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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0月的一天，细雨蒙蒙，秋风徐徐。笔者
约两位文友驱车前往印台区陈炉镇湾里，探寻清末
同官县武举人穆青云的传奇故事。
  穆青云的孙子穆虎，是陈炉陶瓷厂退休工人，现
年82岁，家住陈炉湾里西南阳坡的半山腰上。车停
在川陈公路的边沿，我们三人徒步羊肠小道，约10分
钟到达穆虎老人院门前。
  这是一座老宅院，坐西北、面东南，青砖蓝瓦的
大门楼，黑色木质油漆的大门，一对石狮子门墩横卧
两边，门口有一对约9米的插旗高杆，矗立左右，象征
着赫赫武功的举人之家。单从外表看，这户人家非
同凡响，有一股威武之气。院内平行建有6孔较大的
窑洞，均用蓝砖或红砖在土窑洞内箍顶加固，院内另
有5间青砖蓝瓦的平房，周围是青砖砌成的围墙。
  在室内，主人热情接待，冲茶递烟，谈笑叙旧。
接着，我目睹了穆青云练功用的三块青石石锁，家族
保存下来的三尊祖先牌位，枣木材质，雕刻精细，书
写字迹清晰，记载翔实，是研究古镇历史及其家族史
的珍贵物证。尤其是一张具有红色革命记忆的黑白
照片、一张民国陕西民立中学毕业证等物品，让在场
的人大开眼界，赞叹不已。
  根据《同官县志》相关记载，《百年炉火》一书的
相关内容以及穆虎老人的回忆，笔者特整理出此文，
与读者朋友们分享。
  求学习武，样样精通。穆青云的父亲穆松堂是
陈炉镇上一位德高望重的教书先生，他在私塾教了
很多学生，许多人成为当地的栋梁和名士。按照穆
老先生的最初想法，培养儿子穆青云成为一名温文
尔雅的儒士，但穆青云性格豪爽，才思敏捷，体格健
壮，从小就练拳脚武功，舞枪弄棒，样样精通。因其
喜欢听武侠小说故事，家里专门请了两名秀才讲历
史典故及武侠小说。慢慢地，他决心成为一名为老
百姓打抱不平的男子汉。
  行侠仗义，练武强身。16岁时，穆青云告别父
母，随其舅舅的从商车队周游四方，收入不菲，但也
时常遇到匪欺商诈。经受了多次的惊险较量与考
验，穆青云逐渐成为保护从商车队的顶梁柱。
  穆青云好侠刚武，胆大无比，结交四方豪杰，方
圆百里颇有声望。从商车队每到一地，他都要找一

块场地练拳脚武艺，骑马射箭，上百斤重石锁被他玩
得上下飞舞。
  每天早上，穆青云坚持练石琐，三个石锁各重一
百斤，一百五十斤，五十斤。三个石锁像玩具一样，
在他的控制下上下翻飞，左右舞动，虎虎生风。出门
时，他会将石锁提着走下30多级台阶，办完事回来，
又把石锁捎回家。三块练功用的青石锁，现仍然保
存在其孙穆虎家里。穆青云还有一柄七十斤重的大
刀，时常插在家门口，每有大事他会拔下大刀，英武
地练一回，平日是从来不动的。
  守业从商，扩大产业。年过67岁的穆松堂感觉
体力不济，便由穆青云接替掌管家业大任。此时，文
武兼备的穆青云考取了武举人的功名，《同官县志》
记载“穆青云，光绪丁酉科”。
  年富力强，头脑灵活的穆青云当家后首先扩大
了陶瓷产业的场地及品种，在陈炉和西安分别开设
穆家瓷行，生意兴隆，收支良好。又在西塬购买了大
宗土地，种植粮食供镇上产业人员食用。经过多年
奋斗，穆家仓廪丰满，生意兴隆，成为当地有名的大
户人家。随着穆青云的威望增加，他成了陈炉镇西
八社众举的领头人。但凡西八社有事一律报“武堂”
决断，有大事众人一起到“青云”府上议定。
  捐款助学，慈善优先。穆青云家族产业兴隆后，
他积极捐款助学，修建学堂。今铜川市第一中学北关
校区文庙大殿前立有一通《重修同官县文庙碑记》石
碑，记录了清光绪二十五年，同官县各个村镇捐资助
学的过程，碑文由同官县令黄肇宏撰文并书写。旧时
修建文庙，百姓捐款捐粮，乡绅踊跃牵头，是全民参
与的大事。碑文镌刻参与捐助的有梁家塬、赵家塬、
史家塬、黑池塬、南雷村、冯家桥、王家砭……其中碑
额写到了“武举穆青云”，可见他是当时领头者之一。
  武装护民，抗击匪军。清末陈炉匪患不断，穆青
云带领百姓“深挖洞，广积粮，高打墙，武装护民”来
保卫家园。他组建“红枪会”，耗资购买枪支弹药，训
练民丁，在保一方平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受
到当地群众好评和政府肯定。
  《同官县志》记载：“穆青云，字子登，武举。陈炉
镇人。粗解文字，尚气概。光复后，力办地方支
应。……民国九年，受靖国军第四路委，办同官民团

与匪部大战于义兴村东之山神庙，斩获甚重，并戕其
营长某，卒撤初志。”
  助官压民，群众怒之。《铜川市印台区文史》第四
辑第57页“民国初年同官农民的交农斗争”中记载：
民国四年（1915），当年春季，同官发生了一起农民反
对苛政，向官府交农器的斗争。在某日，约有三、四
千群众围堵在城墙外，大喊“反对官府加征粮钱”等
口号，一呼百应，声震山城。面对愤怒的群众，同官
知事（即县长）陆玮曾不敢出面，只派绅士穆青云率
县衙几个职员到北城门楼上和城外农民对话。
  穆青云说：“支差纳粮是庶民百姓对国家应尽义
务，岂能轻易免除，知事也无免粮之权。众位回去，
安分守己，早日交粮，如有顽抗，国法不容！”城外群
众听了，立刻怒气冲冲，几人喊道，既然不顾老百姓
死活，大家一起攻城，打进去，轰大堂，破厅子（牢
房）……点起火来烧城门。不大功夫，浓烟滚滚，火
光四射。穆青云见此情景，向城外怒喊道，“快将火
扑灭！不然，我就要动手了！”说着搬起城墙上一块
砖抛了下去，城外一人被打倒，满头鲜血……知事陆
玮曾听说形势紧张，只得亲临城头，答应停收地方临
时派款，对打伤的群众县衙给予治疗抚恤等措施，群
众陆续散去，当天事态平息。
  积怒较深，仇家所害。清朝末年的乱世中，外国列
强入侵，土匪四处横行，盗贼从生，刀客游弋。地处渭北
腹地的陈炉镇是西北地区重要瓷业产地，原本经济繁
荣，商贾云集，制瓷业十分发达。但陷入乱世之中，老百
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苦不堪言。从小喜欢为贫苦老
百姓打抱不平的穆青云，为此结了仇家，于民国16年8
月29日遭受黑枪而身亡，一代武举从此殒没。
  在穆青云去世不久，行凶者也命归西天，受到了相
应的惩罚。穆清云亡后，后
代们将他葬在陈炉镇穆家
庄自己的地里，墓前摆放了
用青石雕刻的十二种属相
动物，个个都是栩栩如生，
在每年的清明节祭祖时有
人会用彩色纸剪成的长钱
挂在坟墓头顶及树枝上，以
表示敬仰之意怀念之情。

  草长莺飞二月天，喜庆欢闹逛庙会。早春二月，
春满人间，正是祈福安康、全家出游的好时节，2月20
日一大早，因疫情影响暂停了三年的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药王山庙会”在药王山景区启动。虽是周
内正常上班时间，但庙会人头攒动，游客络绎不绝。
沿路商品琳琅满目，摊位前挤满了上前问价、购买商
品的顾客，商家的吆喝声、游人的谈笑声、音响传出
的歌声……使得药王山分外热闹。

康养、养生成为庙会关键词

  被尊称为“药王”的孙思邈精通医术和养生之
道，其故里的药王山同样是著名的康养旅行目的地。
历年庙会，五湖四海的游客都会从四面八方汇聚，在
此祈福纳祥。今年药王山庙会，活动方精心组织了

“求养生之方，寻健康之道”和“健康祈福”两大系列
活动。铜川文旅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本届药王
山庙会，共策划了包含健康祈福在内的8个板块30余
项活动，并始终把健康养生与文化传承作为活动亮
点贯穿于整个庙会之中。我们先后邀请了10余家省
市内中医团队在景区开展健康义诊、中医理疗等中

医药文化体验活动。”
  在景区孙思邈文
化体验馆，名医健康
义诊正在进行，前来
逛庙会的刘女士第一
站就来到这里，她长
时间睡眠不好，精神
差，影响正常生活，

“我在其他地方也看
过，效果不好，听说庙
会有名中医义诊活
动，就想着过来看看，
让大夫帮忙调理一
下。”说罢，刘女士也
加入了排队大军中，
一旁等待把脉看诊的
群众把这里围得水泄
不通。
  作为关中第一大

庙会的“药王山庙会”，康养一直是游客体验的亮点。
除了名医健康义诊，本届庙会还举行喝养生茶、品养
生酒、吃养生餐等养生系列产品展示品鉴及售卖活
动，同时在药王文化广场举行药王养生功、太极健身
操展演活动。

非遗、体验，添彩庙会

  “咚咚咚……”上午10点，鼓乐齐鸣，伴随着庄严
肃穆的祭乐声响起，民祭药王孙思邈仪式开始，围看
的群众人山人海。作为从唐代延续至今，被载入国
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古庙会，传统的祭祀活动
吸引了大批游客。
  “祭祀大典很热闹，很震撼，希望大家不要忘了
咱老祖宗的文化。”正在现场观看民祭大典的李先生
告诉记者，往年来逛庙会，都是‘逛吃逛吃’，没有看
过祭祀大典，这一次现场目睹，非常开心。
  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区，各种造型的剪纸、
面塑、刺绣、泥塑、糖画等吸引了许多游客现场围观、
体验。现场制作糖画的手艺人告诉记者，他一分钟
就可以做成一副糖画，孙悟空、猪八戒、小猪佩奇等

造型很受小朋友欢迎。
  作为民俗经典之一、备受人民群众喜爱的药王
山民俗社火巡游展演以耀州区各镇办为单位，于农
历二月初一至二月十二（二月初二除外）每天中午
12：00至13：00，在水泥厂十字至药王山景区进行，与
人民群众同欢乐。

祈福健康成了新时尚

  每年庙会，祈福平安健康是最为重要的一项活
动。进入药王山景区内，游客还可以选择参与“健康
祈福”系列活动，在药王大殿拜药王、祈福健康平安，
在南庵魁星楼体验魁星点斗、诵读经典活动，在洗药
池祈灵水、求健康，在北洞后院挂锁、换锁求平安，在
北洞财神殿敬财神、龙宫试运祈福。
  摩崖石窟内有着位“摸摸爷”，民间传说若是身
上有个头疼脑热，只要摸摸“爷”身上相同的部位就
可以消除身上的病痛。年复一年，“摸摸爷”被乡亲
们摸得锃亮，大家都争着抢着要摸摸它。
  药王山上最神奇的“洗药池”据说是药王孙思邈
洗药的地方，相传孙思邈把数百味的中药放在池子
里进行泡洗，因此，这里的水和石壁吸收了百味药材
的精华，当地人用这里的水煎药，可以说是药到病
除，用这里的水洗浴，消灾祛病。多年来，逛庙会的
人们都会到这里祈水，并在六龙盆洗洗手，祈求平安
健康。
  对很多人来说，逛庙会已经变成了传统和习惯，
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需求。“小时候每年到庙会的时
候，家人就带着我走很长的路来逛庙会，现在年纪大
了，还是每年都来，陪我的人也从父母变成了儿女。
这么多年，这股热闹劲还是没变，每次来都是人挤
人。”家住王益区的老人告诉记者。
  从三原专程赶来逛庙会的郭女士告诉记者，三
年前她曾来过，这次她再次来到药王福地，祈福安
康，希望新的一年家人们身体健康，和和美美。
  欢闹完毕，不妨再一路逛逛耀州老城，千年历史
文化名城的气韵渗透在一处又一处的名人故居里，
以水泥厂十字为起点，途径老舍故居—林徽因故
居—鹞子高三武馆—耀州文庙—于右任故居，拍照
游走，思索赏景，千年文化，浸润人心。

  本报讯 （记者 李阳）近日，随着中小学生的开学返校，
老年大学也迎来了他们的招生季。铜川市校和各区（县）老年
大学也陆续发布了招生简章，公众号、朋友圈随处可见招生信
息，在老年人的圈子里最近的“火热”话题就是“你报名了吗？
你报的什么专业”。
  市老年大学报名工作开展以来，老年朋友们积极响应，虽
然气温下降、但大家还是三五成群来校报名咨询，对照着课程
表选择心仪的专业；无法到校的学员也线上报名或电话咨询，
叮咛老师一定要留一个名额。
  除市校外，各区（县）老年大学也开始了招生工作，目前也
在火热报名中，各区（县）老年大学办学各具特色，专业设置科
学合理，为老年朋友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专业选择。特别是印台
区老年大学迁入新校区第一次招生，学员们对这个新的学校充
满了憧憬，宽敞明亮的排练厅、功能齐全的教学设备、干净整洁
的教学环境，心中的激动之情无以言表。
  在铜川，上老年大学对老年朋友们来说就是一种“潮流”，
一份骄傲。在老年大学他们学有所获、增长知识，陶冶情操、结
交好友，圆梦初心、实现价值。

  本报讯 （记者 吴洋凯）2月19日，由陕西省残疾人联合
会与陕文投照金公司联合主办的陕西省第七届残疾人冰雪运
动季听障儿童滑雪体验活动在照金国际滑雪场成功举办，来自
我省的50多名听障儿童及家长，在照金一同体验冬季冰雪运动
的魅力。
  活动现场，宁苏宁滑雪学校的教练为小朋友们耐心指导了
滑雪运动基本要素和动作要领，雪地拔河、急速雪圈等极具挑
战性的运动项目让孩子们欢声笑语不断。大家踊跃参与、积极
体验，充分展示了残障儿童们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
和对冰雪运动的极大热情。
  “此次活动是‘让冰雪运动走进寻常百姓家’的一次生动实
践，通过参与挑战冰雪运动，树立孩子们超越自我、克服困难的
勇气。”陕西照金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永才表
示。该活动以“弘扬北京冬奥精神 助力陕西冰雪运动”为主
题，旨在进一步推广和普及冬季残疾人大众冰雪运动项目，鼓
励和引导更多残障儿童积极参与康复健身，大胆充分参与社会
生活，共享社会文化体育发展成果。
  据了解，照金国际滑雪场于2015年1月建成开放，9个雪季
已累计接待游客百万余人次，一流的服务品质和专业的设施条
件受到了市场的认可与追捧。雪场先后举办了陕西省滑雪大
会、陕西省高山滑雪锦标赛等系列重大体育赛事，持续掀起冰
雪团建、滑雪冬令营等群众性活动热潮，不断赋能老区发展，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使照金成为享誉西北的滑雪胜地和陕西省冰
雪运动休闲目的地。

同官县武举人穆青云的传奇故事
靳梦虎

铜川故事

铜川美术馆“校馆合作 立德树人”

公教研学活动持续开展

我市各级老年大学开学“忙“

陕西省第七届残疾人冰雪运动季

听障儿童滑雪体验活动在照金举办

  金锁关石林是以砂岩地貌为主题的自然风景区。春寒料
峭，很多背阴处的积雪还没有融化，慕名而来的游客三三两两
穿梭其中。当前石林还未迎来旅游旺季，但是景区已经做好春
暖花开时节、全面接待游客的准备，工作人员有序地分布在各
区域值守服务，期待为游客提供贴心服务，为我市旅游业发展
积极添砖加瓦。图为游客参观体验。 本报记者 董唯韦摄

药药王王山山庙庙会会““庙庙””趣趣横横生生
本报记者 张梦焕

  本报讯 （记者 吴洋凯）耀州瓷、宜君剪纸，一双巧手呈
现万千精彩；耀州雪花糖、印台糖画，一口甜香品尝铜川风味。
2月20日至3月6日，以打造“铜川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展示展销”
为主题的“非遗大集”活动在药王山广场精彩呈现。
  此次活动汇集了国家级非遗项目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省
级非遗项目宜君剪纸、耀州刺绣、耀州雪花糖等10余项非遗项
目，各具特色的非遗展位依次排开，匠心、手艺、美食、技艺荟萃
一堂，是一次独具特色的非遗助力乡村振兴成果集中展示。
  本次活动以集市形式聚集了各区县好吃、好玩、好看的非
遗项目，以“体验+文化”营造互动消费氛围，给市民带来一场
近距离接触非遗的深度体验。

铜川非遗亮相“二月二”药王山庙会

  随着气温逐渐变暖，春的气息越发浓烈，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放飞心情，迎接春天。记者在
新区大唐养生园广场看到，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这里放风筝，各种图案不一、色彩明亮的风
筝从孩子们的手中飞上天空，抬头仰望，空中风筝五彩缤纷。   本报记者 张梦焕摄

  “二月二”药王山庙会上，铜川非遗作品颇受群众喜爱  本报记者 吴洋凯摄

  本报讯 （通讯员 贺敏）2月16日，铜川美术馆迎来了铜
川市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百余名学生开展公教研学活动。“馆
校合作、立德树人”是该馆持续打造的一项品牌公教活动，旨在
让美术馆成为青少年美育学习的大课堂。
  在馆内，老师带领学生们欣赏“艺脉相承”青年精英美术书
法展览，优秀的美术作品引来学生们阵阵赞叹，喜欢中国画的
学生还兴致勃勃地跟其他学生分享着自己的独特见解。在研
学体验区，学生们纷纷拿起毛笔和书画院的老师一起进行书画
学习交流。在范宽馆一楼精品陈列馆内，学生们一边品鉴着经
典名作，一边细致地做着笔记。

　　新华社德国科隆2月20日电 （记者 单玮怡　王平平）
德国科隆狂欢节的重头戏———“玫瑰星期一”大游行20日在科
隆举行，将这项拥有200年历史的欢庆盛事推向高潮。
　　当天一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身着各色服装从四面八方
汇聚到科隆，盛装打扮、载歌载舞。主办方预计，本届科隆狂欢
节将吸引上百万游客慕名而来。
　　上午10时，由1.2万人参与的“玫瑰星期一”游行队伍从多伊
茨火车站出发，穿过莱茵河涌入内城，沿途经过科隆大教堂、诺
伊马克特广场等重要城市景观，游行路线长达8.5公里，吸引众
多观众一同欢庆。据了解，这是科隆狂欢节创立200年来首次
调整“玫瑰星期一”游行路线，寓意新的开始。
　　游行队伍包括近百辆花车、盛装马车以及几十个演奏方
阵，向聚集在沿途的人们抛洒糖果、巧克力、鲜花等礼品，现场
气氛热烈。据主办方介绍，今年的游行共向人们抛洒约300吨
糖果、90万盒巧克力和30万束鲜花。
　　科隆随处可见欢庆的人群，城内及周边地区大大小小的餐馆
和咖啡馆也组织各种欢庆派对，整座城市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
　　科隆市政府与警方、公共交通系统等相关机构为狂欢节制
定了安全防护措施，包括增配警务和医护人员、限制游客流量和
设置安全求助咨询点等，以保障狂欢节热点地区居民正常生活。
　　从1823年科隆狂欢节组委会成立算起，德国科隆狂欢节已
有整200年历史，是德国规模最大的狂欢节，也是欧洲最著名的
狂欢节之一。科隆狂欢节每年11月11日上午11时开始，历时3
个多月，一直持续至次年2月。2月底的“玫瑰星期一”游行是科
隆狂欢节的高潮。

德国科隆狂欢节迎来200周年欢庆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