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地址：陇南市行政中心C 1大楼（广电大厦） 邮政编码：746000 联系电话：0939-5910998（传真） 广告热线：0939-8213340 副刊部信箱：lnrbsfk@163 .com 印刷：天水新华印刷厂 本版编辑 赵 芸 校审 赵晋文 ●●●●

04副刊
2024年1月11日

星期四新闻热线： 0939-8211211

甘肃秦文化研究会办公驻地在礼县县
城，远离省会城市兰州、远离各大专院校和
科研院所，县内的研究会成员大多为秦文化
研究业余爱好者，撰写学术论文是大家共同
面临的最大困难，但礼县境内现已调查清楚
的秦文化遗址就有39处，还有一座陈列着成
千上万件出土文物的甘肃秦文化博物馆，并
且每天都能够接触到各种秦人遗留下来的民
间习俗，听到秦人流传下来的各种民间传说
故事，这一切又为研究秦文化提供了最好的
土壤和条件，也让甘肃秦文化研究会找准了
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工作路径。

为了切实做到扬长避短，发挥优势，
近年来，研究会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对史
书记载、学术研究成果与考古成果的搜集
整理上，集中在了对出土文物的地点与历
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对接上，并尽可能准
确地还原历史真相，将其转化为各行各业
都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和文字，力所能及地
在各种场合进行宣讲，让秦文化研究成果
走出了典籍、走出了教科书、走出了学术
圈，走出了领导层，走进了各行各业，走
进了千家万户。

长期以来，我们按照“研究工作必须为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研究工作必须与文
献资料、考古成果和礼县的秦文化遗址联系
起来，必须与礼县的仰韶文化遗址、《诗
经》文化、三国文化遗址以及近现代史文化
联系起来，必须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联
系起来”的指导思想，让许多扑朔迷离的资
讯渐渐地落到了实处，让各种文献资料中的
人物与事件渐渐地联系在了一起，让秦先祖
从山东到礼县、再从礼县到陕西的活动轨迹
渐渐地清晰了起来。秦人从建国到统一天下
所经历的500多年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发人深
思，催人奋进，研究成果十分鼓舞人心。

一是明确地提出了：礼县是秦人崛起的
龙兴之地，是秦国的发祥地；礼县“西山遗
址”是“秦人东来”后、秦国在西犬丘的第
一处都城所在地，是安葬秦襄公祖父秦仲的
地方，是秦襄公举行开国大典的地方。

二是明确地提出了：礼县是“襄公嫁
妹”的地方，那时的秦襄公还不是国王，只
是一位部族联盟首领；襄公嫁妹和亲，既开
创了中国历史上统一战线政策的先河，也为
后来的“襄公始国”和秦人挺进关中平原奠
定了基础。

三是明确地提出了：礼县是秦人东进关
中平原时的根据地和大后方，是秦皇祖邑、
秦祖故邑和大秦帝国的摇篮，是秦文化的发
祥地。

四是明确地提出了：礼县鸾亭山遗址是
秦襄公举行祭祀天地祖宗时的“西畤”，鸾
亭山遗址是秦国、秦朝及汉朝时代的国家级
祭祀场所，相当于后来北京的天坛和地坛。

五是明确地提出了：礼县四角坪遗址是
为秦始皇称帝后，第一次“西巡”回老家祭
告天地祖宗修建的一座国家级大型礼制性建
筑群。四角坪遗址和秦始皇兵马俑是同一个
时代的建筑物，两处建筑所用的砖瓦规格和
图案一模一样，如果按照建筑规模计算的
话，四角坪遗址建筑群的建设需要400个强壮
劳动力工作8年才能完成，所以四角坪遗址是
在秦始皇担任秦国国王、天下还没有统一时
就着手修建的一座祭祀坛。

位于西汉水二级台地上距离四角坪遗址
最近的祁窑村，就是当年为修建四角坪上的
祭坛烧制砖瓦的地方。祁窑村因当年祁姓人
家在当地开办砖瓦窑而得名。祁窑村一个名
叫祁长义的年轻人，至今还在传承祖业烧制
陶器。

六是明确地提出了：“秦人东来说”的
学术观点是正确的，再无需各地学者专家耗
时论证。秦人在历史上是分几次从山东半岛
迁徙到礼县一带来的。第一次是帝尧时代的
“和仲测日”，因为礼县当时称西，被人们
认为是夕阳西下的天边边，是国家测日祭日
的必选之地；第二次是商朝末年的中潏“在
西戎，保西垂”，因为当时被戎人占领着的
礼县是商王朝的边界地带；第三次是周王朝
初期被集体发配，这一次的迁徙实际上是落
难后的嬴部族群到礼县投奔亲人来了。

七是明确地提出了：礼县的地名最早叫
西，后来叫西垂、西犬丘，秦汉至三国时代

叫西县。
八是明确地提出了：红河镇的峁水河谷

在古代叫“昧水河谷”，红河镇的天台山就
是帝尧时代秦先祖“和仲一族”测日祭日的
地方，礼县是夏历和二十四节气的发明创造
地之一，礼县龙鳞一带的“春官说春”，是
对先祖们用农历和二十四节气指导生产生活
文化活动的一种活态传承。

九是明确地提出了：天上的银河是秦人
按照地上的西汉水命名的一条星系，织女星
是秦人为了纪念善于织布养蚕的老祖母女修
而命名的一颗星星；明确了乞巧节是秦人为
纪念老祖母女修而创建的一个节日，最早叫
“祈鸟节”，因为西汉水流域的人从古到今
都把鸟读作“巧”；明确了起初的乞巧节是
秦人为女修和玄鸟祈福的节日，也是给未成
年女孩子举办的成人礼和生产生活培训班，
因为秦国当年的婚姻法规定，女孩子的法定
结婚年龄是十四岁。

十是明确地提出了：尧舜时代秦先祖是
华夏腹地声望卓著的大部族，舜帝时代的首
领就是与大禹同担治水重任的伯益，为了褒
奖伯益，舜帝为伯益授了一面黑色旌旗，赐
了嬴姓，并说嬴姓一族日后必会大出天下。
这也正是秦人尚黑的根源所在。

明确了夏朝末年，伯益的后代费昌，亲
眼看到了夏桀的荒淫无道，于是协助商汤王
推翻了夏朝，建立了商朝，成了商汤王的左
膀右臂。

费昌的后代中有四个人非常厉害，一个
叫造父，一个叫非子，一个叫蜚廉，一个叫
恶来。造父曾经为周穆王驾车去昆仑山拜见
过西王母，后因平叛有功，周穆王就把赵
城，也就是今天的邯郸分封给了他，并给他
赐了赵姓；非子因给周王室养马有功，周孝
王就将其封为附庸，并赐了秦姓。同宗同祖
的两个人，一个姓了赵，一个姓了秦，这就
是“秦赵一家说”的来源。蜚廉行走如飞，
恶来力大无穷，两个人都是纣王的忠实干
将，“助纣为虐”的成语就是因为他俩对纣
王太过忠诚而衍造出来的。也正是因为这个
原因，周公率众平定了“三监之乱”后，周
王室就把嬴姓一族从山东半岛发配到了西
犬丘。

十一是明确地提出了：非子牧马的主要
牧场就在礼县盐官一带，盐官的盐是非子养
马成功的一个秘密武器。非子因为才华出众
且长相俊美，就被周孝王破格提拔到了周王
室，在今天宝鸡市的汧河与渭河之间为周王
室养马。非子果然不负厚望，马养得非常
好，周孝王因此而恢复了嬴氏一族的庙祀，
并将其封为附庸，赐了秦姓，从此嬴氏一族
就成了嬴秦一族，后来就被叫成了秦人。非
子在秦人发展过程中功劳很大，是他让秦人
从奴隶变成了将军，恢复了贵族的身份。

十二是明确地提出了：礼县红河镇六八
图至岳费家庄遗址、永坪镇大堡子山遗址至
永兴镇圆顶山遗址、城关镇西山遗址至石沟
坪遗址，是秦人最早在礼县的三个中心活动
区域。

十三是明确地提出了：礼县的历史上曾
经出现过两次历史文化大断裂。第一次是三
国时代诸葛亮北伐失败后“拔西县千余户于
汉中”，让礼县一度时间成了无人区，三国
以前的人文历史就无人知晓了。二是1930年8
月3日，被鲁迅先生在《淮风月谈·双十怀
古》一文里描述为“礼县土匪屠城”的事
件，北洋军阀马廷贤的部队一天一夜杀光了
县城里的7200多人，全县各行各业的精英同
时遇难，文书档案被付之一炬，礼县的历史
又一次被割断了。

正是因为礼县历史文化的这两次断裂，
就让先秦史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出现
了“西犬丘到底在哪里”“秦人到底是在哪
里崛起的”两大千古历史谜团，这就一直要
等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园
发现以后，先秦史研究的瓶颈才得以突破，
两大历史谜团也才得到了破解。大堡子山秦
西垂陵园的发现，填补了嬴秦历史研究中长
期困扰人们的一段空白，揭开了“甘肃礼县
就是西犬丘”“秦人是在礼县崛起的”的两
大历史谜团的谜底。从此秦公四大陵园与秦
始皇陵园就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十四是明确地提出了：礼县的礼字，表

达的是礼仪和礼乐文明，而不是“李店”的
“李”字的谐音，因为“国之大事，在祀与
戎”。礼县是秦文化的发祥地，而秦文化的
主要特点就是讲究文明礼仪和注重军事发
展。这从鸾亭山遗址、四角坪遗址的功能，
以及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园出土的编钟、石磬
等礼器中都可以得到证明。

十五是明确地提出了：天水的地名起源
于礼县，即先有礼县红河镇的“天水湖”，
再有天水镇、天水郡和天水市。“天河注
水”对天水地名的论证只是一种对字面的解
释，而没有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的佐证与支
撑。现存于礼县红河镇草坝村妙胜院敕碑上
记载的“天水湖”和永兴镇蒙张村出土的战
国时代秦人的“天水家马鼎”，是对“天
水”地名来源最有力的证明。

十六是明确地提出了秦人精神：即自强
不息，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艰苦奋斗、吃
苦耐劳的奉献精神，与时俱进、变法图强的
创新精神，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包容
精神。

十七是明确地提出了：秦文化是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八是明确地提出了：礼县是一块曾经
被遗忘了的历史文化高地。其根据，一是现
展藏在甘肃省历史博物馆里的国家一级文
物、仰韶时期的“红陶少女头像”，就出土
于礼县石桥镇高寺头村，被选印在中学生美
术课本，收录于《中国美术词典》；二是
《诗经·秦风》中的《蒹葭》《无衣》《小
戎》《车邻》《驷驖》《终南》六首诗歌的
原创地是礼县；三是现展藏在国家博物馆里
的秦公簋，1919年出土在礼县红河镇的王家
东台；四是礼县曾经出现过许多历史文化名
人，如东汉时以“不跪王权而名动京师”，
以“一赋压两汉”而名闻天下的赵壹；五代
时历任户部尚书、太子少保，“因有诗万首
勒成百卷”的“诗窖子”王仁裕；受到朱元
璋激赏的教育家门克新，护国将军吕锦，武
探花黄大奎，以及当代被刘少奇、朱德、周
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被誉
为“陇上文坛四君子”之一的农民诗人刘志
清等等。

十九是明确地提出了：在介绍礼县县情
时，要废止“先秦故里”“秦皇故里”的提
法，而采用“秦皇祖邑”“秦祖故邑”“大
秦帝国的摇篮”“秦人、秦国、秦文化的发
祥地”的提法。

二十是明确地提出了：依托人文历史资
源，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是礼县经济社
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把文化旅游
产业确定为礼县的龙头产业，把秦文化、
《诗经》文化、三国文化、红色文化遗址打
造成旅游景点，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塑造
成地标性文化符号，把出土文物复制成文创
产品，礼县的旅游景点就可以形成连接陕
西、四川、敦煌黄金旅游通道的一个亮点，
礼县的社会经济发展就会出现旅游业“一马
当先”、各行各业“万马奔腾”的喜人
局面！

伟大的传承，必然有着深远的智慧；伟
大的传承，必然有着伟大的文化！秦文化是
智慧的文化，秦文化是伟大的文化，秦文化
是原创性的文化。秦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秦文化，中
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就会黯然失色。秦文
化的精神内核是原创性。秦人的精神和时代
的精神一脉相承！

民族复兴，其实讲的是文化复兴；中国
梦，其实讲的是文化梦。没有文化就没有
梦！丧失文化记忆的人，必然无知；抹去历
史记忆的民族，必然疯狂。人类历史上“四
大文明”中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
“三大文明”的消失，以及他们的后代在今
天的表现，就是因为他们的民族丧失了历史
文化记忆，而“四大文明”中的中华文明为
什么能够生生不息，不仅没有消失，而且愈
来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原因就是中华民族
的优秀传统文化没有中断，我们的历史记忆
没有丧失。

秦文化博大精深，在中华民族前行的过
程中曾经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伟大作用；秦文
化研究事业神圣而又光荣，但任重道远，还
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

礼县：曾被遗忘的历史文化高地
□ 赵文博

在这里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比死亡
更远的，是勇士的远方。

先说说我的感动！
第一个感动是何石拜发的朋友圈——— 关

于老乡渐冻人蒲文波的小说《重获新生》已
经出版发行的消息。

第二个感动是从蒲文波的同学陈琪处，
得知蒲文波小说已经出版发行的消息。

第三个感动就是县摄影家协会主席薛小
平带领协会会员看望蒲文波。并把《重获新
生》一书推荐给我。

第四个感动是在田兴辉老师家举办的
《重获新生》读书会上，由何书毅朗读，田兴
辉、吕慧琴、王宏斌等在场者的泪水滂沱。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渴望着看望蒲文波
的机会。终于在202 3年11月10日与文友
同行。

在厢房里，见到蒲文波消瘦不堪的身子
坐在简易的椅子上，耷拉着脑袋，绷起上眼
皮看着我，那坚毅的目光让我陡生敬意，搭
在膝头骨节处突兀的双手更让我触目惊心。
就是凭着这两根还可以颤抖的指头，竟然敲
出了近二十万字的小说。让体康身健的我们
情何以堪。

每个人都有遇到苦难的时候，绝望的时
候，无助的时候，文波是，我也一样。2016
年大雪那天，我乘着三轮车从工地返家，路
过滩坪镇街道时刹车失灵，飞车数百米后在
谷顶侧翻，也许是上苍的眷顾，也许是父母
先祖积下来的功德，人摔在路上，车滑过我
的小腿翻下了山谷。事发三个多小时后我们
被120送进了县人民医院。医生将我的头皮
缝合之后，我才完全苏醒过来，也看见我的
亲人们围在病房里。我憨厚、朴实的二哥和
嫂子背过身子擦眼泪，妻子已哭成了泪人。

我吃力地抬起手摸摸她的头发安慰道，
“别哭了，我还能找见你，多好。”太幸运
了，终于挣脱出梦里那幽深无边的黑。满屋
子的人一下子破涕为笑，我则用另一只手抹
去了滚动的泪水。这相比于整个身体被“冰
冻”得只剩下一双眼睛和两根指头的文波老
师而言，我感觉到自身的痛苦是可笑且微不
足道的。同时，确信了“死”是过程，“亡”在

途中，远方才是终点。
同样，看完《重获新生》后，我相信渐冻症

的确诊只是一个预兆，途中的还在途中，远方
还是远方。确信《重获新生》是蒲文波另一个
身子，两个身子将同行于世，以后的日子“后
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今天，该书启迪并
激励读者走出低谷，勇往直前，去肩负社会的
远方。从今以后……他还会如此。

崇高的无私叫大爱，最伟大的爱叫胸怀
苍生的悲悯情怀。“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让你
了解渐冻症这种病，更希望你有所作为。”
“世界上没有上帝我就造一个上帝”（《重
获新生》）。这里作者已经不仅仅只为自己
呐喊，他已经替所有渐冻症患者，给残酷的
现实下了战书。或许，这也是作者书写本书
的主要目的之一。

在绝望的时候，一部分弱者因此自暴自
弃，甚至随波逐流。而文波一样的强者会超
越苦难和恐惧，绝望就是希望，以此为契
机，给未尽事业创造机会。“人最宝贵的东
西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
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
而羞耻。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能够说，
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生最宝
贵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国外有霍金，保尔·
柯察金，我国有张海迪，史铁生，蒲文波。

“可以被毁灭，不能被打败。”我们在
看望文波回来的路上，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活着是什么，死亡又是什么。文波有足够的
绝望，绝望之后又选择了清醒地活在未尽的
事业中，相信科学，相信爱情，相信自己，
相信未来。穿越到几年之后，他获得了自己
的梦想，并在出彩的道路上奋勇前行。此
刻，我仿佛又看见他那清澈澄明的智慧目
光。苦难是什么：是一颗崇高的心献给窘迫
现实的花朵，是给无助者的一泓温泉，是磐
石重压下绯红的黎明，是的，是强者吹着前
进的号角。

是啊！去刘集寨的路就是一束为涅槃燃
烧的火焰，走在重生的路上，比死亡更远
的，是勇士的远方……

比死亡更远的，是勇士的远方

——— 在蒲文波作品座谈会上的发言

□ 董 翅

大家好！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到礼县
永坪镇参加蒲文波先生的自传体小说《重获
新生》的座谈会。

我叫赵和平，礼县一中思想政治课教
师，蒲文波高中时的班主任。蒲文波，生于
1987年，甘肃礼县永坪人。2004年8月进入礼
县一中学习，是我的第一届学生。文波给我
的印象是一个沉稳、朴实、好学、上进、品
学兼优的学生，学习非常自觉，确定目标之
后，能够持之以恒地去奋斗去实现。经常和
老师和同学探讨学习中的疑难困惑。高中英
语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是老大难的科目，当时
给文波代英语的彭海明老师不止一次在我面
前提到文波，说记忆力好，学习踏实，成绩
好，而且与师生交往随和、友善，各方面都
很优秀。给文波代化学的独晓祯老师，说他
化学学得非常好，有些难题，其他同学做不
出来，而文波能够又快又准地做出来，有自
己独到的想法，和其他同学不一样……学习
非常稳定。其他老师对文波的评价都非常
好，说是一个难得的好苗子，是其他学生学
习的榜样。

在上海理工大学上学期间，文波学的是
机械设计专业，成绩非常优秀。在学习自己
专业的同时，还辅修了管理学院的工商管理
专业，同时取得了证券投资类的相关学历，
并因此获得了行业认可的职业资质。这种勤
于学习、善于学习、乐于学习的精神，让人
感佩，值得我们学习。

我是2023年8月从我带的第一届学生建
的微信群中，看到了好几张文波坐在轮椅上
形容憔悴、骨瘦如柴的图片。经询问方得知
文波得了渐冻症。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震
惊，简直不敢相信，昔日活泼、自信、沉稳
的学生怎么患了这种病，一下子变成这个样
子。当我确切得知文波病了，现在只能用两
根手指敲击键盘时，我的心情很复杂，很难
过。既想予以安慰，又怕在群里你一言我一
语，给文波造成更大的心理负担，也担心文
波时不时要给大家回复信息，带来更大的不
便。有同学提出要探望文波，我表示支持，
但要想出很好的方式方法，文波行动很不方
便，要尽量减少对文波的打扰。我也将此事
发到朋友圈，希望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
能给予文波帮助。

此事引起了社会关注。礼县一中校长马
如麟得知文波是我的学生后，找我了解文波
的情况，让我多关注文波。

患病的文波并没有消沉，而是想着能为
社会为他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想到
了写作，把自己的经历用文字表述出来，为
科技攻克渐冻症作出自己的贡献，同时，也
鼓励病友要顽强面对困难、与病魔作斗争。
从2019年开始，他仅靠两根手指，四年七易
其稿，最终以15万字定稿写出了《重获新
生》。这需要何等的勇气，何等的毅力，何
等的坚持，何等的付出啊！这是我们常人无
法想象的。

《重获新生》，文波以自己的亲身经
历，写一位渐冻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让
我知道了什么是渐冻症，以及给患者带来的
生理、心理上的巨大伤害，是我们无法真正
理解的。

在看望文波的路上，石鼓老师的一些
话，引起了我深刻的反思，他说：“看望一
回文波，深受教育，宠辱皆忘。”只有经历
了人生起起伏伏的大变化之后，该放下的一
切都放下了，一切都看平淡了，平常了，生
命中的涅槃才会悄然而至，这已经超越了功
利境界。你看，文波在《重获新生》中对虚
无、命运的反复拷问：“二十七年前，我是
一枚微观世界的细胞慢慢地从母体中汲取营
养长大，后来，我来到这个人世间，逐渐学
会了走路、说话、识字……多么艰辛的过
程！你让我怎么相信这一切都是虚无？”；
“当然你还可以选择——— 死亡是最好的，但
我期待你修改琴弦。”这样重若磐石的文字
比比皆是，非有大喜大悲之后的坚韧于心的
成熟，才能够达到。我曾经当过文波的老
师，感觉到现在的文波是我的老师。

今天，来自陇南的各位文艺工作者，参
加座谈会。在聆听各位老师发言的间隙，忽
然一阵清风徐徐而来，吹拂在我的脸上，我
好像清静了许多，无关山水，也无关风月，
思绪中忽然闪现出一句话来：“两行秋雁，
一枕清霜。”

两行秋雁 一枕清霜
——— 在蒲文波作品座谈会上的发言

□ 赵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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