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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陵长公主李淑碑首。

淮南大长公主墓志盖拓片。

清·黄花梨盒装黄花梨七巧板。

鉴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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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江镇，地处略阳县北、嘉
陵江上游，与甘肃省徽县和成县
接壤，是一座千年历史古镇，也是
重要的水运码头和甘陕边物资集
散地。至今，在嘉陵江畔，还保留
有船工和客商集资兴建的两进两
层院落的江神庙，周遭回廊环绕，
雕刻精细，恢宏大气，是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这座江神庙也是 83
年前，红二方面军发起“成徽两康
战役”期间，红六师师部所在地，
如今已按原貌修复为红军纪念馆
并对外开放。

1936年 9月 1日，由贺龙、任
弼时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
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为了歼灭
陕甘苏区的来犯之敌，为党中央
和三大主力红军落脚陕甘苏区清
扫门户，中革军委命令红二方面
军“东出甘南和陕西南部，占领成
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和宝鸡
地区，从右路拖住胡宗南尾巴，配
合一、四方面军进行静（宁）会
（宁）战役”。

按照这一战略部署，9 月 8
日，红二方面军总部发布了《第二方面军
基本命令》：“决乘甘陕敌人分兵据城的
弱点，透过其封锁线打击成县、徽县、两
当、康县、凤县、略阳之敌而袭取之。”并
组织“成徽两康战役”，分三路向上述地
区进军，打击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
县、略阳之敌，并在这一地区建立临时根
据地。红二军团六师为右路纵队，向康
县、略阳方面挺进；红二方面军总部和所
属二军团四师及红三十二军为中路纵
队，向成县方面挺进；红六军团军直及所
属各师，为左路纵队，向两当、徽县方面
挺进。

9月 12日，红二军团六师在师长贺
炳炎、政委廖汉生的率领下，指挥十六
团、十七团、十八团从西固宕昌镇（今宕
昌县）出发，一路风餐露宿、跋山涉水，沿
礼县之白河、桥头、肖良、三峪、西河、大
桥一线，进击康县，19日顺利攻克县城。
定由师政治部主任刘型率领十七团留驻
康县，发动群众扩红建政。

9月20日，红六师师长贺炳炎、政委
廖汉生等率师部及十六、十八团，乘胜
向陕南东进。经略阳的窑坪、木瓜园、
秦家坝，向略阳县城进发。白水江镇驻
守着胡宗南新编十一师一一八团团部
及一个营，见红军逼近慌忙撤退，一路
经陆路轻装进入略阳县城；一路由警卫

连护送的满载军用物资的三艘
木船，顺嘉陵江而下欲进略阳县
城。红军闻讯后，令十八团立即
派出骑兵小分队提前埋伏在距
县城 15公里的街口村竹林里，乘
敌人停靠休息吃饭时，先夺得两
船，又在增援部队配合下，再夺
得第三船。三艘船装载的枪支
弹药、军服棉被、药品等辎重全
部被红军缴获，还毙伤敌军数十
人，取得街口大捷。

红六师摧城拔寨，即将攻打
略阳县城时，接到红二方面军总
指挥部“驰援成县战斗”的电令，
遂迅速掉头逆嘉陵江而上，向靠
近成县的白水江镇推进。9月 22
日晚，由于国民党守军提前撤走，
保安队也逃之夭夭。红六师顺利
进入白水江镇。此时，成县已被
攻克，红六师奉命就地休整。为
了不扰民，红六师师部选择在离
镇子一里路远的江神庙驻扎，十
六团、十八团安排在附近宿营。
24日，红六师在江神庙前召开群
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宣布红

军的纪律和贺龙总指挥的“约法三章”，
公审了罪大恶极的劣绅，同时宣布成立
白水江苏维埃政府，选举马联其为主
席，张德福、任成昌为委员。在红六师
的支持下，苏维埃政府组建各级政权和
游击队，动员 40 多名贫苦青年加入红
军，还没收地主豪绅的粮食、布匹等物
资，分给广大群众。

休整期间，由于敌情突变，红二方面
军接到中革军委要求“撤离陇南，渡渭水北
上”的电令，红六师遂奉命向成县的红二
方面军总部靠拢，离开了白水江镇。

红六师在白水江镇虽然时间很短，但
秋毫无犯和纪律严明，给当地群众留下了
深深的记忆，至今还流传着一些脍炙人口
的红军故事。为了弘扬革命传统，再现红
六师在白水江的历史，略阳县党史办和白
水江镇党委按照原貌，在江神庙旧址对红
六师师部进行了历史复原，通过图片、实
物和文字，介绍了红六师在略阳境内的战
斗经历，并增添了陇南工委领导下的白水
江党组织活动内容。

这座红军遗址的修复开放，是白水
江镇党委发展以“红色文化、古镇风貌和
青山绿水”为一体的“红古绿”愿景规划
的第一步，江神庙红军遗址也成为略阳
县的“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和“党员干部
党性教育基地”。 □郭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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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味 舌尖上的宜君

翠华山，又名太乙山，清嘉庆《咸宁县志》有关于
太乙山金华洞的记载。翠华山之名出现在近现代，
这里不仅风景秀丽，而且民间还流传着一个凄美的
爱情故事。

相传清光绪年间，渭河之北的金家庄有户金姓
人家育有一双儿女，兄名金华，妹名翠华。那翠华不
仅美丽善良，而且精于纺线。金华之妻柳氏生性刁
钻刻薄，人称“柳鼠精”。金姓夫妻去世后，“柳鼠精”
更视翠华为眼中钉、肉中刺，处处刁难她。

金家庄村南有个青年潘三郎，从小父母双亡，
由伯父教养成人。他的伯父靠织布为生，潘三郎从
十几岁就走街串巷，收购棉纱线，在买卖中和翠华
相识。一来二去两个年轻人就萌生情意，并暗自互
托终身。

泾河东有个富户王换，是当地有名的恶霸，他用
黄金叶子包了一个斗放粮收租，人称“金斗换”。他
听说翠华貌美无双，就给金家送去三百两银子作为
聘礼，欲纳翠华为妾。“柳鼠精”贪图钱财，一口应了
下来，约定两日后成亲，并将翠华锁在屋内。

翠华对兄嫂见财起意的行为十分悲愤，决心以
死相抗。当晚，待兄嫂睡熟之后，她撬开窗子，翻越
后墙，带上自己纺下的最后一个线团，逃出金家庄，
借着朦胧月色，向着村南潘三郎的家奔去。谁知潘
三郎外出未归，她打定主意往南逃向终南山，并从三
郎家门口一路拉出一条棉线，走进太乙深沟，来到到
处是原始森林的玉案峰山腰，翠华找了一个山洞歇
了下来。她想，潘三郎肯定会顺着棉线一路找来。

“柳鼠精”两口子发现翠华跑了，就和“金斗换”
以及总管王升家丁，押着潘三郎，沿着棉线找到太乙
沟玉案峰下。家丁拥上去就要抓翠华，潘三郎先跳

上洞前，拉着翠华的左手飞上了天。当时翠华的左
手还握着一只线锭，那雪白的纱线长长地拖在天空，
变成了一缕缕白云。“柳鼠精”看到这番情景，知道翠
华成了神仙，自己倒落了个人财两空，羞愧得无地自
容，跌倒碰在了崖石上，头破血流，咽了气，变成了一
只斑鸠。她要找翠华说明原因，就沉痛地喊着“姑姑
等！姑姑等！”朝南飞去。“金斗换”看见翠华和潘三
郎逃走，骑马顺白云直追。眼看着就要追上，对面的
山峰却一下子倒塌下来，把“金斗换”和贪心的金华
全都塌死，山下的整个沟道也被堵住了。霎时，天降
大雨，山洪滚滚，山谷瞬间变成了一个大湖，这个湖
就是后来的水湫池，也叫天池。潘三郎慌忙中一脱
手跌进了湖里，变成了金鱼慢慢游到了湖底，翠华飘
落在翠华山顶上，深情呼喊着金鱼郎。

从此以后，翠华和金鱼郎每逢初一和十五，就到
山顶悄悄相会。后来，人们把翠华飞往的这座山取
名“翠华山”，翠华藏身之地取名为“翠华风洞”，并在
山上修起了“翠姑庙”。直到今天，翠华仙姑的故事
仍在关中一带广泛流传着。

秦岭翠华山的景色风光以及翠华的传奇故事，
不仅感动着千千万万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们，也感动
着许许多多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在精心编创各种
体裁的文艺作品中，尽力塑造着传说中翠华的艺术
形象。著名剧作家郑宗义就编写出了大型秦腔神话
剧《翠华姑娘》，深受广大群众喜爱。 □草青

翠 华 山 传 说

地处关中与陕北过渡带的宜君，因一千多年前
的大唐帝国君王在此兴建避暑行宫，而有“宜君”之
称。它不仅是一座避暑之城，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
美食之城。酥脆的皇后椒叶馍、鲜嫩的彭祖豆腐
泡、香辣扑鼻的养颜西红柿泡馍等美食，亦让人垂
涎三尺。

皇后椒叶馍
皇后村位于宜君县东北约六十公里，属尧生镇

一个行政村。皇后村风景旖旎、绿树成阴、空气清
新、气候湿润，昼夜温差较大、光照充足，以出产花
椒为名。

花椒个大、肉质肥厚，到了农历八月，满山满地
的花椒，把村庄装扮得分外妖娆，十分靓丽，麻香气
到处弥漫。人们用花椒叶烙成锅盔，这锅盔味道奇
香，是一大美食特色。

彭祖豆腐泡
彭祖豆腐泡的成功多半得益于宜君豆腐，另外，

豆腐泡馍把宜君的豆腐品质发挥到了极致。因它工
序简便，执着于精益求精，做法极具特色，讲究新鲜，
口味大众化。在食材选用上十分严格，种类有：三鲜
豆腐泡馍、大肠豆腐泡馍、牛肉豆腐泡馍、瘦肉豆腐
泡馍等。令消费者啧啧称奇。

宜君地处关中与陕北的结合部，这里山清水
秀，森林覆盖辽阔，植物繁茂。在县城南山一股优
质的矿泉水常年流淌，叮咚之声不绝于耳。水质纯
净，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矿物质及营养元素。利用
此水做出的豆腐，白嫩、细腻、筋道、滑爽可口，透着
一股原汁原味的豆香气，豆腐耐煮、耐炒、耐炖，经
常食之而不厌。

宜君老豆腐声名远扬，北销榆林一带，南售省城
西安乃至东南亚。

据《神仙传》记载：“彭祖是昌意之子，黄帝的孙
子。”相传彭祖的家乡在宜君县彭村，彭村至今留有
彭祖陵园、遗迹，并存有碑文，《陕西通志》《宜君县
志》均有记载。彭祖是不老的象征，相传他活了七百
六十七岁，令人称奇，全是因为这里山水滋养人的缘
故，彭祖豆腐泡馍由此得名。

养颜西红柿泡馍
养颜西红柿泡馍颜色鲜艳，香辣味扑鼻，令人垂

涎欲滴，食客吃得津津有味，满头冒汗，痛快淋漓，令
人欲罢不能。

西红柿营养丰富，富含多种维生素及营养元
素，深受老百姓的喜爱，是养生养颜之佳品。养颜
西红柿泡馍讲究食材品质，所选西红柿要表面光

滑，颜色鲜亮。
荞面耳朵套

说起宜君的小吃，不能不说的就是美味至极的
荞面耳朵套。耳朵套，因其成品酷似冬季里北方人
用于耳朵保暖的耳朵套而得名。据说，是秦汉时期
流传下来，在冬至这天，宜君农村家家户户都会用荞
面做成耳朵套。冬天天气冷，冻耳朵，传说吃了耳朵
套就不会冻耳朵了。

耳朵套是面食，有荞面、白面两种，可以做成浇
汁、油泼、清炒。纯荞麦面口感粗糙、不筋道，掺少量
小麦粉，既可以改善口味，又能提高面的筋度。今天
我们吃的荞面耳朵套，是荞面和麦面 2：1的比例做
成，口感爽滑可口。 □杨洋

西红柿泡馍。

名
不
虚
传
的
唐
代
益
智
玩
具

托盘侍女图（富平县房陵大长公主
墓前甬道东壁揭取）。

皇家公主多，皇帝女儿称“公主”，皇帝姊
妹称“长公主”，皇帝姑姑（皇姑）则叫“大长公
主”。在国家文物局日前印发的《第一批古代
名碑名刻文物名录》中，陕西有两方墓志跟

“大长公主”有关，分别属于房陵大长公主和
淮南大长公主。她们是唐高祖李渊的女儿，
陪伴父亲葬于陕西献陵。

李治的“皇姑”房陵大长公主

在古代，女人们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较
少，即便是出生在皇室的公主们也不一定能
留下自己的姓名。《新唐书》记载的唐公主多
达 200多位，很多“有姓无名”。下面要讲述
的这位房陵公主，就只留下封号，没留下姓
名。她是唐高祖李渊第 6女，封号从“永嘉”
变为“房陵”，《新唐书》载“房陵公主，始封永
嘉。下嫁窦奉节，又嫁贺兰僧伽”。

作为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出身皇室并不
只代表着荣耀，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基于政治
利益的考虑会被作为筹码使用，李渊 19个女
儿大多嫁给功臣或用于“和亲”。房陵公主生
于武德二年，一生有两次婚姻，武德四年，年
仅3岁的她被封为永嘉公主，下嫁窦奉节，窦

奉节与李渊的皇后窦氏有亲戚关系。她的墓
志上对这段婚姻只用了“封永嘉公主，降于窦
氏，琴瑟调乖，如宾敬阕”这几个字。

她的书法爱好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唐代
绘画理论家张彦远，在他编著的《法书要录》
二卷《论书表》中记录了李渊给这个女儿送礼
物的故事：“大凡秘藏所录，钟繇纸书六百九
十七字，张芝缣素及书四千八百廿五字，年代
既久，多是简帖……是高祖平秦川所获，以赐
永嘉公主……”

唐高祖李渊将其获得的名贵书法作品赏
赐给永嘉公主，既体现出李渊对公主的宠爱，
更反映了公主对于书法作品有着出众的鉴赏
力和独特的热爱。而公主对父母也十分孝
敬，墓志提到她：“禀性幽闲，因心孝敬。”可能
也正是由于这份孝心，使得公主深得唐高祖
宠爱，因而“鲁郊筑馆，宠兼汤沐；齐侯执组，
礼冠铱华”。

墓志还反映出这位公主是个“学霸”，喜
读《诗经》《礼记》等史书典籍。“敦诗悦礼，照
史披图。文场翰之奇，体物缘情之妙。故知
班姬掞藻，远谢词条；左嫔彤笔，深惭丽则。”
墓志所言，唐朝官方对房陵公主的才学评价
是不逊才女班昭和左棻的。

“大长公主”的身份，不是指公主到了一
定年龄就能自动获得，而是“公主以侄儿为
贵”，得满足侄儿已是皇帝这个硬性条件，此
外还得有个正式的“封文”才被列入“编制”。
待遇也随之变化，大长公主是“正一品”，长公
主和公主“皆视一品”。

永徽五年，当时已 35岁的房陵公主“离
异”，唐高宗李治给姑姑“改封并找对象”，被
改封为“房陵大长公主”的她下嫁贺兰僧伽。
房陵大长公主的墓志也清楚记载了她和第二
任丈夫贺兰僧伽感情和睦。

墓志显示，贺兰僧伽以和房陵大长公主
结婚感到荣耀，婚后两人举案齐眉，相敬如
宾。在贺兰僧伽去世后，公主更是“哀缠朝
哭，翻伤对影之鸾；旭日将升，遽惨随轩之
雁”。墓志文读来令人悲恸，可见她和贺兰僧
伽感情深厚。房陵大长公主卒于咸亨四年，
十月陪葬高祖献陵，终年 55岁，她的墓志现
保存在富平县博物馆。

给太平公主当“荘母”的皇姑奶

在本次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古代名碑
名刻文物名录中，除了上面提到的房陵大长
公主，还有一位曾以姑奶的身份给太平公主
婚礼充当“荘母”，她就是比房陵大长公主小2
岁的淮南大长公主。

淮南大长公主李澄霞，是唐高祖李渊第
12女，唐太宗李世民的妹妹，唐高宗李治的姑
姑。考古工作者在富平县焦家村南发现了她
的墓志，墓志显示她生于高祖武德四年，薨于
武后载初元年，武周天授二年陪葬于献陵。
在哥哥太宗贞观二年加封的“长公主”，在侄

儿高宗永徽时代加封为“大长公主”。她一生
经历了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前）、睿宗
（前）及武后时期。

她的墓志特别之处在于由其丈夫为亡妻
写墓志铭并序，对公主之生平记述较丰，不仅
详细记述了淮南公主的生平事迹，还记载了
太平公主、唐睿宗李旦等重要历史人物，另外
从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亡妻强烈的思念和缅怀
之情，也是目前发现的形体最大、字数最多的
一方唐代长公主墓志。

尤其是该墓志记载了淮南公主以姑奶的
身份充当太平公主婚礼“荘母”这一细节，这
在两唐书及其他文献中是仅见的。太平公主
作为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所生的独女，享尽
荣华；作为唐代传奇女性，她的故事在新、旧
唐书都有记载。

淮南公主墓志中有：“太平公主，帝女钟
爱，出降有日，敕追公主，仍赐敕书云：小女出
降，故使报知。又具礼同，须有荘母，以姑懿
戚，庶屈暂来……公主既承恩旨，当即驰赴，
太平公主嫁日，得荘母。”志文讲的是太平公
主出嫁前高宗皇帝报知淮南公主并邀请她参
加婚礼和充当“荘母”这件事情。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岳连建研究员介
绍，“荘”同“庄”，即“庄重”，“荘母”可以理解
为“协助梳妆打扮之女性长辈”。太平公主一
生有过 3次婚姻。第一次是在唐高宗永隆年
间下嫁驸马薛绍。第二次是在武后垂拱四年
薛绍被诬告与诸王连谋造反而被诛后，太平
公主改嫁武承嗣。第三次是因武承嗣有疾而
罢婚后，武后杀武攸暨妻，又将太平公主嫁给
了武攸暨。从志文所述的时间顺序和驸马薛
绍的死年来看，这次是太平公主第一次出嫁，
驸马为薛绍，淮南公主以姑奶的身份充当了
太平公主婚礼“荘母”这一重要角色。

史书中关于太平公主婚姻的记载很简
略，淮南公主墓志中有关记述可补史料之不
足，对研究太平公主这位在武则天当政期间
以及中宗、睿宗两朝对政局有重大影响的历
史人物的生平事迹，了解唐代公主的婚姻状
况以及唐代婚俗礼仪等有重要的史料价
值。淮南大长公主墓志现保藏在富平县文
物管理所。

未成为“皇姑”的公主和长公主

除了“首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上提
到的这两个正一品“大长公主”外，陕西还出
土了其他一些有故事的“长公主”和“公主”的
墓志石刻，虽然不多，但仍记录了一些重要的
历史信息。

极具才华的兰陵长公主。在昭陵博物馆
内，保存着唐兰陵长公主李淑碑，李淑是唐太
宗第 19女（《新唐书》说她是太宗第 12女，应
以墓志为准），生于贞观二年，薨于显庆四年。

兰陵公主的书法特别好，墓志上说她
“七岁学书，尽钟张之妙迹”，“钟张”指三国

魏钟繇和东汉张芝的合并称呼。墓志还说
兰陵公主“虽左姬之含华挺秀，谢嫒之毓德
扬芬”。说明公主极具才华，可与“左姬、谢
媛”相比。

左姬（左小娥）、谢媛（谢道韫）分别是
来自汉代和东晋的两位才女。目前被选入
初中教材由南宋刘义庆撰写的《咏雪》中，
提到的谢道韫指的就是谢媛，这位东晋才
女因吟出“未若柳絮因风起”而被《晋书》收
录而传颂至今。

在昭陵博物馆内，还保存着唐太宗第 10
女（唐临川郡长公主）和唐太宗最小的女儿
（新城长公主）的墓志。临川郡长公主，是唐
太宗与韦贵妃所生的女儿，名叫李孟姜。新
城长公主，是唐高宗同母妹妹。

生前做过宫中女官，担任女侍中，死后才
被“诏追赠高密长公主”的李挺妻元季聪墓志
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元季聪是孝文帝元
宏之孙，清河王元怿之女。墓志显示元季聪
卒于北魏永安三年，至东魏兴和三年李挺卒
后，迁祔其茔。

此前我们曾介绍过唐玄宗有两个同胞妹
妹，一个是早逝的金仙长公主，另一个是为哥
哥唐玄宗和父亲唐睿宗网罗人才的玉真公
主。金仙长公主的墓志是由玉真公主亲自撰
写，其墓志保存在蒲城县博物馆。 □卜丁

近日，陕西省魔方公开赛吸引了众多
高手参赛。魔方又叫鲁比克方块，它与华
容道和法国的独立钻石棋并称为智力游
戏界的三大不可思议。当然，我国辉煌的
历史中也有许多极富挑战性和趣味性的
益智玩具，今天就来一起看看吧。

围棋
围棋是唐朝时期最受欢迎的益智游

戏，在古代又称之为“弈”，属于“琴棋书
画”四艺之一。围棋使用黑白两色的小方
块构成棋盘，玩家通过移动、吃子来争夺
领地，最终达到将对方围困住的目的。

唐玄宗李隆基对围棋的喜爱，在历代帝皇中可
以说是无人能出其右，由于他对围棋的深深爱好，
所以前无古人地设了“棋待诏”这一特殊的官职来
陪他下棋。上之所好下必效之，有了皇帝这样的超
级粉丝，围棋在大唐得以迅速传播。

双陆棋
双陆棋又称“陆博”，是一种类似于国际象棋的

棋类游戏。双陆棋棋盘为12×12个方格，棋子分为
黑白两色，各36枚，玩家需要将自己的棋子移动到
对方的棋盘上，通过吃子或将军使对手出局，最终
成为胜利者。

《唐国史补》记载，武则天梦见与大罗天女打
双陆不得其位，频频输给天女，狄仁杰则告诉她：

“双陆不胜，无子也。”
七巧板

七巧板唐代以前名“燕儿窝”，外国人称它为“唐
图”，其发明最早是受到唐朝家具“燕几”的启发。

“燕”者，“宴”也，所谓“燕几”，是用于宴请宾客的案
几，可根据宾客数量进行拆分组合。七巧板就是七
个不同形状的小木块，组成简单而有趣的益智玩具。

七巧板不仅能锻炼玩家的空间想象力和创造
力，还有助于培养耐心和细心。

孔明锁
孔明锁是的一种巧妙的木制拼图玩具，又称鲁

班锁、八卦锁、六子连方，它的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
建筑中首创的“榫卯结构”。

孔明锁能够锻炼玩家的空间感知能力、逻辑思
维和手眼协调能力。孔明锁在古代被广泛用于教育、
娱乐和益智游戏。

这些玩具虽小，风靡程度经久未衰，不仅带来
超高的趣味性，更是将唐人的浪漫与美好展现得淋
漓尽致。 □王梦洁

漆双陆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