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到河北省邯郸市涉县井店镇王金庄

村，首先是感叹这里“山之多”。涉县是全

山区县，到处都是山沟沟。仅王金庄村就

有 24 条大沟，120 余条小沟。村子整体坐落

于一条东西向的大峡谷内。数百年来，涉

县山区人民针对当地石多土少、土地贫瘠、

干旱少雨的条件，因地制宜发展农耕技术，

用山石垒起梯田田埂，覆土耕种。石堰梯

田系统采用的“悬空拱券镶嵌”式石堰结构

和多种作物轮作制度，解决了稳固石堰与

空间最大限度利用问题，实现了山坡利用

的最大化，成为当地粮食供给的重要保障。

历史悠久的石堰梯田

行走在王金庄村中，除路面外，鲜有平

地。房屋依山而建，层层叠叠，自山脚下一

直蔓延到半山腰。

“祖辈们采山石建房筑路，石头房墙壁

厚 0.7 米左右，冬暖夏凉。”61 岁的村民王林

定介绍，全村留存明清风格石屋 600 多幢、

4000 多 间 。 石 街 石 墙 、石 桌 石 凳 、石 碾 石

磨、石井石桥……王金庄村犹如一座“石头

博物馆”，更添古朴沧桑。

太行深山石多土少，王金庄人不仅拿

石头造房，更用来筑田。涉县旱作石堰梯

田历史悠久，经元、明、清三代开发垦筑，规

模宏大。 2022 年，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系统

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该系统涵盖石堰梯田面积约 4.15 万

亩，其中王金庄片区面积达 1.2 万亩。

在 王 金 庄 村 ，可 一 窥 全 县 梯 田 的 精

华。村内梯田大小不一，最大的地块占地 7
亩，最小的不足 1 平方米；石堰高度大多 2 米

左右，高的则可达七八米，石堰的平均厚度

约为 0.7 米。

当地人修筑梯田时，沿竖直方向以石

块垒堰，与山坡形成夹角，夹角空间内填石

覆土为田。“底层为大石块，中层为中石块，

上层为小碎石，表层为土壤，形成较强的蓄

水保土能力。”涉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主任王海飞说。

细观石堰，石块堆叠，一层压着一层。

每立方米的石堰约含 400 块石头，不同石块

大小不同，功能各异。“小块的‘点石’，用以

填 充 石 缝 ；沿 纵 深 方 向 插 入 的 长 石 为‘ 拽

石’。石头间相互交错，异常坚固，几百年

间屹立不倒。”王海飞说。

旱作雨养的农业智慧

要想了解王金庄人种地有多讲究，可

去梯田里一探究竟。

同一块梯田中，农作物品类五花八门：

梯田外侧种着花椒树，树间种植绿豆、红小

豆等低秆作物，中间则种植谷子、玉米等高

秆 作 物 ，内 侧 又 种 植 菜 豆 、眉 豆 等 攀 缘

作物。

何以如此丰富？

地处深山的王金庄村少雨，当地人也

因此创造出独特的山地雨养农业系统。“王

金 庄 人 的 智 慧 ，不 仅 在 于 用 石 ，更 在 于 用

水 。”涉 县 农 业 农 村 局 高 级 农 艺 师 贾 和 田

说，“梯田内作物均为耐旱耐贫瘠品种。外

侧 树 木 尤 其 是 花 椒 树 ，根 系 发 达 ，盘 根 错

节，可牢牢稳固石堰，并保持水土，涉县花

椒也是当地一张名片；中间作物提供口粮；

内侧作物可借助另一级梯田的石堰攀缘生

长。总体上既能应对雨水少的自然条件，

又充分利用了梯田结构空间。”

凭借在梯田中种下丰富的作物品类，

即便每年气候变幻莫测，或旱或涝，或暖或

冻，总有几种作物能够有所收成，这也是当

地人农业智慧的表现。

旱作雨养的方式，让王金庄人延续了

当地“两耕两耢三锄”的传统耕作技术。“比

如耕与耢，二者相辅相成，先耕地，让土壤疏

松，便于吸收雨水；后耢地，压实表层土壤，

减少蒸发。总之，‘两耕两耢三锄’都是为了

最大限度利用好雨水。”王海飞说。此外，当

地人还在梯田边修建了水窖，便于收集、利

用雨水。

种子银行的创新实践

在王金庄村遇到一件趣事，农民种地，

种子是可以“借”的。跟随村民刘战平，记者

来到位于村东的王金庄农民种子银行。一

进门就令人“大开眼界”：整面墙的柜子上摆

满了玻璃罐装的各类种子，胡萝卜、白芝麻、

大黑豆、小紫豆角……足有上百种。

“想来借点绿小豆种子，给借不？”刘战

平问。

“能还就给借。要多少？”37 岁的王金

庄村民、种子银行管理员刘玉荣一边招呼，

一边登记。

王金庄农民种子银行占地 315 平方米，

是北方极为罕见的社区级种子银行。村民

想种什么，就可以来这里借种子，收获后按

照借出数量的 1.5 倍归还即可。

数百年来，王金庄村民种植种类繁多的

农作物，传承下丰富的“老品种”。近年来，

为了强化对梯田系统种质资源的保护，涉县

旱作梯田保护与利用协会于 2017 年成立，

之后建立了王金庄农民种子银行，并开辟出

200 多亩老品种繁育试验基地。协会会员

负责翻山越岭、逐门逐户收集老品种种子，

用于试验种植和保存。

“我们种子银行采取的是‘活态

保存’，会定期对种子进行田间种植和更

换。”刘玉荣说，当地的“老种子”进入种子银

行后，先进行品种鉴定，然后在试验田里试

种 ，并 提 纯 复 壮 ，收 获 后 优 中 选 优 筛 选 留

种。种子银行存的种子，一般每两年更新一

次，特殊品种一年更新一次。

说起这些老品种的好处，王金庄村民们

打开了话匣：“把梯田产出的老品种杂豆和

柿子皮儿一块做成馅儿，包成豆包，香甜软

糯，百吃不腻。”“黑山羊肉特别香，但膻味特

大咋办？把咱们老品种胡萝卜和老品种红

葱加到羊肉里一块烹饪，留香去膻是最好

的，这仨绝配！”

2023 年，王金庄村试验田里传来好消

息。一种在当地已经几乎绝迹的老品种白

眉豆在试验田里试种成功。“我们经多方打

听、找寻，从当地一农户家中找到了一份种

质资源。白眉豆这个老品种，过去农村脾胃

虚的人常用它来健脾。”王海飞说，“在梯田，

每一个老品种，不仅仅是一份种质资源，更

是农耕技术、饮食文化的重要载体。一个老

品种的传承，它所承载的传统习俗和文化内

涵也能得以延续。”

在涉县当地农业工作者看来，王金庄

人对于老品种的保护，除了服务当地人生

产生活之外，对梯田系统生物多样性的保

护也具有重要意义。如今，王金庄农民种

子银行已保存下 171 个农作物老品种，涵

盖 26 科 57 属 77 种 ，让 涉 县 旱 作 石 堰 梯 田

系统这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不断焕发

新的生命力。

图①：涉县王金庄村的石堰梯田。

图②：涉 县 王 金 庄 村 村 民 走 过 古 老

村巷。

图③：涉县王金庄村村民用传统簸箕扬

谷去糠。

图④：涉县王金庄村村民在院子里包饺

子，其乐融融。

图⑤：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田块结构垂向

示意图。

以上图片均为涉县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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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传统村落走进传统村落R

到过河北省邯郸市涉县井店

镇王金庄村的人，看到蔚为壮观

的“石堰梯田”时，都不由得感到

惊艳，发出赞叹。

不同于云南哈尼梯田、广西

龙脊梯田等，涉县的石堰梯田别

具一格：以石为堰，既粗犷坚固，

又灵动飘逸，孕育出独特的生态

系统。数百年来，王金庄村民依

托 石 堰 梯 田 生 产 生 活 ，繁 衍 生

息。2012 年，王金庄村被列入第

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编 者

2023 年 11 月 4 日，本报以《依山傍水的“古建筑博物馆”》

为题报道了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白鹭村。文中提到：白鹭村

的传统建筑既具有封火马头墙、四水归堂等赣派特色，亦有飞

檐翘角、雕梁画栋等客家元素。有读者日前来信，询问文中提

到的“赣派特色”在白鹭村中还有哪些体现？赣派特色与江西

传统村落中常见的徽派建筑特色有哪些区别？

据了解，白鹭村的“赣派特色”主要体现在村落的建筑布

局上。白鹭村的建筑整体布局相对简洁，朴实素雅。清一色

的青砖灰瓦、高峻的马头墙，内部构架和陈设讲究实用性，但

在建筑的窗楣、梁柱、窗扇的装饰性木雕上，则追求工艺精湛，

形式繁复，造型逼真。

“赣派特色”还体现在灰塑工艺上。赣派建筑最典型的灰

塑工艺在白鹭村中多有出现。例如王太夫人祠的门楼就是集

砖雕、石刻、灰塑于一体的设计，各种图案精致细腻、生动

传神。

赣派和徽派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在于马头墙。虽然二者都

有马头墙，但它们的材质和色彩不同：赣派以清水白线为主

（青砖灰瓦），徽派以白墙为主（粉黛灰瓦）；赣派的马头墙比徽

派的更加挺拔。其次，在建筑工艺上，赣派建筑大多采用磨砖

对缝的做法，相较徽派建筑更加追求墙面的平整。在呈现风

格上，赣派建筑偏重古朴敦厚，徽派建筑则轻盈秀气。

此外，白鹭村属于客家文化区，村中建筑还结合了客家人

的生活习惯。不同于赣派独栋建筑和客家围屋，白鹭村的整

体建筑更像是“围村”，个体建筑看似独立存在，但各房却是前

后（或左右）套建在一起，房屋之间四通八达，户户相通，家家

相连，既能做到防火防盗，又能像围屋一样有抵御功能。村落

建筑风格包容开阔，例如，秉承堂的屋顶有类似镬耳屋设计的

粤式风格，鼎福堂门外设有北方照壁，个别建筑上还有几何图

案、大象图案的雕刻等。

（本报记者杨颜菲采访整理）

下图：游人穿行于白鹭村的古巷中。

肖 骏摄（人民视觉）

赣派建筑的鲜明特色

■答读者问·传统村落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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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县旱作石堰梯田田块结构垂向示意图

2024 年 1 月 27 日，本报以《青瓦土墙 溪水潺潺》为题，

报道了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朱家湾村。文中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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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读者

日前来信，询问可否请记者对柞水渔鼓和其他地方渔鼓戏的

区别作更为详细的介绍？

渔鼓戏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一种说唱戏曲，流行于山西、山

东、河南、湖北、四川、陕西等地，代表曲种有河南坠子、湖北渔

鼓、四川竹琴等。渔鼓戏的唱腔音乐属板式变化体，其唱词结

构往往有“三句一番”的特点，韵脚讲究平起仄落，演唱中还常

出现“引腔、腹腔、锁腔”。渔鼓戏行当齐全，文武兼备，演奏

时，左手竖抱渔鼓，右手拍击。

在陕西省商洛市，渔鼓戏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形成商洛渔

鼓戏。商洛渔鼓戏唱腔音乐属板腔体，唱词以齐言七字句、十

字句为多，是当地山区人民的一种主要娱乐方式，内容反映基

层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故事，剧目繁多，其手抄本和口传本多

达数百本。商洛渔鼓戏易学易唱，艺人和善歌者又随时编撰

相关的故事内容来演唱，因而剧目内容更为丰富。

商洛渔鼓戏在洛南、丹凤、山阳、镇安、柞水等县城镇乡村

广泛流行。其中，柞水渔鼓是商洛渔鼓戏的代表曲种之一。

柞水方言是江南湖广语音语调融合关中方言而形成的，因此

柞水渔鼓采用的声腔也有其独特的方言特征。此外，柞水渔

鼓在伴奏乐器上，使用拉弦乐器高胡和打击铜乐器单镲等，丰

富了伴奏乐队的整体音乐效果，也使其音乐开放性更强。

（本报记者张丹华采访整理）

柞水渔鼓与其他渔鼓戏的区别

2024 年 1 月 1 日，本报以《云海土台 古韵悠然》为题，报

道了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官厅镇苍台村。文

中提到：作为一个彝族村寨，苍台村里不缺歌舞。茶余饭后，

田间地头，时常都能听到音乐，看见舞蹈。有读者日前来信，

询问可否请记者详细介绍当地的音乐与舞蹈？文中配图展现

的“过山号”又是什么乐器？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官厅镇被称作“云

上彝乡”，有着丰富的音乐与舞蹈表演艺术。

唢锣舞是当地流行的民间舞蹈，历史十分悠久。唢呐舞

可以由单人、双人或更多的人一起跳。当地村民将唢呐、锣、

过山号等乐器充分利用起来，代替了村民的呐喊声，并逐渐演

化出独具地方特色的唢锣舞。唢锣舞舞步多变、舞姿轻盈，是

彝族群众在新春、丰收时所跳的舞蹈，传递着他们对美好生活

的热爱与向往。

过山号是为唢呐舞作伴奏的一种特色乐器。“这山吹来那

山听”，号声一响，越过山谷，方圆几里地都能听到，亲朋好友

便闻声而来，因此有了“过山号”这样形象的称呼。

（本报记者李茂颖采访整理）

云上彝乡的音乐与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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