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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秦岭南麓的朱家湾村，地处牛背梁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拥有高山、潭瀑、溪流等自然

景观，以及羚牛、秦岭冷杉等珍稀动植物，素有

“天然基因库”之称。2023 年，朱家湾村被列

入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同年被列入联合

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名单。

——编 者

冬日，来到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朱家湾村，邂

逅了一场雪。雪花纷纷扬扬，落在老屋、山路、树

木、山峰上，织成一层薄薄的白纱——喧嚣退去的

古村雅致而又恬静。

行至朱家湾村，映入眼帘的是青瓦土墙、溪水

潺潺。独具秦岭特色的民居沿秦岭山形排布错落

有致，青石板铺就的小路顺着山形伸向远方。一幅

山水美、生态好、乡村兴的画卷在这里徐徐展开。

良好生态环境，造就迷人
峡谷景观

牛背梁的早晨，在啄木鸟的敲击声中醒来。这

里 是 秦 岭 最 绿 的 地 方 之 一 ，森 林 覆 盖 率 高 达

92.29%，犹如一颗绿色明珠，深嵌在峰岭中。

2010 年，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部分开放，

建成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公园入口就在朱家

湾村。2023 年 4 月，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

两个大气负氧离子监测站投入运行，可实时监测负

氧离子含量、温湿度等数据。入口处，一台电子屏

上实时显示保护区内负氧离子等数据，从体感到观

感，让游客对景区的好空气有更直观的认识。

步 入 森 林 公 园 ，一 路 清 风 拂 面 ，空 气 格 外 清

新。在羚牛谷，从山巅开始流淌的涓涓细流，一会

儿在乱石下汩汩，一会儿在砂砾石上散开，终于一

路奔往下游，汇成一股势不可当的流水，一路跌跌

撞撞来到谷底，冲刷出一条专属于自己的小河

道。深潭、小瀑布、能跃起带着响声浪花的石坎

……独特的峡谷风貌多姿多彩。

站在海拔 1700 米的月亮垭远眺，牛背梁主

峰上的高山草甸、第四纪冰川遗迹清晰可见。

牛背梁是秦岭造山带的典型缩影，至今还保留

着完整丰富的第四纪冰川遗迹，具有极高的科

研价值及观赏价值。

多年来，村民们享受到了良好的自然生态

环境给村子带来的实惠，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

理念深入人心。村里策划了“当卫士我先行”系

列主题活动，组建了 40 余人的生态环境保护志

愿服务队。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定期在景区

景点开展秦岭生态保护宣传。

“以前进山只看风景，现在来秦岭不一样了。

我会很自然地关注这里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林间

长的。除了想保护好它们，我更想把秦岭的美展

示给更多人。”在西安生活了 20多年的“秦岭生态

卫士”付国军本是浙江人，自打第一次跟同学到秦

岭深处逛了几天，就迷上了这片美丽的山水。

解振锋是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货街保

护站的老站长，1999年就来到保护区当巡护员，在

这儿守护了 20多年，见证了保护区日新月异的变

化。解振锋介绍，特别是近 3年，牛背梁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不断提升智慧化、数字化监测管理水平，

将原有 12个视频监控塔野外视频监控由模拟信

号更新为数字信号，并新建 6个野外视频监控塔，

同时，在现有 70台红外相机基础上新布设 50台红

外相机，新购置监测设备 48台（套），对重点区域、

重点地段、热点沟口人为活动干扰及重点物种重

点监测。“智慧秦岭”建设日臻完善。

独特地理位置，带来多元
地域文化

秦岭以柞树为主的森林分布在牛背梁，柞

水县也因此而得名。地处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

秦岭之南麓的柞水县，是西安通往安康、连接湖

北的重要通道，有“终南首邑，秦楚咽喉”之称。

兼秦蓄楚，独特的地理位置，带来了丰富多

元的地域文化。起源于柞水的柞水渔鼓是陕西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乡村最为兴盛，

逢年过节、丰收庆贺、农闲之时均以此为乐。

这种独具风韵的曲艺形式，融合了秦文化的

粗犷豪放和楚文化的细腻柔情，极富地方特色，

有较强的娱乐性、观赏性，在当地流传已近千

年。上世纪 80 年代，经常有一些曲艺人靠着自

己的渔鼓才艺，走街串巷，以为营生。演奏时或

站或坐，左手竖抱渔鼓，右手击拍鼓面。

“渔鼓本是一根竹，长在深山老林头……”这

是渔鼓所有曲目开头的唱词。之后的内容多为

百姓自己创作，有爱情、有历史，也有描绘劳动场

面的。经典曲目有《三国》《水浒》《杨家将》等。

柞水渔鼓原生态的艺术特色，深受人们喜

爱。游客们来到朱家湾村依托村集体经济开发的

终南山寨民俗文化村，可一睹其风采。

方周旺是终南山寨民俗文化村的设计师，也

是柞水民俗文化研究者。方周旺介绍，山寨充分

利用终南山水，因地制宜，含有三街九巷八楼十

六院。他们将原有的乡土、民俗、文化充分融入

终南山寨民俗文化村石头建筑艺术中，让秦岭老

屋、古道遗迹、柞水渔鼓等，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焕

发新的生机和活力。2016年，终南山寨民俗文化

村成功入选全国优秀旅游项目名录。

人居环境整治，催生蓬勃
乡村旅游

朱家湾村有个旧名，叫老林乡，取深山老林

之意。有一首民谣这样形容这个地方：“老林

头，老林头，吃的石蜡菜，点的松树油。”

这里的贫困曾经远近闻名。村民们靠山吃

山、有木伐木、有药采药。1987年，牛背梁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设立后，加强了对区内生态系统和自

然资源的保护力度。“守着绿水青山吃穷饭的情

景，随着 2008 年秦岭隧道的贯通发生了转变。”

朱家湾村党支部书记毛家锋回忆，过去村里人去

西安需要绕道漫长的山路，单程就得 4 个小时。

高速公路的贯通，让村子被纳入了“西安一小时

都市圈”，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走进曾经方圆十

里内的姑娘都不愿嫁进来的“落后村”。

那时候，村里大概有 10 户村民试着开了农

家乐。当拿到第一笔收入的时候，村民们终于

相信，原来好的生态环境这么值钱，不用伐木、

采药也能挣钱。

依托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终南山寨，

朱家湾村深挖优越的自然资源与文化底蕴，持续

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利

用秦岭老屋、古道遗迹等发展乡村旅游。如今，

朱家湾村的农家乐和民宿越来越多。

村民李春花开办农家乐“春花的院子”已十

几年。背倚青山的农家乐，有就餐服务以及

民宿服务，面积 1200 多平方米，客满

时能接待 300 多人。如今，李春

花已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地 方 菜 系 传 承 人 。

传 统 宴 席“ 柞 水 十

三 花 ”的 食 材

包含多种天然中药材，营养丰富，是招待客人的

佳品。

离这个院子不远处的阳坡院子，是古宅改

造的民宿。院子以陕南原生态乡村风格为主

题，打造出不同风格的 6 个院落。有的保留土

墙、阁楼，是陕南特色农家院落；有的保留了石

墙、石顶、石桥，形成了山石建筑风格。坐在阳

坡院子精品民宿的小院中，泡上一壶清茶，品

茗、看景，格外惬意。

目前，像阳坡院子这样的民宿院落全村有

22 个。这些被盘活的资产，让村民可以拿租金、

挣薪金，也让村落变为景区。“村里有 500 余户

人家，农家乐已经发展到 200 多家。”朱家湾村

监委会主任胡平志说。

目前，朱家湾村年接待游客 150多万人次，带

动就业创业 5000多人，旅游综合收入 2.2亿元；先

后荣获了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等称号。不久前，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

游乡村”名单公布，朱家湾村榜上有名。

“这次朱家湾村获得‘最佳旅游乡村’，是我

们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胡平

志说，“目前，朱家湾村旅游设施正在改造升级，

当春暖花开时，我们会为游客带来一个环境更

美、体验更佳的传统村落。”

图图①①：：秦岭珍稀树种红豆杉秦岭珍稀树种红豆杉。。

郭朋勃郭朋勃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②②：：朱家湾村中民宿朱家湾村中民宿。。

王王 钊钊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③③：：朱 家 湾 村 终 南 山 寨 民 俗 文 化 村 的朱 家 湾 村 终 南 山 寨 民 俗 文 化 村 的

鸟瞰俯视图鸟瞰俯视图。。 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委宣传部供图供图

图图④④：：秦岭黄钩蛱蝶秦岭黄钩蛱蝶。。

郭朋勃郭朋勃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⑤⑤：：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景观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景观。。

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委宣传部供图供图

图图⑥⑥：：商洛市非遗渔鼓传承人叶正印商洛市非遗渔鼓传承人叶正印（（前排前排

左一左一））与渔鼓爱好者们一起表演与渔鼓爱好者们一起表演。。

陶陶 明明摄摄（（影像中国影像中国））

一直以来，陕西境内都有“北有安塞腰鼓，

南有柞水渔鼓”的说法。

柞水渔鼓又称柞水渔鼓道情。陕西省商洛

市柞水县的老手艺人叶正印，祖祖辈辈都会制

作渔鼓，从小耳濡目染的他，也深深爱上了这项

传统技艺。

几十年来，他学习多地渔鼓文化，取其精华，

总结出地道的柞水渔鼓文化。“渔鼓是一种古老

的即兴表演艺术。我们总说柞水渔鼓‘见谁唱

谁、见什么唱什么’。”叶正印说，“在长期文化交融

过程中，柞水渔鼓吸收了大量民间音乐元素，其

中最具特色的是‘拉簧’，也就是在每乐段段末‘呀

哎咿尔哟’的拖腔中，加入合唱或帮腔。”

当安塞腰鼓声名远播时，

柞水渔鼓却逐渐消失在人们的

视野中，这引起了当地政

府 的 高 度 重 视 。

2005 年 3 月，柞

水 县 启 动 柞

水渔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两年多的时间

里，县文化馆工作人员总共采访民间艺人 160余人

次，陆续整理出 352盘有关渔鼓唱腔的录音带，记

录渔鼓演唱脚本 80 余个、渔鼓声腔常用曲调 60
余首。2008年，叶正印开始负责渔鼓传习所，在多

个艺术社集体教学渔鼓，培养出 40多名演出骨干。

渔鼓的保护，不仅包括表演艺术，还包括渔

鼓的制作技艺。来到柞水县下梁镇石瓮子社区

的渔鼓作坊，一进门，只见房间里密密麻麻摆放

着各种制作渔鼓的器具。“渔鼓看似工艺简单，

但制作起来却暗藏‘玄机’。”叶正印笑着说。

原来，渔鼓的制作涉及了粗磨、细磨、雕花、

上油等 18 道传统工艺。正常情况下，一只手工

制作的渔鼓需要 7 天至 8 天才能完成。数十年

来，叶正印一直坚持手工制作渔鼓，保留渔鼓制

作技艺。

在柞水县相关部门和民间艺人的共同努力

下，2008 年 6 月，柞水渔鼓成功入选陕西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2022 年，叶正印被评为商洛

市非遗渔鼓传承人。

2023 年秋天，柞水渔鼓山歌剧《红色谷子

沟》在柞水县首演，古韵依旧。秦岭深处，又闻

“渔”音袅袅。

图⑦：俯瞰朱家湾村终南山寨民俗文化村。

王 钊摄（人民视觉）

经过多年保护，柞水渔鼓再现生机

又闻“渔”音袅袅
本报记者 张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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