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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陕西桥上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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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食王国”的千年故事秦 味

众所周知，陕西人爱吃面，更讲究做面
的方法，不论关中、东府，还是陕南、陕北，
对面食都有一套独特的做法和认知。所以
你看到陕西大街上的面馆比较多。

在 2014年播出的《舌尖 II》，这部美食纪
录片更是评价陕西是面食王国。粗略统
计，陕西面食大约有 50余种，虽说都是面，
但是每一种面都做出了它们自己的特色，
都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

如果要说陕西面食的“总代表”，那一
定是历史悠久的油泼面！事实上，作为陕
西人民“心头好”的油泼面，历史很是悠久，
最早起源于三千多年前的周朝。

在周朝，小麦已经是北方人民的主食之
一，那时候已经有了油泼面的雏形，在当时

叫作“礼面”。从秦汉时期开始，则称之为
“汤饼”，意思就是汤煮的面食，类似于今天
说的汤面。

对于古人而言，在寒冷的冬季，吃上一
碗热气腾腾的“汤饼”简直是幸福至极。晋
代的束皙曾经在《饼赋》中写道：“玄冬猛
寒，清晨之会，涕冻鼻中，霜成口外，充虚解
战，汤饼为最。”

即使到了明代也依然有很多百姓继续将
之称为“汤饼”。不过，油泼面的一大特点是
筋道，不像一些普通面条一样不耐煮。秦汉
魏晋的汤饼只能说是一个起源，真正成型的
应是从隋唐开始。因为隋唐时期它被称为

“长命面”，意为下锅后久煮不断，由此可知
此时的面已经与今天的油泼面十分相似。

到了宋元时期，这种面又改了称呼，叫
作“水滑面”。元代韩奕所著《易牙遗意》详
细记载了它的做法：“水滑面，用十分白面揉
搜成剂。一斤作十数块。放在水中，候其面
性发得十分满足，逐块抽拽，下汤煮熟。抽
拽得阔薄乃好。”

油泼面真正彻底定型，应当是在清朝
了。清代薛宝辰在其所著的《素食说略》中：

“其以水和面，入盐、碱、清油揉匀，复以湿
布，俟其融和，扯为细条。煮之，名为桢面。”
而且，此时辣椒已经在中国推广开来，鲜香
美味的面，放上油泼辣子，简直是如虎添翼。

不仅如此，《素食说略》还指出：“作法以
陕西朝邑、同州为最佳。”也就是说，油泼面
的做法，陕西做的是最好吃的。 □杨洋

年代：民国
收藏单位：耀州窑博物馆
由盖、盒组成。盖敞

口，圆隆顶，蹲狮钮。盒子
口微敛，深鼓腹，隐圈足。
器外通体施白釉，釉下加施
化妆土，器内和底足仅施化
妆土，盖与盒口沿刮釉露
胎。胎色土黄，质较粗。陈
炉耀州窑烧造。

蹲狮、盖面与盒腹均装
饰青花纹样。盖顶用双线
分四栏，相间绘牡丹、菊纹，
盖顶下圆肩亦用双线分成
八栏，相间绘牡丹、菊、莲、
网状纹，其上下以弦纹相
隔。盒腹部用弦纹和竖条
纹亦分成八栏，绘有主题纹

饰：写意山水人物、梅雀、菊
纹，并题诗、落年款等。落
款草书“时有庚午年炉山造
大吉羊年造”。

在中国古代，帽子是一
种具有特殊身份、等级含义
的服饰，官绅们为了保护好
他们代表权力的帽子，特意
存放于帽盒之中。自清代
中叶起，位于陕西铜川陈
炉镇的陈炉窑也开始烧制
这种帽盒，一般体型较大，
直 到 民 国 时 期 也 一 直 沿
用。这件帽盒，由于它特
殊的用途，工匠们在制作
时颇费思量，整体造型类
似鼓形，古朴大方，有其独
特的风格。 □梅雨

青 花 狮 钮 帽 盒鉴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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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午峪中桥上桥。

胜 迹

位于西安钟楼之
东的东大街，因其历史
积淀深厚、名店名品云

集、经营品类齐全、人流物流集中，成为西安
乃至西北地区最繁华的商业街，素有“西北
第一金街”之称，更被誉为“文明第一街”。

在唐朝，当时的长安城是由宫城、皇城
与外郭城组成。皇城是当时的政府机关所
在，皇城东门名为“景风门”，清代人编纂的
《咸宁县志》考证：“旧时‘景风街’，即今日的
东风大街……”由此推断在西安东西方向的
东大街，就是隋唐“景风街”的位置。

西安城内的古老街道都是隋唐时遗留
下来的街道。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登观音寺
望城》云：“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
畦。遥认微微入朝火，一条星宿五门西。”他
站在皇城和宫城间的一条公共城墙上的观
音寺向南遥望皇城的12条街道，向北仔细辨
认，才能看清在大明宫五门前一条横街西面
（今自强东路西段）凌晨时点着灯火的上朝
官员们，像一条星宿向宫门走去。诗中所说
的12条街道，基本上是通过皇城城门内的所
有街道，包括东起晨风门西到顺义门的第四
横街，也是隋唐长安城的中心大街，今天的
东大街前身就是这条大街的东段。

隋开皇二年（582年）六月丙申日，隋文帝
杨坚发出营建新都诏书，建造城墙城门，自然
也就有了街道，距今已有1400余年了。宋《长
安志》记载了一段对今天西安街道历史十分重
要的话：承天门街（今广济街）十字以东的第四
横街景风门街北侧为尚书省（今鼓楼），过了安

上门街十字（今鼓楼十字）向东沿街有
都水监和光禄寺，寺东有南北街（南街
是今端履门、北街是今南新街），过十
字有军器监。该书自注：“军器监东，
即皇城东城墙中门景风门。”

唐末，韩建筑成新城，景风门街
得以保存，到元代，骆天骧《类编长安
志》和李好文《长安志图》都仍称此街
为景风门街。明代在此街建秦王府
萧城，在万历年间进行过大的修整。
萧城南墙上两座城门，西为端履门
（今端履门街北端），东为大栅门（今
大差市），东南角门即今东门，西南角
门即今钟楼。

清顺治年间，将明代的萧城墙改
为满城，满城以内居住满族贵族。清末沿城
墙南侧从钟楼至马厂子一段有街叫顺城
巷。辛亥革命后，满城被拆毁，建成宽 22米
的碎石子街，两侧植槐树，筑排水沟，有人行
道，商店出檐为行人遮阳避雨，千年古街恢
复了本来面目，成为西北第一条现代商业大
街，后来一直号称“西安第一街”。

在这个深具文化底蕴和历史背景的繁
华之处，曾经几经波折。唐末年（904年）藩
镇割据，盘踞在开封的起义军叛徒朱温对长
安城进行了几乎是毁灭性破坏，景风街也随
之消失。这无疑是历史的一次重大损失。

景风街的重建是在明朝重修长安时。
当时以钟楼为中心，形成了东、西、南、北4条
大街，十字相交，构成古城的两大中轴线。
清朝初，西安城内的东南角大约四分之一的

面积被划为满族人的居住区，被称为“满
城”。是城就得有城墙，这座城的南城墙由
东门的南侧起，顺东大街往西，直到钟楼的
东南角。东大街，实际上成了一段城墙。

1911年 10月 10日，辛亥革命爆发。10
月22日，西安响应武昌起义，起义军向满城
发动进攻。次日下午，满城即被攻克。很
快满城的城墙也被拆除，从东门到钟楼这
条笔直的大道才又重新恢复了畅通。

那时，这条大街叫“中山大街”。西安
解放后，才改称“东大街”。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经过两次拓宽街道，改变了面
貌。21世纪初的又一次大规模拓宽，建成
了一条与西大街呼应的仿古建筑大街，号
称西安市的“白菜心”的东、西大街也更加
光彩照人。 □孙苗苗

站在唐昭容上官婉儿墓
碑前，让人浮想联翩。

2013 年 9 月，陕西省考
古研究院在咸阳市渭城区北杜镇邓村发掘了唐昭
容上官婉儿墓，出土的墓、志合一，保存完好。五
个天井盖依次排列，彰显着墓主人的身份。墓内
没有陪葬品，但有毁坏的痕迹，而这却说明不了
她曾经辉煌的过往与称量天下的巾帼宰相形
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让我们随着耳边摇来的风铃声，拨开历史迷
雾，还原一个真实的上官婉儿。

公元 664年的寒冬腊月，刚过腊八节，婉儿爷
爷上官仪和父亲上官芝即被抓问斩。

这一年婉儿出生。随即和母亲郑氏被发往掖
庭生活。

公元 677年仲夏的一天，天气炎热，知了在高
大的槐树上嘶叫，在嘶叫声里，婉儿被武后召见。
在召见的园林，武则天让她以园子题首诗。这个
难不倒婉儿。

她环顾四周，低头略微思索片刻，轻声吟到：云
鸟过长空，煦风逐彩虹。繁枝动动舞，烟柳纤纤
胧。国泰升平日，笙歌燕舞穹……

武则天对婉儿与众不同的表现很满意。加
之她姣好俏丽的容颜，随即安排留在起
居郎做秘书，先从见习秘书做起。

虽然她的母亲郑氏最初强烈反对，可
是强权下，她们母女又能如何？在掖庭的
日子比死好不了多少，而且前路茫茫看不
到黑暗的边门。抗旨仍然是死路一条，与
其这样，不如放手一搏……权衡过后，上
官婉儿提着简单贴身衣物进了宫。

贴身随侍左右，她眼看着武后杀了好
多人，用血流成河形容并不过分，李家宗
室让她杀得几乎殆尽，她所任用的宰相
也是走马灯似的换得频频，最长时间任
期都不到一年。婉儿特别注意了一下，
每次武后杀的这些宰相、臣子等，几乎都
是反对武后临朝理政的，都是主张她还
政于李家王朝。说实在的，婉儿认为只
要是为民着想，谁当皇帝不都一样么，不
都是为百姓造福？为什么一定要李家姓
氏？看看这些个李家后代有几个成才
的？废太子李忠，她没接触过不了解，李
贤也是因为谋反，虽然李贤曾是自己暗
恋对象，可是李贤有个致命弱点，喜欢歌
舞曲赋，吟诗弄文，对朝政不是很感兴
趣，和高宗一样说起政务就头疼，那个中
宗李显更是不着调不靠谱。

文明元年（公元 684年），李贤自杀那
年，中宗李显即位。可是武则天仍然临朝
听政并决策一切。因为武后频繁换年号，
制诏及政令也是由武后授意婉儿拟定。
此时的婉儿已经由一般秘书实质上升为
秘书长。

李显即位不久，在一次群臣非正式宴
会上，和众臣工暗示想让自己的岳父韦玄
贞任宰相，大臣齐反对。谁知李显当即说
道：“我就是把天下让给韦后父亲，又有何
不可？（吾以天下与玄贞，而何不可？）”这
等荒唐事不久，另一件荒唐事紧接着发
生在堂堂皇宫——洛城殿里。李显为了
和韦皇后取乐，竟然让朝臣（包括 70岁以
上老臣）进行拔河比赛，结果一个老臣差
点当场毙命。

不久这两件事传到武则天耳朵，她当
即废李显为庐陵王，改赐名“哲”，迁居均
州，后又迁居房州。婉儿草拟废贬诏书。

就这样只做了两个月皇帝的李显被逐出长安。
接着又立李旦，是为睿宗，但武后做法如出一

辙，仍大权在握，政由己出。
当年 7月，有颗彗星出现于西北方，长二丈有

余，经过了 32天才逐渐晦暗直至消失。为此，长史
陈敬之更加坚决反对武后一直把持朝政，说是上
天都有预警，武后干政造成，宰相裴炎也附议，请
武后真正还政于睿宗皇帝。之后在朝堂上更是屡
屡上奏还政内容以及顶撞武则天。武后终于再次
忍无可忍，于九月先杀陈敬之，十月又斩杀了忠烈
满门的宰相、中书令裴炎。起草斩杀裴炎诏书时，
婉儿的心着实再次痛了一回。裴炎可是当初把自
己从泥淖中救出的人，他送她上宫廷文学馆，是她
人生的领路人、指引者，还是他把自己带上祖脉相
承的文学道路并暗中给予许多帮助，裴炎犹如自己
的再生父母。

可是她不能对裴炎一家表示同情，只因政治立
场不同。

婉儿不认为武则天不是一个好执政者。她减
轻农民税负，徭役，最重要的，朝堂上以长孙世阀阶
层为代表的家族的盛气凌人，霸道专制，山东官僚
贵族世袭阶级的傲慢，有时他们这些传统的世家贵
族在朝堂上的无礼，欺压百姓，恃强欺弱的传闻，婉

儿都看不过眼，听了愤愤不平。武则天为了抵制这
些旧贵族，充斥新鲜血液在朝廷，也为了给寒门弟
子、平民才俊，入朝为官的机会，她苦思冥想了一套
文试科举选拔制度，后来还扩充到武举选拔，基本
规则是从乡试层层选拔后直到殿试，全国举人参加
京城组织的殿试，由皇上亲自出题、监考，钦点前三
名为状元郎、榜眼、探花。甚至在殿试时会夹入杂
文，就这样一下子把全国贫寒家门子弟的读书论
文热情点燃，通过科举，为朝廷笼络不少人才。这
些新鲜血液的注入，新进才子的补充，使得武则天
在朝堂上更是如鱼得水，一时间，全国五尺童子开
口不以显露文采为耻。殿试题目武则天命婉儿亲
自拟出。科举制度从宋明完善后，从此延续至
今。前来巴结讨好的人如天上云彩络绎不绝。

武后的确知道她要什么。
为殿试出题是多么无上荣耀之事。这说明

自己的文坛领袖地位，不亚于她的爷爷上官仪。
婉儿也在此刻感受到权力带来的这份荣光并且
很享受着。报仇的事也被她时而记起时而忘
记。有了武后的这些恩泽，报仇从何谈起，而且，
想要报仇何其难？！就算报了仇，她和母亲郑氏
能全身而退吗？何况退到哪里去呢？率土之滨，
莫非王土啊。

就在这报仇与否的反复自我较量
中，婉儿迎来了历史性的身份转变时
刻。她的视野、心计和她的身体一样
开始躁动。

公元 690年，武则天驱逐睿宗李旦下
台，同年 9月 9日武则天称帝，改国号“武
周”，是为天授元年。所有诰书都出自婉
儿之手并亲书。这时婉儿实际已经是首
席机要秘书。

终于母亲郑氏“称量天下”的梦境就
要实现了。

可是接着的一次意外又差点让她命
丧武皇之手。

在偏殿的一次随侍时，因为悄悄抬
头看了眼武则天与面首张易之兄弟调
情，一把金刀直接飞向她姣好的面容，幸
亏她反应快，头稍一偏斜，金刀插入眉
心，顿时鲜血涌出。

婉儿跪在地上连呼“陛下，饶命”。她
知道武皇是爱才之人，情急之下随即口占
一首《乞拔刀子》诗向武则天乞求：

牡丹孤盛瑶池开，气度雍容月华来。
芥草不该存妄念，乞求拔刀复恩来。
宫女把这首含着泪和血的诗呈上，武

则天这才对她免于一死。可是被处以“黥
面”的处罚。

经此一劫，她真正了解了伴君如伴虎
的深刻内涵。武皇是可以左右她生死的
人，但在生与死之间，她还是可以左右自
己的人生。

尔后，她广修文学馆，开文人墨客雅
集、评议诗文之先河，利用职务之便，广交
各路贵族名门以及学士。眉心伤痊愈后，
她找人在额间受伤处绘了朵梅花，这花钿
式样的梅花妆反倒引领了当时女子们一
股新的妆容时尚风。

她与韦后结交，与安乐公主、太平公
主深度往来，同时与武三思暧昧。婉儿
还开始参政，奏折表章都是经她第一遍
批阅，提出处理意见再交由武皇定夺。
她不但增设文学馆，还提议推迟男子 23
岁为入丁年龄，提前到 59岁入老，新政策
大大缩减了老百姓服徭役、兵役的时间。

巾帼宰相已成事实。从此真正开启
她称量天下的英才之路。

公元705年，李显发动神龙政变，逼迫武则天退
位，同年，李显复辟李氏王朝，是为唐中宗，因为之
前她与李显暗通款曲，这时李显名正言顺封她做昭
容，授金印宝册等，仍然掌管制诰，百官奏表，权力
与荣誉更是登峰造极。

达到人生顶峰，人心就特别容易飘起来，知道
功成身退的能有几人？仗着游刃有余地周旋于武
家与李氏家族之间，她自认为无论哪家日后上台，
她都可以安枕无忧，但是千算万算，漏算了一个与
武则天一样有野心的人——这个人就是韦后。

韦后日益膨胀的野心要容得下一个天下了。
她想效仿武则天的美梦不但断送了她自己，顺带
也断送了正当芳华年纪的上官婉儿。

景龙四年（公元 710年）唐中宗突然驾崩，韦后
篡改遗诏。得知消息的临淄王李隆基于 7月 21日
带兵杀入宫廷，剑起红落，婉儿做了韦后的陪葬。
即使她手里攥着与太平公主一起草拟的“立李重茂
为皇太子，李旦辅政”的草诏也没能救得了她。

太平公主哀伤，捐出五百匹绢为其下葬，日
后，并请求李隆基整理婉儿文集二十卷，张说作
《序》。然而，因为遗失，至今流传下来的只有三
十二首。 □田丽娜

在八百里秦川东部的渭南与华县（今
华州区）交界处，有一条从秦岭发源的河流
叫赤水河，向北滚滚流去，最后注入渭河。
据两县县志记载：此河是古长安至潼关一
线仅次于灞河的第二条较大的河流。过
去，这一线是关中通往中原的官道。清朝
以前，赤水河上建有一座木质桥梁，供行人
往来。到清康熙六年（1667年），在当地绅
士的带头捐款下，经各方努力，筹集资金，
在赤水河上修建了一座石拱桥，极大方便
了当地百姓。

由于赤水河为秦岭北麓众多水系汇聚
而成，经常暴发山洪。至嘉庆年间，“河身
渐高，桥眼壅塞，水难畅流，以致堤岸屡决，
淹没农田无数，赤水南北，几成水乡泽
国”。面对河床抬高，水患不断的现实，这
座屹立了 165 年的石桥，已很难再以为继
了。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由华州府官
员纳资，在原桥之上按原桥形状、结构宽
度、砌石增高，再续建新桥。这样就形成了
两桥叠压之势，即人们今天看到的“桥上
桥”奇观。

这座奇特有趣的双重石拱桥梁，创意新
颖，设计独特，建造精致，严丝合缝，表现了
我国古代工匠和劳动人民的高超智慧，既
减少了重新选址，重砌桥墩的浪费，又保留

了原桥的外形和风貌。同时在建筑上又符
合力学原理，在审美上和人们的习惯一致，
给人有一种亲切感。

赤水河上桥上桥，上下两层，重重叠
叠，造型优美。此桥始建至今已 340余年，
上桥复建也有 180多年。上桥下桥，各有洞
孔 9眼，全桥共有 18个洞孔，桥孔大小基本
相同，孔高 3.9米，横宽 3.4米。此桥为东西
走向，桥长 70米，宽 5米，并建有桥栏。

桥上桥历经沧桑，在数百年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由于时间久远，下桥被泥沙掩
埋，之后慢慢不被人们所知晓。直到 20世
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地，
当地农民觉得河里的沙子是城里搞基建、
盖楼房的好材料。于是，冬春农闲，河道里
挖沙子的人越来越多，这越挖越深的河床
也随之下降，结果挖出了一个惊动全国的
大新闻——华县有个桥上桥。

桥上桥从此出名了，它成为中国的奇
桥、名桥，并具有较高的文物和科学价值。
各地的报刊、书籍，将桥上桥作为桥梁佳
话、建筑奇观、三秦风采、珍闻趣事，纷纷登
载。1992年陕西省政府将桥上桥列为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并在桥头立碑铭志。

真是无独有偶，陕西还有一座桥上桥
——西安城南秦岭子午峪中桥上桥。这

也是一座用石头砌筑的拱桥，它始建于清
代，是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捐资修建的，距
今已有 100 多年历史，当地人称为“左氏
桥”。此桥的修建解决了当时人们的出行
问题，为老百姓办了一件善事、好事。

子午峪是古时长安通往陕南及巴蜀的
重要通道，这座桥建于峪口内一公里处，是
一座东西走向供人通行的单孔石桥。桥修
得很精致，桥拱的顶部，南侧镶有雕刻精美
的龙头向着上游，有吸水之用意。与之相对
应的桥的北侧镶有龙尾，用以摆水，以消除
水患。此桥全用石条砌成，严丝合缝，没有
用任何黏合剂，由此可见古人的造桥智慧。
20世纪 70年代，由于生产需要，当地群众将
其改为一座过水石桥，即在桥面两侧砌上石
栏，变成了一座渡槽。由于年久失修，部分
桥体坍塌，久弃不用，成为一座废桥。

“左氏桥”的废弃实为可惜，2014 年在
当地知名人士倡导下，经走访乡贤并联合
申请，以民办公助的形式修复。在子午镇
街办的支持下，经动员群众大力资助，通过
设计、备料、施工，经历一年多时间，在当地
6 名工匠与众多村民的努力下，将桥上的
渡槽拆除，并对老桥进行修复，在原拱桥之
上修建五孔桥面，成为创意新颖、造型奇特
的“桥上桥”。

桥上桥的修建可不一般，它的石料全来
自民间，桥的上部是收集当地农家的门礅石
砌成的，仅桥两侧 1米高的栏杆就用去门墩
石290个，而且门礅石的花纹、门框的槽口和
门转窝都看得清清楚楚。用文物修葺文物、
保护文物，这在造桥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修复后的石桥为两层，跨度 10.5米，全
长 16米，宽 2.8米，下有 1个大孔，宽 6.8米，
高 9米。桥的西头建有桥亭，悬挂有“左氏
桥”匾额；桥的东头建有驿站，名“荔枝驿”，
相传当年杨贵妃吃的荔枝就是从四川一带
经子午古道策马送往长安的。

子午峪中桥上桥可称得上一座奇桥，它
传承了我国古代造桥的传统，即在修建新
桥时不毁老桥，在保持原桥的基础上再建
新桥。陕西华县桥上桥就是如此，现已成
为我国保存完好的桥上桥的一个范例。
而今子午峪桥上桥的建成，成为陕西又一
座桥上桥，也是我国现存的第二座石质拱
顶桥上桥。它是奏响在终南山中一段“最
美乐章”，具有较高的文化、历史和旅游价
值，每天来此观赏的
游人络绎不绝。

□图/文 王雄文

钩 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