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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治东

袁家沟这个小村庄，潜藏在沟壑纵横的黄土

高原腹地，常人看来很不显眼。然而，就在这个

小山村，毛泽东主席率中央红军机关在此驻扎了

16 个昼夜，在这里发表了著名的 《东征宣言》，

写下了气壮山河、雄视千古的不朽辞章 《沁园

春·雪》。这个小山村，单就一个白姓家族，自

明清以来，先后走出一大批仁人志士、高官才俊，

特别是中共袁家沟党支部成立以后，村里走出了

10 名省部级领导干部，其中有 4 位省委书记，还

有近 30 名地师级干部和 70 多名县团级干部以及

一大批文化科技人员。他们为新中国的成立和改

革发展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那么，怎样解读袁家沟村的这一现象呢? 翻

阅高马阳、周国强同志编著的 《神奇袁家沟》，

我们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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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览全书，可以发现，袁家沟的历史是一部

由贫穷闭塞到文明和谐的成长史、革命史、奋斗

史，而引领历史演变进程的，正是流淌在祖祖辈

辈的袁家沟人血脉中的那种敢于抗争、自强不息

的精神。在近现代，抗租抗税、打土豪捉劣绅、

组织党团活动、投身土地革命，直至整个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舞台上，袁家沟人总是勇立潮头，演

绎了一幕幕不同凡响的壮举!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

袁家沟人的奋斗史，就是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和中

国共产党人在求解放、求独立、求进步的道路上

奋发向前的缩影。

文化，是烛照历史的火炬，是民族的灵魂。

袁家沟之神奇，在于它深深根植于灿烂而博大的

华夏文明之厚土中的文化传承。在中华民族的图

腾文化中，文昌星、文魁星代表了一种文化膜拜。

袁家沟的先祖们在村上建有文昌魁星庙，这不仅

是他们对自己人文追求的物化表达，更多的传递

了袁家沟人由来已久的文化向往。袁家沟从明朝

设立私塾学校起，虽时移世变，但几百年来从未

间断。这即使在富庶之乡，也十分鲜见，何况在

此穷乡僻壤? 我们也可从袁家沟白氏家族 “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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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无餐，不可一日无教”、“笃苦于学”、“清节

自守”等家训中窥探出他们崇文尚学、本分为人

的处世态度。在这种浓郁的文化氛围的熏陶下，

孕育出白亨、白行顺、白行中、白行琼等国之栋

梁，培养出白如冰、白栋材、白治民、白恩培等

一批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就是再也自然不过的

事情了。

解读袁家沟之神奇，还需追溯其所处的历史

条件和时代背景。1925 年春夏之交，陕北最早的

党团组织———中共绥德 “四师” ( 省立第四师范

学校) 支部扩建为中共绥德 “四师”特别支部，

使 “四师”很快就成为陕北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策

源地。事实上，没有当年 “四师”的中共党团组

织，就没有后来的陕北党团组织的发展，也就不

会有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在 “四师”

进步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下，袁家沟的白如冰等进

步青年先后走上革命道路。他们在参加学生运动、

组织农民协会的同时，利用假日返回袁家沟，在

村民中宣传新文化新思想。1927 年 10 月 12 日，

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发动了清涧起义，打

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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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地区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1927 年，

又成立了中共袁家沟村党支部。在党支部的组织

和影响下，使袁家沟人及早地接受了马列主义进

步思想教育，也使革命火种在袁家沟播撒开来，

为日后毛泽东和中央红军机关的到来奠定了扎实

的群众基础，也为日后袁家沟人走出小山沟，将

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并且为之前赴后继、奋斗不止撞响了前奏。

今天的袁家沟，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红色旅游胜地。同时，她还是独具

魅力的 “红枣之乡”，每到金秋时节，袁家沟的

山山峁峁披红拥翠，流芳溢香。天南海北的游客

纷纷慕名而来，在袁家沟追寻红色足迹、探访神

奇传说、体验民俗风情。今天的袁家沟，作为一

张文化名片，向人们展示的依然是袁家沟人对文

明进步的记忆和追求; 作为一个精神符号，向人

们传递的是袁家沟人乃至全县人民奋发有为的精

神力量。

( 作者系中共清涧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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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神奇的地理地貌

袁家沟的地形地貌天然生成，单独看并不

奇特，但那山、那潭、那水、那壑，有规律按

格局地组合在一块，宛如一幅完美的画卷。正

如民谣所说的: “龙凤山、鱼鳖潭，二水绕村

流，潭水清澈映公案，还有三升菜子官，此地

天生自然贵，藏龙卧虎官不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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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家沟村概况

袁家沟村，位于陕西省清涧县城东 55 公里处，地处无定河与

黄河的夹角地带，村子东距黄河 10 公里，西南距无定河 3 公里。

北与清涧县解家沟镇 10 余个村庄相邻。村子四周环山，是典型的

黄土高原。这里每年正常降水量约为 450—500 毫米，无霜期约为

160—175 天，属中温带大陆性半干旱季风气候。

全村现有人口 136 户 537 人，其中有党员 25 人，预备党员 3

人。全村占地面积约为 2. 3 平方公里，总土地面积 1800 亩，其中

枣林面积 1500 亩，农作物以玉米、黄豆、糜谷、高粱、杂豆、马

铃薯等为主，尤其是优质红枣著称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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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名与山名

不少人认为，袁家沟村是以袁姓为主的村庄。其实，袁家沟村

根本没有袁姓。村子里自古以白姓为主。那么，袁家沟村之名又是

如何来的呢? 相传过去村子沟底有三股碗口大的泉水昼夜流淌，并

在村子的前面汇合在一起，形成一条小河。勤劳的村民们纷纷在河

边建起菜园并利用泉水灌溉，给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带来无限生机。

于是，当地其他村庄的人羡慕地称该村为 “园则沟”。后历经演变

取其谐音为袁家沟。

在袁家沟村，奇特的山名特别多，尤其是带咀的山名更多，据

说过去有 72 咀，现在能找到的有 42 咀，咀同梁，大多为两面深沟

中间突出的山梁。

四十二咀:

马崾咀、无尽咀、小糟咀、元峁咀、烧逃咀、秦杂咀、麦秸

咀、多兴咀、乱丝咀、赵咀、榆树咀、羊角咀、陡杂咀、遭毛咀、

白家咀、塬峁咀、狗槽咀、桃咀、黑豆咀、鸦咀、前邓家咀、碟

咀、长咀子、鱼峁咀、后袁家沟咀、白黑豆咀、东小咀、黄家咀、

大牛老咀、小牛老咀、二老咀、后家咀、小咀、洞咀、大咀、红

咀、裤腿咀、延海咀、后邓家咀、圪柳咀、十咀、琵琶咀。

其他地名:

鸡蛋峁、倘牛坬、磨衣塌、倘老婆坬、孙子坬。袁家沟村地形

复杂，山梁纵横交错，单从山名上便可窥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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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家沟地理传说

袁家沟村子中的一座山叫龙凤山，把后村分成东西两沟，这两

袁家沟村的龙凤山

条沟各有一股泉水昼夜

流淌。龙凤山对面有一

道既高又长的山梁十分

平展，被风水先生称之

为文案。四周的山又将

整个村子包围得严严实

实，站在稍远处的山上

轻易看不到这个村子。

民间传说: 玉皇大帝驾

御龙查看凡间，飞在黄

河两岸时突然看见沟壑

纵横的山沟里有一潭十

分清澈的河水，人们在悠闲地耕种，鱼儿在深潭中嬉戏，老龟在河

滩上晒太阳，半山上落一只凤凰，凤凰周围飞翔着五颜六色的鸟

儿，好一番人间胜景。返回天宫后，御龙对它看到的景象念念不

忘，于是趁玉帝不防时溜出天宫来到它梦寐以求的地方。玉帝得知

后大怒，派御鹤去捉拿御龙。御鹤飞来后啄瞎御龙的双眼，又准备

去啄凤凰，这时御龙紧紧缠住凤凰沉入潭底。御鹤束手无策，只好

利用法术化成法师，并告诉住在这里的人们要想得到上天的保佑，

就必须在村子的龙凤山下修一座娘娘庙，一座文昌魁星庙。虔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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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按照法师所指定的位置盖好了这两座庙。后来，大家才发现

深水潭不见了，原来娘娘庙盖在了龙头上，文昌魁星庙盖在了鱼

鳖滩上。御龙委屈地流下了眼泪，这眼泪就化成了两股清泉。不

久村里来了两位道人，一高一矮，高的是位盲人，被矮的拉着。

他们走了两天两夜都没有喝到一滴水，当他们听到清泉流淌的声

音时，高兴地跳了起来，走到清泉边捧起双手喝了个够，然后又

痛痛快快地洗了把脸。洗脸之后，那位高个的道人竟然神奇地复

明了。他们一查才知道这是股龙泉。为答谢复明之恩，两位道人

决定帮助御龙返回天庭。他们化作石柱顶在龙的两耳，这石柱日

增一丈，数日后眼看龙头就要抬起来了，御鹤又施了法术将石柱

推倒，取走元气。从此，御龙再也没有回到天庭，永远化成了黄

土和石头。

在袁家沟村东沟泉水源头处有一块奇石，石头正中空洞，犹如

人工凿成。石头的三分之一藏在石壁中，酷似垫柱石。该石上方原

有一根石柱，传说被法师施了法术从中取走了金马驹，石柱随即

倒塌，现在仍然可以看到石柱被毁的残迹。在同一条线相对应的

西沟泉眼处，也有一块与东沟相同的石头。因这两块石头外形酷

似耳朵，又在龙凤山的两边，村里人称其为 “龙耳”，传说这就

是那两位道人化成的。东西两沟的溪水交汇处有两泓对称的水

潭，泉水清澈见底，村里人称之 “龙眼”。二水汇流后的前方，

有一块石头酷似鱼、鳖，村里人称之为 “鱼鳖滩”。顺着溪水一

直走到沟口就是无定河了。无定河右面的石山，形似守狮，加之

石头为古铜色，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 “铜狮”，好像把守着袁家

沟村的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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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在袁家沟沟口的狮吼石

袁家沟天然生成的地形地貌，如果按格局组合在一起就犹如一

幅优美的画卷，有着说不完的故事。“龙凤山下藏龙虎，面对公案

福千秋。山山环抱水环绕，代代富贵不断头。二泉汇溪流当沟，土

鱼抱鳖万年留。风水生成聚宝盆，世世代代出名流”。这首民谣就

是对袁家沟奇特地貌特征的生动再现。

白都堂墓与袁家沟风水传说

明朝正统年间，袁家沟村白行顺上京赶考，夜宿山西省柳林

镇。第二天一早起来，只见大雾弥漫，隐约看见对面小山坡上有一

条白龙，盘旋在山中似无处隐身。白行顺暗中祈曰: “若中状元，

必修龙城。”后来，白行顺果然高中状元，榜眼与他仅差一分，初

授翰林院庶吉士。之后，皇帝亲封他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湖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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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湖北武汉市武昌) 巡抚。所至政绩煊赫，深得人心。三年后，

白行顺荣归故里，并告知亲朋自己在山西省柳林镇对天许下修

“龙城”的口愿，众人听后一致表示愿意前去修龙城。不几日，

“龙城”便修成 ( 一个小寨子，以石环围) 。

嫉妒白都堂高中状元的榜眼知道此事后，借此机会向皇帝进

言: “白都堂私建皇城，有篡位之心。”皇帝勃然大怒，立即下旨

召见白都堂。白都堂见旨后星夜赶往京城。等到白都堂一到京城，

那位榜眼便拉住他说: “皇上说你中饱私囊，私建皇城。”白都堂

连呼: “冤! 冤! 冤!”而那位榜眼却说: “你只能以死证明自己的

清白，否则皇上是不会原谅你的。”白都堂知道自己无论如何解释

皇上都不会相信的，就口含金扣大步走到正殿。皇上问白都堂:

“你可知罪吗?”白都堂答: “何罪之有?”皇上又问: “你贪赃枉

法，中饱私囊，私建皇城，篡位之心昭然若揭，难道此罪不足以灭

你九族吗?”白都堂大声喊冤，随即将口中的金扣咽入肚中，坠金

而亡。皇帝感到此事有些蹊跷，遂派人去查。到实地调查白都堂修

建龙城的人回来向皇上禀告: “白都堂为官清廉，爱民如子，为社

稷难得栋梁。龙城为区区小寨，全托族人苦工，不足成事。”皇上

后悔不及，重刑法办馋臣，遂命人厚葬白都堂。皇上亲选风水先生

和 20 位护卫浩浩荡荡从京城出发直奔白都堂的家乡。

风水先生从宽坪渡口 ( 现称马花坪渡口) 上岸沿着山头一直

走到高家坬塬。风水先生说: “此地为风水宝地，白都堂葬于此子

孙必贵。”按照皇上厚葬要求，整整埋了七七四十九天共四十二座

坟墓 ( 当然只有一座才是真的) 。返回时，风水先生到白都堂的家

乡袁家沟村走了一程，又在袁家沟村山头转了一圈，风水先生连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