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rbfkb2008@163.com

秦 风编辑：刘妍言 美编：张 瑜 校对：桂 璐版4
2022年9月6日 星期二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

咸
阳
人
的
黑
衣
服

民 俗

鉴 藏

1987年，当尘封千年的宝鸡市扶风
县法门寺地宫被打开，历史穿透时光，自
唐朝而来的记忆被重新唤醒，这件鎏金
飞天仙鹤纹银茶罗子就一直闪耀着属于
那个时代的光芒。

唐鎏金飞天仙鹤纹银茶罗子呈长方
体，由盖、罗、屉、罗架、器座组成。现藏
于宝鸡法门寺博物馆。

唐鎏金飞天仙鹤纹银茶罗子盖面錾
（zàn）饰两只首尾相对的飞天，头顶及身
侧衬以流云。盖刹四侧各饰一和合云纹，
两侧饰如意云头，刹边饰莲瓣纹，盖立沿
饰流云纹。罗架两侧刻饰头束髻、着褒衣
的执幡驾鹤仙人。另两侧錾飞翔的仙鹤，
四周饰莲瓣纹。罗、屉均作匣形。

罗分内外两层，中夹罗网。屉面饰
流云纹，有环状拉手。另有“十九字号”
錾文两处，值得一提的是，有墨书、划刻

“五哥”各两处。“五哥”乃是唐僖宗的乳
名，说明这件茶器的主人是僖宗，此物乃
御用之品。

纵观整个茶罗，最引人瞩目的是它

上面的仙鹤图案。对于仙鹤，我们并不
陌生，在古代诗词、画作、服饰、瓷器、金
银器中屡见不鲜。

古人之所喜爱鹤，究其原因：一是鹤
自带超凡脱俗的气质。鹤的羽色朴素纯
洁，体态飘逸雅致，因此常常与神仙联系
在一起。在道家传说中，鹤是很多仙人
的坐骑，比如《相鹤经》云：“盖羽族之宗
长，仙人之骐骥也。”道教中的仙人丁令
威、王乔等乘鹤飞天成仙，太乙真人、南
极仙翁等的坐骑都是仙鹤。受道家仙学
文化的影响，才有了有“羽化”“驾鹤西
归”之说，道士也自称为羽士，其道服被
称为“鹤氅（chǎng）”。二是鹤契合古人长
寿的愿望。鹤的寿命很长，可达五六十
年，这在鸟类世界中比较少见。因而鹤
被认为是长寿仙禽，古籍中就有记载：

“鹤千年则变成苍，又两千岁则变黑，所
谓玄鹤也。”可见古人认为仙鹤是多么长
寿！此外，鹤发童颜、龟鹤遐龄、鹤寿无
量、松鹤长春、鹤寿松龄等词语皆是此种
寓意的体现，后世还常以“鹤寿”“鹤龄”

“鹤算”作为美好愿望和精
神寄托的祝寿之词。三是
鹤兼具忠贞的爱情向往。
鹤向来雌雄相随，步行规
矩，情笃而不淫，终生一夫
一妻制，也就是说如有其
中一方遭到不测，则另一
方也终身不娶不嫁。正是
因为鹤独特的“一夫一妻
制”和“忠贞”的爱情观，十
分符合古人对爱情的追
求，所以被古人赋予了极
高的品德。如周昉的《簪
花仕女图》，黄筌的《六鹤
图》，都是将鹤作为美好爱
情的象征。四是鹤具有高洁的品质。古
人多用翩翩然有君子之风的白鹤，比喻
具有高尚品德的贤能之士，把修身洁行
而有时誉的人称为“鹤鸣之士”。高洁之
士自然也就以鹤为伴了，赋予了高洁情
志的内涵，成为名士高情远致的象征
物。我们最熟悉的“梅妻鹤子”典故想必

就是这样来的吧。
千年过后，时光褪尽，恢宏的大唐王

朝早已化为浮光掠影，而茶罗子却保存
了下来，方寸间勾勒的仙人驾鹤，带有大
唐的气息，带有帝王的富丽，也无疑向我
们传递着唐朝帝王追求长生不老、羽化
成仙的美梦。 □李佳家

唐鎏金飞天仙鹤纹银茶罗子

人物春秋

长期氤氲在文学圈，不喜书法，更没
有丝毫书法天分的我，早在很多年以前，
就知道书法界有一个叫“魏良”的书法
家。至于“魏良”长什么样，高低、胖瘦、黑
白，乃至书品人品，我一概不知。

时光的脚步迈入 2019年，缘于《西部
大开发》杂志书画名家栏目，使得我首次
与魏良老师相遇。

客观说，之前只是知晓魏良老师的
名气，至于他的书法作品，我没有见
过。直到我首次造访魏良老师的工作
室，才接触到魏良老师的个人形象以及
他的书法作品。

文学界有一句口头禅叫：文如其人。
指一个人的文章风格与作者的性格气
质，以及才情学识等方面都是一致的。
然而，见到魏良老师的身形相貌和他的
书法作品之后，我不禁哑然失笑，“书如
其人”四个字，立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魏良老师应该是跨过甲子之年的
人了，但他还没有显出这个年龄应有的

“福相”，身躯虽瘦，但精神矍铄，和他的
书法作品一样，都彰显出一种坚韧、有
筋有骨的松柏情怀。还有，宽阔额头下
那双大眼睛，依然清澈明亮，闪烁着珍
贵的纯真与思想的幽光。

再观工作室墙上、地上的魏良老师的

书法作品，篇篇幅幅、幅幅篇篇，不管是横
幅还是竖条，正楷还是行草，魏碑还是篆
隶……无论字体怎么变化，每个字的间架
结构都给人一种稳实、和谐、如如不动之
感觉。况且，每一撇、每一捺、每个标点，
都充斥着正能量的力度在里面。

每每观看魏良老师的书法作品，都
能给人一种生发的、积极向上的感觉。
它会使春风得意的成功者更加催马扬
鞭，会使处在生活低谷的失败者重输精
神养分，奋力向前。

魏良老师字正，人更正。
我曾经与魏良老师有一个交往的小

插曲。一次，我的孩子婚礼，囿于疫情等
相关规定，决定只在文化圈人的小范围
内庆祝一下就行。于是，想到了魏良老
师。客观说，人家名气大，平时与自己交
往不是太多，而我们就是想让人家来撑
个面子。我明确对魏良老师发微信：“礼
金拒收。有墨宝更好，不方便写的话，欢
迎人到！”

一会儿魏良老师回复：“在的话一
定去。”

看到魏良老师这样回复，我就想到魏
老师可能为自己届时不去设下埋伏了。
婚礼那天，魏良老师果然没来。他电话说
有事外出，回来补写贺词赠送。我彻底对

魏良老师失望了，心想，完全是托词敷
衍。随后，那一页就翻篇过去了，想都不
去想了。

然而婚礼后十多天，魏良老师发来信
息说：“给你娃的字写好了，抽空来拿。”

不多的几个字，就像他的人一样，脸
冷、言语短，但是字字实在有力，着实刷新
了对魏良老师的认知。人家一个大名人，
原来这么质朴实在。

继而，我不由联想到了目前文艺界的
乱象，专家、大师满天飞，一个个粉墨登
场，唾沫星四溅，逢人便口若悬河如滔滔
渭水，显摆张扬，一刻不得消停。

而书法家魏良老师，决不属于那乱象
丛生中的一枚。交往这么长时间，他在
我面前，从没有口出一句桀骜不驯的话，
从没有显摆过自己在外面的五马长枪，
更没有提过自己书法作品价值连城的字
眼……他就是一个实实在在、勤勤恳恳，
在书法艺术道路上永远探索的朝圣者。

一花一世界，一草一精神，从书法家
魏良老师的身上，我感受到了书法界的一
片绿洲，看到了中国书法传统文化的希
望、继承与未来的创新！ □宁文英

我所认识的书法家魏良

往 事

1938年春，我八岁半，随家迁居汉
中南大街草塘寺巷。那家房东姓吕，
房屋在路南，紧隔壁西头就是草塘
寺。吕家街面房自住，腾出东厢房租
给我家。院子没有西厢房，只有一道
用土筑成的围墙，我站在高凳上就可
从墙头看到草塘寺内的情景。

当时汉中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刚刚
搬进草塘寺，几个出家人移入寺庙后
院。草塘寺原剩和尚不多，以后也没
有再看见，可能搬走了。这样，汉师附
小就占据了整个房舍。

我原来在河南洛阳西宫和平小学
上二年级，临放暑假，爆发了抗日战争，
日本飞机对洛阳狂轰滥炸。我家在逃
难中，先迁汉口，又返洛阳，再搬到宝
鸡，最后落脚汉中，一住就是 12年，也
成了多半个汉中人。在草塘寺巷住，自
然就上了汉师附小，读三年级。

草塘寺的两扇大山门，各画了哼
哈二将，大概是佛教的门神。大门过
厅两边的泥塑神像，称四大天王，他们
个个面目狰狞，有的举铃，有的持伞。
小孩上学，过门厅时都很害怕。于是
汉师附小的岳校长为破除迷信，带领
大家用绳子套住天王的上身，喊着号
子，众人用力拉，不用半天，就把两米
多高的凶神恶煞一个一个拉倒，摔个粉
碎，烟尘中，小学生们个个拍手称快。

三年级教室在寺
庙前院的西殿，要先上
七八级台阶才能走上
教室。教室西墙有供
桌，桌后是三尊佛像，
把教室挤成狭长形。
于是，大家又来拉倒
佛 像 ，开 拓 读 书 空
间。原来庄严的几位
佛爷，顿时粉身碎骨，
摔成一堆废土。每个
佛像内有一根支撑木
桩，桩上掏了一个洞，
洞里一个红布包，包中
是些泥金，还有一张
纸，上面写了匠人的名

字。从 8岁孩子眼光看来，这大概就是
佛爷的灵魂吧！

抗日战争初期，迁来内地的单位和
外地人很多，汉中沸腾了。

草塘寺前的小广场上时常有演出，
印象最深的是抗战流亡团体演出的《放
下你的鞭子》。这出街头剧，先是父女
二人在卖唱，父亲拉二胡，女儿唱《松花
江上》。围着的观众看到父亲嫌女儿挣
的钱少，就用鞭子抽她。这时跳出一个
工人，大喝“放下你的鞭子！”工人得知
父女二人是逃难的，便历数日本侵略者
的罪行，并高喊口号，最后与观众中一
些人高唱《打回老家去》。当时我以为
真的是贫苦难民，待到卖唱的与工人向
观众致意，才明白这是演员演戏。

学校来了些新老师，教会我们许多
抗日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打回老家去”“万里长城万里长”“前
进！中国的青年”“大刀向鬼子们的头
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
学校的房子虽是破庙，但充满了生气。

课余，我与二三同学会去石灰巷对
面府街（中山街）上的“民众教育馆”。
那里有展览，或揭露日本鬼子侵略的罪
行，或展示鸦片的毒害，看了触目惊
心。挂匾巷与府街交接处有座小庙，香
火不断。

庙西，府街路南有一家“生活书

店”，小孩没钱买书，就在店内一两个
小时地看连环画，印象深的，除了《三
国演义》就数《朱德和老百姓》《平型关
大捷》《八路军出马打胜仗》。“生活书
店”还挂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大
幅像，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共产党领袖
的照片。不久，“生活书店”关了门，那
些挂像就不见了。

我在府街买回纸和本子，用粗黄纸
订成大字本，没有订针，而是用桑皮纸
条搓成捻子，穿过锥眼一拧而成。国
语作业本是买现成的，那是木版刻印
好格式的土纸本，每页针对一课，要归
纳出主旨（主题思想）、段落大意，找出
生字新词，还有造句。作业呢，常常是
夜里在桐油灯下完成的。

一天晚饭后，我在家听到隔壁学校
里有悠扬的风琴声，我转身跑进校内，
循声找到一个房间，见一位老师在弹
琴。他看我瞅得认真好奇，把我叫进
去，教我弹风琴，允许我以后晚饭后也
可以去练琴。这位老师并不是本校的，
他是汉中师范的毕业实习生，名叫黎顺
清（2004 年 9 月 3 日 21 时逝世于宝鸡
市，享寿 88岁）。几十年后，黎先生与
我同为陕西师大的教授，我讲起此事，
彼此不胜沧桑之感。我对音乐的兴趣
是在汉师附小培养的，故而终生难忘。

草塘寺各殿的神像都铲除了，唯有
正殿的保留下来。这座正殿不似别的
寺庙的大雄宝殿，而是一座正方形的有
镂花隔扇门的大亭子，正中有四个各向
东南西北的佛爷背靠背，即便拉倒他
们，房子也派不上用场，所以就随他去，
搁置在那里了。据传说，这四座佛爷背
后的中空处下面是海眼，一口大锅扣住
海眼，而四个佛爷则齐力压坐在锅上。

海眼下方一直通到饮马池，传说饮
马池里有一个万年老龟，盖在池底的海
眼上，海眼通向汉江河和小南海，如果
揭开锅或赶走老龟，汉中城里就要涨大
水了。汉江河以前常泛滥，大水淹完南
关，水涨到南城墙，进不了城，说是因为
海眼被镇住了。我才不信这些，从四大
天王不过是一堆土开始，我的无神论意

识就生成了。放学后学校没人了，我吃
了晚饭就去学校玩，几次跑进正殿，攀
上佛坛，登上莲花宝座，踩着佛的腿、
臂，坐到佛的肩上去。

有一次，探头到佛屁股后面，因为
外面很寂静，就听到四尊佛后面有呼呼
的声音，既像风声，又像海潮声。我向
同学说起，大家都过去倾听，说大概那
是海眼下大海在翻腾。

那年秋天，汉中下了四十多天的霖
雨。五岁前，我在河北清苑老家，后来
又住洛阳、宝鸡，都是干旱北方，从来没
有经历过连绵不断的秋雨。雨下得令
人心烦，空气湿得到处发霉。夜里睡觉
钻被窝，像进了水袋，一夜泡得全身湿
漉漉，因此开始长疥疮。房东的儿子
说：“神仙难逃汉中疥。”还说疥是一条
龙，先从手缝行，腰里缠三圈，裆里扎老
营。那场雨，泡倒了我家院子与草塘寺
之间的土墙。这下好了，我上学不用出
院门，不用进校门，从住屋直接越界进
入教室。当时，房东与学校都不富裕，
拖到冬天，才把界墙打起来，我上学就

“不方便”了。
那年头，日本飞机轰炸汉中，学校

不时停课。离学校后门不远就是南城
墙，我家雇人挖了一个洞，空袭警报一
响，大家就钻进城墙洞子。有时正上
课，警报钟敲起来了，出了草塘寺后
门，就进了我家的防空洞。一次，炸弹
响得很近，警报解除后，我们小孩由顺
城巷跑向南大街，转入文庙巷，见那里
被日本炸弹炸死的人，血肉模糊，这加
深了我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心想，怎
么我家逃难到哪里，日本飞机就像长
翅膀的恶魔一般炸到哪里呢？为了躲
避轰炸，冬天，我们全家就搬到离城十
多里的圣水寺附近，我转到了马家嘴
小学。听说，汉师附小也随之迁出草
塘寺，搬到城外去了。

在草塘寺巷居住和读汉师附小
不足一年时间，可八九岁孩子经历的
一幕幕，至今历历在目。汉师附小要
写校史的话，草塘寺阶段该是重要的
一页。 □马家骏

草塘寺与汉师附小 二百年前咸阳的染坊常用涝
池的淤泥染布，也有用板蓝叶染
的，用锅墨染的。

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串村的小货郎进村吆喝几声：

“谁抄黑膏子来？”村妇们就你
一包我一包买了染料和臭碱，
回去煮了自家种棉花自家纺织
的穿布，给家人做衣服。当时，
礼泉二中的一帮学生去北京，
北京学生羡慕地问：“你们还发
衣服？”问得莫名其妙，左右打
量一番才恍然大悟，原来大家
穿的都是妈妈做的黑棉衣，连
鞋子都是黑的。

这么多年，咸阳人总是穿
黑衣服，男人穿，女人穿，孩子穿，
下世的人也多以黑衣殓身。就像
陕北人包头的白手巾，维吾尔人
的小花帽。

为什么这样？
公元前 221 年，秦帝国在咸

阳统一六国。秦始皇信“五行”，
以为秦得了“水德”（水为黑色），
就“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他开
国的皇帝装也是黑的。允许百
姓以三尺黑布包头，叫“黔首”，
就是黑头。

可是，这与咸阳人穿黑衣服
有关联吗？

我发现咸阳的
很多习俗都有着悠
远的秦风秦韵：农村
有唱戏禳新房避邪
消灾的传统，翻开
《史记·李斯列传》，
里面就记有秦二世
打猎时误伤了行人，
赵高借口怕上天“降
殃”，要“禳宫”消灾
避祸，让秦二世离开
咸阳宫，“远避”望夷
宫，然后派人在那里
予以加害的故事；农
村人的猪圈和厕所
都在后院，狗守在前
门，秦时的《日书》里
就写着：“屏居于后，
吉，屏居于前，不吉。”
屏就是厕所。《管子》
里也有“以前无狗、后
无彘（猪）者为庸”的
话。到现在农村人上
厕所不说上厕所，还
是说：“到后院去。”显
然，这是遵秦之遗俗，
习惯了。

秦人以步为尺，
跷地计亩的办法，堪
称一大发明。这个不
老的传统，至今还在
咸阳口口相传。村组
里的每一大片地的长
是几分畛子，扎在大
家心里，想知道其中
自家的地是多少，随
即跷一跷宽，与长一乘，就知道了
亩数，这一招村里男人都会。

咸阳原上庄稼地的长条形也
与秦有关。那时，宽一步长一百
步是一亩地，商鞅在咸阳搞变法，
改为宽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
地，一下拉长了一倍多。这种耕
作习惯，从商鞅那时插入地里，到
这头已是现代。

生活在咸阳，我时常感觉时
光隧道里有拂拂秦风在吹荡。

我怀疑这黑衣服也许是从
那时穿到现在也说不定。于是，
去服饰的史海里打捞。踏破铁
鞋，蓦然回首，《咸阳市志·四》给
了我意外之喜。

书里说，咸阳在秦汉时“礼服
多尚黑色”。就是说秦时“尚黑”，
入汉以后，咸阳人以黑色礼服为
贵，虽然黑不再是国色。

到了隋代，“民间妇女多穿青
裙”。青即黑，如青丝、青眼。或
者说青是深黑，黑得发青即为
青。也有人说这里的青是“取之
于蓝而青于蓝”的青，叫靛蓝或
靛青，深蓝，近似黑色。总之，到
这时，黑色的衣服才成了咸阳百
姓平常穿的衣服。“唐宋以下民
间妇女多以青、绿、灰、褐色为
主”“元代以下……民间服饰向
灰、褐色发展”，晚清至民初“服
饰颜色有靛蓝、藏青色等”。

这里的信息有的只说到女

性，但整体脉络清晰。秦汉的黑，
隋代的青，唐宋元以下的青、绿、
灰、褐，晚清至民初的靛蓝、藏
青。两千多年的服色珠串里，除
唐宋杂以绿色外，黑色及其近似
的颜色一直是咸阳人服色的主
线，两千年不改。这让习惯了流
行色的我，不由得感叹称奇。

应该说，黑色不鲜艳也不
亮眼，但它也有其自在的美。
它不但有厚实、凝重、深沉的庄
重美，也有单纯、质朴的乡土
美，还有着冷峻、狞厉的幽深
美。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
它一旦染定，就不可以改染，这
是其它颜色所做不到的。而这
一点，正对应了咸阳人一言九
鼎的倔脾气。除却这黑衣，你
很难为他们甄选出别的与他们
脾气对应的服色。

还有，它耐脏、易染，适宜
于咸阳这苦寒之地沉重忙碌的
劳作。就像适宜这里水土的庄
稼，两千多年来，黑衣服与咸阳
的人和川原，无论“淡妆”还是“浓
抹”，总是相宜相融，融为一体。

两千多年间，农耕的方式没
有改变，他们的黑衣服也就没有
脱下来。而穿着浅淡洁白、纤细
柔软的服饰去耕作，总是不那么
顺眼、舒服、相称。从这里看过
去，我们也就看清楚了“尚黑”两
千年，是咸阳人自己的选择。

当然，这里也许
有着染布技术的制
约，两百年前染防是
以污泥、板蓝叶、锅
墨作为黑布的染料。

其实，咸阳人的
“尚黑”并非自秦始
皇的“衣服旄旌节旗
皆上黑”始。公元前
361 年，秦孝公登基
时朝服和旗帜就是
黑色的。从公元前
350年建造并迁都咸
阳，再到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的一百多
年间，黑衣服就充分
显示了它相宜于咸
阳山水和咸阳人彪
悍性格的特点，而
咸阳人的彪悍又适
应了秦统一的历史
需求。致使秦国在
不断的征战中壮大，
最终咸阳人成就了
秦国，秦国也成就了
咸阳人。

黑是夜的颜色，
是看不透的颜色。在
那古老的战争年月，
一片黑兵马像一块乌
云落地，难免有一种
神秘的意味，这是不
是咸阳人崇尚黑色的
一个理由，已无从得
知。只知道在长期的
战争中，咸阳人把自

己的性格特征赋予了黑衣服，
使其也具有了黑魆魆的、彪悍
的精神象征，成了秦文化的一
个符号。到秦立国时“尚黑”，
既因为秦的国德是水德，也是
对当时现实顺理成章的确认，
是对先王信仰的继承和昭彰。
从而给黑衣服涂抹上了一层神
秘圣洁的油彩，使其映射出了
熠熠的帝国晖光。

一日读唐诗，见杜甫的《兵车
行》中也有“去时里正与裹头”

“况复秦兵耐苦战”的句子。裹
头自然就成了“黔首”。此诗假
借汉武帝实写了唐玄宗穷兵黩
武的现实，捕捉秦人送往前线，
咸阳桥被扬尘遮掩，哭声震天，
那已是在秦亡千年之后了，咸阳
人仍然“耐苦战”。裹头已成了
男丁成年的仪式，一件黑衣服包
裹着一具强悍千年的灵魂。我
努力想象着一代一代咸阳人穿
黑衣、裹黑头，赳赳前赴后继于
古岁月之途的情景。

改革开放开创了文明富裕
的新时代，渭河之滨的服饰像
七彩云霞飘落，如今只有老年
人还爱恋着黑衣服。然而，黑衣
服已经在咸阳人的文化风情、习
惯习俗、价值观念中，沉淀成一
种稳定的心理素质，于潜意识
里，如同影子一样与我们前行的
脚步连在一起。 □孙金锋

《大秦赋》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