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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君入瓮请君入瓮””与武则天赏善罚恶与武则天赏善罚恶

民 俗

秦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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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姑沟，地处长安区魏
寨街道办西部，南靠八里原，
北边隔浐河与白鹿原相望。

蚕姑沟是一座古老的村
落，相传清朝初年，曹姓先祖
来此落户，因村南有一大沟，
所以把此地叫曹虎沟。又有
一说，汉代时，村里人修了蚕
姑庙，村名叫蚕姑村。关于
蚕姑，有文献记载，说是轩辕
黄帝妃子西陵氏发现蚕茧后
教民养蚕，始制服装，后人立
庙祭祀。

另有民间传说，汉代时
这里满坡架岭尽是桑树，有
位善良、勤劳、聪明的蚕姑姑
娘，带领姐妹们养蚕卖茧，乡
亲们深受其益。蚕姑
不知从哪里弄来几张
麻纸，纸上沾满了蚕
卵。她把纸撕成小
片，分给姊妹们，用棉
花包了装在贴身衣袋
里，孵化成黑色小蚁
蚕。这时桑叶还没长
上来，蒲公英却快开
花了。蚕姑就教大家
摘蒲公英的叶子，再
用鸡翎毛把蚁蚕轻轻
地拨到蒲公英叶子
上。等到蒲公英换成
桑叶，蚕就长大了，直
到结茧。乡亲们卖了
蚕茧，买回油盐酱醋
和花布。邻村的人都
称该村“蚕姑沟村”。

也许就是“蚕姑”这个名
字吸引了我，一个秋高气爽
的日子，我和两个中学同学
走进了蚕姑沟村。

通往村子的水泥路平坦
宽敞，但是满路晒得都是苞
谷粒，金灿灿的在阳光下闪
烁，有几个妇女在家门口一
边晒太阳，一边剥苞谷。我
们走到村中间，眼前就出现
了一条大沟，沟中树木参天，
杂草丛生，透过树木杂草，发
现有一脉溪水缓缓流过。我
向一位挑水的老人询问蚕姑
沟的事情，老人告诉我，沟的
最里面有一眼清泉，甘洌清

甜，早时候水流很大，可供全
村人饮用，那时候人们在上
游淘米洗菜，下游洗衣服。
如今水流没有过去大了，村
子里人吃的还是这条水。
沟的两边居住着 6个小组的
村民，东边 4 个，西边 2 个，
以李姓居多。夏季遇有大
暴雨，原上的雨水会集中从
这里倾注而下，蚕姑沟也曾
遭受水患。为了方便沟两
边群众往来，1975年在沟中
间架起了一座桥，桥旁有座
老君庙。

挑水的老人约 60多岁，
穿一身黑色衣服，很热情地
给我们介绍了蚕姑沟。老人

指着沟口几孔废弃了
的窑洞对我说：“这地
方就是传说中的蚕姑
姑娘住过的地方。”传
说中，蚕姑村桑树很
多，我们走了很长一
段路，一棵也没发现，
据说近些年村子里也
有人养蚕，但是不多，
蚕的数量也不大。改
革开放初期，村里一
位能人成立了纺织
厂，生产的布匹很受
顾客欢迎，一度销路
还不错，这个纺织厂
对推动蚕姑沟经济发
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通过挑水老人的
介绍，我们知道蚕姑沟好多
事情。蚕姑沟物产丰富，原
上生长小麦、玉米、谷子，村
前浐河边生产水稻，人们一
年四季不愁吃穿。村子种蔬
菜不多，但是家家户户房前
屋后都有小菜园子，自给自
足，还有富余。老人说，蚕姑
沟最大特点就是这里的人勤
劳善良有智慧，祖祖辈辈很
少有吵架闹仗的现象，大家
相处和谐，团结互助，民风十
分淳朴。说到这些，老人的
脸上充满了骄傲和自信。

告别了老人，回头再
望时，蚕姑沟已经被夕阳
抹红了。 □周养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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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木 杀 猪 菜
来神木 20余年，地方特色舌尖美味每每

勾得我垂涎三尺。清早的杂碎面、卤肉夹干
烙：别具一格的粉糊糊；收干汤汁的炖羊肉；
十里飘香的烤羊排；夜市上不等扒拉到嘴边

“吸溜”就断线的羊蹄蹄；十碟子八碗子的神
木老席……都让我口水直流，胃口大开，但最
让我馋嘴的，还数初冬里的神木杀猪菜。

香喷喷的杀猪菜，是神木美食中的一个
特殊存在。其食材简单却讲究，现杀粮食喂
养的猪五花肉，选前夹子肉为上品，切片要
大且厚，厚度一指为宜，手掌大小。配菜以
大缸腌制的酸白菜为主，辅之山野土豆，别
无他物。说到酸白菜，也是自家腌制帮肥叶
脆的大白菜为佳，青麻叶等其他品种次之。
吃杀猪菜之日，偌大的庭院里支起几口三尺
大锅，烧旺的炭火嗤嗤舔着锅底，主厨师傅
先挖一勺香猪板油在大铁锅里化开，大铲一
挥，浸润整个锅面，这叫“润锅”，然后将切好
的五花肉倒入锅中，反复翻炒，逼出肉里肥
油，这叫“揽肉”。肥油部分渗出时再加入大
葱、姜、茴香、黄豆酱等几种调料继续翻炒，
火候是关键，火既不能太大会炒糊了，也不
能太小变成“煮食”。更神奇的是，神木杀猪
菜调料也很简单，葱姜黄豆酱咸盐而已，至
简的食材、至简的调味，做出的却是极致美
味，实在要说有什么诀窍，恐怕只剩掌厨师
傅的经验了吧。

肉片揽好后，该加辅料土豆和酸菜了。
神木沙地土豆，生长日照时间长，淀粉含量

高，面、绵，土豆吸满了猪油，口感极佳。神木
人腌制的酸白菜，不仅酸香脆且开胃有嚼头，
可以吸收五花肉的香味，并缓解油腻，使食客
大口吃肉时，只留香味肥而不腻。切好的土
豆块量约五分之一，过水后放入锅中，再加入
适量白开水，以刚淹没土豆为好，接着就该放
酸菜了。酸菜清洗几遍后，切成手指宽细条，
用手握干水分，均匀撒在土豆上，盖上锅盖炖
煮。这时要适当翻动，一是防止粘锅，二是促
进几种食材的香味互相融合吸收。此时屋里
屋外已是酸香浓郁，味蕾被刺激地口水翻
滚。对于常年出门在外的人来说，这浓烈的
扑鼻香味中，还凝结着许多乡情乡愁。

杀猪菜做好后，真正壮观的吃杀猪菜盛

大场面才刚刚开始。热情好客的神木人，一
定会邀请到所有可能请到的客人。受邀参加
吃杀猪菜的人，远远超出亲朋好友范围，简直
可以说是“蹭吃蹭喝”的好档口。只要受邀吃
杀猪菜，你就尽可以自作主张再吆三喝六拉
扯一大帮子“无关人等”，黑压压“杀”过去，自
找座位，划拳翻扑克，开吃开喝，等主人过来
见面敬酒，还会理直气壮地介绍“这桌咱弟
兄”！丝毫不需要再多解释，主人也会满脸堆
笑，逐一握手敬酒并表态：“都兄弟么，欢迎欢
迎，吃好喝好，需要加酒添菜，尽管说啊。”人
们平时酒桌上墨守的“客不带客”老规矩，在
包容热闹的杀猪菜盛宴里瞬间变成“过去
式”。我来神木这么多年，基本属于“蹭吃蹭
喝”这一类。由于这帮“混吃混喝”人的到来，
每每使得主人一头猪不够，还得赶紧再想办
法。我时常听同事说，吃着吃着不够了，最后
在市场上又砍来半扇子救急。

神木杀猪菜的宏大场面非亲身经历所能
描述的。热气缭绕，烟火气十足，宾朋满座，
大声喧哗，算肉量而顾不得其他。在周边地
区独树一帜而无他，近距离榆阳、府谷，杀猪
菜无论吃喝规模、场面隆重程度、群众影响
力都远不能和神木相比。有一位从榆林南

六县来的客人，参加了神木杀猪菜盛宴后，
感慨地说：“神木杀猪菜就是神木人家里过
事情哩！受邀来吃杀猪菜，是好客厚道的神
木人把咱当自家亲人呀！神木的杀猪菜，是
神木独特地域文化，是包容、共享的神木精
神的完美体现。”

的确，杀猪菜在神木早已超出美食范
畴。早些年的神木农村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有钱没钱，杀猪过年。”每到冬季飘雪，天气
变冷，猪长肥了，肉能放住了，这个时候村里
家家户户陆续开始杀猪。杀猪菜，是庄户人
家晒殷实家底、熬好客名声、为长大成人的儿
女瞅如意对象的“软战场”，也是神木人对美
好生活追求向往的朴素表现。杀猪菜已然形
成一种地域文化且源远流长，根植于神木人
血脉。神木人赋予它太多的涵义，包容、共
享、热情、厚道。它在表达形式上大气粗犷，
内涵感知上丰富细腻有韵味。

近年来，各商家企业纷纷用足用好“杀猪
菜”文化效应。老板们专程去农村寻觅一口
粮食猪，烩一锅杀猪菜，招待四方来宾，酬谢
一年来，支持和关心企业发展的各路朋友，也
为自己企业做好宣传推广。

现如今，神木的街边小巷，也有不少挂着
“乡下杀猪菜”招牌的饭店，有的甚至专做杀
猪菜生意，虽然味道比乡下更好些，但毕竟少
了人气。气场不够，烟火味不足，光顾者不是
很多，我身边的朋友们也很少在这样的饭馆
里点杀猪菜。 □韩建强

唐高宗和武则天雕塑

“千古一女帝，日月当空曌；万世一始
皇，春秋各半秦。”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正统
女皇帝武则天，堪与第一个统一全国的秦始
皇相媲美，更被伟人毛泽东评价。“请君入
瓮”这一典故带给我们的思考，更给这位传
奇女帝平添了无限神秘。

天授元年（690年）九月，武则天改唐为
周，登基称帝。据《资治通鉴》记载，天授二
年（691年）正月，有人告发酷吏周兴谋反，
武则天命来俊臣审讯周兴。来俊臣问周兴：

“犯人不肯认罪怎么办？”周兴说：“这个好
办，拿个大瓮，周围用炭火烤，把犯人装进
去，什么事他会不承认呢？”于是来俊臣叫人
搬来一个大瓮，四面加上火，对周兴说：“我
奉命来审老兄，请兄入此瓮吧。”周兴吓得连
忙叩头认罪，后将周兴流放岭南，“请君入
瓮”的典故由此而来。神功元年（697年）六
月，武则天杀酷吏来俊臣。至此，酷吏在武
则天时代成为历史。

武则天是一个奇迹，古今之人对其多有
美誉。宋代洪迈在《容斋随笔》说：“汉之武
帝，唐之武后，不可谓不明。”清代赵翼谓其
为“女中英主”。郭沫若先生评价武则天说：

“政启开元，治宏贞观。”毛泽东说：“武则天
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
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武则天用人任
官，赏善罚恶十分明显。她破格用人，鼓励

有才能者自荐为官，要求百官“事君以忠”，
敢于“匡君之恶”，揭露她的过失。虽酷吏来
俊臣、周兴等“竟为暴刻”“所杀者各数千
人”，但也有徐有功、杜景俭等秉公执法者遏
制酷吏的暴行，人称“遇徐杜必生，遇来侯必
死”。自692年至705年退位前，武则天下达
减狱、洗冤之制达8次之多。在公元700年，
武则天派道士胡超在嵩山峻极峰投放了一
枚除罪金简，上面刻写着：“大周国主武曌，
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
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现珍
藏河南省博物院，为国家一级文物。

女皇武则天缘何执掌天下？重视培养
人才、善于使用人才，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
升，赏罚分明、明察善断，是武则天执政的一
大特色。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称帝后，
亲自在洛成殿策问进士，以文取士，而不重
经学，破格录用优秀者。这是科举制中“殿
试”之首创，使科举制度趋于完备。长安二
年（702年），武则天“初设武举”，考试科目
有马射、步射、平射、筒射、马枪等，从中选拔
有军事技术和才能的人才，一举打破了科举
制中只有文人学士才能进士的限制，为武人
进士开辟了道路。据徐松《登科记考》所载，
唐太宗时期，录取进士为205人，而在高宗、
武则天时期，录取进士多达一千余人。

武则天对人才的尊重信赖还表现在不

袒护私情，严格管理官吏，严明法纪，澄清吏
治。对贪赃枉法、侵害百姓、作恶多端的官
吏，无论是拥护自己的统治、有汗马功劳的
王公大臣，还是诸武贵戚、亲信，都根据犯罪
的轻重给予惩罚。公元701年，凤阁侍郎同
平章事张锡因泄露机密，并受贿达数万多，
流放循州。公元704年，凤阁侍郎同凤阁鸾
台三品苏味道，因葬其父，侵毁本村老百姓
的墓田，大肆挥霍浪费，左迁坊州刺史。司
礼少卿张同休、汴州刺史张昌期、尚书少监
张昌仪，皆因贪赃受贿下狱，后来或贬或流
放。就连武则天最宠爱的张昌宗也因强占
市人田土，被罚铜二十斤。对贪赃枉法分子
的严厉打击，使武则天深得民心，在她辅政
和执政的 44年中，特别是独掌政权的 21年
（684-705年），政治清明、生产发展、国家强
盛、文化发达。

历史烟云已成为过去，永不磨灭的是那
深深的印记。纵观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
天，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广延贤良，量才器
使，以能授官，遴选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贤
相和文武双全的名将，创造了“谋臣若雨，猛
将如云”的局面。如在中唐以后发挥重要作
用的狄仁杰、魏元忠、张柬之、姚崇、宋璟、张
说等人，都是武则天亲手选拔和培养的，且
都参与了盛唐文明的创造。因此可以说，武
则天是盛唐文明的开拓者。 □董昌辉

早在唐代，秋天就被人们视为“宝
藏”季节。唐朝人们的秋日也过得颇
有乐趣。今天，就来看看唐朝人专属
的秋日“五件套”。

秋猎
自先秦始，秋猎便是当时贵族们

的一大爱好。唐朝时期，上至皇帝王
公，下至小姑娘，都能熟练地掌握骑
马这项技能。皇家贵族都有专门的
狩猎场，每逢秋季，贵族们就会带眷
仆来到猎场。狩猎时，马背上放着贵
族从小养大的猞猁，唐朝高官们乐于
驯养这种动物来捕猎，并有专门的驯
养人“狸奴”。

唐朝皇帝酷爱狩猎，唐太宗李世
民尤甚，从他在位期间到去世几乎
每年都要举行，因此还衍生了唐朝
贵族社会最流行，亦是最昂贵的运
动：围猎。

登高
唐朝登高风气很盛，反映“登高”的诗文更是数

不胜数。白居易的《立秋日登乐游园》、王维的《九月
九日忆山东兄弟》以及杜甫的《登高》更是千古绝唱，
千百年来无人能超越。

在长安城，以登大雁塔的人最多。岑参就曾与
高适等登上大慈恩寺里的大雁塔并写下了“下窥指
高鸟，俯听闻惊风”的名句。

唐朝皇帝则常在西内苑登高饮宴。唐中宗李显
就曾在重阳节登上临渭亭，并写下了《九月九幸临渭
亭登高》的五言诗。唐玄宗也常常在大明宫的蓬莱
岛上登高望月。

赏菊
除了登高，赏菊也是唐人最爱的秋日活动。唐

朝元稹在《菊花》如此描述“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
边日渐斜。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连唐太宗李世民也爱赏菊，还写了首菊花诗《赋
得残菊》。

品蟹
从古至今，“品蟹”一直都是人们在秋季的乐趣

之一。唐玄宗李隆基就喜食煮蟹，即把各地进献的
鲜活生蟹煮了吃，自己和宫眷吃不了又常常赐给大
臣，宰相李林甫就以“状”（陈之于朝的文书）谢恩“赐
臣生蟹一盘”“又赐生蟹一盘”。

“烧尾宴”是唐朝著名的宴会之一，一种是庆贺
登第或荣升，另一种朝官晋升时，设宴敬献皇帝。公
元 709年，韦巨源升任尚书左仆射，依例向唐中宗进
宴，当时的食单中就包括以蟹为食材的“金银夹花”，
又叫“平截剔蟹细碎卷”。

大诗人李白不仅爱喝酒，也爱食蟹。他在《月下
独酌四首》的结尾写道：“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
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台。”

作诗
秋天是诗人们最活跃的季节，尤其是唐朝诗

人。“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微郎。”白居易在
翰林院值班时，看到从夏季开到秋季的紫薇花而作
的感秋诗。

而白居易在《琵琶行》里形容枫叶的佳句更是绝
妙至极，“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李白也在长安城写下了一首秋诗“长安一片月，
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前有帝王秋猎，后有文人作诗。唐朝人的秋日
仪式真是炫酷又浪漫。 □杨洋

二人台是流
行于陕、晋、蒙、

冀四省长城沿线、黄河中上游地区广
为流传的民间艺术，其历史悠久，内容
丰富，风格独特，形式多样，融戏曲、曲
艺、音乐、舞蹈、杂技于一身的综合性
艺术，是中国民间艺术之精品，2008年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二人台在同治年间（1862年）已成
雏形，之后经过垦荒移民中好拉的、爱
唱的和“禁留地”一带的民间流浪艺人
不断编创，加工提练，到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之初已有了较大发展，但此时
还没有二人台这种叫法，民间的叫法
佷多。如“打玩意儿”“打坐腔”“唱小
曲儿”“唱秧歌”等，直到1953年中国第
二届民间艺术节上，才把这个在我国
四省流传了几百年的民间艺术正式命
名为“二人台”。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西
巡西安，途经保德、府谷、神木、榆林等
地，官军反映“沿边州县，土地瘠薄，军
民生计维艰，希望能允许出边垦殖”。
鄂尔多斯各旗贝勒也向皇帝奏请“愿
与民人（汉人）伙同种地，两有俾益”。
同年，理藩院奉旨传达上谕：“有百姓
愿出口种田，准其出口种田，勿含多
斗。倘有多斗之事，或蒙古欺压民人
之处，即行禁止。”陕西、山西官员奉旨
后，开始组织移民出边垦殖事宜，从此

“禁留地”令开放。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汉民纷纷涌入“禁留地”开垦。

禁锢270多年的“禁留地”开放后，
蒙汉不再有边界之争，蒙汉人民经过
200多年的垦荒生涯，不但融洽了民族
情感，更重要的是在这块“黑界地”上
经过垦荒大军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
代又一代的往返传承，把本土的文化
带进来，把在“禁留地”学到的文化带
回去，久而久之，多元素民间艺术“二
人台”便孕育而成。

二人台的传统剧目约有120多个，
以描写劳动生产、揭露黑暗社会、歌唱
婚姻爱情等为主要内容，具有浓郁的
生活情趣，另有部分神话故事和历史
故事。在这 120多个剧目中有的剧目
有很多种版本，而且风格各异。每个
剧目的唱腔大多数分“亮调”“慢板”

“流水板”“捏子板”，有的剧目还有“数
板”（二人台里称“呱嘴”）。剧目类别
也分“硬码戏”与“带鞭戏”两类，“硬码
戏”偏重于唱、念、做，如《走西口》《探
病》等。“带鞭戏”是载歌载舞、歌舞并
存，如：《挂红灯》《打金钱》等，其内容
多是表现农家生活和爱情生活。二人
台有传统曲牌60多个，分“慢板”“二流
水”“紧流水”“捏子板”。构成二人台
的元素很多，有府谷的“山曲”“秧歌
调”、佛道音乐，如《千声佛》；有山西的

“爬山调”、晋剧曲牌，如《小开门》《吊
棒槌》《鬼拉腿》等；有内蒙古的“长
调”，如《亮调》；有“漫翰调”，如《栽柳
树》；有陕北民歌，如《绣荷包》；有河北
民歌，如《卖饺子》；有江南小调，如《戏
莺莺》；有东北二人转，如《对花》等。

二 人 台
包涵戏曲、曲
艺、歌舞、音
乐，内容较为
丰富多彩，反
映内容最多
的还是情歌
情调，而且有
很多剧目是
表现爱情的，
如二人台对
唱《十里墩》、
二人台小戏
《卖菜》《姑嫂

桃菜》《五哥放羊》等等。由此可以想
到，“禁留地”垦民大多是单身男子，在
当时交通不便的时代，回家与妻子团
聚只能是想象中的事情。垦民们把所
看到的和听到的事编成段子互相取
乐，慢慢就形成了一个个民间艺术品，
被人们广泛传播。

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府谷
县为了传承发展二人台艺术，于 2008
年成立了府谷二人台艺术团，2020年
文化体制改革变更为“府谷县二人台
艺术团研究院”，在各方人员的努力
下，二人台有了长足发展，2011年代表
中国音乐家协会出访匈牙利等东欧四
国，《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
《府谷二人台唱响多瑙河畔》，引起强
烈反响；紧接着参加了上海国际音乐
节和西北音乐节，无论与上海文广民
乐团的合作，还是与广西艺术学院交
响乐团的协作，用现代化的音乐编配
手法把这一民间艺术的表现形式上升
到了一个新高度。

府谷二人台有了一次次登上大雅
之堂的机会后，迅速发展壮大，先后参
加了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并获得“群
星奖”，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陕西省
艺术节，均获得“群星奖”和不错的成
绩。尤其是在2023年，历时7个月打造
的陕西历史上第一部现代二人台原创
大戏《魂铸二人台》，为弘扬二人台写
下了浓重的一笔。为了创造文化品
牌，每一到两年举办一次“秦晋蒙冀”
四省二人台优秀剧目展演，来自四省
多个专业团队汇聚府谷，不仅形成了
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探讨的良好
氛围，而且让老百姓欣赏了不同风格
的精美“文化大餐”，深受喜爱。

二人台所表现的民风民俗、地域
文化、语言风格完全是“禁留地”一
带老百姓基本生活写照。多年来，府
谷县二人台艺术团研究院不断推陈
出新，创作了大量紧跟时代贴近群众
的正能量作品，为时代高歌、为幸福
发声。相信在所有人的关心支持下，
二人台这朵艺术奇葩会开得更加绚
丽夺目！ □温永开

府
谷
二
人
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