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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味

关中人的饭食当中，面，总能被行家做
到极致，也能被食客吃到极致。就像这西
安城里的腊汁肉揪面片，看似其貌不扬，实
则颇有讲究。吃过一回，就能记一辈子。

那还是几年前的暮春，陪友人从大唐
芙蓉园转回钟楼附近时，已是午后一点多
钟。饥肠辘辘的我们，一边沿着街道溜达，
一边寻觅着可以大快朵颐的店铺。正在犹
豫观望之际，一股爨香味儿直钻鼻孔，撩拨
得人口水直流，当下就迈不开步子了。抬
眼望去，“老西安腊汁肉揪面片”的招牌就
悬在咫尺之距的门楣上方。

“走，进去尝尝！”我拽着友人进店坐
下。老板娘热情地迎上来倒茶，“两碗腊汁

肉揪面片”的话音刚落，便由远而近传来一
阵阵响动，听着带劲、痛快，直想让人一睹
为快。得知楼上也可用餐后，我们沿着木
楼梯来到了二层。

这是操作间连着就餐区的一个紧凑
空间——食客坐在木凳方桌旁，橱窗内便
是一口硕大的老黑锅，袅袅蒸汽，腾腾缭
绕。方盘里的大张保鲜膜下，堆积着一
块块码得整整齐齐的面团。要吃到纯正
地道的揪面片，选用上好的精良面粉自不
必说，搋面更是实打实的把式活。硬也不
行，软也不好，必须拿捏准毫厘之间的分
寸。其中和面的规则，揉面的技术，醒面
的时机，哪个环节都不能出岔子，否则做
出的揪面片要么易断易碎，要么生硬难
熟，就算再好的腊汁肉给它做陪衬，也难
以赢得食客青睐。

身穿白大褂、头戴卫生帽的师傅正在
一方锃亮的不锈钢案板前卖力地甩着面。
那足足有二指多宽的面带极富弹性，来来
回回跳跃着、晃动着，柔韧而光洁，在厨师
双手间轻轻松松地就被抻开来、抖落开来，

转瞬之间即变得又薄又亮。
抓来一撮儿淘洗干净的青菜，撅成两

段，撒入锅中，手指间缠绕着的长长面带，
此刻便被熟稔且快速地揪成一截截麻将牌
大小的面片。再麻利地抛出，一个个飞向
那翻滚的沸水里。

这一幕场景观罢，再细细琢磨一番，始
知“揪面片”之妙，全在这一个生趣盎然的

“揪”字上。服务生伸过长把笊篱，顺着锅
底旋转搅动一圈，一下子将碧莹莹的菜叶
和白花花的面片全部捞出来盛入碗中。
无需其他佐料，只浇上一大勺腊汁肉，即
可享用。

师傅热忱地向我介绍：“咱这可是几十
年的老店了，味道美得很，吃这个，全凭一
口酽汤烂肉哩！”大桶里卤好的腊汁肉块还
冒着热气，这汤汁才是一碗揪面片的灵魂
所在，也是一碗面片的营养所在。祖传的
配方，以前可是秘不外传的。因为配有香
草、香叶、肉蔻等原料长时间熬制，除了原
有的肉香之外，又增加了一缕去腥除腻的
醇香。汤汁黑澄澄，浓得有点像陈年老醋，

加入的味料早已具备了面食不可或缺的那
一份口感。

轻轻搅拌几下，便迫不及待地往口中
扒拉。热乎乎、光溜溜、油漉漉、香喷喷，揪
面片的爽滑筋道与腊汁肉的浓郁鲜美交织
在一起。炖得烂透的肉瘦而不柴、肥而不
腻，真是匠心独具的绝配。

简简单单的白面片，一成不变的肉和
汤，司空见惯的几根菜，却成就了一款响
当当的金字招牌，也真正颠覆了老陕吃面
离不开辣子的传统理念。更让我心生欣
喜的是，没有酸辣调拌的面，竟也可以吃
得如此酣畅淋漓，回味无穷。

正如快言快语的服务生向我解释的那
样：“要的就是这纯纯的味道，搁了辣子放
了醋，炒菜烩菜加进去，那腊汁肉的香味可
全就被掩盖了，全就被影响了，那岂不成了
毫无特色的一碗干拌面了？”就连隔壁桌子
几位从成都来华山旅游、吃惯了麻辣担担
面的年轻人，也禁不住竖起了大拇指，啧啧
称赞道：“西安的腊汁肉揪面片，嫽！”

此后，但凡到西安，不管多么繁忙，无论
相距多远，雷打不动的事，便是专程去吃一
碗心心念念的腊汁肉揪面片。似乎缺了它，
来一趟古城都显得那样不圆满，不尽兴。

□王英辉

铜川是耀州青瓷
的著名产地。在耀州
瓷中，有一款中外驰
名的瓷器：倒流壶。

非常有幸，我曾
经在耀州瓷的生产地
——陈炉陶瓷厂附近
的税务所工作过两
年。由于多次实地参
观过，对其生产制作
的过程并不陌生，但
仍时常感叹耀瓷的精
美和发明的智慧。

倒流壶成了当地的地域名片。外地游客北上
途径黄堡镇街道地段，会在不远处的高空看到一个
巨大的倒流壶。再往前，又能看到另一个巧夺天工
的倒流壶雕塑，这就到了耀州博物馆。很多游客其
实不会想到，这种看似普通的倒流壶，却有着难以
想象的设计构造雅趣。

人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耀州瓷中的倒流壶
是在彬县出土的。1968年，彬县城关镇的一位村
民无意中挖出了一个瓷壶。1982年，他的亲戚高
立勋回乡探亲时，见到了这个古色古香、刻有精美
花纹的瓷壶，觉得这个东西大有来历，就上交给国
家。后来经过专家鉴定，确认这是北宋时期的成
品，壶身还绘着罕见的凤凰纹。

现在，倒流壶成了一种工艺礼品，无论人们走
到铜川任何一家瓷窑、瓷器店，都能看到大小不一
的倒流壶。此壶成了名副其实的、带有鲜明地域特
色的佳品。

倒流壶，又称倒灌壶、倒装壶。据资料记载，倒
流壶在宋代时最为出名。到了元代，其工艺发展得更加炉火纯
青。据《元代瓷器目录》记载，倒流壶的制作工艺比较奇特，烧制
需经过三道工序，每道工序都较复杂。按这三道工序烧制好后，
再依次连接起来，才组成了构造精巧的元代倒流壶。由于该壶和
传统的壶顶注水法不同——是把壶倒过来，将水从底部注进壶
里，放正后倒出，因此被称为倒流壶。

倒流壶没有可掀开的壶盖，它的构造浑然一体，且具有密封
性好、干净卫生的特点。

倒流壶的“玄机”和雅趣在于：注水和注酒时，将壶倒置，从
壶底部的小口注入，当放正壶之后，注酒或者注水壶底孔处滴水
不漏。

如果此时将壶身轻轻倾斜，水反而能从壶嘴正常流出。这个
秘密好多人一时不能破解，就连天天路过瓷厂的我本人，也很长
时间不知其奥秘。

原来，壶中有两个隔水管，一个通壶腹与壶底的小孔，由于壶
腹的隔水管上孔高于最高酒面，当正置酒壶时，注酒孔处不会漏
酒。另一个隔水管在壶嘴处，同样的原理确保入酒时酒不溢出。

那么早在一千多年前，古人又是用什么方法制作出倒流壶的
呢？经过专家们研究和现场示范，原来倒流壶在制作过程中也是
要“倒”着。需要先用陶泥拉出壶形，再将准备好的导管放进壶胎
内部，然后将成型壶口封上，进炉烧制。

令人惊叹的是，为什么整个壶身釉子、色泽一致，没有浓淡明
显不一的现象呢？

其实，耀州窑的烧窑温度在1310摄氏度左右。能达到这样的
高温，主要归功于一种窑顶完全封闭的马蹄窑。这种窑的先进之
处在于，当火从火塘升起后先到窑顶，因为窑顶是封闭的，火只能
沿着窑床往下运动。如此一来，火焰从窑底到窑顶的运动过程
中，就可以对窑内的产品进行均匀烧制。

窑主对瓷器的烧制是极其讲究的，如果出现次品，统统亲手
损毁，不让一件次品流向社会。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到一件倒流壶的生产、制作、烧
造、成品、造价是如此不易和艰难。且不说其内里构造，单说画工
师傅在其表面一笔笔所绘制的图案，都是来之不易。更不易的在
于其价格与制作时的付出有一定差距。

耀州瓷倒流壶的奇特构造，巧妙设计都充分体现了古代能工
巧匠的智慧和创造力。如今，这种青瓷倒流壶仍在普通百姓家中
发挥着作用，并以其颇具趣味的独特使用方法吸引人们使用。每
每有外地客人光临时，他们会赠送这种精美的倒流壶，让客人领
略耀州瓷文化的博大精深。

倒流壶之雅趣为耀州瓷增彩，为耀瓷文化增彩，它含了一个
人生的道理：倒即正，正即倒，倒之终点为正，正之终点为倒。这
样一个看起来神秘莫测的道理，其实就是想昭示世人：做任何事
情都不宜超越限度。

一件瓷器蕴藏如此哲理，实在是了不起。仅此，倒流壶自然
就成了铜川地域文化的一种荣誉甚至象征。 □王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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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廌（1059-1109），字方叔，号太华逸
民。“其先自郓徙华”（《宋史·李廌传》）。
华，是指今天的华州。他出身于书香门第，
其父李淳，字宪仲，嘉祐二年（1057）进士，
与苏轼同年。不幸的是，李淳大约离世于
英宗治平元年（1064），因而廌“六岁而孤”，
但是，李廌很有志气，“能自奋立，少长，以
学问称乡里”（同上）——他刻苦读书，腹笥
丰富，在乡里很有名望。

李廌所撰《济南集》已佚，目前看到的
是《四库全书》收录的《济南集》，仅有八
卷。八卷之中，卷一至卷四为诗；卷五为
赋，卷六为论、序等；卷七为记、志、铭等；卷
八为书、启等。文集的编排，按照文体分类
编排，作品的写作年代，只能从内容推测，
判断出大体的时间。李廌的《墨池》诗，应
是他青少年时代所作，诗云：

临池苦学书，池水为变色。
终朝坐忘疲，揜卷每自得。
滋灵蚌孕贵，饫饵鱼腹溢。
回堂映茂草，玄源漱白石。
祗恐骊龙飞，蜿蜒上丹极。

——《济南集》卷一
前两句，叙写了自己“苦学书”的情形，

以至于“池水”因洗笔而“变色”——这是套
用王羲之学书的典故，意谓自己也如同王
羲之一样苦习书法。第三句，暗含董仲舒
读书“三年不窥园”的勤苦精神，乐之其中，
忘记了身体的疲劳。第四句，言甚为“自
得”也就是满意自己的学书成绩。中间四
句，表现出对自己的学问与书艺的自信。
后两句，“骊龙”，指黑龙，《尸子》卷下：“玉
渊之中，骊龙蟠焉，颌下有珠”；“丹极”，宫
殿里红色的栋宇；李廌对未来与前途充满
了无限的希望，抱负极大。

据孔凡祥先生考证，此诗为其青年时
代的作品，可以肯定写作时间是在他十九
岁，作于熙宁十年（1077）的《题郭功甫诗
卷》。此诗洋洋洒洒一百二十句，纵论当时
诗坛，其中有诗句：

盛朝能诗可屈指，少师仆射苏与梅。
少师新为地下客，苏梅骨化成尘灰。
金陵仆射今已老，班班丝雪侵颐腮。

当今儒生迂此道，如使杞柳为棬杯。
“少师”乃欧阳修，卒于熙宁五年

（1072）；“苏与梅”，是指苏舜钦、梅尧臣；
“金陵仆射”指王安石；“杞柳”“棬杯”典出
《孟子》之《告子》上，“杞柳”，落叶灌木；“杯
棬”，古代一种木质的饮器，尤指酒杯；“当
今”二句，是说当代读书人，只知埋头儒家
经典而不谙作诗之道，应该加以引导，使他
们在诗坛中发挥作用。那么，诗坛的希望
在哪里呢？李廌接着写道：

好古爱诗惟有君，独使笔力惊风雷。
清音绕齿嚼鸣玉，烂光满纸如琼瑰。
古原夜烧光夺月，立使万物有灰煤。
清泉漱石白凿凿，湍落急濑成渊洄。
才雄句险骇人胆，九月秋水滟滪堆。
有时清贞叩玄关，至诚直可歆郊禖。
郭功甫（1035—1113），名祥正。北宋

诗人。当涂（今属安徽）人。皇祐五年进
士及第，历官秘书阁校理、太子中舍、汀州
通判、朝请大夫等，虽仕于朝，不营一金，
所到之处，多有政声。一生写诗一千四百
余首，著有《青山集》三十卷。其诗风纵横
奔放，酷似李白。李廌推崇郭祥正“好古
爱诗惟有君”，并热情洋溢地高度评价了他
的诗，表示希望同他一样，在诗的写作上有
所作为：

非君鼓吹力主持，是道不世将倾颓。
关西鄙夫怀此愤，白石空炼如女娲。

——《济南集》卷三
“是道”即为诗道；“关西”，是指函谷关

以西的关中，“鄙夫”是李廌的自谦；“白石
空炼如女娲”，表示如同女娲补天来支撑起
整个诗坛——李廌青年时代的这首长诗，
基调昂扬，充满了强烈的文化自信，非常感
人。孔凡礼先生说：“他题当代前辈诗人郭
祥正诗卷七言六十韵，纵论当代诗坛，笔锋
凌厉。时欧阳修已卒，廌之意盖望祥正出
为诗坛盟主。祥正诗造语豪壮，梅尧臣誉
之为太白后身，以天才目之。廌诗风格与
祥正相近，故以此诗献祥正。这首诗，不受
任何依傍，具有一种开拓的性质，对了解欧
阳修去世以后的诗坛，很有意义”（《师友谈
记》之“点校说明”）。

李廌的《济南集》中收录了不少描绘家
乡的诗，这些诗歌也应该是他青年时代所
作。华州在秦岭北麓，沿山东行，大约二三
十公里，即是赫然名山——太华山，李廌登
上此山，极目远望，欣然命笔，诗曰：

太华复何如？名山控西极。
忽从天地分，屹立三万尺。
天维西北倾，扶持藉为壁。
风雷出毫末，日月转两腋。
秦川散余秀，长空借残碧。
支离别周甸，指掌观禹绩。
因知方岳重，奚睹介丘忆。
苍旻仰犹高，厚载真有力。

——《济南集》卷二《太华》
“西北倾”，语出刘安《淮南子》卷三，

云：“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
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
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秦川”，指渭水；“甸”，许慎《说文解字》云：
“甸，天子五百里地”，段注：“甸，王田也。”
“禹绩”，语出《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丰
水东注，维禹之绩。”“绩”，功绩。指大禹
治水的业绩。“方岳”，意思是四方之山岳；

“苍旻”，天空——此诗首句，以反问的句式
肯定地说出太华为名山且为西面的要塞；

“天维西北倾，扶持藉为壁”，言太华山支撑
天地而为“壁”，接着人以奇特的想象，将在
天际运转的日月看作其在太华山腋下运
转；“秦川散余秀，长空借残碧”，这两句描
写太华山倒影渭水而长空借太华之翠而生
碧色。后四句，李廌呼应首句，见过雄伟壮
丽的四方之山，哪里还能记住曾经见过的
土丘似的小山？意在赞叹太华山无与伦比
的厚重雄伟。

少华山是华州境内的名山，与太华山
相邻，层峦叠嶂，群峰竞秀，山势峻险，沟谷
幽深，涧水迂回曲折，是一处幽美的去处。
闲暇之际，李廌曾经登临，写有《少华山》
诗，其开篇云：

少华连延翠烟永，细路缘云上高顶。
奇峰西奔入秦蜀，幽谷南通接荆郢。

——《济南集》卷二
少华山与太华山一样，属于秦岭余脉，

横绝东西，屏绝南北，不仅风光旖旎，且有
崎岖山道，西可入蜀（今四川），南达荆楚，

“郢”，是周代楚国的国都（旧址在今湖北省
江陵西北）。此诗接下来以虚写实：昔年蛟
龙忽变化，怒蹙山巅压州境……这首诗，读
来甚觉诗人想象力丰富而语感急迫，如行
山径，有远山近景皆在眼前之感。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在此处掉头东
去。万籁俱寂的静夜，方圆十几里隐约能
听见河流澎湃的声音，出关入关，必渡黄
河。李廌也写有《黄河》诗，他说：

昔我初为入秦客，残雪埋关闭长陌。
黄河二月冻初销，万里凌澌流剑戟。
西风细卷浪花摧，日射寒光明瑟瑟。
归时细雨正溟濛，冷落关河已秋色。
惊沙惨惨塞云黄，远树昏昏秋水白。
济川壮志愈衰迟，日送烟波问河伯。

——《济南集》卷三
此诗前四句回忆往昔看见黄河的情

形，正值二月，冰冻的黄河渐渐消融，山川
原坡上的积雪掩盖在长长的道路上，河面
上漂浮着冰凌，发出阵阵如同剑戟相撞的
铮铮声音。在寒冷的日光下，西风卷起的
浪花互相拍打……第七句，诗人写黄河之
景，如今细雨蒙蒙、苍茫淡远的函谷关和黄
河已经是秋色一片，昏暗的云彩下，狂风夹
杂着沙尘，远处是枯黄的树木和泛着白光
的秋水。末尾，诗人感慨自己四处漂泊，年
老迟暮，早就没有像以前那样渡河的雄心
壮志了，只能静静地看着烟雾浩渺的黄河
滚滚东逝……

李廌还写有《自陕州渡黄河歌》，其中
感慨“流浪沧浪二十年，三江五湖一钓船”，
诗中倾吐了自己人生的困顿和理想难以实
现的情愫，最后无可奈何地叹息道：“醉披
紫绮傲风波，济川迟暮奈天何”，从这些诗
句来看，应该是李廌出关以后，遭遇到人生
波折，返回家乡路途之中所写。此时，胸中
豪气消磨尽，不复当年写《题郭功甫诗卷》
的意气了，诗风也变得顿挫沉郁起来。

李廌以其飞扬的才思和在北宋文坛
上别具一格的诗文，名列“苏门六君子”
之一。 □柏峰

李廌的青少年时代及关于故乡的诗作

华夏民族的音乐始于 4000多年前黄帝
的乐官伶伦，这已是无可争议的历史。那
么，伶伦到底在哪里造乐，这便成为我们必
须追源的一个问题。

伶伦造乐的有关史书记载
在约 2250年前（秦始皇即位之八年，即

公元前 239年），史书《吕氏春秋·仲夏纪·古
乐》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
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懈溪之谷，以
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
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
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
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
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

这里“阮隃”即昆仑别名。“阮隃”为“阮
陯”之讹，阮陯即昆仑。《说苑·修文篇》《风俗
通·音声篇》引此皆作“昆仑”。故“阮隃之
阴”即“昆仑之阴”。

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关于伶伦造乐故
事的首次记载，从此在华夏开创了伶伦造乐
的历史，从此发端了伶伦文化。

在《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之后，史书
《汉书·律历志》记载：“黄帝使伶伦自大夏之
西，昆仑之阴，取竹之嶰谷，生其窍厚均者，
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
筩，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此
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

在《汉书·律历志》之后，史书《通典·卷
一百四十三》记载：“汉书云‘黄帝使伶伦，自
大夏之西，至昆仑之阴，取竹生於嶰谷其窍
厚薄均者，断两节之间而吹之，以为黄锺之
宫。因制十二管，吹以准凤鸣，而定律吕之
音。’”

从《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到《汉书·
律历志》，关于伶伦造乐的记载，一脉相承，
经历了 1000多年。其中“大夏之西 ”和“昆
仑之阴”成了伶伦造乐不变的地理方向和地
理位置，成了我们研究、追寻伶伦造乐发源

地的唯一遵循。
那么，“大夏之西”指哪里？“昆仑之阴”

又在哪里？
“大夏之西”指的是洛南

根据《夏朝》记载：“夏朝，历史上惯称
为‘夏’。这一称谓的来源有十种说法，其
中较为可信的观点是‘夏’为夏族图腾的象
形字。”

“司马迁记载‘夏’是姒姓夏后氏、有
扈氏、有男氏、斟鄩（zhēn xún）氏、彤城氏、
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灌氏
十二个氏族组成的部落的名号，以‘夏后’
为首，因此建立夏朝后就以部落名为国
号。夏朝是在原始社会制度的废墟上建
立起来的。”

“唐朝张守节则认为‘夏’是大禹受封在
阳翟为‘夏伯’后而得名。‘夏’是从‘有夏之
居’‘大夏’地名演变为部落名，遂成为国名，
这便是不少历史学家认为的中国世袭王朝
的起始。”

“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夏’意为
‘中国之人’”。

这就是“大夏”。
那么，“大夏”的疆土西到哪里？又根据

《夏朝》记载：“夏西起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
部，东至河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三省交界
处，南达湖北省北部，北及河北省南部。这
个区域的地理中心是今河南偃师、登封、新
密、禹州一带。”

也就是说，今河南省境之内，其西部已
全部划为“大夏”的疆土，或者说和陕西省
（洛南县）相邻的河南省所辖区域已经全部
归于“大夏”。那么，“大夏之西”指的哪里？
毫无疑问，作为在河南之西，紧邻河南的陕
西省洛南县，即是“大夏之西”所指。

除了地理方位，这里还有洛河两岸为伶

伦一行西进提供所需的交通便道，以及伶伦
造乐必需的竹子和“秦洛”（草链岭和洛河
源）的自然之声。

“昆仑之阴”中的“昆仑”指的是秦岭
“关于‘秦岭’名称的来源，著名历史地

理学家史念海在其《河山集》中指出：东汉班
固的《两都赋》乃秦岭名称的最早出典。也
就是说，到了东汉时期，秦岭才被称作‘秦
岭’，目前能看到‘秦岭’一名最早典籍的来
源，正是东汉班固的《两都赋》”。所以在
2250年前，在《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记载
的“昆仑之阴”之“昆仑”的地理称谓之前，只
有《山海经》之“昆仑”的地理命名和称谓，那
时还没有“秦岭”这一山名问世。

由于现在的秦岭处于“大夏之西”和现
在的昆仑山之东，秦岭之西段和昆仑山之东
段尾首相接，因而古人将现在的秦岭归于昆
仑山，而统称为“昆仑”。也就是
说，早于《吕氏春秋·仲夏纪·古
乐》几百年的《山海经》中记载的

“昆仑”将今天的“秦岭”包括在
内；而《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
的“昆仑”必是《山海经》中记载
的“昆仑”，必将今天的“秦岭”包
括其内，从而有了“昆仑之阴”的
记载。

故而，《吕氏春秋·仲夏纪·
古乐》中的“昆仑”并不是今天

“昆仑”（昆仑山）的概念，其所指
“昆仑”即是《山海经》中的“昆
仑”，或者《山海经》中“昆仑”东
部（西段）的“昆仑”，即现在“昆
仑”（昆仑山）以东的秦岭。

还有，从“大夏”出发沿洛河
而上到洛河源，其洛河“古道”即
被秦岭高峰之草链岭阻隔，再无

路继续西行，所以“昆仑之阴”之“昆仑”不可
能是今天的“昆仑”（昆仑山）。

再者，《昆仑山脉》说：“现实的昆仑山在
国家地理上，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贯新
疆、西藏；东延青海境内，长达2500多公里。”

由此可见，《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的
“昆仑”和《山海经》中的“昆仑”是一致的，而
二者与今天的“昆仑”（昆仑山）的命名及各
自所属地理范围是截然不同的。

今天的“昆仑”（昆仑山）在大秦岭之西，
中间由于秦岭盘踞，无法和“大夏”相邻，伶
伦造乐从今天洛阳为中心的河南西部的“大
夏”出发，不可能抵达远在今天新疆、西藏等
地的“昆仑”（昆仑山），不可能舍近求远，不
可能舍秦岭求昆仑。故而“昆仑之阴”之“昆
仑”只能是秦岭。

所以无论“大夏之西”，还是“昆仑之阴”
所指方向和方位唯有今天秦岭大山腹地的
洛南，而不会是跨过秦岭山脉之西的昆仑
山，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至此，如果说伶伦造乐不在洛南，又能
在哪里呢？ □郑金民

伶 伦 洛 南 造 乐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何

以激动至此？不在其人，在其乡音。方言是一
种可以渗透到骨血里的东西。

陕北是一片广阔、富饶、多元素的土地。
长城、秦直道、黄河在这里交汇；草原、黄土高
原在这里交界；游牧、农耕、黄河、仰韶、龙山文
化在这里交融。黄帝陵绵延不断的香火、赫连
勃勃连年征战的感叹、李自成起义的闯旗、范
仲淹的悲歌、杜甫儒学的风范、红色圣地的光
环、知青文化知识的注入……成为陕北多文化
的落地、升华，多习俗资源的精神宝库，也形成
了地方特有的语言。

陕北方言是当地的母语，是与生俱来的
生命感悟，田间地头、拐沟山峁、村落集市，
到处遗存。挂在口头上的土语方言，是生活
状态下的古代词汇孑遗，是民间的口语，并
非官方规范的原汁原味、代代相传的语言文
化。随意来几句，就是几千年文明流传的文
字符号。“方言”在陕北最为直白、贴切，是令
人敬畏的古文明根植所系。

陕北方言在沟壑孤岩中沉积，在狂风肆
虐中积累，处处折射出中华文明发展的轨
迹。挖掘母语的来源或许能找到破解中华文
化的基因，是打开上古文化的钥匙。

生于陕北，长于陕北，扎根于陕北，慢
慢地学习研究、诠释了陕北方言的特点，从
而更加确认语言文化的精髓。例如：“谋略”

这个有着政治、军事精神和物质力量的用语，早在《后汉
书·崔骃传》中，就有针对离间“强势”寝反之意，对今天有
思想和物质意识的人而言，却出现在深山百姓的口头中。

“落魄”出自《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是古老词汇，指穷困潦
倒之意，也常在百姓的口语中出现。“沦落”是文言文的语
法，意指被驱逐流落民间，还有许多文言虚词在千年不变
的口语中传递，越是偏远的地方，表达得越准确、贴切，真
的不可思议。

曾经去过好几个地方旅游，虽然说各地的方言有各自
特色，但还是觉得陕北方言是最好听的。一首信天游，粗犷
豪放，具有浓情厚重的乡土味，透露着陕北人的豪爽与坚强。

虽然普通话越来越普及，但在陕北人的骨子里，方言来
源于生活，记录了生活，是一种文化传承，是一声亲切的乡
音，更是地域文化特色标志。 □高志飞

陕
北
方
言
里
的
乡
音

伶伦造乐雕像伶伦造乐雕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