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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北麓，汤峪小镇，一处得天独厚的温泉被世人所知晓。时光荏苒，一代代

勤劳智慧的汤峪人通过不懈努力，使美丽的汤峪久负盛名，昔日的无名小镇逐渐

变成遐迩闻名的旅游胜地。“沐德为天、沐地为民、沐和为道、沐道为人、上善若

水”，秦汉唐时期的温泉泡汤之史为“上善若水”之旅又平添了历史文化的厚重

感———最美温泉小镇从此非同一般。

汤峪位于秦岭北麓、西峰山下的汤峪河出口处，距西安大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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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蓝田
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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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西汤公路和环山公路在此相通。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皇家沐浴避暑
之地。相传汉初有一僧人出游，行至蓝田汤峪石门关下，适逢大雪纷飞，四周白茫
茫一片，唯独这里雪花落地，立即消融。僧人说，其下必有温泉，遂命村民掘之，当
即喷出热水……

汤峪温泉之水是从远古流来，源源不断地沐浴着一代代人，历代人在汤峪的
开发中付出了不同的努力。他们不仅发掘着汤峪的物质资源，而且传承着汤峪
“沐德为天、沐地为民、沐和为道、沐道为人、沐人为心、沐心为真、沐真为性、沐性
为水”的精神内涵。

谁也不会相信，作为世界沐浴文化发祥地的蓝田县汤峪镇塘子村，过去只
是个贫穷偏僻的小山村，发展滞后，管理混乱，人心涣散，村民以山为屏，沿河
而居。“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塘子村人只能手捧“金盆”，忍饥挨饿，甚至外
出讨饭。

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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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宋军民担任蓝田县汤峪镇塘子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后，蓝
田县汤峪镇塘子村便进入了土地入股的新时期，他让农民摇身一变成为职工，竭
力使农村成为城市；他挖掘蓝田汤峪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以生态养生、温泉旅
游、休闲度假作为塘子村发展的指导方针，探索出一村一品牌，走上一条适合他
们村子实际情况的发展之路。

蓝田汤峪人历年来有着与天斗、与地斗，改变穷山恶水面貌的锲而不舍的坚
韧精神。而宋军民领导汤峪人民群众发展汤峪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创造
的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真正实现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了，
才能推动社会发展，才能贡献自己的力量，才能编织一个伟大的梦。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靠的是广大人民的觉醒和创新精神，靠的是每个人坚强不息，从人民的
小梦做起，实现一个共同的梦想，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塘子实践：走出一条共同富裕之路

走进今日的塘子村，迎接我们的是一座现代化的城镇。鳞次栉比的楼宇小
区，宽阔整洁的迎宾大道，散发着浓郁文化气息的仿古街道，在广场上静享明媚
阳光的村民们……如此现状，实在让人难以想象昔日塘子村的贫困景象。

究竟是怎样的契机让塘子村走上了发展致富的道路呢？塘子村百姓在艰辛
探索的过程中发现，应该
把人生的社会契机和国家
的政策方针、经济方略紧
密结合。塘子村今天的发
展成绩源于坚决执行党的
有关农村工作的路线方
针，落脚点是因地制宜，自
主创新，走出一条共同富
裕之路。

有人说，“塘子实践”
模式的成功，得益于它有
温泉这一独特资源，倘若
塘子村没有温泉这一得天
独厚的温泉资源，“塘子实
践”模式能否成功呢？谈及
汤峪镇塘子村的发展资源
来自哪里，宋军民给出的回答是：调动一切可利用的土地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
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方针，依靠群众，以人为本，发展成果由人民群众共享，由部分
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大家共同富裕起来。

塘子村在规划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融进
其中，将文化与温泉融于一体，在实践探索中带领塘子村村民奔向富裕安康的幸
福生活。
“塘子实践”模式的成功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关键在于要创新发展思路、找

准发展定位、挖掘区域潜力、整合优势资源、形成自有特色。其发展得益于国家的
政策支持，有温泉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资源，更
有朴实勤劳为实现共同富裕梦想而共同奋斗的广大村民。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文化传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勇
于创新的宋军民是一个致力于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人，他锐意进取，决意把
文化背景作为塘子村温泉发展的强力支撑。

上善若水。远古的蓝田人，就是在这水边留下了中国古人类最早的印迹之
一，从以前一些分散的小型洗浴堂店到全国知名特色景观旅游名镇，从大兴汤院
遗迹到丰富的民族历史人文传说的挖掘，使汤峪的温泉旅游形成产业，变身中国
最美温泉小镇。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水文化是博大精深的，而水文化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性又是紧密相连的。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水不仅是生命之源，更是美德之
源，静心沐浴，则是道德修养、人性提升的一种外在形式，也是人们常说的万物归
真、道法自然的表现形式。传统的人性即水性，世间万物都离不开水，所以说水性
文化是最根本的汤峪文化。

汤峪温泉历史悠久，“第一名汤”闻名天下

在中国几千年来博大精深的民族振兴文化历史中，走得最好的是大唐盛世，
唐朝是一个开放、包容、多元化发展的朝代，而作为十三朝古都的古长安，为什么

会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呢？关键在于大秦岭东有终南山文化，西有太白山文
化，塘子村的东峰山是道教圣地，西峰山是佛教圣地，然而塘子村这个地方则是
儒教圣地，加之蓝田是传说中女娲伏羲造人的地方，也是蓝田猿人曾生活过的地
方……这里汇聚了诸子百家的人文、和谐文化，这些文化思想得到交融与包容，
所以这里是合和之气，也体现了大唐开放包容的文化。

汤峪温泉，最早叫石门汤泉，再往前是大秦岭造山运动的古泉汤，相传来源
于上古时期的古泉汤，也是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地处秦岭北麓的汤峪温
泉历史悠久，始于汉朝，鼎盛于唐朝，是历代皇家沐浴之地。

汉代建有闻名于世的“皇室御汤院”，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曾在汤峪、焦
岱一带修上林苑，兴建鼎湖宫，还经常在此狩猎演百戏进行娱乐活动；汉武帝的
儿子汉昭帝刘佛陵又把石门汤泉赐给其姐盖长公主作为其沐浴之用；东汉光武
帝刘秀也在这里留有许多传说和遗迹。

地处石门关的汤峪温泉是唐代李隆基与杨贵妃最早沐浴的地方，因此人们
把汤峪温泉确定为皇室沐浴之源。宋敏求长安志载：“明皇时赐名大兴汤院，并扩
建五汤曰：融雪、玉女、涟珠、漱玉、濯缨”，分别供官绅、军人、妇女和平民淋浴。唐
玄宗与杨贵妃沐浴后赐名“大兴汤院”。清朝乾隆元年蓝田知县王师瑗重立“大兴
汤院”碑石现存于汤峪疗养院内。清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刻明儒陈公
石门汤泉洗病时辰开列于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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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民政府西京院都筹委会即对汤峪实施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全国
首届温泉发展研讨会在汤峪召开，著名专家刘广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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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专家教授汇聚西北
军政疗养院。全国第一部矿泉专著出版，称汤峪温泉为“天下第一名池”，并由陕
西省政府在此修建了全国第一所疗养院。

蓝田后人不断传承中国汤浴文化，石门汤泉成为世界沐浴文化发祥地，留下
了德性沐浴文化。沐德为天，沐地为生，沐和为道，沐道为人；沐人为心，沐心为
真，沐真为性，沐性为水；上善若水，道法自然，道不远人，天道酬勤的《人性汤》泡
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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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任塘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宋军民一班人带领全村百姓，
以超前的战略眼光和胆略，按照县委县政府国际化温泉旅游名镇的目标，树立
“汤峪温泉”品牌。

短短十多年，把昔日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建成陕西省样板示范镇。塘子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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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已实现全面小康，汤峪小镇的人民群众实现了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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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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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东
亚国际沐浴联盟年会成员同中国沐浴委员会领导汇聚汤峪温泉在蓝田汤峪授予
“中国最佳温泉旅游度假胜地”。

有水天上来，开悟心中泉

水是生命之源，而汤峪则是古人类的发源地之一，孕育了华夏黄河流域文
化，“龙龟”融于古泉圣水，采集天地之灵，开悟人生心泉。

有关汤峪的众多传说与历史故事，用一种唯美的情怀将汤峪幻
化成万物生灵健康生长、和谐相处的福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
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此乃谦下之德也。

千百年来，老人们留下这样一个传说：汤峪温泉之水乃上天瑶池
之水，天河之水降到大秦岭终南山的南天门———石门汤泉，无色无味
的汤泉，以水性显人性，近乎于老子传承的立功于人、教育于人。

相传老子在西周时期担任朝廷的文史官，因看不惯社会的利欲，
就离开朝廷开始周游，老子从函谷关出发，从东到西，叫紫气东来。那
一路，顺着终南山向西走，走到汤峪的石门关，在此问道，发现水性即
人性，汤泉水无色无味是开悟心泉，老子深知上天之妙道，就此开悟，
随后骑青牛，西移九峪，继续往西走，才到了众所周知的楼观台，著下
了五千字的《道德经》。

每年的三月三那天，相传古时皇帝、文武百官在此斋戒、沐浴、祭祀，祈求国
泰民安，黎民百姓幸福安康，这也就是后来大家所熟知的上巳节。正是这种生生
不息的民族文化，让汤峪之魂源远流长。

通过沐浴的四维空间来诠释汤浴文化，一点都不为过。汤峪文化成就人们幸

福生活向往的沐浴，也就是人性的教育，德性的教育，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
心意、心境，就能打造出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所以说汤峪温泉这个产品，不求豪
华，但汤峪温泉却深受广大休闲者的喜爱，这与它的文化内涵、为人的内在服务
精神和民族文化是深切相关的，这就是人性的一个体现。

泡温泉，能够身体安康，能够幸福快乐，能够除去浮躁，让人们的心能够清
静、澄彻。

以水性感化人性

水为生命之本，温泉流水，更是大自然恩赐人类的杰作。汤峪古镇因承载着
中华悠久的沐浴文化，而光彩千年。推开尘世喧嚣，享受汤池暖汤，洗涤满身浮
华，回归心灵本真。

传统文化里的沐浴文化告诉人们：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一维空间，和一个
平台上讲述自己的故事，其实都没错。但汤峪水性文化里关于人性的教育和
德性的教育，就是要寻找一个共性的东西，寻找一个为别人服务、也为
自己服务这样一个着手点。汤峪温泉小镇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从人
的需要出发，从以人为本出发，它更具有人性化，所以更多的游客才会喜欢到
汤峪小镇。

宋军民本人有这样一个做人原则，叫自利利他、自处处人。对此宋军民本人
给出的理解是：不管是水性的思想、人性的思想，还是中华精神的传承，人人都应
该做到自利利他、自处处人。中国梦是所有中华儿女的梦，即每个不同需求人的
梦，这个梦有一个共性的东西就是为别人而不是仅仅是为了自己。自处处人用水
性文化解释，就是做人要威仪有则，柔和质直，即做事是有原则、有方向，做人是
有准则的，不是一味的向人们说是，丧失立场或把握不住方向，它实质上是一种
智慧的教育。自利利他、自处处人揭示了人性本质的一面。

浪潮滚滚，未来的汤峪将走向何方

从古至今，汤峪像一颗明珠一样在各个历史时期都闪耀着璀璨的光芒。未来
的汤峪将致力于站在国际化大都市的视角，瞄准世界、注重品牌，致力打造成为
能满足人民需求的幸福小镇。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带动周边发展，产业无限

放大，充分发挥古镇旅游特色，坚持
“以人为本”原则，发展旅游经济，打造
“五位一体”使汤峪小镇成为国家级、
世界级的汤峪小镇。

要做到国际化并不难，但要走出
一个误区，什么是国际化？汤峪的老百
姓认为，要进入国际化，并不意味着追
求大，只要我们保护田园风光，只要
我们保护了蓝田，只要我们保护了大
秦岭的山水，既而让海内外广大的游
客，来切身感受西安人的新生活，这
就是汤峪今后的文化支撑。

汤峪———最美温泉小镇，跟国家
政策结合，实现“最美、最适宜人居
住、引得人来旅游”的一个景点，将
生态、历史、文化、特色建筑、餐饮
等汇聚结合，不仅是大而全，也不在
于名、利，重要的是一种返璞归真，
满足海内外不同人群的需求，为更多
的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小镇的发展
要形成一条龙的服务，集自然、和谐
于一身，将温泉的力量无限放大，让
社会来关注、支持它的发展和变化。

宋军民说：温泉小镇要具有真善
美的奉献精神，要体现中央走共同富
裕之路的政策，弘扬我国传统民族文
化，拓展思路，接待不同层次的人

群，不能只图自己一人的利益回报，而是要大美、大善、大爱、统筹发展，打
造一个和谐、幸福、快乐的人间汤泉小镇，实现人们安居乐业的生活理想，其
目的就是打造一种以人为本的汤泉小镇，幸福指数最高的小镇，这就是汤峪的
未来。 （网址：

000*123405*6789

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打造最美温泉小镇
———探寻宋军民与汤泉的文化情结

吴强 党宇婷 黄会茹

今日汤池小镇面貌一新

原汤峪温泉旧址

冬日里的鲤鱼汤

宛如仙境的大唐五池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