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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我的肩上如同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应人事小，误人事大。

安康电视台编撰的《文化名人与安康》早说要付梓。就是因了我曾答应写序而未

能写出来让人家的事搁了下来。这个“作业”不缴，恐怕就难以立身了。

究竟如何看待这本书，如何亲近安康呢？

如此众多的文化名人接受诚邀，以不同的视角和感受走进金州安康，由历史

到现实，由自然到人文，由文学艺术到民间民俗文化，由经济发展到社会进步，

由回顾思念到展望寄托，让人看得目不暇接，思绪绵绵。这个功劳不可小视。以

“采访录”的形式出书宣传安康正是“用文化宣传安康，借名人包装安康”的实

践，也应了组织策划者安康电视台“小台应有大视野，小台也能办大事”的工作

理念。可是我还认为，这本书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文化名人的智慧与见解，更印证

着采访者和编辑者的聪颖和爱心。是他们热恋故土，宣传故乡的拳拳之心打动了

文化名人。同样，他饱含深情的智慧的提问，也使文化名人拓展了思路，增进了

情感交融，甚至在谈论的瞬间自觉不自觉地来了更多的灵感与诙谐，还有看似突

如其来其实也是蕴藏长久的见解。

以往，我读到诸多的报章杂志、旅游指南和许多色彩缤纷的宣传品，介绍安

康时多以“山清水秀”“风光宜人”“民歌之乡”“西安的后花园”等等词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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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   涛



文化名人与安康 02

标题，这都是真实的写照。而《文化名人与安康》中所透视出来的文化涵盖却大

大提升了。他们不是简单地对标语口号进行阐释，而是以新的视野与眼光，审视

安康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潜质，从发展与思变、潜力与动力、企盼与寄

托上多抒己见，充分体现其仁智。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我建议读者在翻阅时多

一点思考与追问，多一些咀嚼与反思。当然，也有必要对其中的观点看法提出不

同见解，这样，这本书的价值会更大些。

站在文化发展的制高点上走近安康，亲近安康，我觉得首先应该弘扬的是

“走出安康”的战略思维。文化名人们多次谈到安康人的性格是柔和内向、谦让

和谐、不抱团等，也谈到了如何进一步走出安康地域，到更大的文化圈子里去走

动、去观察、去思考。从较为封闭的环境（不论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是多么美

好）中走出去，这是将地域文化与整个时代文化对接的必由之路，谁行动快谁就

会取得主动和优先。当年的“三沈”由异地走到安康，再由安康走向全国则是典

型的案例。受人尊敬的安康籍人士徐山林也是由安康走出去的。他能以自己的政

治才能与文化积淀在常务副省长的位子上服务于三秦人民，与他的安康文化因子

有关，更与他走出去的大文化、大视野密不可分。他在离休后能将自己收藏的万

余件珍品奉献给故乡，便是文化大视野与胸襟的体现。还有不少的包括“草根”

族在内的安康人迈出家门，到省城西安、到全国各地打工，创业发展，体现价

值，这才是今日安康人应有的性格。只有不断地把地域文化与时代发展中的先进

文化加以交融，地域文化才能彰显其生命活力与坚实的后劲。

地方特色文化品牌如何做到价值的最大化，同样需要站在文化发展的制高点

上来观察。还在读小学和初中时，我就知道了陕南的紫阳民歌，那是一篇关于民

歌普查的介绍文章。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视角的扩张，陕北民歌、兄弟民族

的民歌又相继进入我的脑子，以至于不断地学唱。遗憾的是，至今，我可以较为

熟练地清唱多首陕北民歌，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西南少数民族的民歌，却

唱不了一首完整的陕南民歌。固然，有偏爱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我能够

接触到的陕南民歌太少。于是我想，安康的紫阳民歌，还有茶、山珍以及民俗文

化种种，如何以更多的形式、方法和途径，更多更频繁地推向域外，推到更多更

广泛的人们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生活中去，恐怕也是值得商讨的重要话题。

由此我又想到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文化与文学现象：安康新兴起的作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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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党永庵、张虹、马建勋、杜光辉、张会鉴等作家之后，安康出现了李春平、王

晓云、李小洛、杜文娟、邢世嘉以及周长园、蒋典军、吴建华、李焕龙、方晓

蕾、曾德强等等一批已在全国和省内有影响的中青年作家。他们以崭新的面貌与

风格，奠定了安康文学的新阵营、新水准，为陕西文学、也为中国文学作出了贡

献。这个文化文学现象再一次告诉人们，高峡出平湖，不满现状，敢于尝试、敢

于创新是成功事业的前提。文学如此，其他行业也应该如此。

安康汉江两岸，一边是巴山，一边是秦岭。赵振川先生在访谈中说得好：两

边的山上应该说都是中国农居最好的地方。老百姓在这儿是宜农、宜牧、宜居。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走了一趟平利县。县城以及周围民居的整洁别致给我

留下深刻印象。更为突出的印象则是文化娱乐设施建设的发展，那个时候该县的

休闲娱乐广场已有端倪。我看见了篮球场上跑动的老少参与者，看到了树荫下的

乒乓球案子，棋牌室和茶座……当时，我就决定再专门来一次进行采访。可惜回

西安后繁冗的工作袭来，愿望未能实现。这几年，我多次去安康，又萌生了宣传

新时期安康民居和田园牧歌式的民生的想法。借此机会，我也呼吁更多的社会学

专家、文化学者、民俗专家和新生活的先导者到安康去，体验那里的民众生活与

情趣，感受青山之美，秀水之灵，更感受改革开放环境下安康人的新精神、新面

貌。

（作者系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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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沈”情

安康的大发展意味着陕西整体的一个大提高。

郑欣淼，1947年生，陕西澄城人。原文化部副部长、党

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在文化理论研究、政

策科学研究、鲁迅思想研究方面有较高造诣。出版有《文化

批判与国民性改造》《鲁迅与宗教文化》等四部学术专著。

2000年以来，着力于文物、博物馆及故宫保护的研究。

【主持】

汉阴“三沈”纪念馆开馆以来，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这其中，有

一位先生对“三沈”纪念馆倾注了更多的关爱。他就是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

院院长郑欣�。

【解说】

2005年4月7日下午，春风和煦，阳光灿烂。郑欣淼院长在市县有关领导陪同

下，兴致勃勃地来到“三沈”纪念馆参观，了却自己的一桩心愿。

郑欣淼曾在陕西工作过20多年，期间在安康大部分县区工作过。当他得知

汉阴县将筹建“三沈”纪念馆，把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享誉世界的文化大师沈士

远、沈尹默、沈兼士先生迎接回生养他们的土地汉阴时，他以最深情的方式，回

报三秦大地。从那时起，“三沈”纪念馆一直牵挂着他的心。

文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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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况】

郑：我这次来是专门看“三沈”纪念馆的。在“三沈”开馆的时候，我

确实有事没来成，感觉到很遗憾。今天算是补上这一课。我开始也不知道

“三沈”是咱们汉阴人，我也感到很惭愧。现在知道了，就感到我作为一个

陕西人很高兴。

记：我听咱们“三沈”纪念馆的同志说，“三沈”的很多比较珍贵的国

宝级的、有关“三沈”在故宫博物院的所有资料以及一些非常珍贵的复制原

件，都是您亲笔签名，然后免费提供给咱们“三沈”纪念馆的。请问，当时

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郑：那是应该的。“三沈”不光是对故宫，应该说是对中国的新文化运

动作出过贡献。而且很巧，这三个人都在故宫工作过，又都和陕西汉阴有这

么一个关系。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作出重大贡献的“三沈”，都从汉阴这块

土地上走出去，而且这儿养育了他们，这对汉阴人民来说，也是感到欣慰的

一件事吧。

记：但是我听说，故宫的这些珍贵文物是从不外借的，对汉阴“三沈”

纪念馆可以说是破了先例的，为什么愿意破这个例呢？

郑：那也是应该的。故宫今年建院80周年，我们也是在以这种方式向老

一辈给故宫作出贡献的人表示纪念，包括“三沈”在内。“三沈”纪念馆今

后要和故宫博物院继续加强联系。

【解说】

“三沈”纪念馆办公

室的工作人员至今记忆犹新

的是，由于郑欣淼院长的鼎

力相助，他们得到了许多的

珍贵资料，弥补了“三沈”

在故宫期间的资料空白，极

大地丰富了布展内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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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郑院长为故宫与“三沈”纪念馆搭建了一座友谊与沟通的桥梁。

【实况】

记：我知道您是陕西人，那今天回安康也算是回到三秦大地的怀抱了。

据说，启功先生说他和汉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不知道您和汉阴，和安

康是否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郑：这你说对了，还真的有。我第一次到汉阴来是1979年，当时我陪省

委白文华同志到安康来。第二次也很有意义，就是1985年，20年前。当时新

华社内参发了一篇《被遗忘的角落》，说是汉阴的一个村发生了春荒，有饿

死人的现象。当时的省委副秘书长牟玲生同志领了一个工作组来调查，我就

参加了，我记得也是4月

份。

记：您的记性真好。

郑：像汉阴的铁佛

乡，还有一些区，我都去

过。我在那儿呆了好长时

间。现在是第三次来。

记：那这次安康之

行，汉阴之行，给您留下

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郑：我刚才来了以

后，刚一进新城，那里的

建设，让我受到了很大的

鼓舞。因为1979年来的时候，我对汉阴的印象确实是破破烂烂的。这次，我

看面貌变化很大，非常靓丽，充满朝气。我相信，山村里面也会有大变化。

【解说】

从他那爽郎的笑声中，从他那和蔼的神态中，您分明能感受到曾经的岁月那

◎“三沈”纪念馆正院



文化名人与安康 06

样深刻地印在他的脑海中，感受到他对这方土地寄予的深情。

【实况】

记：现在，我们已经把“三沈文化”作为我们安康绿色文化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作为对外宣传的文化品牌。那您觉得，我们要进一步打响这个文

化品牌，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或者说进一步加强的呢？

郑：我感觉到，“三沈”得到了安康市委、市政府的重视，我认为意义

很大。因为相对来说，安康的文化资源挖掘的不是很充分的。而且，我问了

一下，目前安康还没有全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认为，安康的大发展，

汉阴的发展腾飞，在充分利用文化资源方面都应该多做一些工作。

记：我在采访您的过程当中，突然想起这么一句古诗：“乡音无改鬓毛

衰”。我觉得您说的虽然是普通话，但是还带着浓浓的咱陕西的方音，让我

们感到非常亲切。所以我们也非常希望您有机会再到安康来看一看。那么，

如果能成行的话，您觉得最吸引您的将是什么？

郑：安康除了两个县我没去过，十个县区我去过八个，我对安康的印象

是很深的。不管过去来过的，还是没有去过的地方，我有机会都会来的。

记：那么，在这里我非常感谢您在过去的岁月里给予安康人民的关心和

帮助，也希望您今后继续给予安康人民更多的帮助，也欢迎您有机会再到安

康来。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郑欣淼参观“三沈”纪念馆后，又信步来到纪念馆院内，种下一棵杉

树，精心培土、浇水）

记：种下这一棵凝结着浓浓的安康情结的树，您能不能再给安康人民许

个心愿呢？

郑：哈哈哈⋯⋯这次来，我看安康变化很大。安康的发展对我们全省的

意义都是很大的，安康大发展意味着陕西整体的一个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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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梓情怀

我还没死，我就给我写了一副挽联，叫“魂绕江汉三千

里，心系金州十万山”，横批叫“生死相依”。生死相依啊。

徐山林，生于1935年，安康汉滨区人。曾任陕西省常务

副省长，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务副主任，省政府决策咨询委

员会主任等职。因在书法、诗词、收藏等方面的造诣颇深，

被人们誉为“文化省长”。著有《故园诗笺》《碧水集》

《黄楼诗草》《徐山林书法作品选》等。

【主持】

金秋十月，安康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果实。一位安康人民的儿子将自己50

年心血的结晶 —— 一万多件藏品捐赠给母亲安康，回报家乡人民的养育之恩。

这位深情的儿子就是被人们誉为“文化省长”的徐山林。

（场景：安康市委会议厅捐赠现场）

【解说】

这是一个让很多人为之动容的文化盛事，人们为一位赤子对母亲的情怀

而感动。

（场景：安康市博物馆“藏一角”展馆剪彩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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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让人深受启迪的展览。由徐山林先生亲自命名的“藏一角”展馆正

式对外开馆。人们从徐山林捐赠给故乡的五大门类、一万多件藏品中，细细地品

味历史，也品味出一种人生境界。

 (“藏一角”展馆内，徐山林兴致勃勃地向来宾介绍邮品。记者适时展开采访）

【实况】

记：徐主任您好，今天在您七十大寿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以这种特殊的

方式来回报家乡，我想您此时此刻的心情应该格外不一样吧？

 徐：是啊，我已经讲到了，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圆了我十年来的一个

梦，把这一生藏品捐献给国家。同时今天也是我的生日，所以在生日这一天

捐赠，我觉得有特殊意义。另外有这么多的同志、朋友来祝贺这件事情，这

也使我感到非常地高兴。

 记：其实我了解到，有很多人不理解，认为您这么多的藏品，它也应该

有很多好的归宿：比如说留给子女、赠送亲友或者是到市场上交易。那么您

为什么要选择把它捐赠给家乡人民呢？

 徐：那些都不是我的愿望。留给子女只能是少数人看，进入市场更不是

我的心愿，我考虑也没考虑过。我认为最好的归宿是捐献给国家，回归到家

乡，这是我的一份回报，也是让更多人来参观，从中能够得到智慧的启迪，

进行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

【解说】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徐山林不仅是在省级重要领导岗位上工作了20多年的老

领导，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化人。他爱好诗词，擅长书法，更爱收藏，是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收藏家协会名誉会长、陕西集邮协会名誉会长。人们亲切

地称他为“集邮省长”“收藏省长”。

长期以来，徐山林不仅时时牵挂着安康的经济建设，更关注故乡的文化事

业。安康的许多经济、文化项目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和智慧。他说哪有儿子不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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