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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马 陵 街 轶 事
胜 迹

下马陵街位于西安市和平门内西侧，
西至柏树林南口。街北侧有汉董仲舒
墓。下马陵得名之说法有两种，一说董的
信徒到此皆下马，故称“下马陵”；一说汉
武帝游宜春园，曾在此下马。

董仲舒是西汉有名的儒学大师。汉景
帝时，董仲舒便来到京城长安，成了朝廷的
儒学博士。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举献“贤
良”之策。极力鼓吹“君权神授”，提倡“三

纲五常”，力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汉武帝采纳了他的“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的建议，这在以后的中国文化思想发
展上产生了极大影响。董仲舒去世后，汉
武帝亲自为他选择安葬之地，并在陵前修
建董子祠。出于对董仲舒的尊敬，据说汉
武帝每次经过他的陵园时，在三十丈之外
便下马步行，随从臣子照例这样做。从此
便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上至达官显
贵，下至平民百姓，骑马者，乘轿者，凡经过
董仲舒的墓前，都要下马步行。下马陵的
名称便由此产生。

唐人韦述在《西京记》中载：“蛤蟆陵本
董仲舒墓”又曰“汉武帝至墓前下马，故曰
下马陵”。据此可知，下马陵也称作“虾蟆
陵、蛤蟆陵”，估计这与关中方言有关。因
为直到现在，“下马”与“蛤蟆”仍发音相
谐。但蛤蟆陵又在何处？白居易在《琵琶
行》中有句：“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
陵下住。”并未指出虾蟆陵在何处。另一
位唐诗人皎然在《长安少年行》中也曰：

“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矜。”只
告诉人们那个地方是有歌妓的。宋昌大
防的《唐长安城图碑刻》中称，虾蟆陵在胭

脂坡，位置大体在今交通大学东门沙坡村
西的坡处。而元代骆天骧的《类编长安
志》载：“兴庆池南胭脂坡大道东有虾蟆
陵。”其位置大抵指在今西安交大东边的
沙坡。据考，唐长安城东门（春明门）之内、
兴庆宫之南史上确有一高坡，坡上有一大
冢。这一坡地，古称“胭脂坡”，宋以后叫

“沙坡”。按唐韦述所记，下马陵古址当在
此坡。元代李好文《长安志图》中的《城南
名胜古迹图》在这个位置仍绘有虾蟆陵和
胭脂坡紧靠一起。只是到了明正德年间，
下马陵才由胭脂坡迁至今址。 □贾怡

厚重悠长的陕西面食

合阳面花“老虎花馍”。 行俊肖

唐宋以后，面食逐渐成为关中人的主
食，并且融入社会生活习俗的各个角落。
在重塑陕西人生活习惯的同时，也因陕西
人而变得千姿百态、气象万千。

面提醒着陕西人的一年四季。过春
节不是饺子就是臊子面，图的是团团圆
圆、长长久久。

大年初一，韩城人要拿枣祃瑚馍去
祭献天地神，华州人亲戚互赠大花梗馍、
油帮帮馍和小花馍。正月初五为“破五”
吃饺子“送穷”。正月十二晚“老鼠嫁
女”，武功一带要蒸老鼠馍。正月二十要
吃补天饼，补天补地。二月二龙抬头，长
安人吃蝎子馍，长武人则吃龙须面，中午
还要吃龙鳞馍。清明节，韩城人要吃合
子馍，华州家家蒸小虎馍、燕子馍、凤雀
馍等。六月六看女，华州娘家人要给出
嫁闺女送曲连馍，谷雨节家家要蒸祭神
礼馍。端阳节的前十天，母亲给出嫁女
送各式小花馍和“娃娃圈”，端午节，关中
很多地方要给已出嫁的女儿送五毒馍。
七月七乞巧节，华州的风俗要给男孩蒸

“砚台馍”，给女孩蒸簸蓝馍。八月十五

中秋节，吃月饼吃团圆馍，而华州地区在
八月十五与九九重阳节要送的面花是

“九座糕”。秋播结束吃清汤长面。十月
初一祭祖献馄饨。冬至家家户户吃饺
子。腊月廿三祭灶，要做灶干粮献灶
君。除夕吃面寓意来年财源滚滚。

面也记录着陕西人一生中的每一个
重要节点。在陕西关中，从孩子降生、结

婚、过生日、走亲戚、祭祀等，都离不开
面。在华州，婴儿出生三天，姥姥要送面
塑小老虎。孩子过满月，送曲连馍，以臊
子面为压轴的“流水席”也是不可缺少
的。小孩周岁，元宵节舅舅家送灯笼，灯
笼上要挂鸡鱼馍，家人则给做长面肉臊
子。孩子长到十二岁，姥姥舅家再送虎龙

“大谷卷”。孩子结婚，外婆、老外婆家第
三次送虎龙“大谷卷”，姑、姨、姐、舅家则
送“高馍盘”的礼馍。在韩城，男女方定亲
时，女方送男方一对老虎馄饨馍，男方则
回送女方鱼儿馄饨。结婚前一天，华州地
区男方要给女方家送去离娘馍，结婚时，
婆婆要将一对面虎挂在新娘脖颈上，女方
要送男方鱼馍一对，女方亲友送各式大虎
礼馍。老人祝寿有“大寿桃”礼馍，家人还
会制作长寿面。老人去世则送祭礼馍，有
单祭、双祭。女儿、外甥要送大礼，就是双
祭，包括动物、花木、果品形状的 64个花
馍，然后在下葬前一晚献食祭拜。

在陕西，面就是社会风俗，就是人情
世故，就是礼尚往来，面连接了乡民社会
中的亲情友情，面也规范了乡土社会中

的乡约民风。
扯得再长不会断，扯得再薄不会烂，

煮得再久不会煳，捞在碗里不会粘，吃在
嘴里光又滑，嚼在嘴里筋道。陕西人爱
吃面，会吃面，更会做面。做面先要和
面，面水比例、加盐加蛋、醒多长时间、是
揉是压、是搓是擀都有窍道。陕西的好面
讲究薄、筋、光，核心就在揉，什么时候才
算好，这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把
面的秉性搞清了，做馍做面随心所欲。把
面的脾气摸透了，就等于把长着面肚子的
陕西人的秉性看透了。

面条像裤带，锅盔像锅盖，这是陕西
八大怪中的两怪，怪就是特点、差异和区
别，就是独一无二，显示陕西的面食厚重
悠长、粗野狂放。但为什么一定要把面
条比作裤带，把锅盔比作锅盖，我猜想或
许是在形象地比拟陕西面条又长又韧、
锅盔又厚又大这些特点的同时，暗示它
对陕西人的重要性：陕西人离不开面条，
就像人生离不开吃穿。煮饭的关键在锅
盖，做人关键在裤带。裤带不能短，底气
不敢泄！ □田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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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民歌，唯山歌最有名。而安
康民歌，又属紫阳民歌最有名。

紫阳民歌是流传在紫阳县境
内传统民间歌曲的总称，是陕南地
区传统民歌中具有代表性的曲种。
它语言形象生动，曲调优美动听，具
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和地方特色。紫
阳民歌分为山歌、小调、风俗歌曲、
花鼓八岔、号子孝歌和新民歌等十
几个曲种。其演唱风格大多有着
较强的抒情性、叙事性和舞蹈性，
适于表演动作、表达情节，反映人
物复杂感情。

劳动号子是紫阳民歌的基础，船
江号子是劳动号子的内核。紫阳民
歌中船江号子占有重要位置，风格粗
犷豪迈，音调、节奏复杂多变，具有较
强的生活气息。

风俗歌曲是紫阳民歌中流传较
广的民间口头表演形式，其风格是即
兴创作见啥唱啥，想啥唱啥。应该说
它是紫阳人民生活习俗的歌曲，也是
紫阳民间举行婚丧嫁娶等各种仪式
时所唱的歌曲。

紫阳民歌藏量大，已经发现的曲
目总数已达5000多首，编印成册的有
800多首，体裁包括号子、山歌和小调
几大类，其中又包含了社火歌曲、风
俗歌曲、宗教歌曲、曲子等不同种类。

民歌靠口耳相传，被誉为“口碑
文化”。在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文字
之前是这样，有了文字之后，仍然如
此。民歌既有即兴性，又有变异
性。同一首民歌，因为歌唱地点、时
间、歌手的不同而大不相同，即便是
同一位歌手，也会因其情绪变化而有
所差异。

紫阳民歌的主要代表作品有《年
年有个三月三》《郎在对门唱山歌》《送饭调》《汉江打渔人》《王二
嫁嫂》《茶山情》《巴山汉水情》《紫阳茶歌》等。产生于明朝以前
的《郎在对门唱山歌》，是一首原生态民歌。这首民歌歌词全部
都是安康地区紫阳农村地道方言，“短命死的，发瘟死的，挨刀死
的”是地道的陕南口头语，一般对自己晚辈、亲人，包括儿女、情
人从另一个层面表现出来的疼爱，也就是说爱得不得了，才用这
种语言表达方式。

《郎在对门唱山歌》这首山歌是陕南紫阳民歌之代表作，
它的演唱也很有特色，先慢后快，结束句再慢，先唱后说最后
再唱，时松时紧，时快时慢，加上是地方方言，越加强化了民歌
的陕南特色。将它与陕北民歌相比较，如果把陕北民歌比作
是男人，那么紫阳民歌就是女人。陕北民歌粗犷、豪放，像剽
悍的男子，紫阳民歌像山里柔情委婉、细腻、温润女人。

襄渝铁路小站那些年缺乏文化生活，也没有电视。有电视
也没有信号，收不到节目。初到巴山深处小站工区的人们，白
天面对冷冰的钢轨和险峻陡峭直插云霄青山，晚上头顶一块
布片大小幽蓝色的星空和周围黑黝黝的大山。唯一能陪伴他
们的只有进站的货车车轮抱闸传来刺耳的响声。

所以，那时歌声便成了人们排遣心中忧伤苦闷，释放心情
的唯一方式。记得那时，我经常给报社投稿，每天都会翻当天
的报纸。无意中看到一篇报道，是时任紫阳工务段中修队指
导员、我的小学同学白凤华在向阳带领中修队年轻人自己动
手平整活动场地，活跃职工文化生活的稿件。稿件中有一句
话，到现在我还记得：“晚上夜幕降临，这边，平整好的活动场
地上爱好跳舞的青年男女在一块跳舞，那边，爱好唱歌的人在
活动室里唱歌，歌里自然少不了紫阳民歌。”因为向阳在紫阳
境内，生活在歌乡的他们，受民歌的熏陶，自然会唱紫阳民歌。

如果说，民歌是中华民族音乐宝库里的一块瑰宝，那么陕
南民歌就是这块瑰宝中的一颗璀璨夺目的宝石。去年新生代
民歌歌手夏梅子应北京电视台邀请，将紫阳民歌唱进了北京。

“滔滔汉江水哎，巍巍秦巴山哟，秀美紫阳山水间，今朝更
好看哎。”紫阳民歌清脆甜美，一腔唱出了一江情怀，喊出了满
山厚爱。今天，紫阳民歌已成为紫阳一张不可缺少的文化名
片，成为游客来紫阳旅游的一种艺术享受。相信随着外界对
紫阳民歌的不断了解，紫阳民歌一定能够走出家乡，唱响全
国，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高飞

鉴 藏

高照昕：真正的儒生，科举的缩影

高照煦（高照昕兄长）在圁川书院讲学。

高照昕（1842-1899 年），后改照鑫，
字晓峰，米脂举人、一代大师高照煦胞
弟。他十五岁与其兄照煦上家塾，后考
入圁川书院，他当过书院的廪生，成为贡
生后，也做过书院的山长，并成为学政熟
知的名师。

圁（yín）川，也称圁水，是无定河在唐
代以前的名称。北朝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
道元的《水经注》中只称“圁水”，并无“无定
河”之称。汉惠帝五年，曾置圁阴县，雍正

版《陕西通志》云：“圁阴故城，在今米脂
地。”圁水、圁川、银川、银河，都是无定河的
古称或别称。唐初历史学家、训诂学家、大
学者颜师古认为，银州、银川，均由圁水而
生，“旧名犹存，但字变耳”。明弘治十七
年，延安知府李延寿主修的《延安府志》称
米脂城名为“银川”，历史上因李自成而著
名的“银川驿”，就设在米脂城；而艾氏宗谱
就命名为《圁川艾氏家乘》。可见，圁川既
是无定河的古名，也是米脂的代称。因而，

圁川书院即米脂书院。
高照煦在《闲谈笔记》中写道：“榆林镇

刘厚基追贼至米脂，询悉前后情形，甚夸
米邑团防之善，并谓弟胆识过人，拟禀明
上宪，酌情奖励，照例可议叙教职。弟谓：

‘北城系余所守汛地，不能先事预防，致令
阖城受惊。今幸获安全，私衷殊觉愧悔，乃
反借此谋褒奖耶？’固力辞之。盖年少气
盛，志趣远大。当作诸生时，厌此寒酸官。
岂知八试秋闱，始登乡荐，六试春官，仍循
例就职教谕，殁于咸宁学署。”可见，同治
九年抗击回乱，高照昕就可以因功获得教
谕职位，但志趣远大的他，向往举人进士，
辞去了这次褒奖。

可是，文人命蹇。“工书法，研究古今文
辞，均有根底”的高照昕，虽然每写一篇八
股文，士子争相传阅，视为范文，但在考场
上却一再失利。他从同治三年（1864年）
开始参加举人考试，连考八次，直到光绪八
年（1882年）壬午科，当考场点名点到“高
照昕”时，学政樊介轩为之起立致敬。一位
进士出身的三品“学台大人”（清朝明文规
定，各省学政必须为进士出身者方能担任，
官阶为正三品）向一个参加举人考试的士
子致敬，这在中国科举考试一千多年的历
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之所以有如此礼
遇，也许为高照昕“咬定书山不放松”的精

神；也许为他此时已是全省闻名的圁川书
院和关中书院的教师；也许有感动，有激
励，也有同情。这次，高照昕终于考取第四
名举人，成为“五魁”之一。但他并未就此
止步，接着连续参加了光绪九年、十二年、
十五年、十六年（恩科）、十八年、二十年（恩
科）六次进士考试，都名落孙山。

有意思的是，他和他教过的圁川书院
学生高增融（高照煦仲子，高照昕继子）、李
蕴华、高增爵、贺锡龄先后同场会试，后者
相继于光绪十五年、十八年、二十年中了进
士，而高照昕都是铩羽而归。总计高照昕
参加了十四次举人、进士的考试，前后共三
十一年。到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56
岁的他重病在身，为了生计的“里子”，恐怕
更为读书人的“面子”，只好出钱捐了个咸
宁教谕，58岁即卒于署任。陕西巡抚端午
桥，亲率省署五大宪前往吊唁，为一个小小
的教谕，可谓史无前例 .

他是圁川书院真正的儒生。本来二十
出头就可凭战功获得教谕职位，但他意在

“科举正途”，谨记孔子积极入世、“生无止
息”的教诲，为了自己的追求，屡败屡战，
百折不挠。孰料命运弄人，到老还是终止
于教谕。这样的宿命，真像逐日的夸父，其
矢志不渝的精神，却是我们每一个求学者
和文化人不可或缺的心性。 □秋实

人 物

年代：唐
收藏单位：铜川博物馆
盏托，又称茶托子，最早见于南朝。《资暇集》载：“茶

托子，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指，取
碟子承之。既啜而杯倾，乃以蜡环碟子之央，其杯遂
定。即命工匠以漆代蜡环，进于蜀相。蜀相奇之，为制
名而话于宾亲，人人为便，用于当代。是后传者更环其
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

邢窑窑场位于今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临城县，是
唐代北方最出名的白瓷烧造地，邢窑白瓷胎釉洁白，陆
羽《茶经》说“邢瓷类银”“邢瓷类雪”。邢窑瓷备受世人
喜爱，也由此行销天下。唐人李肇《国史补》记载：“内丘
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 □黄甜甜

白釉盏托

孙温绘《红楼梦》张太医为秦可卿诊治图。

古代公务员的公费医疗待遇
身份不同，各有定点医院

秦汉以降，医药事业不断进步，“医在
王官”的制度日益完善。试以唐宋为例，作
一个概观。

唐代的医药行政，隶属于礼部的祠部
掌管，相当于中央卫生总署。另有隶属于
太常寺的太医署，相当于中央一级的医学
院，兼备医学教育和医疗组织两种功能，正
如现在之医学院，必定有附属医院一样，医
学生在医学院接受教育培训，同时参加临
床实践，毕业后就有了提升做医官的资
格。现在我们把有处方资格的人称作“医
生”，就是从古代医学生参与治疗活动的传
统沿袭而来。

此外，翰林待诏院也拥有一批医术精
湛的名医，大约可比医药研究院，这些翰林
医官一般多去性质上属于宫廷医疗机构的
殿中省尚药局轮值。宋代的医事制度，有
所改易，医药行政转归翰林医官院掌理，太
医局照旧沿袭唐代太医署的双重职能。此
外，也有属于宫廷医疗机构的殿中省尚药
局和御药院。

以医疗服务的对象看，这些中央级的
机构，各有制度划定的对口单位。如唐代
制度，凡京师百署官吏、宫廷宦官宫女、南
衙卫兵、各边疆民族驻京人员等，看病服

药，都找太医署。尚药局除了为皇帝嫔
妃、诸王公主服务外，禁军官兵的医疗也
归它负责。

到了宋代，太医局除沿袭为京师官吏、
三学（太学、律学、武学）师生治病的传统
外，驻京各部队官兵统统划入其服务范
围。其实中国自春秋以来，军队里都有医
疗组织，假如在京军人去太医院看病，多半
是部队医院未能治愈，向更高一级的医院
求助了。

以上是京朝官吏享受公费医疗的情
况。地方官吏吃药看病，也是沾惠于这个

“医在王官”体制。仍以唐宋为例，凡州府
（宋时又加上“军”一级行政设置）一级，都
设有地方一级医学院，其领导和教师，既是
执掌地方医药行政的医官，又是传教医学
生的导师，一般多为太医署毕业的学生。
地方官吏及地方官办学校的师生患病，就
请他们治疗。

一手抓医药，一手抓行政
县一级没有医学院校，但也有县署机

关医院。比如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
五记载的北宋制度，县一级的官医配置，是
每一万户一至五人，遇缺即补。他们必须
是太医院或地方医学院的毕业生，除了从
事医疗活动外，还须负责收采药物、指导防

疫、验发行医和开设药房的执照、处理医疗
事故等一切相关事务。这种体制一直维持
到清代。

这种县署医院兼医药行政管理的机
构，一般多设在州县衙署的大门旁边，或者
干脆就是县衙大墙的“破墙开店”，一方面
承担县署官吏的公费医疗活动并受理医药
行政事务，另一方面也为民众看病，乃至出
诊，当然这就要收钱了。明代海瑞在任淳
安知县时，写过一篇《兴革条例》，在“医官
常例”名目下，有“医生四名”的记载。当时
淳安县的壮丁名额约四千人，推算全县的
户数，至多不会超过五千户。四五千户的
小县就有四个官医编制，比起宋代，应该说
有所进步。

穷人也能享受的待遇
《魏书》卷六载，北魏显文帝曾发布诏

令：“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可宣告
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
所需药物任医量给之。”后来魏宣武帝又
命太医署，“于闲敝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
外疾病之徒，咸令居住，严敕医署，分师疗
治，考其能否而行赏罚。”与北朝相对应，
南朝齐也设有“六疾馆”，专门收治无钱疗
病的穷人。

唐代前期，由佛寺创办的“悲田坊”和

政府创办的“养病坊”并存，都是免费收治
贫困患者的医院，后来悲田坊都由政府接
办，统一改称养病坊。据《唐会要》卷四十
九载，这种收容贫民看病的公费医院，遍及
各州郡，经费从指定的官田税赋中支出。
宋承唐制，继续兴办这类能给贫民提供最
低医疗保障的医院，完全由国家财政负担
的叫“安济坊”，制度上要求各州县都有一
所；此外又鼓励私人集资举办慈善性的医
疗机构，叫“养济院”，政府在医疗人员和药
物供应等方面给予支持。

这类旨在方便贫民就医、缓和社会
矛盾的公费医疗制度，到元明时代还继
续存在。 □完颜绍元

钩 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