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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三颂”中的
《石门颂》和《郙阁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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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那些
有味道的路名

前几日，西安外国语大学三名大四学生在网
络平台发布了用数据创作的可视化作品《路名中
的“长安味”》，引发了很多网友关注。《路名中的

“长安味”》以路名变更折射时代变迁，通过搜集
西安市 28662条道路信息，在可视化中找寻条条
道路中的“长安味”，用两万多条阡陌联通起历史
和当代的长安城记忆，讲述西安路名的故事。

根据“西安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勘界处”官方
解释，西安路名主要从五个方面采词：从汉唐文
化中采词，从汉唐建筑中采词，从描写长安城的
诗词中采词，从古老村落名称中采词，从反映西
安市城市建设发展新阶段的新特色中采词。

比如，“贞观路”“元朔路”“永淳路”“未央路”
等路名采词于汉唐文化；“太白路”“朱雀大街”

“兴庆路”“含元路”“玄武路”等路名采词于汉唐
建筑；“云景路”“云光路”“云盛路”“柳翠路”等路
名都是从描写长安城的诗词中采词；“鱼化寨街”

“香湖湾路”“江村路”“狄寨路”等路名则是从古
老村落名称中采词，为市民留下了光阴的故事；

“港务大道”“电子正街”“航天大道”“纺北路”等
路名是从反映城市建设发展新阶段的新特色中
采词，体现了古都对于新生的希冀。

道路的命名绝不只为寻址，从西安市主次干
道路名字，频统计图中发现：“兴”出现了 37次，

“新”“文”“凤”均出现了 33次，“丰”出现了 23次，
“锦”出现了 22次，“高”“和”均出现了 20次，“安”
“华”均出现了 18次，这些带着祝福以及希望的
词大量出现，饱含着对这座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
市民的真挚情感。

此外，按照类型分，西安的路名还可以分为
数字类、祝福类、五行类、品德类、年号类、动物
类、植物类、味道类、姓氏类。 □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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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门颂》旧拓本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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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曙是我的伯父，陕西省富平县人。
可在富平，即便是现在还健在的曾经和他
一起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包括我的家人，也
没有人能完全说得清他的革命生涯。1988
年，我陪回乡探亲的伯父王曙数日，根据他
简短、时断时续的讲述，还有我父亲为数不
多的记忆和我多方查找到的零星资料，这
才得知伯父王曙的革命生涯若干片段，现
综述如下，以彰其行，以为纪念。

一

1927年 3月，在中共陕甘区委的支持和
帮助下，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为培养政治军
事革命人才，在西安北院门创办了西安中山
军事学校。史可轩兼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
兼教务主任，邓希贤（邓小平）任政治部主
任，许权中任总队长。学校招收学员 700余
人，分为 3个大队，以学习军事和军训为主，
兼学政治。从学校领导到教员，大多数为共
产党员，从队长到学员，大部分都是党团员
和积极分子。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赛夫林
等也担任了教学工作，学校中的革命气氛十
分浓厚，被誉为“西北之黄埔”。

当年，我伯父在富平县国立第二高等学
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毕业后，根据党
组织的指示，进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学习。
同年 7月，冯玉祥电令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与
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合编为一个旅开赴河

南。史可轩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于 1927
年7月14日率领中山军事学校学生向渭北开
进。7月 29日，史可轩在富平县境内被反动
军阀田春生杀害后，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师生
在中队长许权中带领下辗转于临潼、蓝田、洛
南一带开展斗争。1928年 5月，伯父在许权
中的领导下参加了渭华起义。

起义失败后，8月初，伯父随许权中部队
冒着酷暑从黑龙口出发，一路喝山泉水、吃野
菜野果，翻山越岭、与敌艰苦奋战，8月 22日
进入邓县地界时已不足 100人，且弹尽粮绝、
人困马乏。8月 23日，部队到邓县东一带时
遭到当地大地主武装“红枪会”的突然袭击，
在一阵“要枪不要命”的呐喊声中，起义军终
于溃散。伯父卸下枪栓，扔到一片竹林里。
无栓之枪不如棍，这下可惹恼了红枪会头
领，喝令：“抓住往死里打！”众匪抓住伯父一
阵暴打。这时，从附近村里走来一位老者，
边走边喊：“孬孙子，为啥打人？”众匪停住
手，老者近前一看说：“把人打死了？”伯父趁
机装死，众匪七手八脚把伯父抬起扔到一片
割过的竹林里，两寸多长的竹茬扎在脊背
上，他也没吭一声。天黑后，伯父强忍疼痛
爬着又去找党组织……

就这样，在这位邓县老人的帮助下，伯父
捡了一条命。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军委电信
总局副局长的伯父曾专程到邓县去感谢救命
恩人，但这位老者已作古。伯父只好在老者
遗像前二鞠躬，依依不舍地离去。

二

伯父艰难回到西安后，受中共陕西省委
派遣，打入杨虎城部队电台做地下工作。为
了保密起见，党组织给伯父起了个新名字：王
作宾（原名王时良）。在做地下工作的 8年间
（1929-1937年），他一直用这个名字。伯父
在杨虎城部队做过电台报务员、通信科科长、

通信器材科科长等。在这 8年里，伯父冒着
生命危险一次次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的各
种秘密任务。

1936年初，伯父在任杨虎城部队通信器
材科科长期间，秘密把党中央急需的电台
（杨虎城将军从德国进口的军用电台）及通
信器材，以给父母在西安买家具为名，先转
送到富平县美原镇沐东村老家，然后由延安
党中央派出王诤（军委三局局长，新中国成
立后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
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第四部部长）
等赶着骡队以到富平卤泊滩买盐为名，从
黄龙山辗转白水再到我老家，把电台及通
信器材埋在盐里带回延安。我老家实际上
成了党的秘密联络站和转运站。

1933年，同伯父单线联系的上线陈建中
被捕叛变并出卖了他。当天晚上，伯父正在
公共澡堂洗澡，听见外面人乱哄哄的，职业
敏感告诉他特务抓他来了，他拉了一条浴巾
破窗而逃。特务在后面追，他赤脚一口气跑
到渭河边，游过渭河。特务们夜里不敢下
河，伯父这才逃过一劫。他连夜深一脚浅一
脚跑到富平县城南门口，找到地下党联络站
陈叔馨，陈叔馨给他找了身衣服，立即设法
报告陈建中被捕叛变的消息。

伯父在 1988 年回富平时曾给我讲过：
“在地下工作的隐蔽战线上，党的任务不能
用笔记，全部要用脑子记，时刻准备牺牲自
己。我曾两次被捕，捕后就不准备活。在敌
人严刑逼供下，腰被打断了，落下了后遗
症。最后一次是在准备枪毙前，杨虎城将军
拂晓曙光初现时从枪口下救了我，给了我第
二次生命，从此改名王曙。所以我说没有杨
虎城将军，也就没有我王曙了。”

1993年11月 26日，中共陕西省委、省政
协邀请他参加“纪念杨虎城将军诞辰 100周
年”时，当时有领导劝说：“王老，您 85岁了，

外出我们为您担心，您看不去行吗？”伯父
说：“没有杨虎城将军就没有我王曙，你看
我不去行吗？”伯父坚持回陕参加了纪念活
动并回到家乡富平，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踏
上家乡的土地。

1936年“西安事变”，他明里圆满地完成
了杨虎城将军交给他的各种联络重任，保证
了“西安事变”通信畅通，暗里夜以继日地为
周恩来、叶剑英等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服
务。后来，叶剑英亲自找他谈话：“王曙同
志，你在杨虎城这里的任务已经完成。而且
两次被捕，经过‘西安事变’，你身份已经公
开化。我已经同周副主席商量过了，延安现
在急需无线电人才，由我通知陕西省委，你
就随同我们一起回延安吧！”

从此，伯父王曙结束了他 8年的地下工
作生涯，来到延安中央军委三局工作，直到新
中国成立后，仍然从事我党我军的电子通信
军工事业。 □王中兴

2002 年新华社北京 8 月 8 日电：
原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王曙同志
因病医治无效，于7月24日在北京逝
世，享年93岁。江泽民、胡锦涛、李铁
映、曾庆红、邹家华、叶选平、胡启立
等同志以不同方式对王曙同志的逝
世表示哀悼，向家属表示慰问。

西安市周至县，原名盩厔。
“山曲为盩，水曲为厔”，山环水
绕，是为盩厔。

周至县有一种古老的美食，
人人都爱吃，名叫“翠峰饦饦”。
饦饦是什么？为什么叫翠峰饦
饦？它真的好吃吗？

为了解答这些问题，前几
日，我和朋友来到了周至县马
召镇，在陆顺饦饦家品尝了翠
峰饦饦。

中午时分，正值饭口，陆顺
饦饦店里店外坐满了人。带着
满满的好奇心，我三步并做两
步，脚下生风走进店里，想看看
饦饦到底是什么样子，让这么多
人趋之若鹜。仔细一看，我笑
了：圆圆的，薄薄的，这不就是饺
子皮嘛！可马上我就不笑了，如
果真的是饺子皮，会有这么多人
跑来吃吗？总不至于全周至县
的人都对饺子皮情有独钟吧？

带着满肚子的疑惑，我和老
板打了个招呼，走进厨房，去看
看饦饦到底是何方神圣，让周
至人如此痴狂。

一个又一个托盘里，整整齐
齐的码满了条形的面剂子。厨
师们把面剂子揪成几段，撂进盛
着清水的盆里，再捞出来撕巴几
下，就变成了圆圆的、薄薄的、像
饺子皮一样的面片儿，随手扔进
沸腾的锅里，上下翻滚，再煮上
几棵碧绿的小白菜，捞出来后，
或蘸汁，或酸汤，或油泼，或加上
西红柿鸡蛋炒，就成了筋、光、薄、辣、香，
人人爱吃的翠峰饦饦。几种口味，各有
不同。我最爱吃的是油泼饦饦，辣椒面
和蒜米泼油之后激发出的复合香气，是
那么的好闻，令人口舌生津，肚子马上就
觉得饿了。交替着吃了几种口味的饦
饦，大家十分满足，你一言，我一语，开始
讨论起来。

明明是面片儿，为什么叫饦饦呢？
周至的这个饦饦和西安最著名的烧饼—
饦饦馍有关系吗？你别不相信，它俩还
真的有关系。

原来古代把所有的面食都叫作饼，
而饼又叫作饦。

西汉史游的《急就篇》里就有“饼饵
麦饭甘豆羹”的记载。

东汉刘熙《释名·释饮食》中解释说：
“饼，并也，溲面使合并也。”“溲面”，就是

加水和面，做成各种形状，然后
以蒸、烤、烙、煮等方式把它变
熟，以方便食用。

明代王三聘在《古今事物
考》中说：“凡以面为食具者皆
为之饼，故火烧而食者呼为烧
饼，水瀹（yuè，煮）而食者呼为
汤饼，笼蒸而食者呼为蒸饼，而
馒头谓之蒸饼是也。”其中蒸饼
的叫法一直延续到宋朝，因为
宋朝的第四个皇帝宋仁宗名叫
赵祯，为了避讳，“蒸饼”才改成
了“炊饼”。

东晋时面世的《杨子·方
言》中说：“饼谓之饦”。

宋代欧阳修《归田录》中
说：“汤饼，唐人谓之不托，今俗
谓之馎饦矣。”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
饼法》中说：“餺飥，挼如大指
许，二寸一断，著水盆中浸。宜
以手向盆旁挼使极薄，皆急火
逐沸熟煮。非直光白可爱，亦
自滑美殊常。”

北魏（386-534年），南北朝
时期北朝的第一个王朝，距今
已有 1500多年。而今天我们在
周至吃到的饦饦，竟然做法和
北魏完全一样。真是当之无愧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那么，周至的饦饦为什么
叫“翠峰饦饦”呢？

原来，周至县境内，有一座
翠峰山，海拔 1773.3米，在秦岭
诸峰中是个小弟弟。翠峰山风
景优美，原名青山，是汉武帝上
林苑的一部分。青松翠柏，布

满山岗；泉水叮咚，流向远方。各种药
材，唾手可得；无名野花，散发清香。山
上有很多庙宇，其中索姑庙香火最为旺
盛。

清代雍正年间的《陕西通志》卷六五
引《扶风志》：“索姑，唐时扶风人。性至
孝，清正恬淡，不喜尘俗事。其父贸易陇
西，姑请为买白马。及父归，姑乘白马驰
去，至盏厘青山，趺坐而化。家人迹之，
得其处，居人神之，为立庙焉。

据说唐太宗李世民曾打猎至此，迷
路时偶遇女神索姑，索姑见其饥寒交
迫，便为他做了一碗饦饦，李世民吃完，
心花怒放，当即下旨封索姑为圣母。从
此翠峰山声名鹊起，古老的饦饦也就变
成了翠峰饦饦。如今的翠峰饦饦，在周
至遍地开花，不仅是周至人的最爱，外地
人也慕名而来，一品为快。 □王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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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三颂”是指陕西汉中的《石门颂》、甘
肃成县的《西狭颂》、陕西略阳的《郙阁颂》这三
大摩崖石刻，它们在我国金石学、书法史上备受
瞩目，历来为书家所珍爱、推崇，迭见文人墨客
题咏和金石学家著录，被誉为东汉摩崖石刻艺
术中的奇构佳篇，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
了深远影响。

隶中草书 雄厚奔放

《石门颂》全称《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又
名《杨孟文颂》，原位于陕西褒城县东北褒斜谷南
端古石门隧道的西崖壁之上。褒斜谷地处横穿
秦岭、连接八百里秦川和汉中盆地的交通要道，
其南口名“褒谷”，北口叫“斜谷”，古时统称“褒斜
谷”，全长约235公里，崎岖险峻，时断时通，历代
文人题刻歌咏者甚夥。《石门颂》刻于东汉桓帝建
和二年（148年），通高 261厘米，宽 205厘米，22
行，行 30至 31字不等，计 655字，由汉中太守王
升撰文，推序本原，记述杨孟文上疏奏请重开石
门通道和修通褒斜栈道的经过。《石门颂》列“石
门十三品”之第五品，1961年被公布为首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7年因修建大型水库自崖
壁上凿出，1971年收藏于汉中市博物馆。

《石门颂》上承篆隶，下启行草，兼具篆书的
简洁和古隶的率意，是东汉隶书的极品、摩崖石
刻的典范，向有“隶中草书”之称。整体而言，刻
石字随石势，纵有行，横错落，纵横开阖，参差有
致，挥洒自如，不拘一格，意趣横生。书法跌宕不
羁，古拙自然，意态飘逸，富于变化；结构疏朗，体

势开张，字形扁方，笔画舒展，瘦劲挺拔；结体宽
宏横逸，多用圆笔，方圆兼容，少有雁尾而具掠雁
之势，转折、波磔明显，凸显出由篆而隶的嬗变过
程。其起笔毫端逆锋，含蓄蕴藉；运笔遒劲沉着，
肃穆敦厚；收笔复以回锋，圆劲流畅。书风劲逸
豪爽，大气磅礴，不拘绳墨，或雄健恣肆，笔势奔
放，或古厚含蓄，富有韧性，不作修琢，殊无矜持。

《石门颂》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影响巨大，
历来评价甚高，为书家所珍爱，被誉为“草隶鼻
祖”。清代张祖翼评曰：“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
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
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杨守敬《评
碑记》称之：“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
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本
汉第七》认为：“《杨孟文碑》劲挺有姿，与《开通褒
斜道》疏密不齐，皆具深趣。”新中国成立前，商务
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辞典《辞海》，封
面“辞海”二字，即取自于《石门颂》。

体法茂密 险怪特甚

《郙阁颂》全称《汉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桥郙阁
颂》，原位于陕西省略阳县析里（今徐家坪街口村
郭家地），距嘉陵江西岸江面高约 8 米的山崖
间。刻立于东汉灵帝建宁五年（172年），通高
170厘米，宽 125厘米，19行，行 11至 27字不等，
计 472字，由颂文、颂词、颂诗三部分组成，仇靖
撰文，仇绋书丹，记述汉武都太守李翕凿石架木、
建阁济行、便利商旅、造福于民的功绩。

《郙阁颂》问世以后，命运多舛，饱经沧桑。
原刻凌空绝壁，下临深渊，裸露于突兀岸崖的拐
角，饱受日晒雨淋之害，更为逆水行舟纤索羁绊
磨损（左上侧有受拉纤绳索而磨损的勒痕多达七
道之剧），自汉迄宋约 800年间，风雨侵蚀，泐损
严重，字多漫漶，几不可辨。南宋理宗绍定三年
（1230年），略阳太守田克仁感其“岁久昏蚀，殆不
可读”，担虑摩崖剥蚀年久绝迹，以原刻旧拓本为
据，勘以欧阳修《集古录》、洪适《隶释》等著录和
郡志所载，按原有形制，异地勒石，仿刻于城南名
胜灵崖寺壁间，期冀传之后世。明万历时，仿刻
亦遭剥落，时任知县申如埙又补刻 90字。因续
刻字迹清晰，其拓印流传颇广。1979年底，当地
修筑公路，原刻横遭爆破、凿迁，碎裂百余块，散
落江中，经打捞粘接、补合复原后，嵌于灵崖寺前
洞右侧西崖下，现存220余字。

《郙阁颂》碑文奇思横出，运兹妙笔，制为雄
文，斐然可诵。碑刻为标准的汉隶八分书，结构
严整，布局绵密，自成一家，独具丰标。书法方整
挺健，俊逸古朴，体态赫奕，风格沉郁。单字结体
内敛，宽博浑穆，四角方格撑满，格局宏阔；用笔
厚重沉稳，外方内圆，圆笔粗厚雄强，波挑短粗不
扬；笔与笔、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空间紧缩，章法
茂密，气势磅礴，乱头粗服，野气十足，苍茫凝重，
大巧若拙。

早在唐宋前，《郙阁颂》即已盛名远播，迭见
文人墨客题咏和金石学家记录，后世学者对其评
价甚高。清万经《分隶偶存》赞曰：“字样仿佛《夏
承》而险怪特甚，相其下笔粗钝，酷似村学堂五六
岁小儿描朱所作，而仔细把玩，一种古朴、不求讨
好之致，自在行间。”方朔分析：“书法方古，有西
京篆初变隶遗意。”康有为一生致力于碑学研究，
指出：“吾尝爱《郙阁颂》体法茂密。汉末已渺，后
世无知之者，惟平原（指曾任平原太守的颜真
卿）章法结体，独有遗意。”日本书法界对《郙阁
颂》亦推崇不已，近年来
远渡跋涉争睹这一东汉摩
崖石刻瑰宝。 □周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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