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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展陈于法门寺博物馆的琉璃器，于1987年
在法门寺地宫中发现。

语林指瑕

为纪念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
义》，邮电部发行了《三国演义》系列
邮票，从 1988 年至 1998 年，十年时
间，共发行邮票五组二十枚，小型张
三枚，内容包括三国时期的主要战
役和重大事件。而与赤壁之战有关
的有四枚，即“舌战群儒”“智激周
瑜”“蒋干盗书”“草船借箭”。其中
草船借箭，素材出自《三国演义》第
四十六回：“用奇谋草船借箭 献密
计黄盖受刑”。邮票的票面上，孔明
与鲁肃在船中饮酒，船上的草人正
在受箭。船的桅杆上悬挂一“吴”字
大旗。

借箭是实，只是“吴”字旗挂得
太早了。赤壁之战发生在汉献帝建
安十三年（208）。该年春，曹操进位
丞相，即有统一天下之志，于是要与
孙权会猎于长江。孙权据有江东，
已历三世，但在当时，孙权系讨虏将
军，为汉献帝所封。那是割据一方，
尚未立国。江东、东吴，地域之称
也。所以此时悬挂“吴”字旗，不是
为曹军看，是为今人看的。见此旗，
自然使人想到魏、蜀、吴三国，而其
时，刘备尚兵败江夏，难有容身之

地，“蜀”在哪里？曹操虽贵为丞相，
仍是汉臣，“魏”又在哪里？孙权虽
据江东，而吴国的名号又在哪里？
广 义 的 三 国 可 自 献 帝 初 平 元 年
（190）前后算起，而狭义的三国，魏
建国是在赤壁战后的公元 220年，系
曹丕代汉自立；蜀汉建国是在公元
221年，吴建国又到了公元 222年。

所以草船借箭那一回，说的是
曹兵、曹军，并非魏军；赤壁之战那
一回，说的是南船，并非吴船。南船
近北船，赤壁之战起矣。赤壁之战
系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
例，以曹军的失败而告结束。写到此
处，书中有云：“后有人诗曰：‘魏吴争
斗决雌雄，赤壁楼船一扫空，烈火初
张照云海，周郎曾此破曹公。’”此处
的“魏吴”，说得并不确切，因此诗系

“后人”所作，又是小说家言，求全责
备不得，但必须说明此诗是套用唐
人李白的。李白《赤壁歌送别》中，
前四句为：“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
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
瑜于此破曹公。”

李白的诗，说得很到位，很准
确 ，说 曹 与 孙 是“ 二 龙 ”，而 非 魏
吴 。 曹 操 生 前 ，乃 系 汉 臣 ，未 称

“魏”，孙权其时，乃为汉将，亦未称
“吴”。 □杨乾坤

当遭受了巨大的
重创后，奇园茶社并没
有立即关门，而是由王
超北、梅永和的妻子
李雪吟和何泉水等人
继续经营，秘密工作

照常进行，直到 1945年 5月西安解放，始终
没有被敌人发现和破坏。说起来，奇园茶
社里的最高领导者、“谍战英模”王超北的
事迹更富有传奇色彩……

王超北，1903 年出生于陕西澄城县庄
头乡永内村。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是澄城、延安
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之一。1940 年，在抗日

战争的烽火岁月里，他倾其父亲留下的 1.6
万块银元，在西安成立中共中央社会（情
报）部西安情报处并任处长。10 年间与他
人建成了七部秘密电台，先后向党中央发
回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情报 2400 多份，
开辟了东路、北路、南路三条地下交通线，为
保卫延安，取得解放西北战争的胜利，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毛泽东主席曾经赞扬
说：“庞智（王超北的化名）是无名英雄。”贺
龙元帅在一次会议上称赞说：“他的一个情
报，抵得战场上一个师。”原国务院副总理习
仲勋为其题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默默无
闻无私奉献”；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马文瑞的
题词：“十年虎穴历尽艰辛，搜报敌情贡献卓

著”。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隐蔽战线，曾与潘
汉年齐名，素有“南潘北王”的美誉。

岁月似流水，弹指一挥间。今天的莲湖
公园，以山水园林、荷花之美闻名遐迩，成
为西安市民们游赏和集会场所，也吸引更
多的人前来游园赏荷。当我每次被这绚丽
的景色陶醉时，就会想到奇园茶社，这火
红的荷花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如
今，当众多人把品茶论道当成生活中的一
种需求时，我手捧一杯清茶，在体味革命
斗争的艰辛历程中，缅怀为解放事业而牺
牲的英烈们，我们是踏着烈士的足迹前进，
奇园茶社里惊心动魄的红色往事，就能说
明这一切…… □韩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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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于法门寺博物馆的 20 件琉璃
器，晶莹剔透纹饰精美，且极具异域风
情，是琉璃器中罕见的珍品。它们是怎
样跨越万里来到这里，又是怎样在地下
深藏千年之后重见天日？

神秘地宫里的“大发现”

“法门寺、法门塔，离天只有丈七
八……”当地民谣这样唱道。在陕西省
扶风县县城北十公里的法门镇上，坐落
着这样一座宝塔。

年逾古稀的韩金科提起 33年前的那
个上午，仍激动不已。

1987年 4月 9日上午，法门寺地宫石
门开启。此时，距地宫被封藏，已过去了
1113年。公元 874年，唐僖宗李儇诏命法
门寺地宫封门。

这是一次意外的发现。为了配合法
门寺佛塔的修复，考古工作者对塔基进
行发掘清理，在塔基的正中部位发现了
唐代建造的地宫藻井盖。

韩金科是法门寺博物馆原馆长，也
是地宫发现的亲历者之一。他回忆，当

对法门寺塔的地基探查到中心部分时，
发现了下沉式的台阶，台阶上铺满了绿
锈斑驳的铜钱，台阶尽头，隐约可见一道
被巨大石块封住的石门。

韩金科说：“石门打开，潮湿的雾气
和刺鼻的霉味喷涌而出，但随后的发现
让我们惊喜万状。有两块唐代石碑精
品：志文碑和物账碑。志文碑记载了佛
指真身舍利安奉至法门寺，以及自元魏
而至隋唐对舍利进行供养的历史。而物
账碑则记录了法门寺地宫中，部分随舍
利供养宝物的品名、数量、规格、质地等
重要信息，其中的‘琉璃钵子’，指的就是
这些琉璃器。”

琉璃器见证丝路繁盛

在唐代，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非
常发达，这些琉璃器皿与香料、工艺品等
一起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彼时唐长安
城的西市，就是丝路沿线商品进行交易
的国际贸易中心。法门寺博物馆的琉璃
器见证了一千多年前中西方文明交流的
繁盛。

在法门寺博物馆收藏的这批琉璃器
中，有发现时代最早的釉彩玻璃，也有具
有明显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特征的琉

璃器皿，采用了吹制、刻花、描金、釉彩等
多种制作手法。法门寺博物馆馆长任新
来说，这批琉璃器有生产于公元 5至 6世
纪的东罗马琉璃瓶，也有公元 9世纪之前
伊斯兰特色的琉璃盘，还有典型中国风
格的茶盏茶托。

其中的八瓣团花纹描金蓝色琉璃
盘，盘中心为圆形描金，内刻八瓣莲花一
朵。外围一周为描金波浪纹，波谷内外
各刻有类似“忍冬”的花头一朵。最外面
为两个同心圆组成的描金环带。其余空
白位置均填刻细密的平行线，使得主题
纹样更为突出。这件琉璃盘也是早期伊
斯兰琉璃器不可多得的精品。

在唐代，法门寺是佛教重地，这里供
奉着经由西域传来的佛指舍利。唐高
宗、中宗、懿宗等皇帝在大约 200多年间，
每 30年开启法门寺地宫，以宝帐香舆迎
佛指舍利于长安、洛阳等地供奉，这些琉
璃器就是随舍利供奉的宝物。

地宫宝物再现盛唐气象

在法门寺地宫中，与 20件琉璃器一
起重见天日的，还有 4枚佛指舍利、消失
千年的秘色瓷，以及唐代皇帝奉佛的金
银器、珠宝、服饰等共计 2000多件珍贵文

物。佛教文化、唐代宫廷文化、异域文化
交织相融的盛唐气象扑面而来。

秘色瓷，在唐代时专为皇室烧制。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唐
代诗人陆龟蒙曾这样称赞秘色瓷。但长
期以来，人们“只见其文，未见其物”，只
能遐想秘色瓷的“容貌”。

法门寺地宫共出土了14件秘色瓷器，
有瓷盘、瓷碟、瓷碗及瓷瓶，器型较大，胎
质优良，釉质明亮、润澈，似玉类冰，精美
异常。其中的一件秘色瓷盘，口沿作五
曲莲瓣、斜腹，由于釉层均匀，造型独特，
在灯光的照射下，仿佛盘内有水一般。

法门寺博物馆文博馆员毛小东说，
秘色瓷因何而“秘”？目前学术界有皇家
器物“秘不示人”、烧制方法保密，仿照

“秘草”的颜色以及秘色按照等级、品类
划分等不同说法，这更增加了秘色瓷的
神秘色彩。

此外，地宫中还发现大量唐代皇家
器物，包括皇室日常生活中所用之食
器、茶具、熏香器、服饰、钱币以及各类
珠宝杂件等，以金银器与丝绸服饰类为
大宗。这些极尽豪奢的奇珍异宝，向人
们呈现出一幅鲜活生动的唐代皇室生
活画卷。 □杨一苗 陈昌奇

钩 沉

芒种过后一周左右，关中地区的
夏收逐渐进入尾声，家家户户的麦子
经过两三天晾晒，用扬场机过一遍，去
除土沫、麦秸皮等杂质，装袋后就剩下
最后一道工序——颗粒归“仓”。

笔者出身渭北农村，家里的几亩
旱田主要种植小麦，经历过三夏大忙
的苦与累，也见证了今天机械化普及
后收麦季的“短平快”。无论是过去
还是现在，农民辛苦耕耘，只为颗粒
归仓。科技的日新月异，让万事万物
发生着改变，就连农民的粮仓也在与
时俱进。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关中地区
世代种地的人家都有上辈人传下的荆
条囤，长一到两米、宽半米至一米、高两
米左右，底与口呈椭圆形，口径一米以
上，小囤可装麦子一千斤左右，大囤可
以装两三千斤以上。这种荆条囤只有
上了年岁的手艺人才会编织，编的时
候要选用粗细一致的荆条，趁着刚割
回来荆条水分未失还有韧性时编织。
由于荆条类似手指粗细，荆条和荆条
之间不可避免会有缝隙，内部的缝隙
会卡麦粒。为了解决这个缺点，在盛
放粮食之前，要把囤先放倒，用黏土拌
上麦秸皮和成泥均匀地抹在内部，晾
干后才可盛放粮食。荆条囤产生于何
时？没有相关的文献记载，但一定是
农耕文明的产物。好的荆条囤经久耐
用，顶部有盖，老鼠钻不进去，可以传
几代人。缺点是编织起来费时费力，往
进倒粮食需要踩在凳子上，要从里边
往外揽粮食更费力。现在，只能在农
具博物馆看到它的身影。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联产
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农村的生活条件
得到改善，人们嫌弃荆条囤样子丑陋
又占地方，荆条囤渐渐退出了历史舞
台，但关中地区是小麦的主产区，颗
粒归仓必须有“仓”，轻便的“席囤”应
运而生。因为是用编席子的材质编
织而成，又呈圆柱形，关中人给其起
了个形象的名字叫“圈子”。彼时的

关中农村，家家户户都有几个火炕，
炕上必铺席子，会编席子的人看准这
一商机，在夏收季节到来之前用编席
子的材料编织大量“圈子”。夏收前
后的集市上，“圈子”就成了抢手货。

“圈子”直径一米至两米、高一米五左
右，能盛小麦一千至三千斤左右。相
比荆条囤，“圈子”样式轻巧美观，麦
子入仓、出仓方便多了。每年的新麦
进“圈子”前，先在“圈子”底部撒一层
麦秸皮，用于防潮。“圈子”虽然轻巧，
但不能折叠，老鼠容易咬破底部或爬
到里边偷吃麦子。

同时期除了“圈子”之外，关中地
区的人们还用瓮（缸）盛放麦子。粗瓷
黑釉瓮多产于铜川陈炉镇，瓮可盛水
或放粮食，瓮口与中间部分大，底部略
小。瓮有大小之分，大一点的口径一
米、高一米二三，可盛放三四百斤麦
子，小的能盛百十斤。瓮的表面光滑，
有圆形的水泥盖子，盖好盖子，老鼠无
法偷吃粮食。那时候，渭北地区的农
民家家户户都有十几个老瓮盛放粮
食，但缺点是占地方。进入新世纪，农
民家里只剩下一两个水瓮。

时光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白铁
皮广泛用于生产生活，铁皮囤也随之
飞进了农村的千家万户。铁皮囤是
一张五六米长的白铁皮，两头有打好
的眼，用螺丝固定两头，就成了一个
圆柱形的铁皮囤。白铁皮囤不生锈，
表面光滑，与“圈子”盛放的粮食相
当。倒新麦的时候，将长三米、口径
和铁皮囤一样的塑料布底部扎紧，麦
子倒满扎住顶部口，起到防潮作用。
铁皮囤经年耐用，不用时可以卷起
来，大大节省了空间。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新
世纪后机械化的普及，使得传统的
夏收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农民的劳动强度大大减轻，包括粮

“仓”在内的工具都在悄然改变着，
但父老乡亲们辛勤播种、颗粒归仓
的美德并没有改变。 □雷焕

颗粒归“仓”

探秘法门寺的千年宝藏

“吴”字旗挂得太早了奇
园
茶
社
英
名
扬

70多年前，古城西安的莲湖公园，有一奇园茶社，开业时悬挂了这么一副楹联：上

联：“奇乎不奇，不奇亦奇”；下联：“园耶是园，是园非园”；横批：“望梅止渴”。

这副独具匠心的楹联，把“奇”与“园”二字四次嵌入，叫得突出，喊得响亮，就像一

道谜语。更为奇特的是联中有问有答，问得异样，答得巧妙，含意深邃。至于横批“望

梅止渴”的成语典故，是出自于《世说新语·假谲》的典故。

那么，这楹联的谜底到底是想表达什么呢？

它不仅传播着茶社中不解的文化奥秘，还延续着一个红色的记忆……照党史研

究专家们所说：在解放战争之中，奇园茶社就是埋藏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这里曾

演绎过一段十分悲壮、曲折、离奇、惊险的动人故事……

1945年 5月 16日，
根据地下党组织安排，
西安奇园茶社正式进
入筹备营运阶段。当
时总负责人是中共西
安情报处处长王超北，

名义上的老板是潜伏在秦风日报社的副经
理王释奇，日常经营管理由梅永和负责。经
过三个多月筹备，同年 8 月的一天上午开
业，茶社门口挂出了这副对联，不少人望联
琢磨，的确是嵌名联中的奇葩。外行看热
闹，内行看门道，这寓意凡是来此的地下
党，只要见到茶社的梅掌柜，就可以和组织
取得联系，看到秘密印制的内部简报，解除
他们精神上的大渴。奇园茶社的位置，就
在当时莲湖公园的东门内北侧，规模很大，
能摆 100多张茶桌、300多把躺椅，就像蜀地
成都“龙门阵”一样，达到了“摆开八仙桌，
招徕十六方”的效果。不管是三教九流、达
官显贵、商人车夫都愿来这里喝茶、听秦
腔。这让当时在此喝过茶的国民党以及一
些狡诈的特务头目，都未能发现出什么破
绽，可见周密的组织纪律性和在此斗智斗勇
的地下共产党人的精神品质。

梅永和生于 1905年，西安人。1926年入
吉鸿昌部，为吉卫士，打枪百发百中，有“神枪
手”之誉。1933年 4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 9月，因抗日同盟军失败，与党失去联系
后，独自从东北返回西安经商，偶遇当时地下
党交通员杨子实，在他的引导下，以在西安和
延安之间跑运输为职业，实际上还担负着地
下交通员角色。1942年 12月，经王超北、李
天筠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夏
天，任命他为中共西情处设在莲湖公园的秘
密联络站——奇园茶社经理。梅永和看起来
只是一个小小的经理角色，但他十分繁忙，茶
社经理只是一个能看得见摸不着的特殊岗
位。这里的几人，担负着要将在白区遭受国
民党特务追捕的革命志士，安全护送到延安
的艰巨任务，自然成为大后方的前哨阵地。

奇园茶社就此成为了西情处的联络点，
由延安或其他地方来的秘密交通员，都要在
茶社找梅掌柜喝茶、接关系、交接情报、部署
工作。当地进步群众和革命青年到茶社品
茗酣饮、取阅延安新华社新闻资料，满足精
神上的渴望，一时成了指路明灯。奇园茶社
在梅永和等人苦心打点下经营了 3年，直至
革命斗争恶化时。1947年 8月 3日凌晨，国

民党保密局陕西站的特务，抓捕了正在用电
台发报的胡家兆，随后王释奇也相继被捕，
这一下把奇园茶社推向了凶险的边缘。

情况危急，西情处处长王超北立即前去
奇园茶社找梅永和，提醒他谨慎防范，因为
他是知道西情处内部核心机密最多的一个
人。预料之中的情况也出现了，敌人闻讯到
奇园茶社抓捕梅永和，却扑了空。时隔半年
之后，失踪的梅永和是在西安三桥街头帮姐
姐卖布时，被国民党的一特务发现，一时粗
心大意的梅永和在深夜中被抓获。

被捕以后，敌人探得他和地下党负责
人有联系，曾百般威胁利诱，严刑拷问，企
图从他嘴里探出这个同志的行踪和党组
织的秘密。可是任凭敌人火烧电烤，打死
过去又救活过来，反复无数次，也始终没
有从他嘴里得到半个字。

后来经地下党组织多方设法营救，通过
内线，把他和胡家兆同志一道由敌人特种刑
庭移到普通刑庭，由秘密监狱移到第一监
狱，再由那里以保释医病为名，救了出来。
但终因受刑过重，全身溃烂，出狱后不久，便
离开人世了，年仅 44岁。这就是名如其人
的寒梅品质，给后世人以永恒的思念。

往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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