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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文思，字睿，号勉夫，四川合江人。清乾
隆 三 年 (1738) 举 人 ，后 为 进 士 。 乾 隆 十 年

（1745）任白河县知县，乾隆十一年（1746）任商
南县知县兼任洛南县知县，乾隆十三年（1748）
任 蒲 城 县 知 县 ，乾 隆 十 八 年 (1753)任 商 州 知
州。乾隆十九年（1754），其任陕甘总督、陕西
巡抚奏请升署直隶商州，奉旨准其实授。乾隆
二十八年调任贵州石阡知府郡守，乾隆二十九
年升任贵州石阡府知府，八十九岁卒于家。其
著有《半亭文集》、《乐志园诗集》、《罗氏家训》、

《商南县志》等。
罗文思为任一方，心系一方百姓。他在任

商州知州的十二年里，为官清廉，敢于直言，克
己奉公，致力于修路架桥、兴学教化、劝课农桑、
开渠筑堰、减轻徭役、编修志书等，政绩斐然。
陕西巡抚陈弘谋来商巡视时，曾亲笔为他题写
有“一尘不染，百废俱兴”八个大字。

修路筑桥为便民

据清乾隆年间撰修的《续商州志》和 20世纪
90 年代编修的《丹凤县志》记载，罗文思曾先后
捐银 540 两在州城以西十里处修筑两座石桥和
州城以东四十里处修建碥路一段，还在今丹凤县
境龙驹寨主持捐资，于西古城岭修筑石桥一座。

商州城西十里，丹江上有两座木桥，经年累
月，雨蚀风化，木朽桥塌，往来行人多有不便。
罗文思便于乾隆二十一年十月捐银 60 两，改建
成石桥。乾隆二十二年到龙驹寨巡视时，主持
捐资，在西古城岭泗渠上修筑石桥一座。此桥
虽历经多次维修重修，但其沿用 180 多年，直到
20世纪 70年代修公路时拆除。

商州城东四十里霸王寨有处铜佛龛碥路，
缘延半壁，仄径凌空，下临丹江，奔流箭激。宽
不到三尺，长五六里，路面石骨呈露，不见寸土，
多生青苔。秋季水落时，商旅往来于江滩。夏
季水涨时，人马均需走此碥路，马蹄蹴之如履镜
面，执鞭者侧足夹持以走，骡驮行李多有坠岩落
水。罗文思在商南县任知县时，因公往返于州
县之间，常常能够目睹商旅之惊状，便立志修治
此路。到商州任知州就筹划修路，因境内需办
之事甚多，遂节廉俸，于乾隆二十二年四月，捐
银 480 两，请工匠开工建造。乾隆二十二年十
月建成，平宽七八尺，外凿石为栏，内石壁凿有
石穴，容纳 10 多人，供行人休息，商旅往来者多
额手称庆，呼为“罗公碥”。

迁修书院兴教化

罗文思秉承办学兴教之旨，他认为兴学校
是为国家储梁选才之用，“媲美三代”，意义深
远。在任商南知县时曾建青山书院，又在场、试
马寨为贫困学子建社学二处，后到蒲城任知县，
捐金创办了尧山书院。

到商州任知州后,看到位于城外上寺坡由
明代嘉靖年间抚治郗元洪创建的商山书院，后
经苏浚、清王如玖等多次修葺或扩建，因年久渐
毁，且狭小无法容纳众多学子，又偏僻学子往来
多有不便，遂考虑选地修建。于乾隆十九年捐
俸银 240 两，在州城东门内购得武生王林梅宅
基地 3.2亩，连房屋 16间。又捐银 48两，买得民
人冀建都等旱地 6亩。乾隆二十年，又捐银 120
两，在原基整修扩建，移址至州治之东。书院建
成后，纳州及四邑（洛南、商南、山阳、镇安）学子
读书，并补贴学子伙食。另有，因文庙经风雨剩
饰，多有残毁，于乾隆二十一年捐俸重加修理，
辉以金碧，饰以丹垩。

随后，为解决商州考棚人文日盛，号舍不敷，
临时必搭盖席棚，取办桌凳，殊累行户的问题。
他于乾隆二十二年在原厂上下隙地添建东西瓦
棚共 8 间，置办器具，所有费用除执事铺设外由
五地均摊，解决了众生应试的考场问题。又出文
规定按照主持考试官分配入试童生名额，每年文
试童生商州入学 15名，四县各 8名；武试童生商
州入学 12名，四县亦各 8名；科试亦如之。规定
每遇考校，一切修理、置办、日用、夫马、杂费供应
由四县各出银 50两，不足俱由商州垫补，一改过
去由一州四县均摊，每股至 60-70两不等，拖之
不缴，费用难济的局面。同时，规定“所有过多、
一州文武童生入学，较一县加倍，所用亦当倍
出。本州出银 100 两，再有不敷本州赔垫，永以
为例。”因而，从根本上解决了办学经费问题。

其在治学上“不徙以文词相夸许，而重名
教，崇实学”，亲拟“揭课仕大纲”，考核士子，撰
写《相题论》、《惜字引》，刻石碑镶砌学校屏门
左右，以励士子。他还亲自教授解惑，要求学
子以“道德为本，文艺为末”。同时，邀请商州
学士王学逊、陈模楷和海宁才子钟麟书来书院
执教，并发给俸银。因其亲授“官课”，一时士
人云集，文风丕变，书院盛况空前，名士济济而
出。后商州教育一时间得到很大发展，为地方
培养了大批人才。

劝课农桑兴农业

罗文思到任商州正直前数年自然灾害，土地
荒芜，加之课赋堪重老百姓生活极其困难。他即
奉檄查荒，“各乡团练禀称，并无荒地。”其亲自到
乡间查荒，逐一体访查勘，发现四乡丢弃荒地甚
多，有四五亩连片的，有六七十亩连片的，按原额
统计荒地竟达 641顷之多。遂劝民开垦，在东乡
长岗岭、谷山，南乡流岭、黑山，西北两乡边家山、
泥峪山、上庄、高岭等，共开熟地五十余处。

教授水稻插播新法。商州历史上习惯直播
水稻，既浪费种子，又长势不好，产量很低。于
是，他就在静泉山下亲临教授，改直播为育苗移
栽。插秧时节，又下田示范，教以倒退插秧法。
自此，育苗移栽倒退插秧法，在商州普遍推广。

他一面发展农业生产，一面建仓储粮，以备
灾荒，赈济灾民。至乾隆二十二年底，州境粮仓
内储粮除数年支给囚犯、流民口粮 460 多石外，
常平仓贮粮增加到 21010 多石，社仓贮粮增加
到 6110石。

开渠筑堰灌农田

罗文思根据“州境田亩岸高土松，不能车水
掘井”的实际情况，效法前任知州许惟权教民引
水灌田，民已获利的经验。在巩固丹江、南秦
河、大荆川、瓜峪河、大黄川、泉村河、泥峪川等
311 道水渠基础之上，采取“因势利导，随时制
宜”的办法，教民在蒲峪沟、惠峪沟、塔寺沟、棣
花铺、流峪沟、三十里铺、野人沟、胭脂关、史家
店、十九河、桃岔沟、砚瓦石开水渠 11 道、修水
田 120 多亩、灌溉 410 亩。棣花铺在康熙年间
就凿石引水，因上下游村民争执未修成。罗文
思得知后，亲自到棣花“勘明，倡捐工本，谕令协
力修通，公议均分水利约”，解决撂置了多年的
纠纷，使数百亩旱地得以灌溉。

禀轻徭役减民负

商州系僻处山乡，坵段零星，砂土间杂，烟
户稀少，家畜无几，乡民多贫。他从实情出发，
多次申报上级禀明实情，以减轻徭役，恢复民
力。乾隆二十一年，上文“又查定例，零星不成
坵段在五亩以下者永免升科。”又过去省布政使
每年给商州派 500 匹军需骡马，屡为办军需，将

庄农家养用于农耕骡马充于军需，后大半挑退，
或全数退回。一方面造成脚价赔累，脚力空劳
往返；一方面使得农耕乏力，耕种越时。因而，
于乾隆二十二年其上文禀明后获批：“凡遇派雇
马骡等事，於该州属向派四厘二毫之内，再为酌
减一厘二毫。”二十三年由获陕甘总督甘抚部院
批：“前司呈报该州属凡遇军需派雇马骡等事再
为酌减。”

罗文思由于“实心行实政，未若后世，徒托
空文”，使百姓负担减轻，生活改善，安居乐业。

设寨治矿壮商业

罗文思以龙驹寨距州城较远，地界又广，系
水陆码头，商贾络绎不绝，人杂事频，“然而一人
之耳目心思，实有鞭长莫及之势”，于乾隆二十
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三次以文详陈呈报。
在乾隆二十六年，批准设州同于龙驹寨。从而，
境内外商贩接踵而至，栈行、铺店、会馆，布满五
里长街。商贸昌盛，秩序井然，税收增加（年税
额达 15 万两），百姓广受其益。又因陕省鼓铸
钱文，每年从楚采买铅点，自汉口运送襄阳，换
船运至龙驹寨，雇骡再运抵省城。官铅得集中
运送且时间较长，船商借机藏匿船只，漫天提
价，造成运送官铅、客货相互冲突。罗文思以官
客同船运送，运费不变的变通之法，提请与襄阳
磋商，解决货物运送遇阻问题。

罗文思到任后，发现商州矿厂多为私自开
采，既为官方批准开采者，也有滥开滥采、隐瞒
不报矿产贩卖外地，或濒临绝产之境，更甚者为
盗矿纵横，造成资源严重浪费，遂即进行勘验核
实，加以整治。经多次严查督率，整治矿厂秩
序，他深感“开矿之说亦难矣哉！”

修葺山景得游处

静泉山在州城东五里，俗名菩萨洞，山腰
有泉，名曰静泉山。罗文思任商南知县时，常
往返于州县，“每南望一峰特起，蔚然深秀，中
有朱楼石洞，隐隐在目，心知其非凡境，未获
一造选其胜。”在任商州知州后，于乾隆二十
年登览其上，“恍置蓬岛，飘飘乎遗世而独立
也。”因而，诗兴大发，就静泉山八景，漫成八
律。他认为：“从来名胜之境，天地生之，而人
成之。”虽然，静泉山原有景物，因年久失修，
建筑颓圮荒芜，但山上“大美已具，然山口缺，

缺者必补；山半有平地丈余，以为修憩之所，
宜亭；泉之东有龙神阁遗迹尚在，宜修复。”为
此，于乾隆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十一月和二十
四年二月多次对静泉山进行修葺和补建。他
带头捐俸银 100 两，并号召志向与他相同的
人，“各输其力以见志”。购买陈家土、地二亩
五分，立户为静泉山产。

在他倡导下，捐资捐力，先后修复了龙神
阁，重修了菩萨洞阁和七星楼，新修了百居阁、
补山阁、甘雨亭和僧舍、作坊。凿修了登山道
路，栽植了松、杉、竹、柏、桃、杏、槐、柳等树木，
山下立坊，大书颜其额。罗文思还为补山阁撰
联曰：“想世界五岳四溟，那外眼前光景，泉也
奇，石也奇；看民间青藤绿亩，都合心上意思，
吾亦乐，人亦乐。”经过几年修葺，楼阁亭榭，洞
泉花木，相映成趣，使静泉山风景面貌焕然一
新。完工之后，罗文思应乡绅名流之请，撰写

《静泉山工毕记》一文，他在文中把整修静泉山
之功，归于当地人士，以激励当地人士勤谨修
业，永葆朴质之风，长得游乐之兴。从此，静泉
山成了商州近郊名副其实的游览胜地。杨俊
烈在《甘雨亭记》中写道：“亭不朽，而数十百世
登此亭者，想见刺史之心，即想见刺史之政。
而刺史之心与政亦为不朽，此吾商人意也。”后
来，人们为了纪念罗文思修静泉山之功，把补
山阁改为罗公祠。

编修志书留后世

罗文思在任商南知县期间，曾编纂《商南县
志》四卷。后升任商州知州的数年中，以亲身经
历，收集翔实的资料，于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
将商州的地理形势、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古迹名
胜、名山大川、艺文典故等辑成《续商州志》十卷，
为商洛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该志于2007年
由商洛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校注刊印。

罗文思在任期间，体察民情，体恤民力，怜
鳏恤孤的善举不胜枚举。他去后，商民为彰其
功，于东正街、静泉山、铜佛龛、龙驹寨建造祠
堂，塑其肖像，以颂扬其功，每年二月初四演戏
祝其长寿。

商 州 知 州 罗 文 思 勤 政 清 廉 故 事
本报通讯员 李 勇

本报讯 （记者 张 英）近日，陕
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知，公布了
首批 40 个“陕西省优秀群众文化品牌”
项目名单，其中，我市的山阳约你过大
年——“中村民俗展”、棣花社火、欢悦
四季·丹江放歌/舞动丹江 3 个项目名
列其中。此次入选，不仅提升了我市
的文化影响力，也为其他地区提供了
可借鉴的经验。

山 阳 约 你 过 大 年——“ 中 村 民 俗
展”文化项目包含社火嗨翻天、花灯一
条街、美食一条街、文化惠民演出、灯
谜 晚 会 等 一 系 列 活 动 ，已 连 续 举 办 5
年，文化氛围浓烈、群众参与度高、演
出场面震撼。山阳县中村镇拥有丰富
的民间文化底蕴，传统节日中的文体
活动氛围尤为浓厚，其中社火、龙灯、
锣鼓表演尤为著名。特别是中村社火
芯子，以其高超、巧妙、奇特、玄妙享誉
商洛。中村社火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末
清初，它深深植根于乡土的传统文化
之中，代代相传，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
色。中村社火集民间杂技、手工技艺、
传统体育竞技、曲艺、民间舞蹈和戏曲
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最能体现当
地人民的集体智慧和风土人情。经过
多年的文化培育和发展，中村镇先后
荣获“陕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陕
西 省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高 质 量 发 展 示 范
镇”“陕西省非遗特色示范镇”等多项
荣 誉 。 目 前 ，全 镇 已 建 成 非 遗 基 地 4
个，组建民间艺术团体 16 个，已成功
培养出省级和市级传承人 26 人、民间
艺人 300 多人。

丹 凤 棣 花 社 火 源 于 200 多 年 前 ，
最初由巩氏家族从关中引进而来，通
过广大劳动人民不断创造和发展，世
代相传。如今，棣花社火成为棣花古
镇的一项极具特色的传统民俗活动，
受秦楚文化的双重影响，形成了独特
的风格。每年从正月初六耍到十五，
数万人围观、跟随，充分展现了民间文
化艺术，已成为当地人民欢度春节的
一项必不可少的民俗庆典活动。近年
来，棣花社火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它
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当地历史
文化的生动展现，它承载着祖辈的传
统习俗，使得春节的喜庆氛围更加浓
厚，同时也加深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
理解和感知。棣花社火中的高台芯子
于 2010 年 6 月被列入陕西省第二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商州的欢悦四季·丹江放歌/舞动丹
江文化项目，汇聚了众多民间文化艺术

团体和广大民众的参与，通过一系列精彩纷呈的群众展演活动，
生动呈现了丹江流域的自然美景和深厚的人文历史。该项目旨
在积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高
质量发展，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此外，它还助力于清
廉商洛建设，紧贴时代发展节奏，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坚
持在传承中创新。该项目让群众成为活动的主角，展现了新时
代群众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获
得感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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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是幸运的，人还是
要有所追求。”10 月 10 日，皂花制作技艺
非遗传承人刘利娜一边在工作台上和同事
努力完成重阳节的皂花订单一边说。作为
洛南县一名普通妇女，刘利娜用一双巧手，
编织着自己的生活梦想，在传承与创新的
道路上，让皂花制作技艺焕发生机。

1982 年，刘利娜出生于洛南县四皓街
道的一个普通家庭。自幼，她就对手工制
作非常着迷，初中时，一次偶然机会，见到
邻居阿姨熟练地编织毛衣，小小的针线在
别人的手中变成了一件件精美的服饰，这
让她很好奇。回家后，她迫不及待地拿起
针线，模仿着阿姨的样子，一针一线地编织
起来。虽然初次尝试并不顺利，但那份对
手工制作的热爱与执着，却在她心中生根
发芽。高中毕业后，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刘
利娜踏上了前往西安的打工之路。工作之
余，她自学了刺绣、纳鞋垫等传统手工艺。
每当夜深人静时，灯光下，总能看到她忙碌
而专注的身影。朋友们看到她亲手制作的
鞋垫，纷纷夸赞，这让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
的满足感。

然而，异乡漂泊的生活让刘利娜内
心 时 常 感 到 孤 独 。 2000 年 ，她 回 到 老
家 ，经 人 介 绍 ，组 建 了 家 庭 ，有 了 孩 子 。
在照顾孩子时，刘利娜不甘于做普通的
农村妇女。闲暇之时，她没有放下手中
的针线，通过做手工摆地摊，为家庭增添
一份微薄的收入。

“我是闲不下的人，而且上有老下有
小，靠自己双手也能给家里减轻点负担。”
刘利娜说。

刘 利 娜 接 触 皂 花 是 在 2021 的 夏
天。一次，她在街道上闲逛时，被一处售
卖 皂 花 的 摊 位 深 深 吸 引 。 那 些 颜 色 鲜

艳 、造 型 逼 真 的 皂 花 ，不 仅 具 有 观 赏 价
值 ，还 能 作 为 肥 皂 使 用 ，这 让 她 眼 前 一
亮，就毫不犹豫地买了几盒。回家后，她
迫不及待地开始研究皂花的制作方法。
刘利娜小心翼翼地将花朵一片一片拆下
来，仔细观察其结构，然后又学着原本的
样子粘起来。同年，刘利娜家附近的洛
南县巧手工艺品有限公司为解决当地群
众就业难题，决定招聘附近的留守妇女
和残疾人做手工。这个消息让她十分兴
奋，毫不犹豫地报名，并顺利成为公司的
首批职工。当她走进公司工厂，发现这
里制作的正是她感兴趣的皂花时，她的
心中充满了喜悦和期待。

工厂里，刘利娜展现出了对手工制作
极高的热情，为了能做出更加精美的花束，
她不分昼夜地在网上学习包花制作方法，
常常沉浸在学习的世界中，忘记了时间。
有几次，当她完成一件满意的作品时，时针
已经指向了半夜 12点。

“我进厂后，老板找包花师傅给大家讲
课，有专业人士指导，比自己学得更快。”上
课时，刘利娜认真聆听，用心记录每一个要
点，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技艺水平。

制作皂花是一个需要耐心和细心的
过程，刘利娜始终记着“慢工出细活”的道
理。在刘利娜的不懈努力下，她的皂花制
作技艺日益精进。她不仅掌握了传统的
制作方法，还勇于尝试创新，将色彩搭配
与插花技巧融入其中。制作时，她先用水
把花心与花针相连接，接着两层、三层不
断叠加，最后将花心、花枝、花托巧妙地组
合成花头，再搭配上塑料叶子进行精心包
装、售卖。

“一次，公司安排我同事专门去浙江学
习皂花制作技术，回来后她把技术教给了

我。”刘利娜抓住了这个
宝贵的学习机会，通过
不断地练习和实践，逐
渐掌握了更加先进的制
作方法和技巧。同时，
她没有忘记与同事分享
自己的经验和心得，将
创新技术毫无保留地教
给工厂职工。在她的带
动下，工厂的整体制作
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
随着工厂订单量的不断
增加，公司也从最初的
十 几 人 逐 渐 发 展 到 了
100 多人。2023 年“三

八”国际妇女节前夕，工厂接到了大量订
单，时间紧迫，任务艰巨。为了按时完成订
单，工厂不停地补货，购买制作原材料，刘
利娜和同事们加班加点地赶工期，大家齐
心协力，争分夺秒地工作。工作累了，他们
就趴在桌子上稍作休息，然后又迅速投入
到工作中。经过一个礼拜的连续奋战，终
于按时完成了所有订单。

“每到各个节日，我们这边订单就会增
加，那个时候特别忙，累的时候一想，做的
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不觉得辛苦了。”刘
利娜笑着说。

2024 年，公司在洛南县四皓街道、巡
检镇等地开展残疾人及留守妇女就业培训
活动，刘利娜作为手工老师积极参与其
中。她知道这次培训的重要性，不仅是为
了传授皂花制作技术，更是为了帮助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找到生活的信心和方向。培
训过程中，她耐心地讲解皂花每一个制作
步骤，细心地指导每一位学员。前后四期
的培训，她教授了 200多名学员，其中年龄
最小的 18岁、最大的 48岁。

在这些学员里，有一名 18 岁的女学
员让刘利娜记忆尤为深刻。“培训时，她很
好学，一直提问，但是在手工制作时有点
问题。”面对这位学员遇到的困难，刘利娜
没有不耐烦，而是给予其更多的关注和鼓
励。“在这种情况下，我给了她 5 天练习时

间。”刘利娜相信，勤能补拙，只要有足够
的耐心，每个人都能掌握皂花制作技术。
在刘利娜的鼓励下，这位学员利用下课时
间不停地制作皂花，通过不断地练习和摸
索，其技术逐渐提高。初学时，这位学员
一天只能做几朵皂花；结业时，其一天可
以做 10 盒。

如今，刘利娜被评为商洛市第二批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她
的名字与皂花制作技艺紧密相连。曾经是
刘利娜的许多学员，也都成了她的同事，他
们一起制作皂花，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平日里，刘利娜家附近的一些喜欢手
工制作的群众，也会时常到工厂请教刘利
娜。面对大家的求教，她总是毫不吝啬地
无私教学，将自己的经验和技巧毫无保留
地传授给每一个人。

对于未来，刘利娜有着更加美好的憧
憬与规划。她希望能够继续扩大皂花制作
技艺的影响力与覆盖面，吸引年轻人加入
到这一行列中来。同时，也希望能够将皂
花制作技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开发出更
多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

刘利娜不断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热爱。她说：“我想通过自
己的努力，将皂花制作这项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这项
传统技艺。”

一位普通农家妇女艰苦创业

匠心制作皂花，绽放不一样的光彩
本报记者 方 方

刘利娜和同事一起制作皂花刘利娜和同事一起制作皂花

刘利娜展示自己做的皂花刘利娜展示自己做的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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