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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上学人对地域文化的关注和研究是用心尽意的，其成果多被奉为研究地

方文化的圭臬。 清代邢澍以《关右经籍考》（或曰《全秦艺文录》）十一卷，开“陇

学”之先河。 此后不断有关于陇右古代文献、文物、遗迹、人物等文化现象的研

究。 如武威人张澍之《西夏姓氏录》《续敦煌实录》《凉州府志备考》《五凉旧闻》

等，拓宽了“陇学”视域。 再后者，民国时期天水人冯国瑞之《张介侯年谱》《守雅

堂稿辑存》《邢?山先生事迹考》《邢?山先生著述考》《天水出土秦铜器汇考》

《麦积山石窟志》等，又不断丰富了“陇学”的内涵。 临洮人张维之《陇右金石录》

《陇右方志录》《陇右著作录》《仇池国志》等，立足地方，拾遗补缺，整理保存了

极其珍贵的陇右文献。 这些陇人骄子，为“陇学”之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 而继承、保存与弘扬这些属于我们自己的精神遗产，就是当代陇人不可推

卸的责任。 高仲德、郝国荣、杨俊旺等时彦搜集整理的《娲皇故里诗文书画集》

就是顺着这个传统， 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做的对清水河流域诗文书画作品的搜

集和宣传。

围绕娲皇故里，搜集以前和当代书画诗文而能结集出版，使我惊讶和感叹。

因为做这样的事，不但耗时费力，而且往往由于时间过去很久而收效甚微。 所

以当高仲德、杨俊旺等当地文化有心人积心费力所编纂的《娲皇故里诗文书画

集》即将由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付梓印行，嘱余作序时，自然欣喜万分！ 作序、

题签，便欣然命笔。

余早岁就身行伍，向来关注故乡的文化建设，也喜欢挥毫舞墨以寄情抒怀，

故而看到这册汇集了娲皇故里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书画诗文作品， 且在

大家的资助下，即将结集流传，更生感慨。

范长江先生在《中国的西北角》一文中写道：“甘肃人说到天水，就等于浙江

人说到苏杭一样，认为是风景优美、物产富裕、人物秀美的地方。 ”其实，有着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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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娲乡之誉的秦安，早已在国人“五千年文明看西安，八千年文明看秦安”的如

是说中积淀起了历史文化带来的沉甸甸的自豪感。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 羲里娲乡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孕育了灿烂的古代文

明，并在与现实的对话和释读中依然能够海纳百川，奔流不息。 伏羲、女娲文

化这条大河，也早已成为千百年来沐浴其中的千千万万子民诠释形象的“秦

安名片”。

站在清水河流域广袤的大地上，更矗立在大地湾八千年文明与现实的交汇

处，登高远望，清水河飘带流云，金丝串珠。 其中的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龙山镇，

秦安县陇城镇、五营镇、莲花镇如璀璨的明珠，闪耀着历史与现实的辉煌。 百顷

塬浩连秦中，女娲祠钟鼓悠扬，大地湾文明浩渺，莲花寺青莲簇拥。 陇城、五营、

莲花号称秦安县的东三镇，改革开放以来，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更

令人振奋的是，古老文化依然为这三镇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这里有中国历史文

化名镇陇城、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五营邵店以及大地湾遗址。 陇城历史上不但建

郡立县，而且有女娲祠、三国古战场等历史文化遗迹。

勤俭持家久，诗书继世长。 与质朴强悍的民风相应的是，这一带人们崇尚诗

文书画，不论贫富，每户人家里，主屋总要挂一副中堂。 不光为了装裱门面，更

多的是彰显一种家风和崇文的世风。

翻开清样，古朴醇厚之气充溢期间，书画作品与诗文相得益彰，先贤时彦文

脉相沿、学风相承。 搜集到的这些作品，描绘着娲皇故里的风物人情和人们的

憧憬向往， 承载着清水河流域的过去与现在， 体现着人们别具一格的灵感触

媒。 它所展示的艺术世界及其审美追求，所展示的感情、智慧和意志，都带有浓

郁的天然本色和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 虽然如此，但仍使人痛感这些搜集很可

能是吉光片羽，挂一漏万，只能以零碎片段的形式保存着自己的原始性和继承

性，很多珍贵的遗产随岁月的流逝已流落不存了。

细观全书，感慨良多。 我觉得有以下四个方面必须说说，方能释怀。

一、作品的搜集重视古今相传

娲皇故里自古有重诗文书画的习俗，即清水河流域娲乡子民特有的“书画

情结”。 这本《娲皇故里诗文书画集》以弘扬传承娲乡文化，保护研究地域文化

特色，启迪引领新文化建设为目的；以清水河流域张川及秦安东三镇文化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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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诗文作品为搜集对象，内容上分为先辈遗珍、今人墨韵、娲乡心语三部分。

第一部分共搜集71位古人101幅珍贵墨迹，其中有进士6人、举人秀才26人，其

他文人40余人。 第二部分共评选出83位今人的书画作品96幅。 第三部分精选

出诗文作品37篇（首）。 从作者情况看，古人作品自古代知县至于当今名医、学

者、地方乡贤、乡镇领导、中小学教师等，可谓众矣。 既有为官一任的清代知县

彭绵宣、陇上名医张之亮的书法作品，又有纯属地方乡贤的书画之作。 如号街

亭老人，已故陇城镇文化站站长杨泰先生的书画作品，在清水河流域几乎家喻

户晓，其书画作品曾赴日本参加展出。 他不仅在书法绘画上有造诣，在篆刻上

也显其功力，传其神韵，其书格画风表现出胸有方心。 “今人墨韵”主要收录

了清水河流域娲皇故里籍行政领导、 将军、 专家教授以及省级以上书法家协

会、美术家协会、作家协会会员的作品。 如著名画家刘万年独特的西藏风光、西

北画猫名家卢森之猫、冯泊工笔花鸟等。而“娲乡心语”所选的35位作家的诗文

作品，均是发表在全国各地国家正式出版（刊）物的优秀代表作品。 他们用自己

手中的笔，抒写了对家乡的热爱与赞美，对人生的感悟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

及对童年的憧憬和对亲人的挚爱。 这些作品给读者带来阅读快乐、情感触动和

启迪思考的同时，也向国内外读者推介和宣传了秦川大地、娲皇故里———清水

河流域。

本书所收集的书画作品，时间跨度自明代到现在，凡三百多年。作品丝丝笔

触、层层画意，句句真情，都能在古今的时间长河中，贯穿、流露着娲皇故里人

们特有的才情禀赋和气质精神， 代代相沿不变的文化基因和传承创新的审美

追求。

二、作品内容重视挖掘区域文化特色

纵观所选，大体在时间上和内容上做到了古今相沿不殆，体现着大地湾遗

风和娲皇故里民众质朴求实的文化精神、干练硬朗的艺术风格。 真可谓清渭悠

悠、诗文不辍；黄土情浓，豪气干云。

书稿所选书画诗文作品，包含着陇右清水河流域浓厚的地方特色，散发着

浓郁的乡土气息。 真是书画四开新面，文章掷地有声；前代风骚欣继，娲皇故里

又出一品。 其书法作品占据大部分内容，书体完备，在篆、隶、楷、行、草方面都

有较高的造诣，不管什么体，都表现出雄强浑厚、朴茂自然、用笔圆劲挺拔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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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笔墨取法有道、笔画灵动流畅、意境高古、出神入化，不乏上乘之笔。绘画清

新传神，生活气息浓厚，更重要的是透露出娲皇故里人的追求和审美情趣。

霍松林先生在《伏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序》中说：“近些年来，在天水一带

发掘了百多处古文化遗址， 特别是距今七千八百年的大地湾原始村落遗址及

其大批出土文物，震惊中外，为研究中国古代人类活动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

形成，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而大地湾遗址，恰在古成纪范围，其附近一带，既见

于古代文献记载或民间传说，又至今依然存在的女娲祠、‘羲皇故里’砖刻、‘娲

皇故里’牌坊、白蛇碥、葫芦河、伏羲庙、画卦台以及以伏羲风姓命名的风沟、风

茔、风台等等，都与大地湾遗址及其出土文物有着密切联系。 这就为亲临‘羲皇

故里’的学者们研究伏羲文化提供了无数强有力的物证。 ”霍老讲的这些物证，

就包括了娲皇故里地名和大地湾遗址，讲到了地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而《娲

皇故里书画诗文集》展示给世人的不正是清水河流域娲乡子民的艺术创造吗？

善书者人善之，善画者人情之，善文者人雅之。 本书所选作品字里行间洋溢

着人们通过诗文书画去表达自己内心向上向善的人生境界。 这些书画作者，虽

然其人生阅历和工作性质不同，但对书画的热爱、对家乡的眷恋、对艺术的追

求是一脉相通。 从他们的篆隶草楷行中可以看出碑帖经典的痕迹和个性流露，

同时也能准确地反映出目前娲皇故里书画创作的整体水平。

故乡月圆，赤子情真。 清水河流域自古就是文化之乡，诗文作品多彩纷呈。

《娲皇故里诗文书画集》立足当代，收集35人诗文作品，题材、体裁虽难一一，但

以娲皇故里山山水水、风土人情寄寓精神追求，抒发游子之意，却是情真意切。

三、重视所选作品的质量

重视质量，是这本集子编选上的特色之一。 一是在编选的组织上有内行把

关。 两年前，成立了《娲皇故里诗文书画集》组委会和编委会，由领导干部、教

师、专家、学者等担任组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编委会主编、副主编、委员，倡

导家乡热爱诗书画事业的同仁，参与组织挖掘、整理、结集娲皇故里先辈们的

书画遗珍与今人的诗书画作品。 二是优中选优的编选方式保证了作品的高质

量。 书中作品是从清水河流域征集到的100多幅古人和先辈们的书画作品、

300多幅今人佳作中，由评审人员五选其稿，最终确定的。 由于篇幅有限，对一

些作品，也只能忍痛割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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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仲德、杨俊旺、郝国荣等文选播火者孜孜以求的决心和锲而不舍的毅

力难能可贵

《娲皇故里诗文书画集》以自筹资金的方式全面有序地开展编撰工作。筚路

蓝缕，以启山林。 期间辛劳与难度可想而知。 在编撰中，高仲德、杨俊旺等全体

编辑人员尽其所能、各负其责、不畏辛劳、默默奉献，走遍了今清水河流域的四

县十二个乡镇，并与省内外诸多邑人紧密联系，全面地征集了清水河流域及天

水境内古今邑人作品。 收入本书的书画作品基本体现了娲皇故里的整体水平。

更难能可贵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时代变革，有许多珍贵文物损毁、失传，

所以，娲皇故里能流传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的先贤书画作品甚少。 但为了见证

和保护先贤的墨迹遗珍，他们历时两年，历经寒暑,走家访户，终于拍摄收集到

明清至现在已故的娲乡先辈的珍贵作品。 可感可敬的努力换来的是一部有质

量保证的文化和艺术珍品， 他们对保存与传播先贤的文化作品所做出的贡献

将惠泽桑梓，激励后人。

渐行渐远的岁月， 把许多有意义或无意义的生活积酿成或甜或苦的老酒，

奉献给当代知音。 在这个追名逐利与金钱崇拜的世界，谁家宗雅颂，几处继风

骚？ 而《娲皇故里诗文书画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作为文化人的勤奋和收

获，更多的是感受到脉动在清水河流域文化承传时流中的一份痴情与爱心，一

种和时代同律动的激情，一种对娲皇故里山水灵性的理解。 在多年的搜集过程

中，高仲德等不知驻足过多少精神驿站，跨越了多少难以想象的学术峰峦。

胸怀家国情，做好分内事。拨开变乱浮躁的精神氛围，静心贴近我们时代的

深处，大家不难感受到，《娲皇故里诗文书画集》的结集至少在充实我们每一位

娲皇故里文人学子人生道路的同时， 也给当今地方文化建设和城镇化建设提

供了启迪和动力。

当然，由于各方面原因，这个集子也存在一些遗憾。如对诗文作品的挖掘和

搜集虽为娲乡心语，古代廖无所涉，但还不尽如人意，未能做到竭泽而渔，充分

展示清水河流域古往今来的文化全貌。 同时诗文作品数量较少，以至于和书画

作品不相平衡，有些作品之间差距较大等等。 但瑕不掩瑜，已属不易了。

遐思万里追秦汉，浮想联翩思古今。 清水河流淌，漂荡着祖先的祝福；大地

湾藏宝，孕育着时代新的文明。 当再次合上这本诗文书画集时，娲皇故里、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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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域古往今来的一幕幕历史画面和先贤时彦不断浮现在我的脑海， 而八千

年文明的大地湾遗址也在向世人诉说着这里曾经的辉煌。 感而有慨， 意与兴

会，立成一律，漱笔作结。

清河流韵文脉传，娲皇故里唱尧天。

先贤雕龙藏真气，时俊绣虎开大篇。

书法自然飞甘露，画含大美漾碧澜。

诗书继世良心在，岂吝丰碑万古传？

是为序。

2015年12月于兰州

（杨耀春，甘肃省军区原副政委、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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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先
辈
遗
珍

诗文书画最能直接地反映人类历史和社会生活。 历代艺术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丰

富的艺术遗产。 但由于战乱、政治运动及自然灾害等原因，无数珍贵的艺术作品被毁坏、

遗失甚至化为乌有。 但是先辈们的艺术创作从未间断，他们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并从

生活中汲取养分，寻找创作的灵感，不论丈二巨幅还是盈尺小品，都能继承传统而有所创

新。 为了抢救先辈遗产，保护前人手迹，编委会成员在娲皇故里略阳川一带，无问寒暑，历

时两年，征集拍摄到了百余幅清代以来先辈们的书画遗珍，就此一斑即可展示出娲皇故

里文化气脉的生机丰沛和深邃内涵。 先辈们的作品贴近生活，意境高古，行笔潇洒，构图

饱满，处处表现出他们深厚的功力和不俗的追求。现经整理刊印于集。这些作品的作者大

都是娲皇故里著名的书画家，他们有的是进士，有的是举人，多数为秀才。 其作品各具特

色，气韵万千。

希望广大艺术家借鉴先辈，古为今用，志存高远，深入生活，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以飨读者。 为娲皇故里增光添彩，为秦安文化事业的发展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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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绳
祖，

字
觐
堂，

陇
城
镇
凤
尾
村
人。

生
于
清
嘉
庆
初
年，

卒
于
光
绪
初
年，

历

嘉、

道、

咸、

同、

光
五
朝，

终
年85

岁。

家
贫
苦
学，6

岁
就
过
目
成
诵。

清
道
光

五
年
︵
公
元1825

年
︶
乙
酉
科
拔
贡，

道

光
十
二
年
︵
公
元1832

年
︶
中
举，

咸
丰

三
年
︵
公
元1853

年
︶
成
进
士。

咸
丰
十

年
︵
公
元1860

年
︶
任
河
南
嵩
县
知
县。

任
职
期
间，

体
察
民
情，

廉
洁
从
政。

爱

民
礼
士，

政
声
颇
著。

离
任
时
百
姓
遮
道

挽
留，

攀
辕
垂
涕
者
以
万
计，

并
敬
送

﹃
万
民
伞
﹄
以
表
志
念。

平
素
酷
嗜
书
法，

钻
研
书
艺，

笔
耕
不
辍。

传
世
墨
迹
有
条

幅
﹃
东
壁
图
书
西
园
翰
墨，

南
华
秋
水
北

苑
春
山
﹄、

小
楷
中
堂
﹃
中
国
帝
王
历
史

年
鉴
﹄﹃
泉
云
天
半
﹄
六
条
屏
等。

其
作
意

蕴
深
厚，

笔
力
丰
满，

有
精
研
古
拙
之
特

色，

其
笔
性
灵
动
婉
转、

笔
法
凝
练
自

如、

整
体
章
法
意
趣
雅
致，

天
然
成
趣。

传
世
墨
迹
甚
少，

书
中
作
品
距
今
近200

年，

能
保
存
至
今，

实
属
珍
贵。

清·

彭
绳
祖
行
书
六
条
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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