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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国库尹国库 尹永杰尹永杰

一方水土一方水土，，一方方匾额一方方匾额

陇上非遗奇珍陇上非遗奇珍
———永靖北乡—永靖北乡““花儿花儿

□□ 翟文伟翟文伟

——清代陇南三仓河的匾额

下款：生员杜蔚立

下款为受匾者。生员，明清时指通过科举最低

一级考试，取入府、县学的人，俗称秀才。而明清正

式科举考试分三级：一乡试，二会试，三殿试。科举

考试资格也要求十分严格，一先童试称“儒童”或“童

生”：二称为生员，录取入学后，又称庠生，俗称秀才，

这是走功名的起点。由此可知杜蔚当时的身份乃是

生员，这一点吻合当地人口述，其人考取功名后，携

家眷赴外做官，未归。如今，三仓仅存杜蔚故居一

幢，手札一卷。

据《旧唐书·杜甫传》记载：“十五载，禄山陷京

师，肃宗征兵灵武。……时关畿乱离，谷食踊贵，甫

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梠，儿女饿殍者数人。久

之，召补京兆府功曹。”成州同谷县，即今陇南市成

县，与武都区接壤。唐安史之乱时，关中地区大乱，

杜甫曾携家眷寓居成县避祸。然而，在乱世衣粮匮

乏，生民维艰，杜甫一家依靠采集野坚果渡日，不幸

的是几个儿女也惨遭厄运。“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

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

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杜甫在其诗

《同谷七歌》中记载了这段穷困潦倒，凄惨悲凉的生

活。

据史书所载，杜甫家人众多，在当时的境况下，

不可能全部坐等饿死，其中有子女逃荒他地就食也

是情理之中。因此，距离成县较近的武都、西和、徽

县、康县等地，就成了杜甫子女最有可能前往的地

区。在古代，交通不便，信息沟通艰难，又时值战乱，

因此杜甫一家重聚的可能性极小。况且，安史之乱

平定后，杜甫也并未飞黄腾达，几年后离世，重聚家

人也就不再可能。杜甫子女从此也就在流亡地走上

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这也为“工部世裔”匾的真实

性，以及武都三仓杜氏族人为杜甫后裔提供了一个

有力的佐证。

从“工部世裔”匾的流传来看，无论武都三仓杜

氏族人实为杜甫后裔，还是杜氏族人伪冒先祖，攀附

名人，都足以说明杜甫对整个陇南地区的文化影响

力。在中国历史上杜姓名人众多，若为攀附，选择政

治影响力大的名人，远比以诗文名世的杜甫更符合

现实需求。三仓杜氏即使非杜甫后裔，他们攀附文

化名人杜甫的行为，亦足以彰显三仓在有清一代崇

尚文化，重视文教的风气。况且，三仓杜氏为杜甫后

裔说，史料不足，虽无法证实，亦尚未证伪。一千多

年来，杜甫相关事迹在陇南地区的流传与衍生，说明

杜甫对陇南文化的影响源远流长。三仓“工部世裔

匾”的存世，更是杜甫文化在陇南薪火相传的实证，

三仓文脉赓续的明证。

“恭祝圣寿”匾，悬挂于三仓镇闹院村戏楼正前

方，闹院戏楼乃清光绪九年“九龙观，六会善士，修设

梨园，重制衣冠，诱川陕商贾，引阶文工匠，耗银数

百”修建而成。其匾，绢质，为蜀地绢帛，其色朱。当

地称绢制匾额为软彩，是相对于木质匾额硬彩而言

的。匾分上款序言，匾文及下方头人，下款题、写人、

六会总头人以及年款三部分。

序言部分以程式化书写开头“尝闻山不高而雅

秀……”，其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清代三仓戏的第

一手资料。匾文“恭祝圣寿”，榜书色墨，字体庄重浑

厚，经岁月洗礼尤显古朴。恭祝，恭敬地祝贺或祝

愿；圣寿，是皇帝的年寿和生日。恭祝圣寿即恭敬地

祝贺九龙观七曲文昌川主惠民大帝生日。匾文下方

头人部分，写光绪九年组织修建戏楼的六会头领。

下款：六会总头人九人，题写者乃师生二人，业儒杜

永发题、学生杜生荣敬书。颜体年款，光绪九年孟春

吉旦。孟春是春季的首月即农历正月份；吉旦，农历

每月初一，也泛指吉祥的日子。由此可知题写该匾

的时间为清光绪九年（1883年）正月初一。

（连载二）

杜蔚故居 “恭祝圣寿”匾

北乡“花儿”内容非常丰富。有传统的经千锤百炼而

流传下来的歌词，也有触景生情、随口而出的即兴之作。

传统的北乡“花儿”唱词中，以表现男女爱情和反抗封建

婚姻制度为主题的最多、最生动。由于这类“花儿”产生

得最早，流传的时间最长，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众多的传唱

者反复加工修改，数量多而质量高，是北乡“花儿”中的精

品，历来为人们所喜爱。如歌唱赞美的北乡“花儿”唱词：

“阴山阳山的山对山，好不过挡羊的草山；尕妹出来者门

前站，活象是才开的牡丹”；“天上的星星星对星，天河口

里的亮星”；又如歌唱追求的北乡“花儿”唱词：“大马上驮

的是五彩的布，尕马上驮的是枣儿；尕妹妹好比梅花的

树，阿哥是探梅的雀儿”。

北乡“花儿”的内容，涉及了爱情生活的各个方面，朴

实忠厚的北乡人在农作间隙，用“花儿”代言，寄情达意，

借以抒发种种不同类型的情感。北乡“花儿”的内容也有

富有特色的社会生活“花儿”。如北乡“花儿”唱词：“八坊

里扎的是韩起功，干墙上钉钉子哩；麻眼睛不是吃粮的

人，硬抓者顶名字哩”，这首“花儿”反映的是在 1948年蒋

马匪帮的统治下，韩起功抓兵连孤寡盲人也不放过的情

形，揭露了马步芳统治西北给甘、青各地带来的灾难和造

成的破坏。

新中国成立后，北乡“花儿”被赋予新的内容，山间、

地头、广场、茶园到处传唱，不仅搬上了舞台，还唱到了北

京。内容中不仅有歌唱爱情，还出现了歌颂共产党、社会

主义、民族团结、小康建设等新时代的内容。如北乡“花

儿”唱词：“路是湾湾湾湾是路，大路上响铃铛哩；金黄的

麦子翻波浪，麦浪们闪金光哩”；“青稞大麦啦煮酒哩，麦

麸子拌两缸醋哩；小康的大路要走哩，人前头争一口气

哩”；“高不过蓝天深不过海，俊不过太阳的光彩；幸福的

大道共产党开，好不过开放的时代”；“太子山高来黄河水

长，临夏是花儿的故乡；感谢习主席感谢党，领我们走上

了小康”等等。

在永靖，“花儿”歌手更是层出不穷，水平不断提高。

1971年，青年“花儿”歌手张佩兰、杨培梅，被临夏州歌舞团

选为专唱“花儿”的演员。1979年，回族花儿歌手李贵洲被

省、州选调至北京演唱“花儿”，博得好评。1985年，在莲花

山举办的全州“花儿”会大奖赛上，永靖花儿队荣获集体一

等奖，李贵洲和汉族歌手刘莲梅等荣获男女独唱、对唱一

等奖。1998年，永靖回族歌手李贵洲和汉族歌手姬正珠应

新西兰惠灵顿国家艺术剧院邀请，在歌剧《路易·艾黎在中

国》中担任中国“花儿”的独唱和领唱，并博得好评。近年

来，涌现出的北乡花儿优秀歌手还有祁福录、司福莲、潘尚

光、朱德云、魏登贤、罗进华等，这些歌手均以各自独特的

风格，在全省、全国的民歌演唱中获得好评。

北乡“花儿”也引起了国内外许多专家的关注。

2002年 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保护中国民间文化遗产 2002年—2003年行动项目组专

家先后深入到刘家峡和炳灵寺附近的王台镇塔坪村实

地聆听了“花儿”歌手们优美的唱腔，并采录收集了大量

的歌词和其他有关资料。2003 年 12 月，中国民间文艺

家协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编印的《中国少

数民族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一书出版，该书收录了永靖

歌手李贵洲、孔尕扎、司福莲演唱的三首北乡“花儿”。

2004年 10月，永靖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民歌

考察采录地”。“花儿”登上了艺术的高山，望见了花儿的

平川，从山野民间走向了世界。2009年 9月在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甘肃花

儿”与我国其他 21项非遗项目一同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花儿”成为甘肃

省第一个世界级“非遗”项目。这不仅是我们甘肃人的

骄傲，也是“花儿”文化圈各族人民的荣耀。“花儿”申遗

成功，为北乡“花儿”这株民间奇葩更加茁壮成长，更加

繁荣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空间。我们衷心祝愿，北乡“花

儿”这朵生长于黄河边的“野花”灿烂怒放，与祖国艺术

大花园中的奇花异卉争芳斗妍。 （连载二·全文完）

2002年 3月 30日，习仲勋同志为甘肃一位省级

老同志撰写的回忆文章合集题写“肝胆颂”书名。

这本书回忆了作者与十世班禅、肋巴佛、贡唐仓、黄

正清、杨复兴、马丕烈 6 人相识相知相交的一些往

事，是展示甘肃民族团结进步、宗教和顺和睦、统一

战线工作发展的一个缩影。“肝胆颂”三字不仅仅是

一个简单书名，它还饱含着一位我们党卓越的政治

工作领导人对统一战线事业的深邃思考。

情系社稷，彰显了对国家和民族的大爱。习仲

勋同志奋斗革命一生，始终坚守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为中国人民谋福祉的奋斗初心和工作主旨。从

早年参加革命，建国后主政大西北，到中央领导机

关负责重要工作，他始终高度重视民族宗教、统一

战线工作。在陕甘革命时期，习仲勋同志曾参与建

立回民支队，成立三嘉塬回族苏维埃政权。在担任

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期

间，亲自兼任西北局统战部长，他深刻认识到民族

问题在西北革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曾说“我要特

别说到民族问题。这在西北地区来说是最大的实

际问题。这也是我们这里多出的一项任务。”推动

中央批复建办西北民族学院，发展成今天的西北民

族大学，始终与十世班禅、赛福鼎、包尔汉、黄正清

等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代表人士保持着良好关系。

在中央长期分管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期间，提

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科学方法，推动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举措，为更好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

民族宗教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习仲勋同志曾回

忆说，他一生中有百分之七十的时间是从事统战工

作。正是因为对西北地区革命建设事业、统一战线

和民族宗教工作的一贯高度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

群众、宗教界人士的一贯尊重和深厚情谊，习仲勋

同志才能抱病题写这本合集的书名。

赤子之情，流露出关心同志、舍生求义的无我

情怀。据本书作者回忆：当时他是到深圳看望身体

不太好的习仲勋同志，怀揣着这本合集，个人认为

书中所写的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人士都与习仲勋同

志熟知，习仲勋同志在他们心中威望最高，只有习

仲勋同志对他们和书中说的事最了解，所以给齐心

同志和秘书汇报了请习仲勋同志为合集题写书名

的想法。他们（齐心同志和秘书）很了解习仲勋同

志对作者的关心，所以没有拒绝，说会找一个好一

些的机会给习仲勋同志提出来。当时习仲勋同志

已坐上轮椅，没想到刚过三天，习仲勋同志就题写

好了书名。齐心同志把题字寄给作者时叮嘱说，这

可能是习仲勋同志的绝笔，让作者永远保存留念。

习仲勋同志当时重病在身，求写书名的老同志虽然

也因为工作原因与他有近 20年的交往，但毕竟只是

自己下级，完全可以不写。在题写书名后 54 天，

2002 年 5 月 24 日，习仲勋同志就因病逝世。“肝胆

颂”三字，成为习仲勋同志对统一战线、少数民族和

宗教界的重托。这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体现着习

仲勋同志对老同事、老朋友、老下级的关爱，体现出

习仲勋同志一贯重视同志之情、革命友谊的宝贵传

统。这是一种忘我、无私的胸怀境界，也是一种重

情重义崇高人格魅力的体现。习仲勋同志的这种

宝贵情怀和品格，早在陕甘革命斗争时期就有突出

体现。当时，他在面对错误肃反时，宁愿坐牢、被杀

头，也不愿出卖同志，说违心话。

关心未来，体现着对“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

期许。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大一统的国家，各民族在

共创中华中形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

开谁的命运共同体。西北历来是各民族共同生产

生活、共同繁衍生息的地方，对维护国家统一、边疆

稳定、社稷安危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甘肃

在西北的发展稳定中有着重要作用，甘肃的民族问

题、宗教问题关乎着西北乃至全国的大局。习仲勋

同志题写“肝胆颂”这样的书名，请求的作者是新中

国成立后我们党培养的一位少数民族高级领导干

部，在甘肃长期担任各级领导职务，针对的是甘肃

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杰出代表，体现出习仲勋同志

对书中人士为革命建设事业所做贡献的充分肯定，

体现着习仲勋同志对甘肃民族宗教工作的高度重

视。可以说，“肝胆颂”三个字，寄托着作为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习仲勋同志，希望后来者能够继

承宝贵革命工作传统，高度重视做好统一战线和民

族宗教工作，始终保持与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肝

胆相照、荣辱与共良好关系的殷殷重托。

好作风、好传统、好品格需要代代相传、发扬光

大。习仲勋同志的题字犹如黄钟大吕，正在激励着

新时代陇原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同心共铸中华民族共同体，一首首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协奏曲正在响彻“如意甘肃”，一部

部民族和睦、宗教和顺、社会和谐的“肝胆颂”正书

写在陇原大地。

□ 刘志宏

鲁迅（1881.9.25—1936.10.19），原名周樟寿，后

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绍兴人，是

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文学巨匠，中国现代文学的奠

基人，蜚声世界文坛，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

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谈及鲁迅，大家都会怀

念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大贡献，然而，很多

人或许不甚了解，鲁迅在地质学方面也曾取得过辉

煌的业绩。他在《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中提

及：“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

比讲文学要好一些。”

一

鲁迅少年时读的是私塾，在那里他接触到了我

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山海经》，书中地理记述与神话

传说交织的奇书让他魂牵梦绕，也为他打开了一个

更大的空间——古人地理世界中描绘的、充满了荒

诞离奇想象的国家地理。

1898年鲁迅首次离开家乡，考入了南京水师学

堂。一年后，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

它是一所培养地质、矿物、道路工程等新式人才的

学堂，接受的是刚刚起步的地学新式教育。

矿路学堂由洋务派代表张之洞奏请光绪皇帝

批准开办，仿照德制，课程以开矿为主、铁路为辅。

鲁迅等人成为该学堂招收过的唯一一届采矿地质

班学生(1898年 10月—1902年 1月，共 24人)。学习

期间，他非常刻苦，学了《矿学》《地质学》《测算学》

《测图学》等课程，在教材的书页空白处记了很多听

课笔记、学习心得等；花大量时间抄录英国著名地

质学家赖尔的《地学浅说》译文内容，甚至把书中精

密的地质构造图描摹下来。最终，鲁迅成为班级中

唯一获得金质奖章的学员，以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

绩毕业。学堂总办钱德培曾夸赞：“周树人真是博

学。”

1956年，中国近代学者许寿裳的夫人陶伯勤向

北京鲁迅博物馆捐赠许的多件遗物，其中包含 9页

鲁迅的地质手稿，经鉴定为是鲁迅在矿路学堂学习

时的笔记，记录了他的勤奋和踏实。

他的毕业执照中这样写道：“学生周树人，现年

廿一岁，身中面白无须，浙江省绍兴府会稽人，今考

得一等第三名。”期间，鲁迅不仅学到了扎实的地学

知识，还有深切的实践经历。1901 年 11 月他和同

学一起到句容县青龙山煤矿实习，到野外进行实地

考察，了解了当时新式的采煤方法。他在《朝花夕

拾·琐记》中曾回忆：“我们下矿洞去看的时候，情形

实在颇凄凉，抽水机当然还在转动，矿洞里积水却

有半尺深，上面也点滴而下，几个矿工便在这里面

鬼一般地工作着。”这次实习，不仅使他学到了地质

和采矿的实践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对中国最早的

产业工人的苦难生活和恶劣环境有了真切的体会

和实在的了解。

二

鲁迅在地质学术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在他

的一生中，尽管从事地质生涯不过七八年时光，但

凭《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一志一论”，足以

名垂地质学发展史。

《中国地质略论》发表于 1903 年第 8 期《浙江

潮》杂志，这是中国人所写的第一篇地质论文。尽

管此后有史料的发现，证明在鲁迅之前的数月也有

地质文章发表，但他的《中国地质略论》这篇论文，

绝对堪称近代地质学的启蒙之作。“吾广漠美丽最

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

这篇近万字的文章，凝练而全面，分为绪言、外人之

地质调查者、地质之分布、地质上之发育、世界第一

石炭（石炭，即煤炭）国五个部分，并介绍了康德—

拉普拉斯星云说，论述地球与宇宙的起源。在这篇

论文中，鲁迅明确提出了“地质学”一词，并为它下

了一个简约的定义：“地质学者，地球之进化史也，

凡岩石之成因，地壳之构造，皆所深究。”《中国地质

略论》不是一篇地质学的纯科学作品，而是从地质

学科学知识中蕴发出的爱国主义“炽热的政论”。

正是这篇论文的出台，为中国地质学史上第一部开

山之作《中国矿产志》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连载上）

鲁迅的地质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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