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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笔下的汉中

寻踪周族先祖徙地创业拓土立国的史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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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化文史

资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设

《文化》《岁月》两个专版，轮替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时

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宗

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事如烟》

《美文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间》等栏目，

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法、绘画、摄影等

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

精神为宗旨，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

果，开设《红色记忆》《三秦史话》《史海钩沉》

《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地域特色，讲求事实

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委员、

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

gejiedb2002@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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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2月3日，老舍先生诞生于北京

一个舒姓贫苦旗人家庭。因为生于立春，

父母便给他取名“庆春”，含有庆贺春来、

前景美好之意。这位诞生于春天的文学巨

匠，抗战期间曾在汉中短暂停留，并触景生

情赋诗《汉中—留侯祠》，尽管篇幅不长，

却意旨隽永。

长途跋涉慰劳抗日将士

1937年 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决不

当亡国奴的老舍告别妻儿，积极投身抗日

救国的洪流。

1938年 3月 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

敌协会成立，简称“文协”，老舍被推举为

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1939 年 6 月，文

协决定：由老舍、胡风、王平陵、姚蓬子等

著名作家，代表文协分别参加全国慰劳总

会的南北两路慰劳团，慰问国统区和部

分解放区的抗日军民。北路慰劳团一行

15 人 ，由 国 民 党 军 委 会 政 治 部 秘 书 长

贺衷寒任团长，老舍是北路团里唯一的

作家。慰劳团由夏而冬，由西南辗转西北，

历时五个多月，行程二万里，遍及四川、

陕西、河南、湖北、宁夏等 8省，劳军慰民，

宣传抗战。

据《老舍年谱》记载：1939年6月28日，

老舍随北路慰劳团由重庆出发，7 月 4 日

出川入陕，住褒城县；7 月 5 日到沔县（今

勉县），游武侯祠，谒武侯墓，当日抵汉中

入住；7月6日到石门，停车观赏石门石刻。

赶到留坝庙台子入住，参观留侯祠；7月 7
日翻越柴关岭、酒奠梁，进入凤县，在双石

铺停留一天，在汉中总共逗留 5天时间。

尽管舟车劳顿、备尝艰辛，老舍在汉中

期间仍参加了不少活动。慰劳团抵达汉中

那天，天色已晚。老舍随团到来的消息不

胫而走，西北联大医学院师生连夜赶来，见

到了他们敬慕已久的老舍先生。老舍和学生

热情面谈，勉励师生：“一定要好好学习！

今后，国家兴亡的重任，就落在你们的肩

上。”当时的汉中联中学生会也组织部分爱

好文学的青年学生举行了一次小型座谈

会，请老舍讲了怎样写作。他提出：“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文艺工作者不应有治国

安邦非吾事，自由周公孔圣人的思想，应

该走到时代生活前面。”

作为秦岭巴山拱卫下的一块沃土，汉中

是抗战时期的重要后方，给老舍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他在和随团团友的交谈中，赞美

东流不息的滔滔汉水，赞美秦岭巴山的青草

流烟，也赞美这座历史名城的从容恬淡。

老舍对历史文化有着很深的造诣，他谈到

汉中是李白所描述的“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之地，军旅诗人陆游“铁马冰河入梦来”的

抗金之地，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的龙

兴之地，“汉初三杰”张良的归隐之地，更

是一代名相诸葛亮誓死北伐、匡扶汉室的

长眠之地……不难看出，老舍对汉中有非

常好的印象，他丰富的历史知识，也使团友

们长了见识。

老舍不仅为俊秀的汉中山水和厚重

的历史文化所折服，更为汉中各地风起云

涌的抗日浪潮所鼓舞，暗下决心：通过自

己的如椽大笔宣传汉中，调动民众的热

情，去积极参加那如火如荼的抗战，捍卫

自己的家园。

创作新体诗《剑北篇》

此次慰劳团之行，足迹贯穿五个战

区，老舍被各地军民乐观的情绪、必胜的

信念、愈战愈强的决心和毅力所感染，也

让他看到“民族意识的增高”对于抗战御

侮力量的加强和社会秩序的安定必将起

到积极作用。这也让老舍内心产生强烈

的冲动，尝试以新的写作手法来表达这次

劳军之行。

1940 年 2 月，老舍在重庆市郊陈家桥

冯玉祥公馆，开始创作反映劳军之行的长

诗《剑北篇》，记述他的此次行程见闻及感

受。全诗以时空变化为线索，以参加北路

慰问团沿途的见闻为着眼点，回首历史、描

写现在、瞻望未来，歌颂中华大地上人民的

抗日精神，蕴涵着深厚的爱国感情。全诗

仿照较为严整的鼓词的办法，采用每行用

韵，显示出作者在诗歌创作上融会新旧、创

造民族形式的努力。

“一路上，车声炮响，并掩不住抗战的

歌唱……怒狮吼落东的残阳，惊雷给风暴

以更大的激荡!”《剑北篇》里有老舍走过的

千山万水，有对祖国的赤诚、同胞的同情、

抗日军民的赞颂、苟安败类的斥责、侵略者

的愤怒……“《剑北篇》为名胜古迹，山山水

水，留下动人的形象。而一切景物，一切的

人与事，又都围绕‘抗战’这一中心。”

据老舍之子舒乙回忆：《剑北篇》是老舍

生前创作唯一的一部长诗，虽然是白话新

诗，但老舍为了追求形式美，语言美，每行

都讲究押韵，并且每一大段用同样的韵脚。

老舍当时身体很差，写的很苦，有时一天也

就是几十行。但老舍很勤奋认真，反复推

敲，最终完成稿为 3661 行，通篇热情洋溢

地反映出全民抗战的动人诗篇。可惜的是，

这篇现存3600行的长诗其实并未写完，老舍

原本打算再写十几段，达到 6000 行，后因

缺乏营养患贫血头晕没法继续。

1940 年 3 月至 8 月，老舍先生劳军之

行 的 诗 作 ，陆 续 发 表 于 重 庆《大 公 报》

《新蜀报》《抗战文艺》《新华日报》《文艺月刊》

《文史杂志》等报刊，引起读者广泛关注。

1942 年，《剑北篇》由大陆图书公司出版

后，反响甚好，被朱自清誉为抗战诗坛的

代表作之一。

《剑北篇》里的汉中

老舍途经汉中前后不过 5 天，时间虽

短，但对汉中山水和抗战氛围产生了良好

的印象。长诗《剑北篇》专辟《汉中——留

侯祠》一章，长达 236 行。加上《双石铺》

（当时双石铺所在的凤县归属汉中）的100行，

达到了 326行，约占全诗的十分之一，可见

汉中在老舍心目中的位置。

诗中这样写道：“路旁，瘦柏清溪，象

武侯的静恬，是武侯的墓坟武侯的祠馆；

一带土坡儿是定军山。平静的田园，古代

的血战，使人兴奋，感叹，留恋：多么长久

的历史，多么美丽的山川，小小的村里，古

史古迹世代相传，绿树上飘扬着白日青

天。入了种着红时香稻的小平原，帆影缓

缓，江水展宽。”

“褒城过渡，汉中远；噢，汉中，汉中，多么

香甜，多么悠远，这名字，多么尊严！汉王

台后，古秀的亭园，倚楼眺望，远山四面，

汉水在南。”

“新旧石门夹岸依山；古代的艰难，今

人的血汗，历史的倔强今古不变！魏王的

‘衮雪’动荡在流水间。碧涧千转，山路回

环，古迹传说象鸟音不断，诉说着历史的艰

难光灿。”

诗文对汉中小江南的壮美景色感叹

不已，说汉中“景色南北相兼，水似江南，

人在秦川”。另一方面，老舍也写出了汉中

当时生产力低下落后和汉中军民同仇敌忾

的抗战决心，诗云：“看，这汉中丰富的天

产，有几样经过人手的提炼？小小的工业

刚在发端，油漆、纸张、肥皂还糙笨的可

怜！认识了经济的争战，才明白侵略者的

凶残，为封锁与消灭投下了如雨的炸弹；在

我们，只有建设才能抗战！沙场的血，工厂

的烟，从这土布与土药的展览，我想象，我

切盼，会光荣地创出民族的春天！”

老舍对西北的眷恋

老舍在对《剑北篇》创作的自我评价中

说：“1940年前后，其时正是抗日战争的困

难时期。作者对日寇侵略的愤慨之情，对

国家民族的热爱之心，于诗文中时时见

之。”

冯玉祥将军曾以他自诩的“丘八体”为

老舍写下这样一首诗：“老舍先生不顾家，

提个小箱撵中华；满腔热血尤如此，全民抗

战笔生花。”

除了《剑北篇》，老舍还写了《归自西北》

的文章，文中充满热情地赞述：“从富源、

从历史、从国际路线、从时局、从民族与宗教

这几个方面来看，我们都应该立即矫正一向

对西北的误解与望而生畏的态度。而且，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与兴奋的，我们在抗战

中有了一个新西北。”因此，他倡议有识之

士“注意西北，到西北去。”他也认为“建设

的心理已在西北存在，但人才还差得很多，

那才是西北的真正问题。”

此外，老舍先生意犹未尽，1940年7月，

还写有《西北是块宝地》的文章，刊登在

浙江金华建国出版社出版的创刊号《建国

月刊》上，从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老舍

通过抗战劳军的西北之行，从而喜欢上这

块热土，他心系西北，对西北充满了热情与

冀望。

老舍来到汉中，那已经是 80多年以前

的事情。老舍的足迹就像一枚戳记一样，

深深地盖在这片热土之上。今天的汉中，

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老舍先

生九泉下有知，他定会为汉中今天所取得

的成就而倍感欣慰。

在亘古绵长、星河灿烂的中华文明史

册上，周人以酋邦小国颠覆执中原而统天

下的殷商王朝，建立起立典守章、制礼兴

乐、诸子争鸣绵延 800年历史的周王朝，写

下了中华文明演进历程中浓墨重彩的一

笔。回溯周族先祖徙地创业、拓土立国的

宏阔历史，人文圣地、史迹流芳的帝都咸阳

是其兴业之地，亦是其立国故土。从武功

县郑家坡遗址到长武县碾子坡遗址再到最

新发掘的旬邑县西头遗址，从彬州市传说

中的周族圣母姜嫄活动的姜嫄街到姜嫄履

巨人迹而孕生后稷的隘巷再到公刘墓地所

在的龙高镇土陵村，从渭城区周陵园区的

周文王到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再到周

公、太公、鲁公等陵墓密集分布的周王陵，

都印证和承载着周族先祖在咸阳这块热土

上意气风发、不畏艰难，徙地而居、拓土立

国的厚重历史。

迁豳而居
——拓土立国的奠基之举

最新考古研究确认，咸阳市旬邑县西

头遗址是迄今为止泾河流域发现规模最大

的商周时期聚落之一，已发掘的120座墓葬

年代集中在商末周初，为探索文献所载“公

刘居豳”“古公亶父迁岐”等历史事件提供

了重要考古学线索，为研究周文化起源与

发展过程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学基点。

史载：尧帝时，任命爱好耕作务农的

帝喾之子后稷为“农师”，主管农业；舜帝

时，因事农有功将后稷封在邰地（今咸阳市

武功县境内）。因而，从尧、舜、禹一直到夏

桀时期，渭河流域的邰地成为周族先祖及

其宗族和部落早期活动的一个中心地带。

后稷之子不窋承袭父职直到夏太康治下，

因太康治衰而失农官之位，遂率部族离邰

地而奔“戎狄之间”（今甘肃庆阳一带）。

周族之兴，离不开后稷三世孙，亦即不

窋之孙、鞠陶之子公刘，其忠诚厚道、勤劳

刚毅、善治爱民、勇于开拓，振臂可呼万众，

是很有政治远见和组织才能的古代英杰。

公刘任周人首领后，率领周族部落避戎狄

迁徙至豳（今咸阳市彬州市、旬邑县和长武

县一带），继续传承后稷农耕之业，“教民稼穑，

树艺五谷”，置军士、设官员、征贡赋，建立

了以家族和宗族作为基层治理的殷商王朝

治下的一个方国——古豳国。诚如朱熹

《诗集传》谓公刘：“以整属其民，上皆统于

君，下则各统于宗”，即豳国的平民阶层既

各统于各自所在的家族和宗族，又共同拥

戴公刘为国君。

从不窋到鞠陶、公刘、庆节（公刘之子）

等先贤，周人先后历11代，积累世之功终于

建立起超越前人的业绩。自公刘始，“豳”

始终是周人的政治中心，即“治邑”所在，而

先公不窋、鞠陶施治之时的甘肃庆阳一带

已成公刘及其子庆节治豳的“行邑”所在之

地。故有学者将“豳”分为北豳和南豳，称

当时的甘肃庆阳区域为“北豳”，咸阳彬、

长、旬三县市区域为“南豳”，是为学术研究

之便所称。

公刘当政时初显“周道之兴”，周人由

“酋邦时代”迈入了早期的国家发展之道。

及至公刘的十世孙古公亶父时，古豳国的势

力范围到达了东控陕甘交界的子午岭、西抵

纵贯宁夏和甘肃的六盘山脉、西南达陕西中

西部陇山一线，中心在泾河上游彬州、长武、

旬邑一带，即以豳地为中心建立起一个繁庶

兴旺、实力日盛的邦国。

蓄力生产
——富国强兵的必由之路

查考周人迁徙的路线并解析其迁徙的

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夏商王朝统治

后期，国势衰微，周作为其方国，无法得到

其有力的保护，周边戎狄等部落的侵扰，迫

使周人离开原有的生存之地；二是寻找更

适于农业生产或畜牧业生产的良好自然环

境，沿漆水、沮水至泾水、渭水等水系布局

安居之所、优化生产之地，组织部族从事生

产，开辟新的发展空间。从民之生到族之

旺、从产之兴到国之强，是周人矢志奋斗的

方向、更是他们追求发展的路径。历经数

次大规模的迁徙，周人始终结合当地的自

然环境和社会形态，以坚定的信念开辟农

耕文明、培育立国之业，在居豳的 400多年

间，一边大力发展农牧业，一边着手促进手

工业发展，从生民到富国再到强兵，豳地终

成“周家立国之本”。

长武县碾子坡遗址显示，在周人居豳

这一历史时期，其社会生产确已承“隆播

种”的“后稷之业”而有所变革，逐步由单纯

的农业向畜牧业延伸，呈现出农业和畜牧

业并举的特点。在农业生产领域，周人开

始使用多种不同用途的农业生产工具，包

括用来刨地起土的安有长木柄的石锤斧

（锄），以及用来翻松土地的牛胛骨所制骨

铲（耜），据考可能还有木质农具，当时应该

说已经达到锄耕和耒耜耕作并行的水平。

在畜牧业发展方面，周人依据豳地山川塬

兼具、森林深广、牧草丰茂、林果满山、兽鸟

成群的自然生态，一边承袭先辈“复修后稷

之业”发展农业生产之功，一边“贬戎狄之

俗”融合吸收改造当地戎狄的畜牧狩猎文

化，除畜养猪、羊、马外，养牛尤其发达。也

就是说，经过辗转迁徙定居豳地后，周族部

族实施了一次农耕文化与畜牧狩猎文化相

融合的变革，这使得周族的生产力得到进

一步释放。

在手工业方面，在周人居豳的这一时

期，最有特色的是制陶业。他们已经能够

建成由窑室、窑箅和火膛组成的结构颇为

进步的烧陶窑，用来烧制陶器。还有骨器

业、玉石业、木作业、纺织编织业等等。除

此而外，这个时期，周人的青铜器制作工艺

也已经取得很大进步，多种不同功能的青

铜武器和工具之类的制品已经比较普遍，

如铜镞、铜锥，还有“仿铜陶尊”以及仿铜镞

式的倒刺双翼式骨镞。事实上，这个时期

的手工业生产已经与军事发展建立了密切

的联系，以族人兵士为主体，形成了“亦农

亦兵”、兵农合一的邦国武装。也正是基于

此，周族的生产秩序相对稳定，方国的安全

发展也得到了有效保障。

远谋善治
——开创基业的胜战之策

史称“三代”的夏商周，在政治治理上

以改朝换代前后兴替的形式存在，而三者

在文明演进上却是以平行并进的方式经

略。夏、商中央王朝统治时期，周族部落以

其治下的方国而存在，偏居一方缓慢发展，

后稷时虽地处西僻却能承“天命”种谷育

民，向夏陈其君臣之道，开始了求民生而积

其力的征程。夏灭商立，作为西居的偏僻

小国周失掉了夏稷官的领属，促其“纂修其

绪，修其训典”，坚持“事于夏”而“修于商”

的臣服之策，及至周朝建立前文王已是“三

分天下有其二”的情况下，仍“以服事殷”，

在接受中原王朝的政治统治的同时广受

中原文化先导作用影响，从不窋离邰地到公

刘建豳国，不断扩大所能控制地域及势力，

在远谋与善治中实现了国土的拓展和周族

的发展。

周人治豳传至第 12代古公亶父时，由

豳迁至岐下。《史记》载：古公亶父居豳时,
“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

之，……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瑜梁山，

止于岐下”。其中披露了迁徙的浅表之因，

即躲避薰育戎狄的侵扰。而《诗经·鲁颂》

云：古公亶父“迁岐之阳，实始剪商”，则从深

层揭示了周人迁岐是因乎时势，欲拓豳一域

之地而“肇基王迹”的宏图大志。

据《周本纪》上推，古公亶父迁岐约为

商王廪辛、康丁之时，古公亶父出于政治原

因娶当地姜部落的太姜为妻，“谋事必于太

姜”，融合了姜部落文化的先周文化在关中

地区取代商文化而日渐兴盛。由兴文至善

治，作为执掌商属周方国的首领，古公亶父

“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

筑城郭而建王邑、设官职而掌治权、立宗教

而重祭祀，同时推行“奉勤于商”的事于商而

令天下的政策，以清除商王朝外患的名义推

动了在岐下的扩张，在不断完备的治理中撬

动了周早期的国家不断走向成熟。

古公亶父、季历、昌三人分别被周人尊

为太王、王季、文王，以“哲王”“三后”颂

称。史载古公亶父不传位于长子太伯而择

少子季历为嗣，乃是看到季历之子昌有“圣

瑞”而传位季历，以便日后可让季历再传位

于昌。太伯深察父意，即与其弟仲雍“亡如

荆蛮”，留下了让位于昌的千古美名，而这

恰恰是领古公亶父之意，率远征之师经营

南土的远谋之策，实为“翦商”方略之始。

此后，周人经季历事商而伐诸戎、文王逾国

界则征贤士，力争商王朝所认同的“用显我

西土”政治策略，积力而强国，至武王时伐纣

而终成“翦商”大业。

千古兴亡多少事，千年帝都焕新颜。从

后稷封于邰、不窋“奔戎狄”到公刘徙豳地、

古公迁岐下，周族先祖在咸阳这块热土上留

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迹，也为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积淀勃发厚植了深厚根脉。

[作者单位：咸阳市政协文史馆（市政协
宣传信息中心）]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

知。在古代社会，莘莘学子通过科举考

试实现“学而优则仕”的愿望，国家则通

过科举选拔人才。科举制是中国古代

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从隋朝

开始实行，一直沿袭到清朝，在这 1400
多年的时间里，科举制度作为封建社会

选拔人才的一项重要国策，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简而言之，彼时的科考，

就是名副其实的古代“高考”。

古时的科举考试，通常分县试、府试、

院试、乡试、会试、覆试、殿试等不同层级，

每一次考试的地点，也都有所不同。这

就免不了会让各地考生往来奔波，特别

是殿试，由于考试地点大都设在国都，

这对于那些偏远地区的考生来说，更是

一笔不菲的费用。大致算来，一个考生

参加一场古时的“高考”，除车马费、旅

宿费、饮食费外，考试用的试卷费等相

关费用，都需要考生支付。所以，对那

些家境贫寒的古代考生来说，借钱参加

“高考”早已不是什么奇闻。古代由于

交通不发达，特别是对那些当届（乡试、

会试一般均为三年才有一届）没考上的

学子来说，如果往来奔波，正常情况下

短则要月余，长者往往会数月甚至半

年，代价实在太高。因此，他们为了节省费用，一般会暂时

居住在考试地附近，等下一轮考试结束后，再决定自己的去

留。如此算来，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古时的“复读生”还真

没那么好当。

科举制度的考试出题范围，历朝历代都有明文规定，但

无外乎“书、诗、论、赋”四科，即八股文、试帖诗、经纶、律赋。

八股文的题目主要摘自“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试帖诗是诗体的一种，考试时以古人某一诗和成语为题，并

限定某一韵脚，以歌颂朝政为内容，作出诗来。一个考生想

要在万千学子中脱颖而出，用优美的文章打动主考官，必须

精读熟背“四书”“五经”等必读书。这些经典之作，每一本

都足够厚重，前后字数加到一起，大概有60多万字，没点博

闻强记的能力，想要通过数轮考试，在古代的“高考”中胜

出，还真的需下一番苦功夫。

古代的“高考”，在时间安排上比较固定。最后决出状

元的殿试，一般会安排在三月里的春天，即所谓“三月廷

试”。正常情况下，考生们的考试时间为三天，考试期间，一

人一间号舍。考场纪律历代都十分严格，进考场前，都要进

行搜身检查，以防考生夹带书本或纸条用于舞弊。而到了

清朝，甚至还要求考生解开发辫，经检查无误后方能登场参

加考试。

对于经历殿试而金榜题名的优秀考生来说，自然就为

以后走上仕途打下了良好基础。那时的“高考”终极阶段——

殿试，成绩分三等：一、二、三甲。一甲只取三名。第一名称

“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合称“三鼎甲”，

均赐“进士及第”；二甲取若干名（根据用人需要），均赐

“进士出身”；三甲取若干名，均赐“同进士出身”。颇具人性

化的是，古代的“高考”在考官阅卷、评卷结束之后，落榜生

可以查阅自己的试卷。一般在考试成绩张榜公布后 10天

内，一些需要“查分”的落榜生就能参阅到主考官的评审意

见，找到自己行文中的不足，并为下一届的“高考”提前做好

准备。

古代的“高考”虽然能决定考生的前途命运，但它从来

不是人生的全部。历朝历代都有一些名人，曾在“高考”中

败北，但经过他们自身不懈的努力，最终都在各自领域作出

了卓越贡献，成为青史留名的巨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

愈，年轻时就曾连考会试三次，次次落榜，直到第四次才为

自己的“高考”之旅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蒲松龄年谱》记

载:“顺治十五年戊戌（1658年），十九岁，应童科之试，以县、

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清代杰出的文学家蒲松龄19岁

时考童子试，连续在县试、府试、院试中均取得第一名。后

来考举人、进士，却屡试不中，历经一次又一次失败，可他

毫不气馁，经过发愤攻读，最终写下了《聊斋志异》等名著，

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抚今追昔，古代的

“高考”已成为尘封的历史。如今，随着现代教育制度的日

益完善，现时的高考，在选拔人才方面，正日益发挥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

研究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