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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堂寺。

草堂镇，一般指草堂街道，隶属于西
安市鄠邑区，地处东南。东临长安区，西
连庞光镇，南依圭峰山，北接秦渡镇。旧
称宋村乡，1988年撤乡建镇，以关中八景
之一的“草堂烟雾”而得镇名。全镇面积
40平方公里，辖 34个行政村。

据记载，明宣德三年（1428 年）宋姓
人迁来居住，后成村名宋村，明宣德年间
的化羊庙石碑也记为“宋村”。清代为

“宋村镇”。因境内有草堂寺，故于 1984
年设镇时改名草堂镇。

草堂镇区内山川秀丽，环境幽雅，气
候温和，众多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吸
引了无数游人前来观光。著名景观有始
建于公元 350 年的草堂寺，相传是中国
佛教流通至今的正典经史翻译者鸠摩罗
什的译经之地，也是日本国佛教日莲宗
的宗源。寺内存有建于公元 413年的八
宝玉石塔（舍利塔），另外还有长安八景
的“草堂烟雾”“圭峰夜月”“紫阁青冥”等
著名自然景观。优美的自然环境使汉唐
诸朝均曾在此建造避暑行宫，引来文人

墨客赋诗览胜。诗仙李白曾留诗“出门
见南山，引领意无限。秀色难为名，苍翠
日在眼。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
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何当造幽人，灭
迹栖绝巘”。

草堂寺是国务院确立的汉族地区佛

教 全 国 重 点 寺 院 。
该寺约创建于东晋
末年，距今一千五百
多年。考古专家考
证：其主要建筑和门
楹 是 唐 代 就 有 的 。
这里东临沣水，南对
终南山圭峰，观音、
紫阁、大顶诸峰，景
色秀丽。草堂寺内
松 柏 参 天 ，翠 竹 轻
拂，亭阁玲境，意境
幽邃。它是佛教著
名古刹，也是三论宗
祖亭。

现存草堂寺，被
认为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后秦国逍遥园一
部分。《长安志》载：“逍遥栖禅寺在县东
南三十里，后秦弘始三年置”。后秦国王
姚兴崇尚佛教，于弘始三年（401年）迎请
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来长安，住逍遥园西
明阁翻译佛典，后在园内建草堂寺，供鸠

摩罗什居住。由于鸠摹罗什译经场以草
荐盖顶，故得名为“草堂寺”。

草堂寺是历代皇家倚重的名寺之
一 ，其经历了由西魏到清等朝代的风风
雨雨，期间曾被多次易名，如唐时的“栖
禅寺”，宋时的“福禅院”，元时的“逍遥园
大草堂栖禅寺”，明代时的“僧会司”以及
清朝的“圣恩寺”。由于天灾和战乱，草
堂寺几经破坏，尤其是清同治年间兵乱，
殿宇几乎全部破坏，直到新中国成立后
多次整修才初具规模。

草堂寺在古代有着崇高的地位和广
泛的影响力，历代文人墨客在此寻幽觅
古，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文，唐太宗李世
民曾留下“堪叹逍遥园里事，空余明月芳
草情”的诗句。草堂寺地处终南山下，太
平河滨，“草堂烟雾”更是闻名全国的户
县八景之一。据《户县志》载，草堂寺内
曾有一烟雾井，井下有一巨石，石上卧一
巨蛇，早晚呼气，从井口冒出，遂成“烟
雾”，烟雾每天缭绕于长安上空，被称为

“草堂烟雾”。 □杨洋

草堂镇与“草堂烟雾”胜 迹

南大吉画像。

国庆节后，我和三位爱好关学的朋友
约好，准备一起去渭南探访明代大儒南大
吉先生的故里。

车子在南家村社区服务中心门口的
一个水泥广场边上停了下来。我们在村
主任的引导下进入社区服务中心的一间
房子，这里被布置成了一间展室，约 10平
方米。我们一边参观，一边听村主任讲
解。十几分钟后，一个60多岁的戴着黑边
方框眼镜、身材瘦小的老者从外边走到展
室门口，面带笑容地说道：“让你们久等
了，实在不好意思啊！”村主任对我们说：

“这位就是咱们的南馆长。”南馆长走过来
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好。

南大吉家族纪念馆共有三间展室，里
面展示的是南大吉先生的画像、简介、生
平及与本村历史相关的文物遗存。

根据纪念馆里这些仅存的史料我们
得知，渭南南氏一脉南宋建炎初年从山西
迁来，先落脚在蒲城贾曲，元末明初从蒲
城迁到渭南田市里秦村堡（现临渭区官道
镇南家村），先辈们在此繁衍生息，已由最
初几户人家繁衍到了如今的 8个生产队
2000多人。

南氏家族是世代书香望族，数百年星
汉灿烂。仅明代，南家一门出了“三尚书
九进士”，他们官声清，政绩赫然，因此南
氏被誉为“关中铨曹词林世家”和“关中文
献世家”。南氏一族，衣冠之盛，蔚为壮
观，堪称渭南历史上第一家族。

这一家族中，在历史上最著名的人是
南大吉。南大吉（1487-1541），字元善，号
瑞泉，陕西渭南田市里秦村堡（今陕西省
渭南市临渭区官道镇南家村）人，明代关
学重要学者之一。他是渭阳公南金长子，
幼时颖敏绝伦，稍长后读书作文，治《礼》
兼通《易》。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中举，
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进士及第，授户部
主事，历任员外郎、郎中，出守绍兴府。

南大吉为官多年，其重要的一任是在

知绍兴府。嘉靖二年（1523），他出任绍兴
府知府后，锄奸兴利，政尚严猛，善任事，
不避嫌怨。属吏有被诬者，必为洗雪；郡
有大盗，素为郡要所庇，悉置之法；有学士
侵吞王右军、谢太傅故地，悉剖归其主；运
河被势家所侵，责令疏而复之。又尝浚郡
河，开上竃溪，筑陂塘以备旱涝。修禹庙，
立大禹陵碑，题写雄浑有力的“大禹陵”三
字，还兴建了碑亭。经过他的努力，不仅

“民之谤者亦渐消沮”，且“各邑之士亦渐
以动，日有所觉而月有所悟”，越地风气乃
为之巨变，南大吉因此而受到当地士人的
广泛认可，老百姓称他“严父”“慈母”“真
吾师也”。

南大吉在知绍兴府期间，不仅政绩卓
著，而且与王阳明交往密切，其思想也发
生了心学方面的转向。

嘉靖五年（1526），南大吉“入觐”之
时，因当朝执政者厌恶王阳明的心学，他
受到牵连，加之其性格刚正，与当朝权贵
亦多有不合，随之而被罢黜，从绍兴知府
任上回到家乡。他在家乡的启善寺讲学，
并筑湭西草堂（位于渭南市西门外，湭水
西岸西关街南，今滨河广场处），以教四方
来学之士，教学以继承周公之德、横渠之
道为宗旨，以弘扬阳明之学为主体。其学

“以致良知为宗旨，以慎独改过为致知工
夫”，以追求“道化”为理想境界，并特别告
诫人们要警惕陷入“物化”之中，他不仅笃
信“致良知”之学，且尽力在关中传播其
学，此为“关中有王学之始”，关学学术走
向亦由此而发生了变化。

嘉靖二十年（1541）八月十九日，南大
吉溘然长逝，享年55岁。其墓志由陕西绥
德马汝骥撰，墓碑由三原马理撰。绍兴在
京城的人士卒闻南大吉噩耗，当街大哭，
急奔其弟南逢吉在京城设置的灵堂处吊
唁者，络绎不绝。17年后，绍兴府阖府士
民请愿，祭祀先生于绍兴名宦祠，第二年
渭南市士民申请把先生祭祀在乡贤祠。

南大吉的著作有《瑞泉集》《少陵纯
音》，编纂过《绍兴志》《渭南志》等。但大
多散佚。他编撰的《渭南志》是陕西渭南

历史上第一部县志，为明代关中八大志之
一，其手抄本现存上海图书馆，刻本存台
北博物院，质量上乘，功绩显著。

南大吉在出任绍兴知府期间，皈依阳
明心学，对弘扬王阳明心学起到了重要作
用；他致仕后回家乡尽力传播王学，关学
也因为他而增加了心学的元素，他的影响
远及冯从吾，关学学术走向亦在此后逐渐
发生了变化。

南大吉的弟弟南逢吉，早年也曾在绍
兴师从王阳明，他在嘉靖十七年（1538）中
进士之前一直与其兄在家乡讲学，后来从
山西按察司副使任上致仕以后，又在渭南
建姜泉书院，“收训子侄门人，接引后学”，
和其子南轩承继了南大吉的事业。

参观完南大吉家族纪念馆之后，我们
想对南大吉及其家族再多一些了解，又去
南大吉墓前祭拜。

南大吉墓位于南家村西南二三里外
的一块庄稼地边，墓碑后刻有关于南大吉
家族墓地情况介绍文字。读罢墓碑上文

字，我被这个“关中巨族”深深震撼了。难
怪何耿绳曾在《重辑渭南县志》的序言中
有如此赞叹：“渭邑自两汉以来，各贤接
武，香山（白居易）、莱公（寇准）其尤著名
者，前明科第益盛，而南氏为最，儒林忠孝
萃于一门，不独轩冕为邑中冠也。”

绕过墓碑，南馆长带领我们向这片
庄稼地的深处走去。大概走了百余米之
后，南馆长忽然指着一块稍微露出地面
的不规则的青石说：“这就是南金先生墓
碑下的龟趺”。接着，他用手在空中比画
了一下，说：“以前这十几亩地全是我们
南氏家族的墓地。过去，这里有不少石
碑、石人、石马、石羊、石牌坊、石旗杆，整
个家族墓地里树木苍翠、花草繁茂。”他
停顿了片刻，然后低头看了一下地面，用
手指着说道：“南金的墓冢坐西朝东，南
边不远处是他的次子南逢吉的墓冢，北
边不远处是长子南大吉的墓冢，三位先
人的墓冢基本在一条线上。”说完，他从
在地里干活的乡亲手里借来一把双刺锄
头，用脚步子在地上丈量了一下，在地垄
处轻轻刨了几下。当他大概刨了约 30
厘米的时候，我听到了金属与石头撞击
的声音，旋即就有一块青石的棱角显露
出来。南馆长停了下来，用一只手指着
那里，笑着说：“这就是南大吉墓碑下面
的那块龟趺残石了。”说完，他双手拄着
锄把儿，向远处的田野上空眺望了一下，
用低沉的声调说道：“南氏家族其他先人
的墓冢也都在附近，可惜在二十世纪六七
十年代被夷为了平地，那些石碑、石马、石
羊及石牌坊都被村民们砸掉了，现在纪念
馆里存放的一些残损的碑刻残角就是我
们这几年在地里陆续找到的……”

今天虽然阳光明媚，但毕竟到了晚秋
时节了，田野上的风很大，感觉凉意颇
深。为了表达对南大吉及其家族列祖列
宗的敬意，我们在墓碑龟趺旁边的地上
插上了白蜡，在风中费劲地点燃，然后焚
化了一些纸钱冥币，最后每人手持了三
根香火，一起朝着三位南氏祖先深深地
鞠了三躬。 □刘省平

儒林忠孝 萃于一门
——明代大儒南大吉及其家族

人 物

洛川县不仅是“苹果之乡”，也是中国
民间艺术“舞鼓之乡”。作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洛川蹩鼓，更是延安市著名
的“三鼓”（胸鼓、腰鼓、蹩鼓）之一。所谓

“蹩”，在洛川县方言就是“蹦跳”的意
思。洛川蹩鼓以蹦跳为特征，故称“蹩
鼓”，其最大特点是在蹦跳中完成各种舞

蹈动作。
据历史记载，洛川为战

国时秦、晋、魏争夺之地，迄
今尚存战国魏长城、秦直
道、烽火台等遗址。传说蹩
鼓是由军阵演变而来，通过
与当地民间祭祀祈雨活动
相结合，并以民间舞蹈艺术
形式，反映出古代战场拼杀
搏击的战斗与生活场景而
流传至今。

洛川蹩鼓一般分为场
地鼓与过街鼓两种表演形
式，表演者均为男性，一律
为士卒装扮。他们表演时

头包战巾，背插战旗，腰系战裙，腿扎裹
带，气势威武。道具以鼓为主，间以钹（大
镲）、锣，或挎鼓，或持锣、钹。击鼓、锣、
钹起舞时，鼓手们在大鼓隆隆、钹锣齐鸣
声中东蹦西跳，左冲右扑，如同古代士卒
们短兵相接、冲杀拼搏，给人一种重现古
代战场震天动地的感觉。

蹩鼓的基本动作有单跳、双跳、搓步、
拧摆等，击鼓、敲锣、钹起舞时，“单跳”是
稳健潇洒大起大落，身姿灵活自如；“双
跳”为双脚同时起跳下落，上身后仰，动作
粗犷有力；“搓步”刚健，“拧摆”柔美。蹩
鼓的战场图主要有“白马分鬃”“蝎子拧
尾”“单骑扑阵”“四壁合围”“品字组合”
等。表演者在舞、蹦、跳的过程中，做出各
式造型，并在锣鼓声中东蹦西跳，左冲右
扑，拼杀搏击，如临战阵，其动作粗犷，剽
悍豪放，富于力感。同时，根据表演方式
不同，它又可分为大场鼓、小场鼓和过街
鼓，并以其独特隽秀、粗犷雄健的舞姿和
隆隆鼓声，力促人们精神亢奋，士气高
昂。此刻的蹩鼓表演，犹如一支回旋在黄
土高原上震天动地的狂欢曲。

目前，洛川蹩鼓主要流传于洛川县黄
章、永乡、旧县等乡村，每逢新春佳节与古
庙会等，村村组织蹩鼓队，家家户户出鼓
手，气势磅礴的蹩鼓队游村转乡、挨家挨
户拜年祝福……他们均以传统戏曲中的
武生装扮，腹前挎着直径约 50厘米的扁

状园鼓，在两位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褂袍，
左手执布伞，右手持蝇甩的伞头率领下，
八名鼓手、六名钹（镲）手、四名锣手组成
的蹩鼓队，边击鼓、边蹦跳，舞出了黄土高
原上陕北汉子的豪迈情怀。

20世纪 8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民族
民间舞蹈集成·陕西卷》的深入普查，洛川
蹩鼓首次在延安民间艺术调演时展演，受
到广大群众的赞誉，并称为“延安三鼓”之
一，多次在全国和省、市文艺大赛中获
奖。还成为编创《延安武鼓》《黄土雄风》
等舞蹈作品的主体，并成为陕西省首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节目。2006年
5月 20日，洛川蹩鼓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目录。

作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确知
的蹩鼓表演传承者已达六代之久。现
今，以国家级传承人张万九等为代表的
老一辈蹩鼓表演传承者，为当地少年儿
童鼓舞爱好者，精心传授技艺，受到社会
各界好评。 □胡建宏

话 说 洛 川 蹩 鼓 民 俗

洛川蹩鼓。

“不食八大件，枉来漫川关。”
漫川八大件初创于清咸丰至同治年间，

距今约150年历史，是商洛传统特色宴席，已
被列入陕西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漫川关位于商洛市山阳县城东南 74公
里处，与湖北郧西县接壤，是“朝秦暮楚”典故
的发源地，古时为水旱码头，林立的会馆见证
着昔日的繁华。漫川多俊男靓女，著名作家
贾平凹先生有篇散文《小白菜》，开篇便说“商
州的人才尖子在山阳，山阳的人才尖子在剧
团，剧团的人才尖子数来数去，只有小白菜
了。”这小白菜便是漫川关人。南来北往的商
贸活动带动了这里饮食文化的繁荣，形成了
漫川人温婉中透着豪爽、热情好客的性格特
征。漫川八大件宴席糅合了南北饮食精华，
成了当之无愧的“商洛第一宴”。

所谓“八大件”，即整个宴席的主菜由八
道菜肴组成。漫川人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或
家里来了贵客，必然要做“八大件”。此宴席
的上菜程序非常讲究，在客人到齐之前，一般
先摆四样干鲜水果、四样凉拌小菜，共八个拼
盘，中间为“顶头盘子”，这顶头盘子以莲菜垫
底，上面摆了猪耳、猪肝、鸡蛋皮、青笋、西兰花等，配料颇为丰
富。干鲜水果以便供先到的客人闲聊时消遣之用。待客人聚
齐后，主管执事先发表祝酒词，代表东家向客人致谢，并向客人
敬上第一杯酒。这时厨房端上来头道热菜，“八大件”席面才算
正式开始。

“八大件”分为四扣碗、四炒盘。顺序依次为：刮刀丸子
（碗）、红烧肘子（盘）、肚子扣碗（碗）、炒红薯粉（盘）、鸡蛋卷子
（或豆油卷子）（碗）、红薯丸子（盘）、红莲蹄子扣碗（碗）、豆豉腊
肉（或炒肉片）（盘）。扣碗的选料极具地方特色，制作工艺颇为
讲究，碗里的汤是特制的高汤，味道极为鲜美。

“八大件”菜肴上齐后，好客的主人又陆续端来四荤四素八
个“坐碗”换去开始上的八个“拼盘”，这八个“坐碗”的菜是让客
人吃主食用来下饭的，所以又叫“吃饭菜”，最后再端上来一大
碗清香袭人的汤羮，以调口味，并兼有醒酒之功效。

漫川八大件人人爱吃，人人喜欢，主要原因是其色香味形
俱美，一碗有一碗的风味，一道有一道的讲究。全然摒弃了北
方人大鱼大肉的吃法，而以清醇的乡土菜为主，品种丰富，肥而
不腻，清香淡雅，是当地人待客的上等宴席。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八大件”的
主体菜不变，只是在搭配上略有调整。红白喜事亦有区别，例
如结婚、喜迁、生日等喜宴，围绕主题在菜肴上给予“早生贵子”

“喜结连理”“鲤鱼跃龙门”“一鸣惊人”等，寓意喜庆、高升、平
安，凉菜大多变成八道，“坐碗”也没有那么多了，一般根据客人
吃的情况上四个即可。 □田家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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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鸟衔环熏形器高35.5厘米，底径18.3厘米，
重3.7千克。顶部为一展翅飞翔的凤鸟，口衔一圆
环，与下面球体相接，球体分内外两层，外层为铜丝
编织而成的球体，分为上下两部分，以衔环兽首相
衔接，球体与座之间为八菱形方柱相衔接，覆斗形
底座为镂空饰有持盾牌人物、虎纹等。器形整体设
计精巧，是一件难得的精品，为国家一级文物。

□雷豫 董海兵

年代：战国时期
出土地点：宝鸡市凤翔区城关镇豆腐村
收藏单位：宝鸡市凤翔区博物馆

凤鸟衔环熏形器

漫川八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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