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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安县米粮镇的黑龙
洞，位于滑水河的右岸。沿
米粮镇至山阳县杨地镇的
公路来到滑水河边，老远就
能看到“龙潭圣境”的牌坊，
黑龙洞就在其南。

黑 龙 洞 不 但 风 景 优
美 ，还 有 一 个 久 远 的 故

事。据当地村民传说，唐初贞观年间，泾河老龙因触犯天
条 被 玉 帝 降 罪 ，将 处 以 斩 刑 ，唐 僧 为 其 求 情 超 度 ，才 得 以
在河南五龙洞托生。安禄山造反时，老龙幻化成幼童，与
南 下 的 难 民 一 起 逃 生 。 当 它 来 到 秦 岭 南 麓 安 业 县（即 今
镇 安 县）的 滑 水 河 畔 时 ，见 对 岸 有 一 座 大 山 ，山 脚 的 青 石
崖下有个“心”型石洞，觉得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就在这里
落下了脚。

黑 龙 洞 之 所 以 声 名 远 扬 ，更 因 为 这 里 是 一 块 红 色 的

土 地 。 1935 年 2 月 ，中 共 鄂 陕 特 委 、鄂 陕 游 击 总 司 令 部
在 黑 龙 洞 前 的 歌 舞 楼 召 开 千 人 大 会 ，宣 告 成 立 了 中 共 镇
安 县 委 、镇 安 县 苏 维 埃 政 府 。

走近黑龙洞，只见洞口一股清泉奔涌而出，飞珠溅玉，扑朔
迷离。“湫水潭”和“献潭”前后分立。洞旁有黑龙庙，为道教圣
地，至今香客络绎不绝。

黑龙洞是镇安三大地下河之一，常流量 0.75 立方米/秒，
枯水流量 0.125 立方米/秒。1970 年，当地引黑龙洞水建成滑
水河电站，装机 28 千瓦，让黑龙洞附近的群众告别了煤油灯。
1979 年 11 月加大投资，外接西坪电站尾水建成黑龙洞电站，
装机 250×2千瓦，年发电量 270 万千瓦时，不仅使原白塔公社
1700多户群众通了电，还辐射到杨地、岩屋、大坪等地。

2009 年，镇安县利用黑龙洞之水建成小型农田灌溉工
程，使黑龙洞周边 100 多亩农田旱涝保收。2010 年，镇安县
又利用黑龙洞水源启动了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经过沉淀净
化处理，将自来水送到数百户农家。

谷雨落，万物生长，正是享受自然的好
时机。4 月 21 日至 22 日，陕西省散文学会
一行走进商洛市开展采风活动，体验秦岭
南麓商山洛水优美的自然风光与秦风楚韵
深厚的历史文化。

4 月 21 日上午，陕西省散文学会一行
来到了丹凤县龙驹寨的船帮会馆。龙驹寨
自古是“北通秦晋，南结吴楚”的交通要冲，
是丹江航道中水陆换载的著名码头，也是
现在国内保存最完整的船帮会馆之一。大
家认真聆听，详细了解了丹凤船帮会馆的
由来和独特的历史作用，被会馆的建筑艺
术深深折服。

在丹凤县龙驹寨街道马炉村，作家们
实地参观了全国劳模刘西有纪念馆、农耕
文化馆等，并观看了西安电影制片厂 1973
年拍摄的纪录片《大寨红旗映丹江》，深入
了解了刘西有的感人事迹和近年来马炉村
的发展变化，大家都被刘西有当年带领群
众初步解决温饱和经济收入问题所作出的
贡献佩服不已。随后，陕西散文学会一行
来到东凤葡萄酒庄，参观了地下酒窖、葡萄
酒文化展示厅等，详细了解了葡萄酒的制
作工艺、酒庄的历史以及近几年的发展情
况。作家们表示，会用手中的笔让更多的

人了解丹凤的葡萄酒文化。
4 月 22 日上午，大家来到了贾平凹老

宅和文学艺术馆、宋金边城等景点。在贾
平凹老宅，通过贾平凹弟弟贾栽娃了解到
很多老宅故事。大家赞叹道，丹凤县依托
名人效应，打造文化旅游景点，既能增加群
众收入，又能带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可
谓一举两得。随后，作家们来到了商洛市
博物馆项目建设现场，大家认真聆听讲解，
并仔细观看了宣传片，对商洛市博物馆立
足于大秦岭自然生态历史人文、凸显秦岭
腹地的自然生态优势、展示商洛深厚的历
史文化积淀和秦楚交融的区域文化特点的
定位称赞不已。

当天下午，作家们来到洛南县音乐小
镇伶伦文化研究院，认真聆听讲解员的讲
解后，纷纷赞扬洛南县在传承非物质文化
遗 产 、强 化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丰 富 群 众 文 化
生 活 、繁 荣 洛 南 文 化 事 业 、提 升 洛 南 文 化
软实力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希望伶伦文化
研 究 院 能 够 在 洛 南 的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中 发
挥积极作用。

最后，作家们来到了仓颉小镇，参观了
中华仓颉汉字博览园。近年来，仓颉小镇
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仓颉传说”，精

心打造谷雨祭仓圣核心地标、汉字源流及
现代书法碑刻博览中心，恢复性再造元扈
凤图、灵龟负书、阳虚鸟迹等仓颉造字文化
遗址。大家纷纷表示，商洛不仅是康养之
都，更是文化之都，他们会用自己的特长和
影响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商洛、来到商洛、喜
欢商洛。

中 国 散 文 学 会 副 会
长、陕西省散文学会会长
陈长吟表示，商洛历史悠
久、人杰地灵，自然风光
优美，历史上很多文人墨
客 都 在 这 里 留 下 足 迹 。

“今后，陕西省散文学会
还会组织联络更多的省
内外作家来商洛采风，赏
商山美景，写乡情美文，
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美
丽的地方。希望商洛的
文人、作家在贾平凹、陈
彦等文坛大家的影响下
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努
力挖掘自身的文化魅力，
为商洛的经济和文化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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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散文学会来商采风活动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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