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rbfkb2008@163.com

秦 风编辑：刘诗萌 美编：胡健博 校对：桂 璐版4
2023年6月13日 星期二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

版本史话

民 俗

秦 味

周
至
哑
柏
刺
绣

大荔枣沫糊。

大荔枣沫糊

西
安
国
家
版
本
馆
文
济
阁

西
安
国
家
版
本
馆
文
济
阁
。。

2023年高考结束，即将揭晓成绩。其实，与现今
的高考一样，中国古代的“高考”——科举，“放榜”之
日，也是万千学子们最企盼、心情最复杂的日子。那
么，在古代交通信息都不发达的情况下，科举考试结
果究竟采取什么方法来公布？古人又如何能得知？
金榜题名这一人生大喜又该如何庆祝？

“放榜”出结果

古代科举考试结果主要通过“放榜”的形式公
布，放榜也称“放牓”，即通过张贴榜文的形式公布
考试录取结果。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网络可以查
询分数的时代，放榜是莘莘学子们了解自己成绩的
唯一途径。在古代，放榜日可谓读书人的重要节
日，唐人黄滔曾作《放榜日》一诗赞曰：“吾唐取士最
堪夸，仙榜标名出曙霞。白马嘶风三十辔，朱门秉
烛一千家。”

每年二月，是唐代进士的放榜时间，放榜地点就
在礼部南院的东墙之下。古语云：“三十老明经，五
十少进士。”在古代，无论多大年纪，只要考中了进
士，就代表着有了出仕做官的资格，这对那个年代的
学子们而言，就是锦绣前程的起点，就和现在参加高
考被名校录取一样。

由于进士科较难考，所以其结果的公布也就受
到更多关注。进士科发的榜由四张竖着的黄纸写
成，因此称为“金榜”。唐代以后，各朝代基本延续了
张贴“金榜”的发榜方式，只不过随着录取人数的增
加，纸张数也随之增加。

科举结果会对个人的命运产生巨大的影响，因
此每个观榜考生面对结果的时候，难免会情绪失
控。《唐摭言》便记载了元和六年一次监生撕毁榜文
的事件，礼部只好“以虚榜自省门而出，正榜张亦稍
晚”，暂时控制一下场面。所谓虚榜，就是一份没有
录取者姓名的“榜”。

除了张榜公布，明清时期还会将高中进士的“捷
报”，由专门的报录人敲锣打鼓地送到中举人的家
中，“范进中举”的故事便生动描绘了这一场景。

为了表示对殿试的重视，宋代还采取了由皇帝

亲自“临轩唱名”的方式公布考试结果。后来随着
录取进士人数的增加，由皇帝一一唱名不太现实，
就改成皇帝象征性地呼出前三名的进士，即状元、
榜眼和探花，其余的由官员代为传唤，称为“传胪”
或“胪传”。

经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进士，是全国人民关
注的焦点。然而，固定张贴的“金榜”、送达到家的

“榜帖”乃至皇帝在殿上的呼名，都没办法将他们的
名字传遍各地，于是便有了刊印的“进士名录”，这些
新进士的名录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全国各地
迅速传播。唐《通典》载：“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
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辰而周闻天
下。”“浃辰”就是十二天，就是说十二天内，新科进士
们就已经名闻天下了。

“雁塔”去“题名”

唐代科举放榜后，新科进士常常要去大雁塔题
名，进士们推举擅长书法者，将他们的姓名、籍贯
题写在大雁塔的墙壁上，象征由此步步高升、平步
青云。

最早开启题名先河的是张莒，唐中宗神龙年
间，寒窗苦读多年又极富抱负和才华的张莒，金榜
题名后春风得意，与几个同日中榜的朋友一起到长
安城南的大慈恩寺游览，并信步登上寺内的标志性
建筑——大雁塔，在塔壁上龙飞凤舞地题下了“新
科进士张莒”六个大字，并署上日期。几个同行的
朋友目睹之后，都佩服张莒的胸怀气度，于是纷纷
效仿，在张莒的名字后都题上自己的名字“新科进
士某某”。

张莒首开“雁塔题名”先河之后，每当科举考试
放榜，新科进士们都会云集大雁塔，在上面留下自己
的大名。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白居易，他 27岁中进
士，一时意气风发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
中最少年”，可谓风光无限。

后来大慈恩寺的僧人们为了保护大雁塔，就在
塔下修建了一座“题名阁”和一条“题诗廊”，专门用
于让新科进士们题名赋诗。“雁塔题名”渐渐流行开

来，最后竟成为唐朝最为时尚的一种“潮流”，“雁塔
题名”也逐渐成为科举高中的代称。

科举“四宴”庆

对于正值高考的学子来说，“十年磨一剑，今朝
试锋芒”，都盼望着能够金榜题名，当万千学子如愿
以偿接到各大高校抛来的“橄榄枝”时，都会以某种
方式表示庆祝。或游山玩水，舒缓心情；或大宴宾
客，一醉方休……

古人也不例外。在古代，金榜题名代表着无上
荣耀，从每年新科进士放榜后，到正式入朝为官之
前，宴饮不断，包括皇帝赐予新科进士的宴会、家族
亲友的贺喜宴、新科进士之间的闻喜宴等等。

鹿鸣琼林，鹰扬会武，是古代“高考”——科举的
“四宴”，其形制庄重考究，参与宴会的人员也通常具
有一定的身份地位。

其中鹿鸣宴，因宴会上要吟唱《诗经·小雅·鹿
鸣》而得名，是为乡试后的新科举子设立的“乡饮酒”
宴会，设于乡试放榜次日，由地方官吏主持，参加人
员包括新科举子和考场工作人员等；琼林宴，是为殿
试后的新科进士设立的宴会；鹰扬宴和会武宴，则是
分别针对武科乡试、殿试放榜的宴会。除了上述所
列之外，古人金榜题名之后，还有赏春花、尝樱桃、瞻
佛牙、打马球等活动。

其实，无论古代的科举考试，还是现今的高考，
古往今来几千年的岁月，变的是社会环境与考试形
式，不变的是无数青年投身国家建设中的波澜壮
阔。大家用一种充满“仪式感”的活动，庆祝自己金
榜题名，其中也夹杂着百味杂陈的青春散场，为亲
朋好友、师长同窗留下久久回味的时光记忆，并在
推杯换盏、游山玩水间展望未来，策马扬鞭开启全
新的人生征程。 □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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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出版业的发展繁荣，包括图书在内的各种
版本日益丰富多彩。中华版本涵盖古今中外载有中
华文明印记的各类资源。这里面有承载厚重历史文
化的古籍、青铜器，也有包含着鲜明时代印记的粮
票、布票，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图书、报刊、磁
带等。总之，只要你能想到的文化的载体，基本都算
是版本资源。

中国国家版本馆是国家版本资源总库和中华文
化种子基因库，由中央总馆文瀚阁、西安分馆文济
阁、杭州分馆文润阁、广州分馆文沁阁组成，去年开
馆后全面履行国家版本资源保藏传承职责。因此，
久违了的版本研究提到议事日程。

版本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广义指古籍、青铜
器，也有包含着鲜明时代印记的粮票、布票，和我们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报刊、音像制品等。侠义的版
本则指图书。本文主要谈谈图书版本学（以下简称
版本学）。

版本学是研究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的学术活动
和成果。同一著作因编辑、传抄、刊印等原因而产
生的不同本子。如《红楼梦》一书就有“脂评本”

“舒元炜序本”“梦觉主人序本”“蒙古王府藏抄本”
等，而其中的“脂评本”中又有“甲戌本”“己卯本”

“庚辰本”“戚序本”等多种版本。新印书籍也因出
版的时间、地点不同，或版次（初版、二版、三版等）
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版本。阅读书籍之前了解它的
版本是非常重要的。版本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版
本的差异、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鉴别版本的真伪

及优劣等的科学。版本学内容包括研究版本的源
流；比较稿本、传录本及写本、历代刊本、不同的批
校本间的差异；鉴别原刻本及翻刻本；判定善本和
劣本；此外，印纸墨色、字体刀法、版式行款、印记
装潢等，内容非常广泛。

我国版本学研究历史悠久。最初的版本研究与
校雠工作合二为一。汉代刘向校理群书，其所依据
的，内有来自皇家内廷、秘府的藏书，外有来自太
常、太史、博士的所藏，和他的藏书及某些官员的书
等各种不同的本子。他在根据书籍的不同传本进行
校理、写为定本的基础上，又撰写了揭示原书内容
和著者学术思想等方面情况的“叙录”，这正说明校
订图书时对各种不同传本的研究与利用的重要性，
也说明对图书各种本子的研究、辨识与校勘工作、
书目工作的关系。

在印刷发明前，同一部书往往有不同抄本；印刷
术发明后，一部书经过不断刻印，也会产生不同本
子。这些不同版本彼此间会出现文字、印刷、装帧等
方面许多差异。各种版本的源流、相互关系也会存
在各种复杂现象。研究这些差异并从许多复杂现象
中探求共同规律的学问就叫版本学。

“版本”一词最早出现于宋初。“本”原指写字缣
帛，“版”为简牍。刘向典校中秘群籍时，所谓“一人
持本，一人读书”，“本”已指出底本。而雕版印刷推
行以后，就把印本书称为“版”，末雕的写本书称为

“本”。“版本”两字连用至宋代出现，它作为对雕版印
刷图书的专称，广泛得到使用。后来，“版本”所指范

围逐渐扩大，也就泛指雕版印刷以前的简策、帛和纸
的写本，以及雕版印刷以后的拓本、石印本、影印本、
活字本等一切形式的图书。雕版印刷发明以后，书
籍的传播逐渐为印本所取代，但雕版印本书籍除本
身，仍存在随刊刻而产生的讹误外，还有因传刻既久
而产生的各时、各地、各家的传刻和各种不同注释本
的差异。同时，书市上也出现盗版图书，使人们真伪
难辨，也需要去伪存真，正本清源。据今所知所见，
南宋初尤袤所编的《遂初堂书目》已在同一书名之下
列出所藏的不同版本。南宋时，叶梦得记所见宋景
文手校的《汉书》，其所据以校订的本子有13种之多。

明代雕版印刷兴盛，但中叶以后，宋、元旧本已
渐少见，有的书商为求速成易售，所刻书籍不仅疏于
校勘，刻工草率，有时甚至删减篇幅，改题篇名、撰
人，加之有些牟利之徒常采用各种方法制造伪本古
籍惑人求售，以致造成人们对书籍内容认识上产生
混淆。为了使阅读和学术研究具有准确、可靠的文
献基础，取得能够订正书籍在刊刻和传写中产生的
讹误、鉴别版本真伪，辨识原书在历史上、工艺上是
否具有特殊价值等方面的知识，逐渐有了着重记述
图籍版本的书目著作。清初，钱曾据其藏书所写成
的《读书敏求记》4卷，书中多记古籍的旧刻、旧钞各
本，论述其缮写、刊刻的异同优劣，被后世称为版本
学的奠基之作。

清乾隆时于敏中等编撰的《天禄琳琅书目》，内
容先按书籍的版刻时代排列先后，再分经史子集等
类，而且在各书之后还详细记述了该书的版刻源流
和特点、流传授受情况，并摹绘了书中藏书印记式
样、标注其印文等，后世藏书家编制善本书籍目录多
受其影响。清代中叶以后，很多著名藏书家都注重
图籍版本研究，如道光年间黄丕烈所写的古籍题识，
对鉴别古籍版本很有帮助，后人曾将之辑为《荛圃藏
书题识》等数种。其他像常熟瞿镛的《铁琴铜剑楼藏
书目录》、聊城杨绍和的《楹书隅录》、钱塘丁丙的《善
本书室藏书志》、归安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志》等，
也都为人们在了解古籍内容和流传情况、研究古籍
版本时所参用。清末民初，有关版本学的专书，有留
菴（孙毓修）的《中国雕版源流考》、叶德辉的《书林清
话》、钱基博的《版本通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版本学有了长足发展，
对大量的重要版本进行了认真研究，版本的鉴定走
上了科学化、系统化轨道，版本学的理论研究得以出
现和加强，不仅出现的大量版本学的论文，而且还有
多种专著出现。比如陈国庆的《古籍版本浅说》，魏
隐儒、王金雨编著的《古籍版本鉴定丛谈》，瞿冕良的
《版刻质疑》，施廷镛的《中国古籍版本概要》，陕西师
范大学黄永年的《古籍版本学》，西北大学杨绳信的
《中国版刻综录》等。版本学由目录学的组成部分发
展为一个独立学科。

版本学通过广泛搜集不同版本，可以刊误纠谬，
为校勘提供基础，避免谬种流传贻误后学，还可以比
较优劣，选择善本，指导阅读；对于大量伪作，亦可以
通过版本研究，使用版本学的手段加以识别，不仅有
利于学术，且有利于珍本书作为文物的鉴别。另外，
对于不同版本图书的制成情况、发展演变过程的考
察和分析，还可以探求当时文化的发展情况。

中国出版业源远流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图
书出版发展繁荣，每年出版图书数十万种，优良品
种居多，劣质产品亦有，良莠不齐，优劣难辨。就以
贾平凹作品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中外出版的贾平
凹作品版本多达 600种左右，此外，书市上假冒盗版
的贾平凹作品难以计数，给读者选购贾平凹作品造
成极大的困惑和困难，因此亟待对贾平凹作品进行
版本研究。

由此可见版本学研究不仅对于出版物正本清
源、辨伪存真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而且必将有利
于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有助于读者选购精美优
质的图书，有益于满足人民对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
的需求。 □王新民

周至县地处关中平原腹
地，气候温和，南靠秦岭，雨水
适中，宜于栽桑养蚕。清乾隆
年间，周至县令邹儒大力推广
蚕桑事业，并在哑柏建有织帛
工场。哑柏位于周至县西。周
人移居岐山时，曾渡过渭水，开
拓南原，建都于丰镐，周至县城
及哑柏等地为王畿地。据传，
哑柏镇地名与周文王有关。哑
柏刺绣可溯源于西周，秦汉初
兴，隋唐继起，衰于民国，振兴
于今。《周礼·考工记》记载西周
人刺绣、练丝和彩绘之景。《尚
书》记载“衣画而尚绣”的六种
图案，说明周朝时代，哑柏的奴
隶主贵族中，已流行刺绣品。

秦汉两朝，周至黑河以东均
为广阔的上林苑，修建多处宫
馆。据记载，宫内用花椒和泥涂
抹墙壁，上面裱糊着精美富丽的
刺绣品，称其为“屋不呈材，墙不露形。
囊以藻绣，络以纶连”“木衣绨绣，土被
朱紫”，其奢侈可见一斑。至西汉中期，
周至一带的豪绅，也流行使用皇室贵族
常用的绣品装饰厅堂和墙壁。至于自
身，则绣衣丝履，竞相夸耀。隋唐时期，
周至为京畿，京城中的刺绣技艺传至乡
间，唐朝皇帝曾数次到楼观。玉真公主
在楼观入道，著名诗人李白、岑参、卢纶
等也曾久住或数至周至，宫廷刺绣直接
影响着楼观道教刺绣，也使民间起而仿
效，衣着文绣之风流行，民间刺绣空前
发展。曾做过周至县尉的著名诗人白
居易，在驼峪（今周至县驼峪镇）时曾写
下《绣妇叹》等诗。闻名世界的丝绸之
路从长安起程，其南线就穿过周至县。
哑柏刺绣以“长安绣品”的名义从这里
输往西亚及南亚各国。

明清两代，周至县民间刺绣进一步
发展，哑柏刺绣盛名远扬四海。据《重
修周至县志》记载：姑娘在婚前，必须
练就娴熟的绣技，亲自绣好成套的陪
嫁绣品，才能出嫁成婚。乡间把“姑
娘”称为“绣女”，把“闺阁”称为“绣
楼”。各村竞相出现一些“敢把十指夸
针巧”的绣工。特别是在哑柏镇，刺绣
成为姑娘的头等大事，巧手会绣之人

颇多。因此，哑柏也就素有
“刺绣之乡”的美誉。

哑柏刺绣按照用途，主要
分为宗教用品、戏装及民间实
用绣品三大类。唐至清代，周
至境内宫观、寺庙、教堂分布较
多。哑柏刺绣因工艺精细，色
彩华丽，品质上乘，通常绣有
幡、幢、伞、桌帏、团垫等品种。
相关人员日常起居使用的绣
品，也多是哑柏绣品，其更是精
美绝伦，颇受欢迎。明代，周至
县成立秦腔张家戏班，后发展
为眉县剧团，其戏装绣品，也使
用哑柏绣品居多。

民间实用绣品则品类繁
多。按照哑柏乡俗，姑娘出嫁，
必须上等绣品陪嫁，方显姑娘
才艺。一是居室绣品，如门帘、
中堂等；二是床上用品，如被
面、床帏、枕套等；三是服饰品，
如凤冠、霞帔、头巾、腰围等；四
是小饰品，如荷包、香包、手帕、
飘带、披肩、围兜、绣鞋等。哑

柏刺绣，主要有平针、齐针、散套针、切
针、扣针、绕子针等 10 余种。针法虽
多，但实际操作中，主要用“扎法”“挂
法”两种。“扎法”多用于纹样的大实
面，所以也有人称扎法为“面绣”。“挂
法”多用于纹样的轮廓线，所以也有人
称“挂法”为“线绣”。从效果来看“扎
法”的图案比较丰满厚实，“挂法”的图
案比较疏而空灵。绣品图案，或绣工自
描自绣，或采用民间剪纸，抑或出自民
间画工之手。图案讲究饱满，寓意吉
祥，善于夸张变化，以示吉庆、祥和，表
达美好祝愿，深受大众青睐。

哑柏刺绣与苏、杭、湘、蜀等全国名
绣不同，它具有浓厚的乡土气味和地方
特色。传统的哑柏手绣作品，色彩富于
理想化，讲究强烈对比，形象布局错落
有致，做工讲究，常用大红、碧绿、金
黄、瓦蓝等对比色调，是“花红多结果，
叶绿多打粮”的农业文化在色彩上的感
观呈现。除手绣外，随着生产力水平提
高，机绣也得以发展。烤边绣花机、专
用绣花机及超声波机等相继投产，已大
为提高工效。

2008年 6月，周至哑柏刺绣被西安
市人民政府列入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刘丹

第一次吃枣沫糊，是大学同学郗峰
做的。那时候，我们俩在距美院不远的
北山门村居住，一间斗室里，两张干板
床，一日三餐，尽量自己做，两个烹饪小
白，相互交流，应付生活。他是大荔人，
说可以做他们最简单的地方小吃——
枣沫糊。我很好奇，等他做来，也的确
不错，温软顺滑，滋味清甜。但他总是
自谦地说，自己手艺太拙劣，要到大荔
县吃到，才更美味。

大学毕业后，各自辗转，他回了大
荔县工作，我则在西安美院安稳下来，
那时候，也比较专注性地做些社火民俗
的调查与研究，去大荔就多了些。一提
起大荔美食，人们便会想起九品十三
花、带把肘子、水盆羊肉、蜜汁轱辘、水
磨丝、八宝酱辣子、卤肉、炉齿面和包
子，至于小小的早餐——枣沫糊，知道
的人便不那么多了。

多年后见到老同学，便自然想起了
枣沫糊，与其说是贪恋枣沫糊的味道，
倒不如说是为了回顾我们青春时的友
谊。那时，同州湖初建，方兴未艾，此处
集中了关中东府诸多的美食，有一家专
营枣沫糊的小店，卫生干净、老板爽快，
应该说，那一次的枣沫糊，给了我们足
够的身心安托。

大荔县境内，渭、洛两河交汇，又旁
依黄河，因此，土地平阔、农业发达，是
关中东府的农事要地和饮食重镇。当
地人将其农特产形象地概括为“108”，

“1”是指黄花菜，“0”是指大红枣，“8”则
是指花生。陕西是枣树的起源地之
一。据粗略统计，枣树品种有 200种以
上，特别是陕北大枣、彬县晋枣、大荔马
牙枣等，以“皮薄、肉厚、质嫩、汁多、味
甜”而闻名全国。“沙苑”是大荔县境内
渭洛两水之间所存的一片广袤沙区，是
我国最大的内陆沙漠，也是大荔县产枣
的核心区。沙苑的得名很早，《水经
注》有言：“洛水东经沙阜北，其阜东西
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俗名之曰沙苑。”
依据《同州府志》的记载：“沙苑在县南
洛渭之间，亦名沙海，沙泽其中盆起者
曰沙阜。东跨朝邑，西至渭南，南连华
州。广八十里，袤三之二。”其范围包括

今天沙底、西寨、苏村、下寨、官池、张
家、八鱼、石槽乡的全部区域以及羌白
镇的部分地区。

因为有红枣，便有了此地特别的一
味早餐——枣沫糊。同州枣沫糊源于
唐代，据说就是以当地著名的“马牙枣”
为主料制作的。熬制枣沫糊，关键是火
工，拼的是慢工。将枣洗净煮熟后，剥
皮去核，揉搓成糊状。铁锅内添水少
许，投入豇豆，旺火快烧。此间隙，将枣
肉与面粉以 75%的比例和成稀糊状。
直至锅内豆子煮烂，汤呈红色之时，将
枣面糊倒入锅内，大火转温，徐徐搅
拌，烧开即成。

枣沫糊属于农家偶作的早餐，在县
城，旧时也有挑着担子叫卖的小贩。在
天不大亮的县城里，“卖枣沫糊来”的叫
卖声，是大荔县很多居民晨起的奏鸣
曲。一条扁担，两口不大的瓷缸，晃晃悠
悠，为睡眼蒙眬的居民送来安适的早餐。

到如今，各类早餐的丰富，已抢占
了枣沫糊在大荔人早餐中的传统地
位。那一天，我们其实应该到了吃午饭
的时间，但因怕错过了社火出演的时
间，所以以便捷的早餐来替代了。而
且，我也好几年没有吃到枣沫糊了。前
几天，我们到大荔调研社火，因为赶路
匆忙，想找家简单食物对付一下肠胃，
在美团排名中，我们看到了一家大荔县
排名第八的店铺，专营枣沫糊。在导航
的指引下，不出十分钟，我们找到了这
家店。见其门牌上写着“同州一绝：枣
沫糊”字样，不得不说，窄小的门脸还是
有些让人失望，这也显现了枣沫糊当下
在大荔人心目中的位置。店主是位五
十余岁的女性，带着三个丫头，经营此
店七八年，除了枣沫糊，店里还有油茶，
配以蒸馍、花卷及荷叶饼，顺墙的架子
上，用铁盘盛放着土豆丝、炒青椒、八宝
辣子酱、黄瓜葱头、红萝卜丝、藕片、小
青菜、白菜丝等八九种小菜，这些小菜，
可用荷叶饼夹，也可就着馒头或花卷来
吃，尽管花样繁多，但却是枣沫糊的配
角。从味道上来说，甜甜的枣沫糊与以
酸辣为主味的菜夹饼有些互补。

温吞的制作工艺，使得慢条斯理的
枣沫糊在早餐的江湖上有所淡化，除此
之外，其微甜的口感也是其在口味偏重
的当下转型中无所适从的原因吧！

那一天，我带着五六位
大小朋友，本来是冲着合作
饭店的炉齿面去的，结果大
荔县排名第一的合作饭店因
事关门，临时的仓皇决定，囫
囵吞枣地就餐，所产生的寡
淡与失落，很大程度上也影
响了我对枣沫糊的这一次体
验和判断。 □张西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