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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咸阳好地方，一湖两岸好风光。
咸阳湖细柳营公园，位于新建的渭河高新

大桥（渭河5号桥）北岸东侧。这里曾是西汉周
亚夫将军屯兵守护长安的地方。著名的“细柳
劳军”典故就发生在这里。

据《史记》记载，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
158年），匈奴大规模入侵汉朝边境。于是，朝
廷委派河内郡太守周亚夫为将军，驻军细柳，守
护长安，以防备匈奴侵扰。

有一天，汉文帝来到了细柳军营慰劳军队，
只见官兵都披戴盔甲，手持兵器，开弓搭箭，戒
备森严。皇上的先行卫队到了营前，不准进
入。过了不久，皇上驾到，也不让进入军营。周
亚夫得知皇上要进营慰劳军队，这才传令打开

军营大门。皇上的车队在军营中也不准驱车奔
驰，只好拉住缰绳，缓慢前行。到了大营前，周
亚夫将军手持兵器，因盔甲在身，不便跪拜，便
按照军礼参见。皇上因此而感动，称赞周亚夫
军令威严，恪尽职守，是“真将军”。这就是著名
的“细柳劳军”典故。

由于周亚夫将军军纪严明，最后赢得了胜
利。所以，他的部队被称为细柳营，而细柳营也
成为治军严谨的代名词。

司马迁的《史记》让周亚夫的细柳军营成为
千古美谈，为后世敬仰。历代留下的大量诗句，
更为细柳营增添了光彩。唐代诗人王维的五言
律诗《观猎》就真切表现了狩猎人的意气风发，
飒爽英姿，“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忽过新

丰市，还归细柳营。”除此以外，还有杜审言《春
日京中有怀》中描写的“上林苑里花徒发，细柳
营前叶漫新”春日景象以及胡曾的《咏史诗·细
柳营》“辕门不峻将军令，今日争知细柳营”。

这里曾经也是咸阳八景之一“细柳清风”。
张志赞曰：“每岁芳春丽日，清风时布。柳浪有
如麦浪，杨花白似梨花。黄莺恰恰以东西，粉蝶
翩翩而上下。仿佛衔枚觫立之时，依稀按辔徐
行之日。骚人墨客，添一段情怀，是为一景。”又
有李采繁诗云：“东野烟消霁景明，无穷生意任
峥嵘。清风徐布垂杨岸，迟日偏宜细柳营；须信
辕门承帝诏，还看阃寄重符兵。当时号令今犹
肃，不负将军万古名。”

今日的细柳营公园，千亩月季肆意绽放，来
到渭水金滩仿佛到了海边，领着孩
子在这里玩耍，一家人其乐融融。
登上揽胜亭，一湖两岸美景尽收眼
底。咸阳湖碧波荡漾，细柳营天马
奔驰。渭河水滚滚东去，高新桥飞
架南北。创新港、秦创原、咸阳高
新、沣西新区，这里正在形成西部
硅谷，科创湾区。

五水绕湾区，五园润新城。山
光水色秀，鸟语花木深。这里虽然
再也难寻古时细柳营遗迹，但早己
超越了“细柳清风”美景，再现了唐
代诗人罗隐所描绘的“二月春风
何处好，亚夫营畔柳青青”的美丽
景象。 □孟渭泰

双塔寺位于安康市白河县双丰镇。明清时
双丰镇称关庙河，属白河县西区十乡之一。“关
庙河：邑西百八十里。据邑上游，接壤二竹（今
十堰市竹山县、竹溪县），群峰环绕，两水夹流。”
1956年3月，全县行政区划调整时，因关帝地名
封建意味重，就提出改名。征求意见时，一小学
教师说：此地阎家河（汉江一级河道冷水河上游
名）、大百子沟（明清称关帝庙河，为冷水河源
头）交汇，就叫双河。遂上报双河地名，得到陕
西省民政厅批准。2011年5月，撤乡建镇时，因
双河与旬阳县双河镇同名，遂改名双丰镇，寓意
双丰收。

从十（堰）天（水）高速双河出口上县道冷
（水）厚（子河）路，南行 7公里左右即到双丰镇
双安村柳树坪，此处有主峰海拔高1422米的天
峰山。沿山路至山巅处，山泉叮咚、怪石横陈间
见一古塔赫然矗立，这就是双塔寺。

据《中华古塔通览·陕西卷（综合篇）》记
载，双塔寺“古塔奇特，为六角五层实心砖塔。
塔檐、塔角有砖雕斗拱、龙头，塔体部分由八种
异型砖砌成，砖面均经磨制，塔体各部位比例
匀称，端庄秀丽……有很大的观赏和考古价
值。”1984年，双塔寺被列为白河县第一批重点
文物保护对象。后经安康地区文物部门拨款
维修，至今保存较完整。那既是一塔，怎么称
双塔寺呢？

旧志记载：“双塔寺有二塔在山，一属柳树
坪，一属孔长沟，相隔三里许。相传唐时寺多
僧，凿山空腹为来往，有少妇入寺焚香，即匿其
中，莫可追寻。后事败寺毁，修为二塔，云尉迟

敬德监修。其塔高耸十寻，砖大有字，剥蚀莫可
考。”据 1988年新编《白河县志》主编艾文仲实
地采访的当地 72岁老者徐廷瑞说：“（山）梁那
边曾有两个塔，一个是砖做的，另一个是条石做
的，连这个（塔）一共三个，解放后还能看到三个
塔。”原来，天峰山上有三座古塔。一座是至今
尚存的双安村柳树坪古砖塔；一座是孔城村古
砖塔，1950年代拆毁；一座是罗裙坡古石塔，
1960年代拆毁。查看 1950年代绘制出版的白
河县地形图，双塔寺是指柳树坪和孔长沟（即孔
城）两处古塔，称双塔寺名副其实。而新编《白
河县志》载双塔寺：“据塔体风格及建筑材料看，
约建于明代。”

关于柳树坪河、孔城沟河的由来流传着这
样一个神话故事。相传一天，玉皇大帝由众神
陪同出南天门，察看大禹治水情况。玉帝定睛
一看，一座山顶上有一个大垱子的水池，一条青
龙和一只白虎正打斗嬉戏。便思量：不安顿好
这两个孽畜，将来必生祸端。于是，玉帝命巨灵
神下凡。看见巨灵神来到山顶，青龙就跟着白
虎逃跑。巨灵在双河口处的一片沼泽地里右手
抓住了白虎后颈，将它摁住，又伸出左手拽住青
龙尾巴。青龙见尾巴被拽，蹬左后爪把巨灵左
手食指抓伤了一道小口子，就是今双丰学校外
垭子。巨灵顺势用左手拇指把青龙尾巴掐了一
个口子，就是双丰原过风楼垭子。

接着，巨灵大吼一声：“孽畜，休要逞能，还
不伏法！”自知不是对手的青龙乖乖地伏在地
上，昂起头很无奈地化成十家寨那座山。白虎
往沼泽地一卧，身躯也化成一座山，并在沼泽地

里挤出两条小河，左边的是柳树坪河，右边的是
孔城沟河，尾巴化身柳树坪垴白火石垭。龙虎
嬉戏的那个大水池在白火石垭旁，叫天池。这
个神话故事反映了人民把观察到的自然现象，
用丰富的想象力去解释和说明，寄托了人们改
造自然的美好愿望。

据清光绪《白河县志》记载：清嘉庆二年
（1797年）八月十四日夜，白莲教农民军高天升
部设伏关庙河罗裙坡后，出其不意地从上向下
攻，势若山崩。清军惊溃，清主将丰伸布用火药
千余斤自焚。当夜战死清军游击、都统7名，千
总、把总 14名。战后，牵头负责西乡乡团的白
河监生刘万富，收暴露野外的清军尸骨分三处
掩埋，并造塔三座供祭祀用。那丰伸布、刘万富
又是何许人？

丰伸布（？-1797年），唐古忒氏，蒙古镶红
旗人，清正二品西安右翼副都统，专事守西安
城。清嘉庆元年（1796年），丰伸布率军驻防兴
安（今安康市）。清嘉庆二年（1797年），丰伸布
率军移防商洛，后又进驻湖北竹溪，阻止白莲教
义军入陕。刘万富，白河县关庙河人，监生，性
格慷慨，急公好义。清嘉庆元年（1796年），为防
御白莲教农民起义军，白河知县严一青督促捐
银募丁办乡团。刘万富不仅出钱牵头办起西区
乡团，还多次率领西区乡团击退入境的农民军。

清光绪十年（1884年），迁居柳树坪的白河
附贡生蔡燮勋作《二绝》诗凭吊双塔寺：“耿耿剑
光寒，英风未磨灭。秋来孤月明，犹照忠臣血。”

“一塔巍然存，阴云时出没。苔文扫不开，中有
万枯骨。” □蔡建中

古今细柳营

白河双塔寺

灰陶兽纹尊由泥质灰陶制成，喇
叭状广口、束颈、直腹、平底，为陕西
龙山文化遗物。

此尊通体纹饰刻划而成，图案十
分清晰，构图抽象。颈部刻一动物，
形似龟，长足；腹部刻数道斜线纹。
从《山海经》中多把龟与河（水）联系
在一起的记载推断，这些斜线纹似乎
表示水波。这种装饰在迄今为止的
考古发现中仅此一例，是研究陕北地
区龙山文化面貌的重要实物资料。

□李逸凡

灰陶兽纹尊
年代：新石器时代晚期

出土地点：榆林市米脂县

收藏单位：陕西历史博物馆

鉴 藏

秦 味一方水土不但能养一方
人，还能成就一方特产。商州
大烩菜就是依靠当地自然资
源而衍生出的风味菜肴，它与
商芝肉、洛源豆腐干以及丹凤
葡萄酒一道，成为人们舌尖上
的商洛记忆。

商州大烩菜最早来源于
宫廷。

传说在很早以前，位于长
安城的宫廷御厨中，有位来自
商洛的厨师，专门给朝廷里的
下人做菜。一天，他见御厨把
给皇上做完菜的边脚料倒掉，
顿觉可惜，就将剩下的胡萝卜、
豆腐、白菜、粉条末等，烩在骨
头汤里，用文火慢慢炖着。随
着文火不断加热，骨头汤里散
发出一股浓郁的香味，在宫廷
中弥漫。整天吃惯了鸡鸭鱼
肉、生猛海鲜的皇上哪儿闻到
过这样的菜香？于是，就问宫
里的总管，哪里来的香味？总
管忙回皇上，是厨房里的菜香
味。皇上听后大怒，怎么他的
膳食中没有这样的香味，便将御厨主管叫
来询问，御厨主管战战兢兢地来到皇上
前，将事情经过细说了一遍。皇上听后由
怒转喜，并下令从今往后，他的用膳就由
那位给下人做菜的厨师来负责。

皇上的旨令让这位厨子很是为难，按
照原来的做法，皇上已经吃腻了，按照他
的大烩菜做法，却是“粗制滥造”，怕落下
个对皇上不忠的骂名。厨子想了一夜都
没想出个所以然来。临近天明时，他才灵
光一现，何不将皇上以前的炒菜烩在一
起，改变一下口味？厨师按自己的想法大
胆实施，没承想皇上吃得很满意，他的名
声也一下子大了起来，由一个小厨变成了
专门伺候皇上的大厨，令宫里的大小人物
另眼相待。待他告老还乡，商州大烩菜就
这样传进了商州。

传说归传说，商州大烩菜的好吃却是
名符其实的。以前老百姓的生活普遍清
苦，不要说吃肉，就是油星子一年到头也
沾不上几次，要见上一次油星子只能等到
坐席的时候。而过事的主家在做席时也
不像现在这样大鱼大肉地供应，只能以萝

卜大烩菜来招待亲朋。由于萝
卜有很好的吸附作用，肉味能
完全入到萝卜里，这种油而不
腻、色香味俱佳的大烩菜完全
可以满足一村人享用，让前来
的人不说吃好，起码能混个肚
儿圆。于是，商州大烩菜被老
百姓看作百姓菜流行开来。

而今，人们的生活水平虽
然提高了，但商州大烩菜却仍
然成为款待亲朋的保留菜肴，
这是由于它的特点都体现在一
个“大”字上。一是它的选料都
是些大路货。萝卜、白菜是自
己田里种的，红薯粉条与浆水
豆腐是自己做的，猪是自家圈
里养的，葱、蒜、苜蓿香料是自
家地里产的，都是百分之百的
绿色食品。二是用大铁锅熬制
的。厨师早早地将萝卜倒在煮
过肉的铁锅里，待到萝卜完全
熟透后，再加入切好的油炸豆

腐片、洗干净的白菜、粉条末与红烧的猪
肉片，然后再将生姜、大蒜、苜蓿、食盐一
块加入，盖好锅盖，用文火蒸煮。随着文
火不断加温，一股扑鼻的菜香味就会弥
漫开来，这时，揭开锅盖，将切碎的葱末
撒在上面就可以食用。三是吃的人多。
这种大烩菜一般都在过红白喜事时用来
招呼亲朋好友。商洛有着淳朴的民风，
不论谁家有事，乡邻们便会从四面八方
赶来帮忙，主人图的不是谁干了多少，而
是谁来了谁没有来。能来就是看得起
他，哪怕啥都不干，只要能来凑这份热
闹，主人的脸面就无限光彩。如此，主人
在招待上也不能太寒酸，这时大烩菜就
派上了用场。不用过多讲究，大伙随便
往桌子前一围，一人一碗干饭，饭上再浇
一铁勺烩菜，吃得酣畅淋漓，比起那种真
正的吃席来，是更为过瘾的吃法。尤其是
寒冬腊月，热气腾腾的大烩菜既驱寒又耐
饥，它蕴藏着一股浓浓的乡情味在里面，
让人百吃不厌。

如今的商州大烩菜，吃的是风味，品
的是乡情！ □丹影

商
州
大
烩
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