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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文姬纪念馆位于蓝田县城三里镇文
姬路中段。蔡文姬是东汉至三国时期的一
代才女，她的墓冢于1957年5月被公布为
陕西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的蔡文
姬纪念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整修的墓
冢、展馆、碑廊、门楼等基础上重新规划布
展，于2016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

蔡文姬像蔡文姬像。。 田芳昕田芳昕 作作

初冬时节，笔者来到蔡文姬纪念馆，拜谒这
位以《胡笳十八拍》流传千古的诗人，感触她隐忍
的痛苦和对故国深切的思念。

离乱之世

蔡文姬纪念馆规模不大，在草木葱茏和亭廊
点缀下，别有一番清静与景致。

蔡文姬生平展展厅以“蔡文姬和她的时代”
为主题，分设离乱之世、家学渊源、饱经忧患、智
对丞相、博学多才、文姬归汉、文姬踪迹寻蓝田等
七个单元，以多种形式展示了蔡文姬卓越的才华
和凄苦的命运，以及她对后世的影响。

其中，最打动人心的是离乱之世单元。
蔡文姬出身于官宦之家，她的父亲蔡邕极有

才华。但由于长于乱世，这些不仅没带给她优裕
的生活和幸福的婚姻，反而使她自幼颠沛流离，
一生命运坎坷。

东汉末年，社会内忧外患，动荡不安。内忧
是外戚和宦官的交替专权，外患是西羌、匈奴的
不断侵犯。在这两者的共同影响下，东汉王朝处
于风雨飘摇之中。原本归降汉朝的南匈奴趁机
叛乱，加入烧杀掳掠的行列之中。就这样，南匈奴与蔡文姬之间，发生
了令人感慨的联系，让她本就苦难的命运进一步跌向深渊。

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蔡邕认为宦官干预政事秘密上奏，得罪
了宦官，获罪下狱。中常侍吕强同情他，为他求情，汉灵帝才下诏“减
死一等”。蔡邕虽死罪已免，但连同家属一起被剃去头发，在脖子上套
着铁圈，被发配到北方寒冷之地。蔡文姬就这样随父充军。

蔡邕一家流放到朔方 9个月后遇赦。不料归途中，蔡邕又得罪了
五原太守王智，被以“怨于囚放，谤讪朝廷”的罪名告到朝廷。为了活
命，蔡邕逃到吴地，过了12年隐居生活。童年时代的蔡文姬，就这样跟
随父亲东奔西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董卓专擅朝政时，蔡邕被迫进京做官。蔡文姬随父亲到长安后，
居住在蓝田。公元195年，东汉王朝陷入军阀混战，西羌和匈奴也乘机
在中原一带掠掳。蔡文姬被乱军掳到南匈奴左贤王的部落，被左贤王
强行纳为王妃，在南匈奴生活长达 12年。曹操统一北方后，花费重金
将蔡文姬赎回。蔡文姬终于踏上回归汉朝的旅途。

蔡文姬的遭遇，仅仅是当时整个王朝动荡不安、无数家庭家破人
亡、万千百姓流离失所的全景式社会悲剧中的一个而已。

旷世之才

雕塑碑刻是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蔡文姬纪念馆院内有碑廊 8
间，珍藏着自秦汉时期至民国各时期的雕塑和石刻，陈列有与蓝田文
庙、吕氏家族、辋川山水等相关的石碑。其中，《胡笳十八拍》与《悲愤
诗》的碑刻最为我关注。

蔡文姬被人们铭记，并非因为她的不幸遭遇，而是因为她的博学
多才和对故国的热爱与思念。作为一代才女，蔡文姬在音乐、书法、文
学等方面都有极高造诣，史书用“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对蔡文姬
的才学做了高度概括。

蔡文姬的父亲蔡邕同时还是东汉时期一位大书法家。在父亲的
熏陶下，蔡文姬对书法也很擅长。韩愈曾说“中郎有女能传业”，是对
蔡文姬才华的高度评价。音乐方面，蔡文姬 9岁的时候就因“辨琴”表
现出非凡的音乐才华，所作的中国古乐府琴曲《胡笳十八拍》哀怨奇
绝，脍炙人口，是一组由18首歌曲组合的音乐套曲。

当然，蔡文姬最为人称颂的，还是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为琴曲
《胡笳十八拍》所填的词与《悲愤诗》是她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篇
章。《胡笳十八拍》是一组思念故国、思念亲情的幽怨之作，前部分思
乡，后部分思亲。整篇诗文词精练，平铺直叙，不求虚华，格式也不是
很拘谨。尤其是最后一句：“苦我怨气兮浩于长空，六合虽广兮受之应
不容！”幽怨之情达到顶峰。著名史学家郭沫若认为“《胡笳十八拍》是
一首自屈原《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把《胡笳十八拍》
评价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悲愤诗》侧重于“伤感乱离”，通过对景物和人情细致而全面的
描述，让人们深深体会到了蔡文姬的悲愤与痛苦。

故国之思

在蔡文姬纪念馆，有一座碑亭，名为“归汉亭”。
蔡文姬感动后人的，除了她的诗歌，还有她对故国深沉而悠长的

思念。即使生活在屈辱之中，即使归国的希望已变得渺茫，她对故国
的思念从未淡化与断绝。在南匈奴生活期间，蔡文姬生了两个孩子，
学会了匈奴的语言和吹奏胡笳，似乎已经完全“胡化”，但她的心却时
时刻刻思念故国。她在《胡笳十八拍》中这样描写自己的心情：“我非
食生而恶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兮归桑梓，死当埋骨兮长
已矣。”

蔡文姬生平展展厅专门展示着以“文姬归汉”为题材的诗、赋、文、
画。“文姬归汉”的史实，也成为人们进行艺术创作时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题材源泉。

漫步在蔡文姬纪念馆的亭台、碑廊、墓冢间，读着《胡笳十八拍》和
《悲愤诗》，似乎听到了蔡文姬痛苦的吟诵和哀怨的琴声，同时也更为
深刻地体会到，只有经历过苦难，才会对幸福有深刻的理解；只有国家
统一和强盛，才有社会的安定、人们的幸福。 □张斌峰

农谚有曰：“霜降摘柿子，立冬打软
枣。”霜降过后，火晶柿子成熟之时，古
城西安就有了一种时令风味小吃——
黄桂柿子饼。

黄桂柿子饼，是以正宗临潼火晶柿
子和面制成的甜味食品，既可当零食，又
可作宴席上的佳肴。西安卖黄桂柿子饼
的摊点很多，其做法大致相同，尤以回民
街制作的名气最大。从那里经过时，常
可看到店铺门前火炉子上放着平底铁
锅，锅底平、沿浅，就像煎锅贴一样，为的
是让每一个柿子饼都受热均匀。其制作
方法也不难，把去蒂剥皮后的火晶柿子
肉用箩网滤成柿子浆，与小麦面粉和成
软硬合适的面团，放在盆里饧上一会
儿。待饧好之后，将面团搓成条，再揪成
大小合适的面剂子，接着擀成面皮，像包
包子那样包入用黄桂浆、豆沙或干果仁
等制成的馅料，最后拍压成鼓状的小圆
饼，待锅底的油烧至六成热时下入，等两

面翻转着煎成棕黄色就可以出锅了。
黄桂柿子饼色泽金黄，入口粘甜芳香。早在元、明时

期，关中一带已有用柿子与面粉合制的糕饼。
它的出现，据说跟闯王李自成有关。相传，明崇祯十

七年（1644年），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
政权后，继续进军北京。起兵之时，关中正值灾荒之年，粮
食缺乏，临潼的老百姓为了慰劳义军，便用当地盛产的熟
透了的火晶柿子，拌上一点面粉烙成饼子，供起义军上路
作干粮吃。由于这种柿子饼香甜可口、抗饥耐饿，义军官
兵食后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杀敌英勇，很快以破竹之势攻
下了北京，推翻了明王朝，建立了农民政权。后来，李自成
的农民起义军虽然失败了，但临潼人每年在金秋柿子成熟
之时，都要制作柿子饼来吃，以纪念李自成起义。这种食
品很快传遍关中各县，传入西安。经一代又一代厨师不断
改进，最后成为如今的风味小吃，被誉为“关中名点”。

一方水土成就一方美食。麦面与火晶柿子，一个地上
长，一个树上结，于适当的季节，二者巧妙结合，再佐以各
种馅料，经过一代代人不断探索、精心烹制，诞生了黄桂柿
子饼，才使得后人有了享受这道美食的口福。 □马小江

我与白鹿原有不浅的缘分，有些说头，不妨
说说。

1994年夏，我去西安打工，就在白鹿原半坡遗
址附近的一块菜地。这是我第二次来古都，说打
工还不准确，教书两年、长待农村的我，假期出来
逛，见世面。印象很深——热、长腿蚊、失眠；烈日
下采鸡肠豆角、摘茄子辣椒、收拾两丈高的豆角搭
竿和撕扯不尽的豆蔓；做水煮菜下疙瘩吃；瞅漂亮
姑娘，坐电车逛纺城，看露天电影……不敢去市
内，怕走丢。晒成黑蛋时，同来的收到了大专通知
书，我们便结束了这十日苦力。

几年后，一本书获茅奖，就是《白鹿原》。虽没
读过，但常对人说，我就在那里打过工。此后，这
书进了文学史，但直到2005年，我才读到它。

当时，我拿到硕士录取通知，辞职去北京。这
次是真打工，编写由王蒙、叶文玲等主编的套书里
的两本。闲时，我租来《白鹿原》，囫囵过了一遍。

研二第一学期末，我拿到西安工业大学的录
取通知书。看介绍，学校还有个陈忠实当代文学
研究中心。毕业前，西安市劳动局给我电话，称西
安文理学院已为我排好导演课。摇摆中我失了
业，决定考博，次年又去西安曲江影视上班，日子
不稳定。

为谋生，我去旅游策划公司做文案，策划影视
城项目。不用讲，是白鹿原影视城。我们十几人
从山脚扒开丛林，踩着丛草和小溪，爬上荒芜的塬
头。大伙儿一边跋涉、察看，一边讨论项目设计、
功能板块等内容。

这前后，一位著名导演找我写西安的谍战
剧。我给的大纲，有多场戏在白鹿原上。不幸，导
演很快故去。2013年省委看了大纲，将其评为重
大文化精品工程，要我出书，我就写了《云横秦
岭》。我作品涉及白鹿原的，还有《乌兰察布之
恋》，是发生在草原上的凄美爱情，主人公最终回
到白鹿原影视城。

2014年初，我入职陕西旅游影视公司。公司
还有俩牌子，白鹿原影视城、白鹿原影业，拍过大

片《白鹿原》。在司期间，我接触到这片子的许多
资料，有精装剧本，有近五百元的精美画册，有六
个小时的内部影片。

其时，白鹿原影视城初具规模。土门内增加
了民国风格的街道、戏楼和祠堂，还有个打麦场。
陕旅投入巨资，忙着做基地二期。为配合项目建
设，我们经常去基地。2015年 12月一个阴冷的上
午，我又去影视城，顺便探班《白鹿原》剧组。我与

“白嘉轩”聊天，张嘉译穿古装，个头和我差不多，
说他老家在安康市，还谈起童年往事。基地还建
了特种影院，为此，我忙着拍特种电影《黄河》《黄
土高原》和《印象大关中》。

2016年 4月末，陈忠实先生去世，作为其小说
电影版的出品方，我去吊唁了先生。6月，影视城
开业倒计时，我被抽调。策划小剧场演义，拟议的
项目有《蓝田勺勺客》《县衙判案》等。每晚十点多
回家，父亲已在楼下焦急等候多时。工作需要，我
开始细读《白鹿原》。

可惜，刚读到几十页，父亲过世了。7月 2日
晨，父亲胃不舒服，吃了门诊开的药也不顶事，我
拉他到九院。转入住院部后，我去看他，他说好多
了。我就坐对面读《白鹿原》，父亲突然心疼，抢救
无效，永远离开了。

11月，我重回曲江影视。巧，公司是剧版《白
鹿原》的备案方和出品方，还正和央视合拍纪录片
《蓝田白鹿魂》。我参与了剧的工作，这个剧成为
2017年的“剧王”之一，可惜网络给了乐视，受损。

2017年国庆前，我受邀去白鹿原“滋兰讲堂”，
给大学师生们做剧本讲座。

2018年 11月初，我的《丝路情缘》有声书开播
式举办，北京燕山社朱菁主任赶来出席。会后，我
带她去逛影视城，见识了她的大胆。到“滋水县
城”时天已黑，空茫狂野里只碰到一个做生意的，
让人顿生寂寥，朱博士却似乎很开心，在老宅子里
乱窜。我不时给她拍照，拍着拍着自个儿有点心
慌，毕竟大夜晚荒山头、月黑风高的，画境阴森，但
也领教了白鹿原的另一面。 □巴陇锋

我与白鹿原的缘分黄
桂
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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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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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家村东的零河上，横跨着一座
古老的石拱桥，名曰寇家桥。从桥西端
北侧立着的一块石碑上得知：一九八九
年五月，该桥被西安市人民政府公布为
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寇家桥是家乡的桥。记得小时候，
夏季酷热难耐，我常跟长辈去桥洞避
暑。桥洞中微风习习，待一会儿浑身就
凉飕飕的。每次回故乡，我几乎都要从
桥上经过。

我曾多次与村中父老乡亲谈起石
桥，隐约了解桥的一些情况。为了搞清
这座桥的历史，我从《临潼县志》上查找，
在互联网上搜索，但没有获取到有价值
的信息。《临潼村史》上只是说：“寇家桥
修建年代久远，具体是什么年代修建的，
已无考。”这种说法，不免让我感到遗
憾。《临潼地名故事·何寨》是这样说的：

“境内的寇家桥曾为何寨通往渭南的重
要通道，该桥为半圆形三孔石桥，以青色
条形大理石修建，石与石之间用粳米汁
浇灌而成。桥南面雕刻有龙头、字画，工
艺精湛，可惜破损严重，为县级文物保护
单位。”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价值，但却
缺少实质内容。前些年，我曾好几次下
到干涸的桥下，察看桥的结构、装饰，寻
觅桥身上的文字，意外地发现了其原始
名称和建造的具体年代。

寇家桥原名“万善桥”，建于清朝咸
丰五年（1855年）。它是一座饱经沧桑的

古桥，是祖先留给后人的物质文化遗
产。从现存的情况看，每孔石拱底部长
约 5米，底部到顶端高约 4米，桥洞深约
6米，迎水面顶端均镶嵌着雕刻精美的
龙头，背水面的相应部位装有龙尾。从
整体上看，三条龙昂头摆尾，守护着这
座石拱桥。可惜不知何时，龙已遭人破
坏，头断尾离，满目疮痍，只有桥洞和桥
身还基本保持原貌，但由于河床淤泥堆
积，桥看起来比过去矮了许多。可以想
象到，初建成的万善桥，既坚固、结实又
美观，既有交通价值又有艺术品位，祖先
的创造才能和审美追求，在这桥身上体
现得淋漓尽致。

零河发源于蓝田县厚子镇西南，由
南向北蜿蜒百余里，在寇家村东北角西
安市与渭南市交界处流入渭河。二十世
纪五十年代后期，修建零河水库之前，
零河应该是一条四季水流不息的河
流。千百年来，河水冲击河岸，形成了
河谷和河湾。低于地面的河谷和潺潺
的流水，成了生活在渭河南岸的河西百
姓通往河东，尤其是通往有“三秦要道、
八省通衢”之称的渭南城区的天然屏
障。让天堑变通途，成了世代居住在零
河两岸百姓的愿望。

清朝咸丰年间，在外遭列强入侵、
内有多地农民起义频发的形势下，在建
桥一切全靠人工的情况下，建桥可谓庞
大的民生工程、德政工程。在祖辈们的

艰苦奋斗中，桥终于建成了。
关于建桥的一些情况，村里一位长

辈曾对我说，桥是河东新庄村一位老中
医倡导修的。这位中医为给路人提供
方便，积德行善，带头捐款并动员周围
的富户、百姓集资建桥。我不确定这种
笼统的说法有无真凭实据。我倒是听
父辈讲过，过去在桥西不远处坡口的北
侧，曾立过五块石碑，碑文记载的是修桥
具体情况。

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些石碑
横七竖八卧倒在地，但碑上的文字很清
晰。夏季，我常看到村里的大人用斧头
将其砸成小块，拿回家在煤火中烧红后
放入凉水中制成碱水，晾凉后供压饸饹
时和面之用。年幼的我，根本不懂石碑
的价值，也不知道这种砸碑的行为就是
毁坏文物的犯罪。我还记得队里打了一
眼水井，队上将其中一块青石碑拉回盖
到井口上。起初，碑面文字还历历可辨，
时间长了，就变得模糊不清。后来，那眼
井连同周围地皮卖给了一家农户，青石
碑的下落，也就不得而知了。

小时候，我听村里的老人讲，过去
我们村子有城墙。城墙之外，有条东西
方向的路穿村而过。这条路，把渭河南
岸十里八村甚至渭北连接起来。路上，
载货物的大车、骑驴马的行人、挑担子
的商贩、背褡裢的百姓，络绎不绝。城
墙外的路边，住着两户外来人家，村里

人把他们住的地方称作“店子门”。店
子门是行人休息、饮食的地方。可见
那时候路上行人之多，桥的作用是多
么重要！

这些年，零河经常干涸，三孔桥洞，
只有中间一孔有时流水。汛期渭河倒
灌，东西两边的桥洞已被淤泥掩埋了多
半，桥洞两端，茂盛的野草几乎遮挡了
洞口。桥身虽然坚固，但前些年，时常
有装满河沙的大型载重汽车从桥上经
过，超负荷的重压使桥身向外倾斜。好
在热心人通过热线将其情况告知区上
的文物主管部门，文管部门迅速采取了
措施，并及时对桥身进行加固维修，使岌
岌可危的石桥基本恢复了原来面貌。

前些年，政府实施渭河综合治理工
程，在万善桥以北四五百米处，修建了零
河入渭口堤防交通桥。这座现代化钢筋
混凝土大桥，将渭河南大堤西安段和渭
南段连接起来。一些去渭南的车辆和骑
三轮车、摩托车的人，纷纷从桥的护村堤
坝上北行，经过零河入渭口大桥，行驶在
渭河南大堤上，但好多行人还是选择经
过万善桥到河东的渭南方向，东来西去
的轿车、行人仍源源不断。

悠悠万善桥，便民百余年。万善桥，
是一座跨越了几个世纪、至今仍在发挥
着交通作用的古老的石拱桥，也是一座
见证积善行为、巍然屹立在后辈心中的
不朽丰碑！ □张喜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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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古称“雍邑”，位于华夏九州之
一雍州腹地，是“成周兴王之地，嬴秦创
霸之区”，为陕西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
凤翔三绝（东湖柳、西凤酒、姑娘手）闻名
遐迩。

“三绝”之一东湖的历史和凤翔一样
悠久。西周时称“饮凤池”，相传周文王
元年，瑞凤飞鸣过雍，在此饮水而得名。

春秋时期，因东湖位于秦国首都雍城
以北，又叫北园，出自《诗经·秦风》“游于
北园，四马既闲”。北魏太武帝时，在雍
城东北方向修筑了新城墙，俗称“小城”，
史称魏城。东湖在魏城之西，所以北魏
时又称“西池”。唐朝末年，岐王李茂贞
割据凤翔，魏城因战乱几经损毁，加上规
模较小，李茂贞就在魏城以西修筑规模

宏大的城池，俗称“唐城”，又称凤凰城。
北宋时，西夏常为患中原，北宋政府

为除“夏患”，人力物力消耗巨大，与强邻
西夏国接壤的陕西民生凋敝，凤翔尤
甚。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来自四
川水乡的年轻才俊苏轼，初仕凤翔府签
书判官，见“有山秃如赭，有水浊如泔”的
凤翔旱塬，便多方考察，籍“古饮凤池”扩
广疏浚，引城北凤凰泉水注入，水多则
蓄，干旱则泄以润田，遂成城中湖。又建
亭造桥，种莲植柳。因湖镶嵌在凤凰城
东，即改名东湖。东湖又分为内湖和外
湖，外湖也叫南湖，是清朝光绪年间凤翔
知府付世炜动员官民修造，建有山庄、荷
塘、桥亭，留存至今。

凤翔东湖与杭州西湖因都与大文豪

苏轼结缘，并称“姊妹湖”。苏轼在修凤
翔东湖二十多年后才在杭州建苏堤，修
西湖。凤翔东湖虽没有杭州西湖名气
大，但有诗云：“东湖暂让西湖美，西湖却
知东湖先。”

全国有六大东湖，除熟知的武汉东
湖外，还有泉州、绍兴、临海（浙江）、贵港
四地的东湖。武汉与绍兴的东湖正式建
于清朝，泉州的东湖虽建于唐朝，但明朝
以后荒废了（1991年重修），临海的东湖
也建于北宋，但晚凤翔东湖十年（北宋熙
宁四年即 1071年建）。凤翔东湖和湖岸
的古柳一样，虽历经风雨，却存活了下
来。凤翔东湖从古“饮凤池”算起，经历
三千年依然湖水悠悠，这在全国城中湖、
北方园林史上是罕见的。

东湖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千年园林。
湖岸的千年陨石，形状像凤凰翘首，苏轼
《东湖》诗赞：“飞鸣饮此水，照影弄毵
毵。”还有“左公柳”“林公柳”等参天古
树，树龄在百年千年以上的就有数棵。
这些“活化石”默默见证着千年东湖的悠
久历史。

凤翔人爱东湖，生活中离不开东
湖。年轻人谈情说爱在东湖，中老年人
休闲娱乐在东湖，在外务工的凤翔人回
家第一顿早餐——豆花泡馍咥完后准去
东湖……东湖成为世世代代凤翔人的精
神家园和深切乡愁。

如果说雍山是凤翔的父亲山，雍水
河是凤翔的母亲河，那么东湖就是凤翔
当之无愧的母亲湖。 □杨舟平

凤 翔 东 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