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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国的外交史，有一个赫然而美丽
的名字跃然纸上，她就是西汉著名的女政治
家、外交家冯嫽。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杰
出的女外交官，本是侍女出身，却有着神话般
的传奇人生。

汉武帝时，朝廷为集中精力对付匈奴，对
西域诸国中最强大的乌孙国（今新疆伊犁河
流域）采取和亲政策。元封六年（公元前 105
年），武帝将侄子江都王刘建之女刘细君下嫁
给乌孙国王猎骄靡。猎骄靡死后，刘细君依
照乌孙国风俗，又嫁给猎骄靡之孙、继任乌孙
国王军须靡。军须靡继位前担任岑陬（cen
zou，乌孙官号）之职。

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刘细君病逝，武
帝再以楚王刘戊的孙女刘解忧为公主，下嫁给
乌孙王军须靡，冯嫽作为她的侍女同去乌孙国。

冯嫽生性聪慧，知书达理，善写隶书，与
公主情同姐妹，相互慰勉，立志安居乌孙，不
负朝廷使命。她常驰马牧场，出入毡帐，仅仅
几年，便已通晓西域语言文字及风俗习惯。

不久，朝廷命冯嫽以使节身份代表公主
访问周边各国，并向各国国王赠送礼品，宣扬
汉朝教化。冯嫽利用女性特殊的亲和力，从
容地同各国君臣侃侃而谈。诸国君臣见汉庭
以女子为使，大方谦恭，又善辞令，甚至连翻
译都不用，非常惊奇，啧啧夸赞，尊称她为冯
夫人。乌孙国右大将看到冯嫽如此聪慧漂
亮，又多才多智，心生爱慕，就求娶为妻。冯
嫽着眼大局和国家利益，欣然答应。汉朝和
乌孙亲上加亲，关系更加紧密。

汉宣帝时，乌孙国发生内乱。朝廷本想
让解忧公主的儿子元贵靡继承王位，未料北
山大将乌就屠突然起乱，杀死老国王，自立
为王。宣帝得悉后，立即派破羌将军辛武贤
率精兵一万五千人进入敦煌，准备讨伐乌就
屠，大战一触即发。西域都护郑吉考虑到汉
军长途跋涉，疲劳应战，难有把握取胜，提议
通过外交手段谈判解决。他知道冯嫽善于
外交，其夫右大将与乌就屠关系甚好，就推
荐她担此重任。冯嫽欣然领命到北山面见
乌就屠。因为她长期生活在乌孙国，熟悉其

国风民俗，也和乌就屠熟悉，见面后直截了
当讲明利害。她说：“汉与乌孙亲如一家，若
两国开战，百姓遭殃，将军也必身败名裂，望
三思而行。”乌就屠十分清楚与汉对抗，无异
以卵击石，最终让步说：“愿听夫人劝告，让
位于元贵靡，但求汉朝给个封号。”冯嫽爽快
答应，悉心劝慰一番。

宣帝闻知冯嫽出使成功，非常高兴，之前
他对冯嫽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于是诏令冯嫽
回国。冯嫽回到阔别四十年的故都长安时，
朝廷文武百官在城郊夹道迎接；京城百姓闻
讯，从四面八方赶来，争睹大汉女使者的风
采。场面宏大热烈，人头攒动，相拥于道。当
日，宣帝在宫中召见冯嫽，亲自询问详情，她
奏告劝导乌就屠经过，建议朝廷给予封号以
安其心。宣帝盛赞其远见卓识，欣然采纳，并
封她为正使，谒者竺次、期门甘延寿为副使，

再次出使乌孙。冯嫽乘坐驷马锦车，手持汉
节，于赤谷城中召见乌就屠，宣读汉诏，立元
贵靡为大昆弥（乌孙王号），乌就屠为小昆弥，
并赐印绶。就这样，在冯嫽的斡旋下，避免了
一场流血战争，化干戈为玉帛。自此，乌孙国
归附西汉，汉朝统一了整个西域。

甘露三年（公元前 51年），元贵靡病故，
其子星靡即位。时解忧公主年近七旬，非常
思念家乡的亲人，于是奏请朝廷，希望生前
回到长安，死后归葬故土。宣帝体恤她大半
生身居异域为国操劳，有功于汉室，欣然允
准。回到长安不久，解忧公主病逝，宣帝以
公主礼安葬之。

再说乌孙国内，此刻阴云密布。生性懦
弱的星靡，不善理国，致乌孙局势再起动荡。
冯嫽身处长安，挂念乌孙，奏请朝廷准其再为
汉使，出使乌孙镇抚星靡。初元元年（公元前
48年），汉廷准奏，并选精骑百余，护送冯嫽第
三次出使乌孙。当时她已年过半百，不辞辛
劳，千里迢迢翻雪山，越大漠，历严寒，顶烈
日，星夜兼程。回到乌孙后，她马不停蹄走访
了 30多个城邦之国，游说各方消释嫌隙，精
诚团结，帮助星靡安民治国。她的真诚与非
凡的外交才干，以及超人的人格魅力，感染和
征服了所有她认识和认识她的人。所到之
处，上上下下，无不以特别隆重的礼遇，款待
他们敬仰的“冯夫人”。

冯嫽毕生为增进和巩固民族团结而奋
斗。她将汉庭恩泽广撒于伊犁河两岸，让
兄弟民族对大汉有更多更深的了解，汉庭
后续能在西域顺利地设置都护府，她功不
可没。她虽出身于一介侍女，但有胆有谋，
不畏艰险，不输须眉，多次以正使身份出使
异邦，圆满完成了朝廷使命。她的勇气、才
华及其人生建树，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
中绝无仅有。《汉书》能以较多文字，记录一位
平民女子的英雄传奇，足见她在民族团结史
上的杰出贡献，及其因此赢得的历史地位。
她是中国外交史上一朵
永不凋谢的红玫瑰，永
世流芳。 □晁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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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农历正月十二，家住西安三兆村
的堂妹给儿子“全灯”，邀请亲朋好友参加。

“全灯”是关中地区的传统风俗，即孩子年满
十二岁，在正月初六至正月十五之前，主要的
亲戚前去家里道贺。21世纪以前，“全灯”的
那天，舅家人要买几个灯笼送给外甥，寓意

“舅家灯笼照亮外甥的前途”。这些年，随着
城乡经济的空前提高，孩子“全灯”不再只是
送灯笼，更多的是送玩具、衣服、电脑等多样
化礼品，再简单的就是直接上礼金。临近正
月十二前几日，堂妹打电话嘱咐二叔，让亲戚
们来的时候不要拿灯笼了，亲戚们纷纷猜测
西安城里人“全灯”大概不再讲究传统风俗
了，索性准备好礼金更方便。

堂妹是二叔的长女，2006年嫁到西安三
兆村。二叔提前包了一辆中巴车，正月十二
一大早，拉着老家十几位亲友从铜川出发去
给外孙“全灯”，我们一家也在其中。一个多
小时后，车子到了三兆村。足有十米宽，五米
高的村门楼上金光闪闪的“三兆村”三个大字
映入眼帘，两个大红灯笼随风舞动，村子里楼
房林立，家家户户门口都挂着红灯笼，春节
喜庆的气息扑面而来。堂妹、妹夫、堂妹的
公公和小外甥在村口迎接我们，我们一行人
下车跟着他们步行了二三百米到了堂妹
家。走进堂妹家，我抬头一看，是一栋自建
的五层楼房，不大的院子里张灯结彩、喜气
洋洋，三张圆形餐桌摆在院子里，我们在礼
房上了礼金，热气腾腾的臊子面摆上了桌，
春节里天天大鱼大肉，能吃上一碗臊子面，
真是酣畅淋漓。吃完饭，堂妹的公公把我们
请进了客厅边喝茶边聊天。五十多岁的亲
家公姓赵，中等身材，文雅可亲，他说自己是
曲江中学的历史老师，祖祖辈辈住在三兆
村。家里的五层楼房，一层自家住，还有个
灯笼作坊，其余几层租住给外来务工者。赵
叔笑着说，不让大家远道而来拿灯笼是他的
主意，因为他们家几辈人都做灯笼，说我们
带的灯笼有可能还是商贩从三兆村批发
的。从下车走进三兆村，我就感觉这里是灯
笼的海洋，各式各样的灯笼简直看得人眼

花，明显比我们家乡集市上的灯笼品种多。
喝着茶，我们听亲家公赵叔谝起了三

兆村。
三兆村为千年古村落，位于雁塔南部杜

陵塬下，与长安交界，隶属雁塔区曲江街道
办事处。这里东临浐河，南望终南，西接曲
江，北瞰古城。村呈南高北低状，村南川塬
叠层，地势高耸，汉宣帝陵雄卧塬头，周围陪
葬墓群星罗棋布。三兆村，原称三兆镇，曾
是蓝田、商洛一带通往长安的交通枢纽，村
按自然方位分为东西南北四门，辖十五个村
民小组，一千三百多农户五千多人，是西安
最大的行政村之一。

赵叔呷了一口茶，继续说。据村史记载，
唐代此地为乐游乡。宋、明代为三兆里。清代
为三兆社。民国为三兆村、三兆镇。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为三兆联四、五两堡（东、南门是
四堡，西、北门是五堡）。1982年至今为三兆
村民委员会，下设十五个村民小组。据祖辈
相传，北宋时期，民耕联畔，居住分散，三户五
户、十户八户，多则二三十户为一庄院，没有
统一村民。大家就产生了合村起名的意念。
当时庄院集中有八家，即孙家窑、纪史坊、车
家门、熊家什字、张家场、陈家庄、呼家营园、
集贤巷，八个庄院合成一村起名“三兆”。为
何起名三兆，其意有二：一是“兆”者在此取吉
祥之意；二是鸿鹄塬南起秦岭北麓，北至渭河
南岸，形成多处冲击台吧，三兆为第三台地，故
称三兆。三兆村村历史上是一个人口流动较
大的村，现存的姓氏还有二十多个。

三兆村附近曾出土过一篇墓志，文中提
道：“唐乾符三年九月葬于京兆府万年县三
兆村。”可见唐时此地已有三兆村。而据村
中老辈人说，三兆村早在汉代便已形成，当
时住着杜陵的守墓人。三兆村实为杜陵邑，
也就是汉宣帝的守陵人。

民国时，河南军阀刘镇华围攻西安城，城
南各村落惨遭刘部劫掠，三兆村自发组织民
团，依靠村墙自卫，刘部见状未敢侵犯。三兆
虽得安保，但旁边的汉宣帝杜陵却危在旦夕，
刘镇华想象着里面的宝贝，垂涎三尺，随后召

集军官策划“盗宝”。消息传到了三兆，这些
守陵人后代不慌不乱，立马组成一个“三兆神
团”，联合附近各村民团一同护陵。刘镇华看
到城南村民自发护陵，恼羞成怒，派土匪出身
的王老虎领队夜袭三兆。但王老虎的“奇袭”
走漏了风声，在三兆村墙下遭到了民团的迎
头痛击，士兵还未攀上墙就被打得落荒而
逃。被三兆村民打败，这让刘镇华大为震惊，
他立即在三兆东北的马腾空召集部队，亲自
组织反扑。但这次行动又被民侦队员提前发
现，三兆神团趁敌军转移至张家桑园途中，主
动出击，与刘镇华所部展开激战。三兆村民
两线作战寡不敌众，战斗中民勇接连倒下，村
民陈光让、阎光奇等多人壮烈牺牲。在村墙
即将失守之际，一支奇兵杀来，冲乱了敌军阵
脚。原来西安城守军及附近村庄得知三兆有
难，火速组成援军前来，他们与三兆神团并肩
作战，经过殊死搏斗，终将敌人打退。

赵叔不愧是历史老师，村史方志熟烂于
心，他起身给各个亲友的茶杯里续了开水，坐
下来接着说。三兆村最负盛名的属灯笼。据
史料记载，中国的灯笼起源于 1800多年前的
西汉时期，而三兆村制作的灯笼也始于汉代，
当时，汉宣帝刘询陵园埋葬在村南，这里曾是
皇家墓群，最早落户的村民几乎都是守陵
人。传说三兆村民作为守陵人需要照明，于
是开始做灯笼，后来代代相传，做灯笼的手艺
就流传了下来。现在，三兆村一千多户村民
中，95%以上的人家都会做灯笼。20世纪 80
年代初，西安市面上 90%以上的宫灯、造型
灯，大都来自这个村。而灯笼村的灯笼不仅
在西安有名气，还远销到新疆、内蒙古、黑龙
江等地区，有眼光的村民甚至把生意做到了
国外。每到年节时分，几乎每户人家都在赶
制灯笼。灯笼，已经成了三兆村的品牌。

赵叔滔滔不绝地介绍道，除了灯笼，三兆
村的社火在西安也是出了名的。三兆社火历
史悠久，源远流长，盛行于明清。是古长安地
区优秀社火表演的大村镇之一，也是长安乡
土年节庆典，传统的群众性娱乐活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来，三兆社火多次参
加过省市区举办的年节庆典。

守陵大战、灯笼、社火，三兆村的故事好
像被赵叔谝说成一部精彩的电影。大家正
听得入迷，忽然大门外鼓乐齐鸣，清脆的唢
呐声传遍了村巷。刘叔兴奋地说：“你们来
得巧，村子里的社火表演今天彩排，正月十
五参加区里的社火表演赛呢！”众人纷纷起
身来到门外，只见红男绿女个个精神抖擞列
队而过，踩着两米多的高跷的小伙子，化妆
成抽旱烟的老太太、西游记人物、八仙过海
各显其能，社火队伍足足有几百米长，真如
赵叔谝得那样精彩。

不知不觉，到了下午三点，赵叔用丰盛
的酒席招待大家，感谢亲友们百忙之中来
给他孙子“全灯”。酒席上，赵叔频频给大
家敬酒，最后突然有些悲伤，他说再过两年
三兆村可能要拆迁了，家里的灯笼作坊过
完年也不开了，还有些灯笼送给大家留个
纪念。临别的时候，我们人人手里提了两
个灯笼，红红的灯笼上是赵叔亲笔题的“三
兆村”三个金字。 □雷焕

“民以食为天”“秋风一起，胃口大
开”，珍馐美酒所能带来的享受喜悦，
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中华民族的血
脉之中。

无肉令人瘦
《天龙八部》中，段誉在“松鹤楼”第

一次碰到乔峰，看他桌上的菜，就是“桌
上放着一盘熟牛肉，一大碗汤，两大壶
酒，此外更无别货”。古人好吃牛肉的情
节被武侠小说不断演绎。

2009年至2010年间，陕西省考古研
究院在西安市临潼区湾李村发掘墓葬
时，在M208出土的随葬铜器——战国
晚期铜敦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保留盆满
钵溢的肉制品，经红外分析和蛋白质组
学方法，研究人员鉴定此熟制肉类食物
遗存为黄牛肉，这和墓葬中出土大量的
黄牛骨骼相一致。

由于铜敦封闭严实，且肉质品本
身经过处理（风干或腊肉），虽然其在
出土时已经碳化，但掰开后仍能看到
白色的弹性肌腱膜和一根一根的肉
丝。这应该是我国目前保留最早的墓
葬中陪葬的肉制品。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并不
发达，肉食制品是独属上流社会的奢
侈享受。据《国语》记载：“天子食太
牢，牛羊豕三牲俱全，诸侯食牛，卿食
羊。”先秦时期，一个人能吃到什么种
类的肉与其身份地位密切相关，只有
天子诸侯才能享用牛肉。出土的黄牛
肉制品，反映了墓主生前的豪奢生活，揭示了先
秦贵族阶层的日常饮食。

胡饼脆油香
在1000多年前的盛世大唐，贵族们已经开始

食用各种精致点心。
在西北大学博物馆中，收藏着 8块出土于新

疆阿斯塔纳的唐代面质点心，六瓣莲花点、巨胜
双麻花点、胡饼、曼陀罗四瓣花点、双环点及块点
被展陈在玻璃器皿中，透过玻璃可以清晰地看出
点心精致的样式花纹。

据考古专家介绍，此类点心以上等精面粉、
动植物油、盐、糖等为制作原料，经蒸、炸及烤等
工序制成，过程中主要使用手工捏制和模压的制
法。点心的味道虽已不能亲尝，但从唐代诗人白
居易在《寄胡饼与杨万州》一诗中的描述“面脆油
香新出炉”中可知一二。

史料显示，中国传统糕点的制作最早可追溯
到商周时期，自唐代始传统点心制作工艺提升，花
样种类增多，逐渐成为商品在宫廷、市井中流行。

得益于新疆气候干旱的原因，我们才能看见
保存完整、品相颇佳的各种点心。它的出土不
仅是唐代人对饮食文化的仪式感、精致感的追
求，也反映了唐时对外交往发达，大量食物沿丝
绸之路传入中国。

绿蚁新醅酒
碗底佳酿，杯中爱物，既可壮怀遣兴，又可解

忧浇愁，自古以来酒在中国历史上就是浓墨重
彩的一笔。

2003年 6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西安
市北郊文景路中段一工地对一座汉代高级贵族
墓葬进行发掘的过程中，考古专家在清理一件
刚刚出土的西汉早期凤首铜钟时，发现其中有

大量液体晃动，且能闻到酒香。文物
部门现场启封，发现铜钟里盛放着青
绿色米酒。

考古人员通过导管将酒液导入玻
璃容器中，一共引出 50多斤西汉美酒。

经检测，西汉美酒的酒精含量为 1.2%，不过由于
年代久远，酒与青铜容器发生化学反应，导致美
酒呈现翠绿色，正应了“灯红酒绿”一词。

发掘当日，几位专家赶来现场，取了一些样
品进行品尝，一位专家品尝之后说出了5个字“土
腥味很重”。这些距今2000多年的西汉美酒是目
前所知保存最好、存量最多的古代美酒，在中国
考古史和科技史上都是一个重大发现。

坐对饮茶香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上至帝王

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古往今来无不以茶为好。
一直以来，关于中国饮茶起源众说纷纭，民间传
说里认为茶叶是在炎帝神农氏尝百草过程中被
偶然发现的，相关史料中也有起于西周、秦汉的
不同观点。

汉景帝阳陵出土的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
古老茶叶，让世人对茶的起源与发展有了新
的认识。

20世纪 90年代末，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汉
景帝陵第 15 号外藏坑内发现不明植物遗存，
2007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等机
构进行鉴定，结果为由细长叶组成的棕黄色层状
集合体，未确定植物种类。

2015年，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利用植物微体化石和生物标志物方法对这一不
明标本重新进行鉴定，结果表明这些标本竟是埋
藏 2000余年的古代茶叶，几乎全部是茶叶嫩芽，
品质极高。这一发现刷新了中国茶文化的历史，
将中国人饮茶的时间明确提前到公元前141年。

“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在自
然山水中，独守一份清明，祛除秋燥，过好一个舒
心的秋日。 □文午

北院门位于西安西大街东段北侧，南起西大
街，北至西华门大街。长 560米，宽 15米，青石路
面。南段有西安标志性建筑——雄伟的鼓楼。
鼓楼的历史就是这条街的历史。

隋开皇二年（公元 582年），建大兴城时，皇
城有七条东西横街，中间的第四横街是中心大
街，隋代及唐长安的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尚书省
就坐落在此街上。唐代以击鼓司辰，就是说官
员上班下班的时辰是用击鼓为号令的。尚书省
上班下班都以击鼓号令，故称敬时楼。敬时就
是要敬业。唐初，唐王李世民就任尚书令，在这
里的都堂（即中堂）主持全国政务。后来历代尚
书省的领带人称为“中堂”。元代李好文《长安
图志》记载，敬时楼北面的街道西边有羊市，即
现在的西羊市。

据清《咸宁县志》记载：明代为宣平坊，街北
对巡抚署衙门。清代，西大街以南今南院门处
的陕甘总督部院衙门，因在南称为南院，此街北
端的巡抚部院衙门（今西安市莲湖区政府大院）
因在北称为北院，抚台衙门直对的大街称北院
门大街（南院、北院的起源另有说法，参见南院
门）。清乾隆年间巡抚毕沅，是一位著名的地理
学家，他注释过《山海经》《水经注》等，编著《关
中胜迹图志》等书，成为了解清代关中情况的重
要典籍。在今莲湖区政府大院内，他建造过的
终南仙馆、池上堂等建筑，留有他书写的牌匾，
解放初这些建筑虽破旧不堪，但仍存在。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 1900年）八月，慈禧
太后为躲避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携光绪皇帝逃

来西安，先住南院，后移到北院，北院被称为行
宫，成为当时的国家行政中心。当时的四次堂
东西五间，比较宽敞，慈禧改名为四喜堂，作为
她临朝议事的殿堂（四次堂系桂林籍的巡抚陈
文恭四任陕西巡抚而建，故名四次堂）。李鸿章
两月内数次往返北京与西安之间，与八国联军
方面谈判，谈判的底稿在这里敲定。尽量答应
了帝国主义的要求，割地赔款，慈禧还把军机大
臣赵舒翘传到此堂上，以赵舒翘联结义和团抗
洋为罪名赐死，赵自杀双仁府赵家大院。光绪
二十八年（公元 1902年）一月，慈禧回了北京，临
行时带走了亮宝楼大量文物。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至 1990年，在今莲湖区政府还保留当时
慈禧临朝议事的殿堂，当年跟随皇帝同来的王
公大臣也住在北院一带。各省进贡的银两、物
品也随之运进西安，此街不少银号、店铺应运而
生，南、北院门一带盛极一时。直至民国年间陕
西省政府驻北院，“西安事变”时此处是省政府，
附近仍是商业比较集中的地区。

宋代修建广济渠，引浐河水供府城饮用而得
名广济街，原是今北广济街。元《长安图志》此
街称广济街，今南广济街当时还叫药市街。明
清时期将西大街南侧的药市街改为南广济街，
遂将广济街称为北广济街。清末，北段又称狮
子庙街。1966年统一改名为风雷路，1972年恢
复为北广济街时没有恢复狮子庙街。中段麻家
什字，元代李好文《长安图志》写为“马什字”，是
回民居住区和传统回坊
风味食品街。 □杨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