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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处渭北黄土高原的澄城县，各种各
样的家常面食，配上既简单又独具特色的调
味，让人百吃不厌，大饱口福。其中最具特
色的，当数撴（dūn）面和揪疙瘩。

关于“撴面”这个名字，澄城人这样叫，
我循音找字，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找了这个

“撴”字。其实，从词典的解释和做撴面的方
法看，我倒觉得，澄城的撴面叫“抻面”更贴
切。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撴”字的含义是，揪
住、拽，就是揪住不放，并没有拉长的意思。
而对“抻”字的解释是，拉、扯，相关例句就是

“皮筋儿越抻越长”。关中话中也有“把皱了
的衣服抻展”的说法，都有使物体变形、拉长
之意。这个意思与做撴面的动作更为接近。

撴面的做法跟扯面差不多，但不需要像
扯面那样切块、抹油，而是把面擀成薄饼那
样厚，然后切成两指宽的长条，稍微饧一会
儿，两手捏住长条两头，直接撴开。由于面
已饧软，撴起来不容易断。撴得差不多了，
便下锅煮，熟了捞在碗里也和扯面没什么两
样，只是比扯面厚一些，吃起来口感厚实劲
道。陕西八大怪有一怪是“面条像裤带”，既
说明面条长，也说明面条厚实劲道。因为早
年的裤带并不像现在这么精致轻巧，相反如
麻绳、布带一般粗糙笨拙。如果用传统扯面
解释“面条像裤带”，只强调其长，没有表达
厚实劲道的意思，倒是澄城撴面更能诠释

“面条像裤带”的本意，长和厚实的意思都体现出来了。
撴面的吃法也有其独特的讲究，调味除了盐、醋和臊

子，必须用蒜辣子来调。蒜辣子跟普通的油泼辣子差不
多，关键是辣子里面拌有捣烂的蒜泥。而且最好是吃撴
面时，现吃现泼蒜辣子，辣子新鲜，味道更好。现在人生
活水平提高了，顿顿吃饭有炒菜。过去炒菜少，吃撴面只
要有蒜辣子就行。

因为撴面做法简单，所以在澄城普通人家最为常
见。尤其是农村，主妇们下地回来，先把面和好、揉好，让
面饧着，再切菜、炒菜。菜弄好了，面也饧好了。然后一
边烧水一边撴面，面好水开，三下五除二，饭就做好了，简
便易行，快捷高效。捞一碗面，舀一勺蒜辣子，搅拌均匀，
一碗白生生的撴面立刻成了酱红色，筷子一挑老长，看着
都馋人。

揪疙瘩名字中没有“面”字，但也是澄城面食之一
种。其做法是把揉好的面团用手揪成核桃大的面团，放
在内壁光滑、盛有净水的容器里，一般常见的是洋瓷盆。
把小面团蘸着水，贴着盆子内壁，四个手指并齐将面团边
压边抹，越抹越薄，直到像面片一样薄厚时，从盆子内壁
上揭下来，放入沸水中。这样一疙瘩一疙瘩抹成面片，丢
入锅中，想来似乎很慢、很麻烦，其实做起来跟擀面用的
时间差不多。最后，小面团全弄成面片丢入锅中后，盆子
里的水也成了面与水的混合物，也一同倒进锅里，与面片
同煮。当然，这之前锅里的水就要比计划的水量少一些，
而且提前在锅里就漤了调味品和菜。这样做出的面食就
是带汤的。

对于揪疙瘩的起源我没有考究，也无从考究，但是揪
疙瘩的形态，让我想起著名学者商子雍先生在一篇《何物
汤饼》的文章中提及关于面条来源的说法。据这篇文章
考证，面条最早在东汉时的名称叫“汤饼”。“所谓汤饼，就
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汤面，只不过其中的面不是面条而是
面片罢了。”据《齐民要术》记载，面条还有“水引饼”的古
称。不管这篇文章的考证中叫作汤饼的面片还有叫作

“水引饼”的面条，与澄城揪疙瘩在做法上究竟有无相同
之处，但从形态上看却是颇为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讲，说
澄城揪疙瘩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可能不够确切，但是说澄
城揪疙瘩在古代就有同类食品应该不为过。

从道理上讲，揪疙瘩的汤里漤的菜可以根据人们的
喜好多种多样，但是澄城人习惯于在汤里漤南瓜。就是
把南瓜切成小块，加上辣面、蒜片、切成碎末的杏仁等调
料，一起炒成半熟，然后直接加水煮沸后，下揪疙瘩面
片。这应该算澄城人的经典吃法，称作南瓜揪疙瘩。因
为是汤面，加之有面水以及煮烂的南瓜，揪疙瘩做好后，
汤就几乎成了糊状的，加上南瓜和其他佐料的味道，吃起
来绵香粘润，口感丰富，味道独特。

一碗揪疙瘩下肚，立刻口腹生香，浑身盈暖，所以做
揪疙瘩这种面食一般都选在天阴下
雨，气候微凉的时候。 □王政

说起钟楼，人们不得不佩服
它建造的精致和宏伟的英姿。钟
楼位于西安市中心，城墙内东西
南北四条大街的交汇处，凡来西
安旅游之人，必登临钟楼，一览西
安城市的风采。

钟楼初建于明洪武十七年
（1384年），原址在今西大街广济街
口，明万历十年（1582年），移建于现
址。昔日楼内悬一口大钟，每日击
钟报时，故名钟楼。钟楼为砖木结
构，由基座、楼身和楼顶三部分组
成。整个建筑通高36米，微翘的屋
檐上覆盖有深绿色琉璃瓦，楼内贴
金彩绘，雕梁画栋，美丽壮观。其基
座为正方形，高 8.6米，长、宽各为
35.5米，四面正中各有高宽约 6米
的券形门洞。

钟楼是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
华，重檐斗拱，攒顶高耸，屋檐微翘，华丽庄严。
由台阶上至基座的平台可进入一层大厅。钟楼的
建造应用了唐宋建筑的法测，又有明代建筑的革
新，整体呈典型明代重檐三滴水建筑艺术风格。
楼分两层，下层为一重屋檐，上层有两重屋檐，四
角攒顶覆盖碧色琉璃瓦，各层有斗拱凿景彩绘，四
周均有明柱回廊、彩枋细窗及雕花门扇，尤其是
各层均饰有斗拱、藻井、木刻、彩绘等古典优美
的图案，是一座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宏伟建筑。

钟楼上部为三重四面攒尖顶结构，由斗拱支
撑。最明显的金顶高 1.90米，上粗 1.42米，下粗
1.12米，金顶底座高2.20米。原为木质内芯，外包
一层铜皮。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多次对钟楼
进行修缮，1995年重点对金顶做了更换，修复了
底座，取掉了已经腐朽的木芯和氧化了的铜皮，
换成了用真金锤成的金铂贴面。从此，钟楼有了
真的金顶。时隔25年，2020年又对钟楼作了进一
步维修，不仅对钟楼的屋面、檐口、飞椽、外金柱
等进行了修缮，而且对钟楼上原来的“灯带”进行
了拆除。同时，对钟楼宝顶重新进行贴金包装，
共用了3800张金箔纸，贴金后的钟楼宝顶金光灿
灿，非常耀眼，显得更加瑰丽而辉煌。

钟楼的设计构造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民的高
超智慧，外部的重檐三滴水攒尖顶式不只增加了
建筑形制的美观，而且缓和了雨水顺檐下落时对
建筑的冲击力，描梁之端的斗拱巧妙地运用了
力学原理，形成均匀负荷。楼顶按对角线构筑
四条垂脊，从檐角到楼顶逐渐收分，使得金顶稳
重庄严。楼上琉璃瓦的板瓦之间扣以筒瓦，以铜
质瓦固定，更使建筑稳固结实，浑然一体。

古时，钟楼是用来鸣钟报时的，现悬挂于钟
楼西北角的一口巨钟就是例证。说起这口巨
钟还有一段故事：唐朝时，唐睿宗李旦景云二
年（711年），在今西安北广济街南口，有一座迎
祥观，距现在的钟楼约 1000 米，上挂有一口铜
钟，高 2米，直径 1.5米，重6吨，名曰“景云钟”，其
做工精致，声扬数十里。到了明代，钟楼由广济
街迁至现址，因铜钟移位后怎么也敲不响，于是
就铸有一口铁钟悬于钟楼。原景云钟现藏于碑
林博物馆，为国宝级文物。现在钟楼上使用的钟
是 1997年重铸的，高 2.45米，重 6.5吨，钟裙外径
1.65米，纹饰、铭文酷似原钟，音质嘹亮雄浑，可
与原钟媲美。著名建筑大师张锦秋为之设计了
仿古的钟架，游客可到钟楼上敲钟，以祈福平
安、吉祥如意。

西安钟楼为全国钟楼之冠，也是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在西安众多名胜古迹中，钟楼无疑
是最光彩夺目的那一个，也是西安最端庄、最雄
奇，最气宇轩昂的建筑。 □王雄文

秦 味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溪山行旅图》
为北宋大画家范宽所作，绢本，水墨，纵 206.3
厘米，横 103.3厘米。观《溪山行旅图》，最能
体会何谓高山仰止。扑面而来的悬崖峭壁占
据整个画面的三分之二。人在其中抬头仰
望，山就在头上。

在如此雄伟壮阔的大自然面前，人显得
小如蝼蚁。山底下，是一条小路，一队商
旅缓缓走进了人们的视野。铃铛声声似
乎也渐渐进入画面，山涧还有那潺潺溪水
应和。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诗情画意在
一动一静中显现出来。巍峨的山峰，葱茏
的林木，突兀的巨石，描绘出雄伟的自然景
色；山路间行商的小小驴队又显出了人世
间生活的脉搏，自然与人世的生命活动又
处于和谐之中。

范宽（950 年-1032 年），宋代绘画大师，
又名中正，字中立，汉族，陕西华原（今陕西
铜川耀州区）人，性疏野，嗜酒好道。擅画
山水，为山水画“北宋三大家”之一。初学李
成，后感悟“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造化”，
遂隐居终南、太华，对景造意，写山真骨，自
成一家。其画峰峦浑厚端庄，气势壮阔伟
岸，令人有雄奇险峻之感。用笔强健有力，
皴多雨点、豆瓣、钉头，山顶好作密林，常于
水边置大石巨岩，屋宇笼染黑色。存世作品
有《溪山行旅图》《雪山萧寺图》《雪景寒林
图》等。

大山大水的全景构图，是范宽《溪山行
旅图》最突出的特色。作为北宋时期的山水
画代表作品之一，它之所以能够彪炳史册，在
后人的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就在于此图大
山大水的全景构图、细致刻画的山石树木、多
变的笔墨及皴法，以及雄浑的意境，冲击着观
者的心灵，更使人产生无尽的凝思。

明代董其昌用楷书工整写就“北宋范中

立溪山行旅图”十字，乾隆皇帝对此画推崇备
至，加盖印章。国画大师徐悲鸿在《故宫所藏
绘画之宝》中这样说：“中国所有之宝故宫有
二，吾所最倾倒者，则为范中立《溪山行旅
图》，大气磅礴，沉雄高古，成辟易万人之作。
此幅既系巨帧，而一山头，几占全幅面积三分
之二，章法突兀，令人咋舌。全幅整写，无一
败笔，北宋人治艺之精，真令人倾倒。”

有意思的是，由于北宋的画家没有题
词、盖章的习惯，几百年间，人们只能依据
史料记载以及明代董其昌在画上的题跋“北
宋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和画风来推测这幅画
的作者是范宽。但来自画本身提供的证据，
人们却一直没有找到。直到 1958年，时任台
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李霖灿采用画方格
的方法，在画中树丛之中，发现了画家的
签名。李霖灿在回忆录中记载了那个激动人
心的一刻：“忽然一道光线射过来，在那一群
行旅人物之后，夹在树木之间，范宽二字名
款赫然呈现。”至此，这幅画的千年之谜才得
以解开。

这幅传世名作，令人叹为观止，作者范宽
其人，也让后人无不敬仰。然而，关于《溪山
行旅图》中的山，到底在哪儿？史界、画界争
论不休，没有定论。有太行山、终南山、华山
等等猜测，但对于范宽家乡的照金山脉，却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鲜有提及。

照金位于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因当年
隋炀帝巡游此地发现“日照锦衣，遍地似金”
而得名。照金山脉以其独特的丹霞地貌，突
兀而又不群地横卧在这方圆百里的区域之
内，其地貌与太行山、终南山、华山等山脉大
为不同。特别是薛家寨，重峦叠嶂，密林如
海，中心地带壁立千仞，地势十分险峻。整座
山寨走势雄奇，军事上易守难攻。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山水画研

究会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梁耘，在 1989 年
冬，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去照金山脉写生。
在这里，面对着照金一带巨大的灰青色的山
体，突然感悟到，范宽山水画的根脉就来源于
鲜为人知的照金山脉。

他在自述中说：“那天清早，我准备上山
写生，拉开门，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覆盖了
大地，一片迷茫。我庆幸在这大山中，能看到
如此美妙的雪景，真乃天赐我也。稍停，大雪
渐止，我差点惊呼，眼前之景不就是范宽的
《寒林雪景图》吗？于是，我在后边的写生过
程中，便留意对这里的几座名山、溪流、瀑布、
山崖、坡地、林木等进行观察研究，并作焦墨
写生数十幅。渐渐地把范宽的《溪山行旅图》
与照金山脉联系起来，岂非天作之合？”梁耘
分析说，既然范宽故里距照金很近，起步可
至，那么在古代交通、通讯极不便利、极不发
达的情况下，范宽难道可以舍此壮美山水，而
忘情远方山水？

这里并不否认史书记载范宽“多往来雍、
雒间”，又“移居终南山、太华山，终日观览山
水，以求其趣”的史实。作为山水画家，博览
广采，吸纳更多营养，胸有无尽丘壑是山水画
创作的必备条件。但他要阐明是，范宽山水
画的气象、气质、魂魄及精神内涵是以照金山
脉为根基的。尤其《溪山行旅图》，作为范宽
山水画的代表作，更是集中体现了照金山脉
的雄浑博大与恢宏壮阔。不论从自然景观和
人文景观考察，这无疑是一件地域性很强的
宏图巨制和伟大作品。

西安文理学院艺术设计系教授、画家韩
长生坚定地认为，范宽的老家耀县（现耀州
区）的照金山才是《溪山行旅图》的原型。西
安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李才根三次来到照
金，写生、考证、研究，完成了一部书稿《寻找
溪山行旅图》。在这部书里，李才根教授以翔

实的史料和地质学知识，得出结论：照金山脉
就是《溪山行旅图》的原型。

一千多年前的某一天午后，大画家范宽
或许骑着小毛驴来到照金写生，面对壁立千
仞、气势磅礴的薛家寨，画了草图。隔日，一
幅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溪山行旅图》在他
的案头一气呵成。隔网，我们遥望《溪山行旅
图》；回头，我们去仰望照金。 □雷焕

《溪山行旅图》探微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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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上，原先有东西走向的两条沟。
相传这两条沟，都是远在长安古城筹建之前
形成，当时的统治者选调全国风水先生四处
观察，把白鹿原地下的两条鲸鱼误看为龙
脉，确定在这个一面依山、三面环水，居高临
下、攻守兼宜的地方建立都城。遂在白鹿原
四周埋石以作标志，准备不日择吉动工。两
条鲸鱼得此消息后，在天神的帮助下，连夜
逃跑，北边的雄鲸鱼向西逃往灞河，南边雌
鲸鱼向西南逃往浐河，他们先后游到渭河
后，共同游入东海，获得了自由。由于两条
鲸鱼的逃走，致使平坦的白鹿原陷出两条
鸿沟。统治者大失所望，只好把城址改移
在现在的西安。因此，后来人们就把这两
条沟，叫作“鲸鱼沟”。

白鹿原上本来有南北两条鲸鱼沟，但现
在人们只知道有一条鲸鱼沟，那另一条鲸鱼
沟在哪里呢？

现在人们参观游览的鲸鱼沟就是白鹿
原北原狄寨那条沟。而南边那条鲸鱼沟位
于白鹿原南原东部的前卫镇西南方向，但几
乎被人们遗忘，销声匿迹了。为什么？主要
是它改名为“沐浴沟”，很多人就不知道了。

白鹿原南原这条鲸鱼沟，后来易名为
“沐浴沟”。这名字的来历，据传源于武德六
年，唐高祖李渊在沐浴沟西岸修造神尧山
庄，专供皇家休闲洗浴，因而得名“沐浴沟”。

沐浴沟的源头始于蓝田县前卫镇西边
的杜沟村，这里属于鱼的尾部，沟窄且浅，越
往西越深越宽。从杜沟向西延伸，经过王
庄、阴坡子、田湾村、布村，沐浴沟从这里向
南拐弯，到南边候村就是沐浴沟的最西边沟
口。途中经六座村庄，其长度 7.5公里。沐
浴沟主沟流向由东向西再向南，一沟两岸分
属两地管辖，北岸属蓝田县，南岸属长安区。

沐浴沟最宽阔的地段在田湾沟段，因为
在这里，沐浴沟北边多了两个沟岔，也就是
分支。一支由田湾村东头，向西南延伸约一
公里长的沟道与主沟汇合。另一分支由布

村村东，向南延伸，约一公里后与田湾沟及
主沟汇合，形成了最广阔的沟域。

沐浴沟越往西沟越深，沟底有一条河，是
由沿途众多小水泉汇聚而成。冬天河水较小，
河面较窄。但是夏天如遇暴雨或秋季的淋雨
天气，原上的雨水大量倾泻沟内，河水猛涨，
有的河段水面宽度会达到六七米。上游靠
近河边人家的房屋、畜舍常被洪水冲毁，下
游有些会游泳而且胆大的小伙子，会趁此时从
滔滔洪水中，捞取冲下的木料或猪羊等物。

这条河千百年来滋润着沟两岸的土地，
浇灌着沟里的庄稼、果园、竹林和大片大片
的芦苇，养育着沟里居住的村民。20世纪
70年代，阴坡子在中游修建了一座水库，候
村在河的下游修建了一座水库，利用沐浴沟
的河水浇地，使不少人受益。

候村那座水库竖起一个牌子，名为“沐
浴沟水库”。许多人看到这个牌子才恍然大
悟，自己长期以来心目中的“母鱼沟”或“木
鱼沟”，原来是“沐浴沟”这三个字。因为长
期以来，沿沟而住的人，都知道叫这个名字，
但具体是哪三个字，大多数人弄不清楚。有
人写成“母鱼沟”，有人写成“木鱼沟”。其
实，叫作“母鱼沟”是有道理的。因为传说中
被困于白鹿原的两条鲸鱼，北边的是一条雄
鲸鱼，南边的是一条雌鲸鱼。也有称为“北
边鲸鱼小伙”“南边鲸鱼姑娘”，因此南边确
实是条“母鱼”，叫作母鱼沟是合乎情理。

沐浴沟的这条河，扮靓了沐浴沟，可说
是有山（原）有水。沟壑纵横，芦苇、翠竹成
林，各种树木漫山遍野。这样的美景连唐高
祖李渊也眼红，在这里建起了“神尧山庄”，
成为皇室游玩沐浴之地。

这条河因为地形高低不同，河床有高
有低，河面有宽有窄，也形成一些瀑布和深
水潭，成为沟内主要景致，也是人们观赏、
游泳和戏水的好地方。原来沟里还住着不
少人家，在沟里种地，栽植果树，挖野生的
中草药，用沟里的芦苇打席，编席包卖钱为
生。但是自从国家号召“退耕还林”以来，
沟里人大都搬迁到了原上，现在沟里很少
人有人居住了。

沟内人家世代的生活饮用水都是沟底
甘甜的泉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几百年来
滋养着此地居住的村民。

两岸沟坡上，树木植根在坡坡坎坎上，
密密麻麻，铺天盖地，就成了鸟儿们生存繁
衍的天堂。空中不时有各种鸟儿飞翔，芦苇
荡里不时传出各种美妙的鸟鸣。有一年夏

天，我在沟里割草，突然遇到了一只野鸡带着
一窝野鸡娃，老野鸡见人逃命飞走了，七八个
小野鸡娃连跑代滚地在草窝里乱钻，被我抓
到了 5只。但那野鸡娃野性十足，“宁死不
屈”，喂它虫子，小米、苞谷糁它都不吃，家里
人怕把它们饿死，让我赶快又放回到了沟里。

在田湾沟住人的第二个平台上，靠崖根
下有一排低矮的房子，身后都是土窑洞，住着
七八户人家。东边有一个著名的窑洞“居士
堂”，是一处宗教活动场所。这里是围墙围
成的一个小院，院内并排有 3孔窑洞，两边
较小是居士们的生活居室和厨房，中间一孔
大窑洞就是他们的会议厅，也就是诵经、举
办法会活动的地方。

这个小院里长年住着几位居土，院落、窑
洞干净幽静，给人一种神秘感。经常有外地
居士来此举办法会，就在那孔特大的窑洞会

议厅里。这孔窑，比老百姓住的窑至少大一
倍，宽约 8米，窑深约 30米，外边的光线照不
到最里边去，白天也必须点灯。

有一年过春节时，我随大人们去居士堂
拜年，看到最里边有个台阶上塑有佛像，点
着很多蜡烛和香火，居士们穿着他们做法会
的衣帽，吹打着乐器，奏出很好听的音乐，在
里边诵经。进来的外人再多，念经的居士们
不为所动，照念不误。很多大人进去拜佛，
更重要的是欣赏居士们念经。

我们村田宝珊的五伯父名叫田兴智，就
是该居士堂的一名居士。他是个医生，一
辈子以医术普济众生，积德行善，在乡党们
中间德高望重。老人去世后第 3 天，居士
们在他家门口的大场上搭起法台，当晚 30
多名从外地聚来的居士，排成长队，为老汉
做法会。门口到法台的通道两边，高挂着
几十盏白色的灯笼，法台上一排排蜡烛闪
亮，把场里照得亮堂堂。四面八方来观看
念经的观众人山人海，那可是白鹿原上史无
前例的一次宗教法事活动。

这个居士堂在 2000年前后因崖垮而窑
塌，居士们也四散而去了，居士堂永远成了人
们的记忆。

2013年西安修了条南横线，后改名“终南
大道”，把周至、户县、长安、蓝田4县连通了。
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对于白鹿原上人来
说，这真是世代做梦都在期盼的事，千载难逢，
终南大道就是从沐浴沟上白鹿原的。为了修
4车道的公路，满足路基宽度，把沟北坡沿路
从上往下用挖掘机削了几十米，大量土方倒
向沟底，沟里很多地方被覆盖填埋，原来的高
窑、滴水崖，连那居土堂遗址都看不到了。

我离开家乡 60 多年了，但小时候在沐
浴沟割草、摘樱桃、摘酸枣、柿子，在山坡上
挖芋奶奶（蕨麻），拔甜甜（菅草根），在河渠
逮鳖、捉螃蟹，拔水芹菜让妈妈做浆水菜，
吃搅团鱼鱼的事，仍历历在目，永远抹不
掉，也挥不去。 □田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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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的沐浴沟

“洁白之节，情同皎日，忠贞之操，好是
正直，卓冠古人，当时莫及。”这是东汉经学
家郎顗对李固的盛赞。

李固，字子坚，汉中郡人（今城固县柳
林镇），曾任东汉三朝太尉，在城固悠久的
历史文化中，他是堪与“丝绸之路开拓者”
张骞齐名的杰出人物，享有“北斗喉舌”之
美誉。“喉舌”一词最早源于《诗经·大雅·
烝民》，“出纳王命，王之喉舌。”意在颂扬
臣子勤勉有德，始终以报效国家、一心为
民的高尚品行，深得天子信赖，可以视为
天子意志的“代言人”，这也是李固一生最
真实的写照。

心无旁骛，非淡泊无以明志

说到李固，就不得不提他的家世，祖父
李颉，是汉朝时期东郡太守李武的后裔，
李颉精通儒学，学识渊博，官至太学博士；
其父李郃，承袭父业，游太学，通五经，因

“廉能正直”被举荐为孝廉，后任司徒，位
列三公，李固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官宦
之家。

李固自小胸怀大志，随父亲研习经
书，常不远千里，跋山涉水寻师求学。他隐
瞒官宦子弟的身份低调入太学学习，一时
间有许多人举荐李固入朝为官，他都一一
婉拒。李固坚持学习、儒而不仕，但他始终
心系国家，关注着苍生百姓，对于当时外戚
宦官专政造成社会黑暗，更是忧心忡忡，还
写信动员同样不愿做官的黄琼出来为朝廷

办事，“自古以来，善政少而乱世多，若是有
志于辅佐朝廷救助百姓，现在正是时候！”

作为名副其实的官二代、“太学二代”，
李固毫无贵胄子弟的纨绔习气。

君子不器，先天下之忧而忧

顺帝阳嘉二年（133年），首都洛阳“有
地动、山崩、火灾异象”，于是顺帝特召有学
之士对策问询，李固一针见血地指出皇帝
封爵乳母违反礼制，重用外戚、宦官不利于
国家稳定，建议皇帝以身作则，匡除时弊。
一时间，朝廷纲纪肃然，皇帝遂任命他为议
郎（皇帝顾问）。然而，外戚宦官十分痛恨
李固，处心积虑地作伪证诬告他，致其入
狱，经过几个月的多方营救，李固才被释
放，最终调离朝廷外放县令，走到白水关
时，大概是心下感伤，他解下印绶放在驿
站，独自一人回到城固老家，从此闭门谢客
专心读书。

阳嘉四年（135年），梁商（皇后梁妠之
父）举荐李固。因钦慕梁商人品，李固再度
入朝为官。永和三年（138年）日南郡（今
越南中部地区）发生大规模叛乱，李固出策
平息。永和六年（141年），荆州、泰山盗贼
蜂起，数年无法平定，李固再次临危受命，
仅用半年时间就让盗贼投降。

李固毕竟是李固，并没有因为梁商给
他升了官就放弃和外戚专权的斗争，他还
常常劝告梁商要“崇尚节俭、不要贪恋权利
富贵、当以天下为忧”，可谓是“达则兼济天

下，穷则独善其身。”

一往无前，虽九死其犹未悔

建康元年（144年）汉冲帝即位，任命
李固为太尉（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与大将
军梁冀（太后梁妠的哥哥）共同理政，此时
的李固站在了政治生涯的最高点。他先后
举荐一大批清流贤臣，整肃朝纲、改善民
生，免职不公不力不称职的官员达一百多
人，朝廷对李固的信任和依仗引起了梁冀
的忌恨。为了把持朝政，冲帝崩逝，梁冀强
立年仅八岁的刘缵为帝，是为质帝。他虽
年幼，但聪明智慧，曾在一次早朝，看着梁
冀说：“这是跋扈将军！”梁冀听到以后，对
质帝深恶痛绝，派人毒杀皇帝。李固见质
帝病逝奇怪，命太医彻查。梁冀想继续把
控朝政，推立 15岁的妹夫刘志为帝，李固
坚持立年长的刘蒜为帝。梁冀愤怒不已，
让姐姐梁太后将李固免职，即定刘志为帝。

汉桓帝刘志建和元年（147年），梁冀
栽赃诬陷李固，将李固下狱，李固门生们
身戴刑具到宫门前喊冤上书，朝廷担心激
起民愤，下令释放李固，洛阳城里的老百
姓欣喜若狂，群呼万岁。李固在广大民众
中有如此威望，梁冀大为震惊，再次诬告
李固议立新君，李固最终被害死狱中，时
年54岁。

李固死后，其弟子依照李固的遗愿殡
葬一切从简，护送灵柩回归故里葬于今城
固县柳林镇。 □王婷

三朝太尉耀青史 人 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