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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2 岁的全威，曾经是一名货车司机。朋友
们都知道，他有一个特别的爱好，那就是收藏地图和老
照片。“我喜欢这些老物件，尤其喜欢收藏地图、看地图，通
过观看不同时期的地图，可以打开一片天地，进而了解地图
上所展现的那个地方的地理特征、发展脉络、人文历史等。
无论哪个地方，发展的起点、条件和发展的程度，都是基于
地理特性，通过地图便可窥见一斑。”他笑着说。

与众不同的收藏爱好

地图按种类可分为行政区域图、交通图、旅游图、作战
图等。从内容上分，有世界地图，也有一国、一省、一市乃
至一座公园的地图。

一张张地图蕴含了丰富的信息，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是一个时期历史的缩影。地图收藏是冷门旁道，收藏人数
少，精品难以寻觅，但老地图具有与众不同的历史价值、文
献价值以及艺术价值。收藏地图就是收藏历史，这是老地
图收藏者的共识。

“咱们这儿，大多数人觉得地图没有多大收藏价值，其
实很多地图想买都买不到，尤其是手绘地图。很多古代手
绘地图独一无二，收藏价值极高，赝品也少。”全威说，“当
然，我的收藏还达不到那样的高度，对于我来说，这算是一
个小众的爱好吧。”

热爱是强大的内驱力

对于这么一个费时耗力、没有收益反而要花钱的爱
好，全威的妻子不太能够理解，但她也没有反对：“有个收
藏的爱好还是挺好的，比出去喝酒打牌好多了。”她不能理
解丈夫的爱好，但却了解丈夫对于收藏地图的痴迷，“他看

地图时，常常一看就是一天。”
全威从小热爱地理，初中的时候是班上的地理课代

表，家里有一本中国地图册，他翻来覆去地看，直到翻
烂。并且，他还根据所学的地理知识，用各种颜色的笔手
绘了一幅“商县地图”，这幅地图被他收集在自己珍藏的

《商洛地图》的册子里。成年以后做了司机，有机会开着
车到处跑，他更加“变本加厉”，不但翻看全国各地的地
图，还每到一处就购买和收集当地所能找到的各种地
图。因为一直痴迷收藏地图，现在他能够说出全国所有
地级市的名称，将全省各市区县的社会现状和历史一一
道来，对商洛所有村镇的名称和情况如数家珍。别人指
在地图上，他一看就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别人随意说一个
地方，他马上就能在地图上指出来。有了数码相机之后，
他还爱上了拍摄所去城市的照片和收集老照片。“一定程
度上，是更深刻地理解一个地方的地理和历史，一种除地
图之外的补偿方式吧。”他说。

老地图来之不易

系统收藏地图十余年，截至目前，全威已经收藏了数
千张各种地图，其中商洛各个时期的地图就有几十种。走
进全威的家里，一进门就能看到一面墙大小的一张中国地
图。书房里，他用有一层层抽屉的收纳架来收集展开的单
张地图。书架上，是一排排成册的地图。他指着两排地图
册说：“有同样收藏地图的藏友说，愿出
12 万元买下我的这些册子，我拒绝了。
在我心中，它们有更高的价值。”

全威说的“价值”，不只是经济价值，
还包含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找寻这些
地图的艰难和辛酸。“好多地图，想遇都遇
不到。”他说。

他到废品回收站去翻旧纸堆，到旧书
摊去碰运气，在网上与同样收藏地图的藏
友交流与交换……无数次的艰难寻找，才
有了家中那些“敝帚自珍”的地图。“每一
张都来之不易，所以我收集回来，从没统
计过它们的真正数量，也没有用金钱去衡
量过它们的价值。”他说。

有时候，因为价格、品相等原因，想着
能找到更好的，也会错过一些珍稀的地
图。“2006 年，我遇到了一张民国三十二
年的商县地图，人家要 600 元，我想还能
遇到品相更好的，结果错过了，之后十几
年，再也遇不到这张地图，是我很大的遗
憾。”全威说，“这两天，我在网上发现了一
张珍稀的商南县地图，要价 3000 元，感
觉有些贵，还没买，正在斟酌中。”

为了及时买到自己需要的地图，全威甚至建立了一个
情报网，只要有不错的珍稀地图，就会有藏友通过 QQ 群和
微信群告诉他。

通过地图可直观了解一座城市的变迁

通过一个城市不同时期的地图，就能直观地看出一
个城市的变迁。“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全国各地奔跑，亲
眼看到了很多城市的发展与繁荣，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商
洛。”他说。

“看着地图上这些数量倍增的交通线路、民生工程、学
校、酒店、公园……再看着老地图，加上当时拍摄的发黄的
老照片，我仿佛能看到当初窄小的马路一点点变成现在车
水马龙的宽阔街道，耳边能听到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里的
孩子们的打闹声，眼前能浮现出人们在公园里纳凉休闲的
笑颜。”全威微笑着说。

全威曾经参与编辑了一本《蓝田历史地图集》，这本
集子受到了图友的一致好评。现在，他想编辑一本家乡
商洛的历史地图集，将商洛的老地图和老照片收集进去：

“藏在这些老地图背后的，是我们老商县人对于过去的怀
念和文化情怀，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曾了解的那个老商洛，
包括它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包括它的美丽与创伤，包括
藏在它每一条马路后的老故事，包括它的人文环境和文
化内涵……”

收藏一座城市的记忆收藏一座城市的记忆
本报记者 胡 蝶

全威向记者介绍他收藏的各种地图全威向记者介绍他收藏的各种地图

全威收藏的一张全威收藏的一张““商县行政区划图商县行政区划图””

原商县东方红广场的老照片原商县东方红广场的老照片

初夏的商洛，山清水秀，沁人心脾。雨
后初晴，丹凤县龙驹寨街道冠山村迎来了
一批又一批游客，他们是前来采摘吊篮西
瓜、吃农家饭、观乡村景、体验乡村风情的
城里人。

冠山村是丹凤县城北的一个小山村，因
毗邻凤冠山而得名。凤冠山是道教文化初
祖张紫阳曾经炼丹处，有 12 个摩崖石窟，

“鸡冠插汉”是古商州十观之一，清代《续修
商志》称凤冠山：“有巉削耸拔之致，又如摩
空独立，昂首欲鸣。每日暄雨洗，但觉紫霞
浮顶，苍霭横腮……兼俯龙驹巨镇，千蹄百
艘观览无遗。”近些年，通过持续绿化和生态
保护，整个山体被密集的绿植所覆盖，晴天
望去，像是披上了深厚的绿装；逢雨天，则烟
雨缭绕、缥缈虚幻，“凤冠”隐隐约约闪烁其
中，像是在接受上苍的洗礼和神秘的暗喻。

2010 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在冠
山村实施，古老的冠山河得到小流域治理，

清凌凌的河水两岸，是水泥浆砌的坚固堤
坝。紧接着，通村路的硬化又让曾经的“行
路难”成为永不复返的历史。

在政府的倡导和扶持下，村里的十几户
人家相继办起了农家乐，浆水豆腐、洋芋粉
饼炒腊肉、凉拌黄豆芽、油辣子调黄叶菜、辣
子锅盔、红豆稀饭、浆水面等自产自销、纯天
然无污染的绿色农家饭菜，吸引来了众多向
往田园生活的城里人。

2015 年，全国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冠山
村搭乘时代列车，相继实施村容村貌改造、
民居环境治理，家家户户建卫生厕，内外墙
粉饰一新，房前屋后的排水沟畅通无阻，人
路、水路各行其道，大小村道、室内外皆干净
整洁，通村、通组、入户路全面升级改造，路
灯排列两行。同时，村里定期开展卫生评
比、好媳妇好公婆表彰、星级文明户及“五美
庭院”评选等活动，村民的素质和观念得到
普遍提高，厚养薄葬、孝亲敬老、邻里和睦、
勤劳致富的文明新风遍地开花。如今，这个
小山村环山涉水、风景秀丽、民风淳朴，山、
水、林、田、园、舍等乡村景观错落有致，已经
成为丹凤县城名副其实的“后花园”。村里
的农家乐不断提质改进，融吃、采、住、玩、购
为一体，户均年纯利润 20万元以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好乡村振兴
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
路。”冠山村积极响应，以“自主发展、合作发
展”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集体提供 100
亩土地、道路、场地作为股本金，村干部、社
会自然人带头入股 13 万元，专业人员技术
入股，争取上级产业扶持金 55 万元，入股企
业投资 90 万元，建成 150 亩冬枣、10 亩西
瓜、40 亩四季桃基地和 118 千伏光伏电站，
打造特色农家乐 6 家。同时，全村发展了
300 多亩中药材、100 多亩绿色蔬菜种植，
700 多人从事劳务输出，实现了村集体经济
和群众增收双赢。

走进村里的产业大棚，一个个甜润多
汁、皮薄瓤鲜的吊篮西瓜抢占早熟商机，等
待着游客前来采摘；冬枣树油亮翠绿的叶芽
上，点缀着细密的嫩黄色枣花；刚刚成活的
玫瑰葡萄享受着温润舒适的环境，一行行精
致的田垄体现了冠山人细密的匠心，注满了
村民殷切的期望。

“ 潮 平 两 岸 阔 ，风 正 一 帆 悬 ”。 随 着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稳步推进，冠山村还将给
道路铺设柏油、修建游客中心，以水杂果
采摘、庭院式农家乐休闲、拓展健身训练、
水上乐园娱乐为主，发展乡村旅游，将全
村打造成“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的首选之地。

果 蔬 飘 香 冠 山 村果 蔬 飘 香 冠 山 村
贾建霞

冠山村的产业大棚冠山村的产业大棚

△△冠山河今貌冠山河今貌

◁◁大棚里成熟大棚里成熟
的吊篮西瓜的吊篮西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