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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俑村之变

8月14日上午11时许，站在秦俑村的牌楼下向南

望，游客就像行军队伍一样，一刻不停地从村

中穿过前往景区。

天气很热，远处的骊山在雾气里好像一直在变形，

缥缥缈缈不断延长又不断隆起。村路两旁停满了车，一

处导游接待点，坐着四五个胸前挂着导游证的女士，显

示出这个村子与大多数关中乡村的区别。

中午时分，开始有零散的游客陆续走进各家民宿或

餐馆。挂着“秦俑发现人文化馆”牌匾的杨志发老人家

里的游客不是很多，如果有需要，88岁的杨志发老人还

是会在80岁的妻子韩秀梅的搀扶下出来和大家见面。老

人书桌的一角，摆放着几本杂志，其中赫然排列着《新

西 部 》 ， 那 是 十 年 前 《 新 西 部 》 为 纪 念 秦 兵 马 俑 发 现

四十周年所做的专题——《发现秦俑》。

村里通往秦俑馆的路上，三五一行的游客始终像一

条粗线，没有间断。村民说，村里最不愁的就是客流量

了。据说，这个暑假，秦俑馆每天接待游客量达5万人。

就是这股几乎没有间断的客流，过去五十年间不断

给这个村庄带来新的变化。

从西杨村到秦俑村

1974年3月，几位村民挖井时发现了“瓦爷”，随后

秦兵马俑一号坑与世人见面。彼时秦岭北麓骊山脚下的

这个村子，因坐落在乱石滩旁，“只长石头不长粮”，

被村民叫作石滩杨村。村里的人家都姓杨，人家多的一

部 分 称 作 西 杨 村 （ 自 然 村 ） ， 人 家 少 的 则 叫 东 杨 村 。

1975年8月，国务院决定在俑坑遗址上建博物馆，位置就

在西杨村的南面。1979年10月1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建成开放，也拉开了西杨村急剧变化的命运序幕。

 张凌云

秦兵马俑发现的地方，过去叫下和村西杨组，如今已变成秦俑村。这不仅仅是村名

和行政区划的改变，这个村子和这里的村民也一直随着秦俑馆的发展在改变。从最初的

主业手工布艺到秦俑复制，再到餐饮民宿，村民们所经历的每一次产业转型，背后都有

一番痛苦的抉择。可喜的是，这样的抉择，最终让秦俑村变得更美更强。

秦 俑 馆 向 西 大 约 5 0 米 的 位 置 ， 有 一 个 “ 兵 马 俑 发

现村西杨村”的牌楼。而往东边大约30米的位置，则是

“秦俑村”的牌楼，村民称之为新村。这两个显示不同

名字的村子，其实都属于过去的下和村西杨组，只不过

因博物馆建设需要被一分为二。

而 在 正 式 行 政 区 划 上 ， 这 两 个 村 子 都 隶 属 于 秦 俑

村。2003年，在深挖历史资源基础上，临潼区调整行政

区划，设立秦俑村，下辖西杨组、下和组、西孙组、上

张组、王俭组、庞沟组6个村民小组。

村名和位置的变化，见证了秦俑村和秦俑馆的息息

相关，而事实上，秦俑馆的建设确实给秦俑村带来巨大

的发展机遇，村民们在离奇迹最近的地方，靠自己双手

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奇迹。

秦陵街道秦俑村党支部书记杨临潼告诉记者，2020

年11月，秦俑村被授予“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称号。

　　杨志发老人家中书桌的一角，摆放着几本杂志，其中赫然排列着《新西
部》，那是十年前《新西部》为纪念秦兵马俑发现四十周年所做的专题——
《发现秦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