庙号

“惠帝”，年号“建文”，史
称建文帝；他是朱元璋的
孙子，太子朱标的次子，
朱棣的侄子；因“削藩”激
怒了四叔（朱棣），四叔打
着“清君侧”的旗号举兵
造反，从北平打到南京，
夺取了皇位，建文帝不知
所终。建文帝的死因成
为中国古代四大历史悬
案之一。

建基崖位于城固县
西北部的老庄镇毕家河
村第一村民小组毛家河
对面的悬崖峭壁上，创建
于明代，相传明建文帝到
此云游。巨大的天然石
窟内建有砖木结构的塔
式楼阁 6 层，塑有建文帝
的彩像，有石碑 6 通，僧
人 3人，房屋 20多间。

据 清 邵 远 平 著《建
文帝后记出亡始末》载：

“ 建 文 帝 于 明 宣 德 三 年
（1428 年）六月游汉中。”
“靖难之役”后建文帝游
走 于 苏 、浙 、闽 、云 、贵 、
川，自蜀入汉，先在西乡
西南三百里的“建文崖”

（古名光头山，又称佛头
山）隐居 ，此 地 有 碑 曰 ：

“明建文君潜修处”。而后沿汉江溯流
而上 ，来到汉江的支流——文川河，想
走褒河驿道翻越秦岭怕被关卡盘查，最
后选择走“文川古道”。据当地传说：建
文帝与随行人员来到文川河上游的千山
水库附近，晚上就在九真山半山腰安营扎
寨，故留地名“营房岭”（当地人讹传为油
坊岭）。

却说，建文帝出逃后，三个娘娘也
是穷追不舍，到处打探建文帝的行踪，
当她们来到文川河上游的老庄镇老庄
村附近时，天色已晚，三娘娘就在农家
借宿一晚，后人为了纪念此事就在此地
建庙一座，名曰娘娘庙，今老庄村娘儿
庙地名由此而生。次日清晨，三娘娘满
怀希望地来到文川河峪口（今千山水库
大坝西侧的小水沟旁）休息，等候建文
帝的“驾到”，此地名叫“等驾沟”，渐渐
地被当地人讹传为“冬家沟”（原有石碑
专 记 此 事 ，修 千 山 水 库 时 不 知 所 终）。
其实，建文帝早已离开营房岭，沿着崎
岖不平的羊肠小道向山大林深、树木茂
密的毕家河挺进。六月天，小孩脸，说
变就变，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了倾
盆大雨。等到建文帝一行来到今毕家
河大桥附近，见河水暴涨，浊浪排空，涛
声如雷，建文帝心急如焚，既愁前有大
河挡道，又恐后有密探追兵，捋着胡子
自言自语道：“岂非逼驾过河耶？”“逼驾
河”或是建基崖碑文上“吾乡命名之义”
的来历。随从人员急忙去询问附近的
百姓是否还有其他路可走？建文帝在
当地百姓的指引下抄小路沿河而上。

他们披荆斩棘，翻山越岭，来到文
川河南岸的一块崖石上。建文帝将帽
子放置于山后的石头上（碑文称“将军
石”，当地人叫纱帽石），又将腰间的玉
带解下来，脱掉鞋袜扔到山下的文川河
里 ，（碑文称“锅底潭”，当地人叫玉带
滩），造成跳崖自杀的假象，以此迷惑密
探。他们在巨大的天然石窟内隐居避
难。这里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建文帝
打算以此地为“基地”，招兵买马，以图
东山再起，故名“建基崖”。但是，建文
帝回想起这几十年东躲西藏、颠沛流离
的生活，逃离路上亲眼目睹了叔父执掌
皇权，国泰民安，民富国强，为了区区皇
权，何须大动干戈，戕害百姓？于是，放
下 屠 刀 ，立 地 成 佛 ，夜 伴 青 灯 度 余 生 。
过了三年（1431 年），建文帝翻越秦岭，
到达陕北的延安（清谷应泰《明史纪事
本末》有记载）。

再说，三娘娘在“等驾沟”等了半天
没 等 到 建 文 帝 ，也 沿 着 文 川 河 逆 流 而
上，行到今毕家河村的大木厂附近，突
然发现一位樵夫在山上砍柴，一娘娘上
前给些银子施礼道：“吾乃建文帝之妃，
大人可见吾夫骑着一匹高头大红马路
过此处？”樵夫受宠若惊，说实话（没看
见）吧 ，怕娘娘不高兴 ；说假话（看见）
吧，良心上过不去，愧对这些银子。于
是，樵夫就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你
们夫妻俩恐怕难得相遇。”“难遇河”地
名由此而生（1991 年 7 月 1 日《陕西农民
报》有登载）。三娘娘寻夫心切，又气又
累，加上天气燥热，走到今汉台区河东
店镇天台村境内的三娘坝暴毙，三娘坝
地名由此而来（汉台区政协《文史资料》
有记载）。三娘坝现留庙宇一座，塑有
宫妃神像。

娘儿庙、等驾沟、营房岭、毕家河、
建基崖、将军石、玉带滩、难遇河、三娘
坝这些地名串联起来就是一个美丽而
动听的故事。

1991 年 4 月 9 日，《汉中日报》载《历
史文化名城汉中》（此为上报国务院力
争审批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材料）
说：“唐僖宗、元宪宗、明惠帝（建文帝）
等，在受挫时，也先后来汉中休养生息，
复锐元气。”由此可见，“建文帝来汉”得
到了汉中史学界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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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南部有酿造黄酒的历史传
统，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洋县谢村黄
酒。“夏踩曲，秋收粮，冬酿香醪，春
出美酒。”当地古法手酿的黄酒无论
是口感还是自然的品质都是其他黄
酒工艺所不能企及的。朱政羌是谢
村黄酒酿造技艺的第七代传承人，
他对黄酒的酿制及黄酒文化历史、
内涵有其独特的理解。

朱政羌的黄酒酿造技艺由父亲
朱永明亲传身授，朱永明是谢村黄
酒酿造技艺第六代传承人。他与父
亲，都是陕西秦洋长生酒业有限公
司的工人。

冬日酿新酒

1982 年 出 生 的 朱 政 羌 1998 年
至 2001 年就读于湖北省黄冈工业
学校，学习酒业酿造技术，毕业后到
洋县黄酒厂任黄酒酿酒师。父亲朱
永明是黄酒厂的酿造总师傅，经常
给他传授黄酒酿造的多种工艺和流
程 。 朱 政 羌 不 仅 领 会 各 种 工 艺 的
精髓，还要问其所以然，把自己在
学 校 学 习 的 现 代 酿 造 技 术 与 父 亲
传授的传统技艺融会贯通，取长补

短，使黄酒酿造技艺更上一层楼。
渐渐地，他在黄酒酿造中能独当一
面，更有自己独创的拿手绝活，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酿造技艺。

黄 酒 制 作 分 制 曲 和 酿 造 两 部
分。黄酒制作完全依据四季天气变
化，不进行人工干预，遵循自然规
律。每年 4 月底 5 月初，这 10 多天
中，大地阳气正旺，才能制作酒曲。
精选细挑上等小麦粉碎，又不能全
碎，一般是一粒小麦分成四五瓣的样
子，加入十几种粉碎的中药材，洒上
深井中汲取的水，在特制容器中用脚
踩，踩好后做成四四方方的曲坯。一
整个夏天，曲子自然发酵，然后晾
干。十月底的时候，把曲用手揉碎。

制 作 酒 曲 的 过 程 ，大 多 依 靠
手 工 。 酒 曲 是 黄 酒 的 灵 魂 ，决 定
黄 酒 的 品 质 。 酒 曲 好 ，才 能 酿 制
好的黄酒。

十一月前后，天气渐凉，开始酿
造黄酒。以优质有机糯米，煮、蒸后
拌 以 酒 曲 ，用 传 统 的 古 法 酿 造 发
酵。炮制酒醅，是洋县黄酒酿造中
最考验酿造师技艺与体力的工序，

酿造时，需将选好的糯米浸泡 10 小
时以上。泡好的米，舀入米筐，以清
水反复冲洗，除去米糠杂尘，至晶莹
透亮。在蒸锅内铺上麻布，将冲好
的米倒在麻布之上，开火。待锅内
有蒸汽时盖上锅盖，烧煮 40 分钟左
右 后 ，改 用 文 火 再 焖 10 分 钟 。 此
时，酿造师会利用间隙，对使用的器
具用热水进行清洗消毒，防止微生
物的污染。

糯米蒸熟后盛入米缸，加入少
许煮开的米汤，再将米缸转移至晾
晒 区 域 倒 出 。 用 木 铲 将 熟 糯 米 均
匀地铺成 3 到 5 公分的厚度，晾凉
到三十多度，把粉碎的药曲按照一
定比例加入，和面一样把米和曲子
充分混合，然后放在缸里面充分发
酵。传统工艺发酵比较慢，六十天
左右，酒就熟了。

传承带路人

现在的朱政羌还负责谢村黄酒
非遗传习所。从 2015 年开始，除了
每 年 组 织 工 人 开 展 四 五 次 技 术 培

训，提高十多名年轻人的黄酒制作
技艺外，还接待游客和学生几十批
次，通过黄酒酿造实物展示，制作演
示，向游客解说黄酒的酿造技艺和
历史渊源。举办各种非遗展示和宣
传活动，向更多人介绍和推广谢村
黄酒的独特魅力。

为 了 把 黄 酒 制 作 技 艺 传 承 下
去，他招收了一批批徒弟，除了本
公 司 ，还 在 汉 中 、西 安 等 地 授 徒 。
经过长期的传授，周星辰、巩伟峰、
马志春、杨巧玲、杨雪如等徒弟，作
为佼佼者，在酿造黄酒中都能独当
一面。

他积极整理和挖掘谢村黄酒的
历史和文化资料，通过收集、整理和
研究，使这一非遗项目的历史渊源、
文化内涵和技艺特点得到了更好的
保护和传承。

开发新口感

朱政羌既继承传统，又努力创
新。他不仅参与了公司新产品的研
发和推广，还对谢村黄酒的口感和

质量进行了改进。通过多年的实践
和探索，成功地改进了谢村黄酒的
发酵工 艺 ，使 酒 的 口 感 更 加 醇 厚 ，
品 质 更 加 优 良 。 多 次 参 加 国 内 外
传 统 酿 造 技 术 、非 遗 文 化 保 护 等
方 面 的 学 术 交 流 活 动 ，与 行 业 内
外 的 专 家 学 者 进 行 深 入 交 流 和 探
讨 。 通 过 这 些 交 流 活 动 ，他 不 仅
拓 宽 了 视 野 ，提 高 了 自 己 的 学 术
水 平 ，还 为 谢 村 黄 酒 酿 造 技 艺 的
传 承 和 发 展 提 供 了 新 的 思 路 和 方
向 。 他 结 合 现 代 科 技 成 果 ，研 究
出 了 新 的 酿 造 配 方 ，使 谢 村 黄 酒
在 保 持 传 统 特 色 的 同 时 ，更 加 符
合现代人的口味需求。

他带领团队对谢村黄酒的酿造
工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整理，通
过调研当代新的饮酒文化，开发出
了香雪酒、花香型谢村黄酒、果味谢
村黄酒等新产品。2018 年 10 月，他
取得了国家二级酿酒师证书。

凡 是 好 酒 ，必 有 芳 香 。 谢 村
黄 酒 的 芬 芳 在 秦 巴 山 水 间 飘 荡
了 三 千 年 ，飘 到 今 天 ，必 定 还 会
飘 向 明 天 。

酿得美酒千里香
——记谢村黄酒酿造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朱政羌

王月明

一个冬日，我们一行 5人前去探
寻金牛道上的牢固关。

金牛道之名始于唐代，源于先
秦蜀国石牛粪金和五丁开道的故
事。唐人在今天宁强县大安镇设
立了金牛县、金牛驿，正位于入蜀
之口，所以就将汉中到成都的这一
段道路称为金牛道。

车从汉江源景区西大门进入，
沿景区上山专道蛇行爬升，这段路
和老川陕公路重叠。

到牢固关西山坡一个三岔路
口时，我们的车朝东进入一条荒废
的公路（即老川陕公路）。路虽然
有些荒，但路基基本完好，并有汽
车碾压的辙印，顺荒路几乎能开到
山垭关口。

快到山垭关口，右侧有一溜砖
墙石棉瓦的简易棚屋挡住了去路，
棚屋前只能勉强过三轮车。这是
荒废公路能行驶的尽头，我们只好
停车步行。

再往前走，就到了牢固关最高
处——山垭口，这里有一道土墙，
约一米高。土墙中间的豁口抬腿
就可以迈过去，还有路人踩出的小
路通向两边，说明这里时不时还有
如我们探寻旧迹的人经过。

“ 豁 然 淩 绝 顶 ，群 山 敢 争 长 。

驻足倚雄关，悠悠结虚想。”这是清
代缪荃孙所写的《牢固关》。站在
牢固关山垭口环顾雄关及周围的
大山，忽然浮想联翩。从历史的角
度来说，它是宁强境内古金牛道上
三大名关（石峡关、牢固关、五丁
关）之一，是重要的关隘，因地势险
要，是兵家必争之地，想必在这里
发生过许多的重大战事，山道旁、野
地里也许还有散落的兵器和箭簇
吧；从地理位置来说，这里是汉江和
嘉陵江的分水岭，以东的水流入汉
江，以西的水流入嘉陵江；从我个人
的记忆说，它也是我上世纪 80年代
初在黄坝驿教书，时不时周末回县
城的家，来去必须翻越的山垭。

翻过山垭口，我们顺着之字形
公 路 往 山 下 的 回 水 河 方 向 前 行 。
2009 年宁强过境公路按二级公路
改建，从牢固关山下开凿了牢固关
隧道，其后往来行人不再攀越山口，
关口两边的川陕公路便渐趋荒废，
路面上长满了灌木、刺藤和杂草，好
在公路的形貌还基本保存，中间有
一条灰黑的羊肠小道，细看还是过
去公路的沥青石子路面，经过风吹
雨打已老化，走在上面有些硌脚。

往事如烟，我似乎有一种走回
过去光阴的感觉，想要细细品味，
并尽力抓住点什么。因而我走得
比较慢，见同行的几个朋友都在前
面等我，我才如梦初醒，加快了前
进的步伐。

走过一个小山弯，再到一个陡
坡弯道处，路面完全被山坡上垮塌下
来的风化山石阻塞了，我们只有踩在
风化石上小心翼翼地翻越，生怕山上
会有石头落下来，好在有惊无险。

走过一段弯曲的缓坡路，再下
去向左拐个弯，看见公路路基左侧有
一溜棚屋，路边还有好多件蜂箱。棚
屋中飘出粪臭味，看样子是以养猪为
主兼养蜂的养殖场。

我们走过这溜棚屋，沿老公路
再绕去，便来到牢固关隧道东出口
司机停车的地方。

上车离开前，我又面朝牢固关，
将眼前所见的——在山野中盘旋的
老川陕公路拍了一张照片，算是给
牢固关老公路的寻访作个小结。

在回去的车上，同行的几个朋
友都有相同的观感，宁强现今残留
的老川陕公路路段已经很稀少，几
乎 都 在 西 秦 第 一 关 棋 盘 关、牢 固
关、五丁关山顶和半山腰上，绝大
部分和现在新改建扩宽的 108 国
道重叠。更为遗憾的是，牢固关所
在的老川陕公路上（原来的金牛古
道），现今留存的历史信息和遗迹
已经非常稀少，就是过去我们熟知
的，竖立在山顶关口上的水泥碑牌

“牢固关”，也早没了踪影。
记忆中的牢固关，道路狭窄，

坡度大，弯道急，可以说是“谷深山
雄，仄径盘云”，现在却似乎显得矮
小、平缓，好走了许多。

金牛道上牢固关
舟子

天高路漫漫 周玲玲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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