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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陵随想秦王陵随想

那是盛夏时节，我走进位于宝鸡市金
台区北坡公园顶的李茂贞夫妇合葬墓——
大唐秦王陵。

“江南才子山东将，陕西黄土埋皇上”，
说到大唐秦王，很多人可能一下子就会想
到秦王李世民，不过此秦王非彼秦王。李
世民初封秦王，登基为帝后称唐太宗，葬于
咸阳礼泉，是昭陵。

大唐秦王陵背靠陇山，脚蹬渭河，三面
环沟，东隔金陵河与贾村塬相望，西隔长寿
沟与紫塬相望，塬下即为自西向东穿过宝
鸡市区的渭河。这是唐末传奇人物李茂贞
及夫人刘氏“同茔不同穴”的合葬陵寝，距
今已有 1100年的历史了。

走进陵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对石
雕精美的华表，华表后是 150米长的司马
道，两侧置放着 34尊石人石兽像，石像没
有被铁栅栏围护。导游告诉我们，现在看
到残缺不全的石像是出土文物，光滑完整
的是后期复制品。

从表面看，残像虽然状态各不相同，
但亦能看出当年磅礴的气势和雕刻的精
美，有的雕刻线条被千年风雨侵蚀得已
经模糊不清，但其面部模样和身躯的厚
重依然存在。复制品棱角分明，纹路清
晰，但缺少了被光阴磋磨出的沧桑感，
在气质上便输了多半。

秦王陵的占地面积和以山为陵的建
制方法，还有这华表、司马道、石像群，
都是僭越帝制规格的，在封建王朝时代
绝对是罪可诛杀的。要想知道这座僭
越规格的陵墓奇怪之处，就得先了解李
茂贞本人了。

李茂贞生于 856年，死于 924年，享年
68岁。他原名宋文通，出身市井，投身行
伍，在镇州博野军中（河北蠡县）以军功升
任队长，又以军功迁神策军指挥使；886年
因军功被唐僖宗封为武定节度使，并赐帝
姓李，名茂贞，字正臣。30岁时知洋州（今

陕西洋县），在护送唐僖宗回銮的路上，奉
命追杀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因战功被封凤
翔和陇右节度使；890 年，34 岁时封陇西
郡王。光化年间，封岐王，893年，封秦王，
兼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唐亡后，李
茂贞没有投降后梁，而是割据自守，使用
皇帝仪仗，册封夫人刘氏为皇后。后归附
后唐，进封秦王，既为王，墓即为陵，规格

等级也就如此高大了。
秦王陵地宫是东西双列，夫东妇西，

方位对称形制相同，而且夫人地宫的种
种建筑规制、装饰的精巧过于夫君之
墓。这样的形制在中国周以后的历史上
罕见。墓室是平面方形，券顶都是砖块
叠涩 45 层收出穹形，绘以星图，既像天
象，又是很巧妙的防盗措施。

导游说，如果盗贼从券顶挖开，哪怕

碎一块砖，整个叠出来的券顶就会全部坍
塌，把墓室埋死。我们所有人都平心静气
地一边听导游讲解，一边感叹古人的睿智。

出了墓室，重新回到地面，感觉一下
子又热了起来，各人随手拿着的各种工具
都当扇子来用。随着导游在林间小道行
走约五十米，就到了天象图所在处。天象
图是用一块块青砖铺满四十多平方米北

斗七星的星象图，青砖各有不同的形状，
砖身还有不同工匠的手掌印记。据说这
是古人用来记录此砖的生产、提供者，即
现在的溯源码了。在拼图中，一块箭头
图案的砖块最是耀眼。

导游讲解说，此箭头所指的方向，是
有两层用意的，一是为后世盗墓指明了方
向，告诉盗墓者必须绕开的方位，二是沿
着箭头所指的方向延伸 100米，即秦王李

茂贞棺椁所在地，亦有宝可盗。本来这
天象图是在墓地建成后埋在夯土之下，
但因夯土用了大量石灰等防腐材料，导
致地面寸草不生，也正好提醒了盗墓人，
巧思妙构的星象图成了盗墓人的地图，
严谨的施工方案却成了盗贼安全的保证
……这些，是巧合，还是有别的原委？其
中的缘由，任凭观赏者去想象。

行走在繁茂的松柏林间，随处散见的
石雕，把晚唐五代的雄风迎面吹来。在我
心间的三寸天堂里，既感受着大唐匠人智
慧的超凡、心思的缜密，也感慨着阴阳两
界人心的不古。殁后的他们本该是入土
为安，却总被后世人频频破壁而入，打扰
掠取。当年有多么威武，多么叱咤，曾经
多少的烟云往事，都辗转在月复月、日叠
日的年轮重叠上，在来来回回一圈一圈的
旖旎里，不管曾经激荡出怎样的风雨岁
月，都将是一去不复返了。

仰头望向天空，云朵渐渐散开，阳光
还是很强，天气燥热，防晒措施都已做到
最大。回头立定，再看司马道两侧，石
像被阳光紧紧围裹，似从天界下凡，肃
穆静默，空中蝶舞，云翳洁白。石像身
后松柏林间，能看到迎着骄阳盛开的紫
色小花，繁密的小叶夹杂在人工种植的
绿生生的草皮间，格外妖娆却极少有人注
意它、观赏它。

在心疼它们会不会寂寞的时候，我
的脚步慢了下来。看着眼前的每一抹颜
色、每一种植物，都属于阳世间的生命。
秦王夫妇和他们诸多的人俑和宝物，早
已不知去向，想着那往日奢华的日月再
也不会重来了。

既然一切都不会再来，那我们这些活
着的人，就应该活得从容一些、淡定一些。
不一定每天都充满欢喜，但一定要努力着
欢喜。只有心静得如一泓清水，才能享受
生活的一壶香茶。 □孙亚玲

人 物

秦 味

今天要说的这种食品，是典型的饼。
这饼为什么又叫做馍呢？这就要说说陕南
一带的民间习俗。

馍的本义是面制食品，通常指馒头，而
在陕南安康一带，民间通常把馒头、烧饼、

包子等面食统称馍或馍馍。因此，
这种能鼓气的饼，被当地人叫做鼓
气馍也就不足为怪了。

鼓气馍的和面方法与众不同，
不需要发酵，现和现做，而且得用冷
水发面。面要和得好，吃起来才筋
道。面和好了，要将其揪成大小一
致的剂子，用擀面杖擀制成一块块
圆形薄饼。

饼中放上一小团面心，面心是
用面粉、香油、五香粉、精盐等特制香料混
合后捏成的小面团。放好面心后，像包包
子一样将面心包入面饼中，再将其擀成圆
饼，在正面撒上一层白芝麻，用筷子在正面
等量划几道横线，生饼就做好了。

下一步就是入鏊子烤制。这鏊子有讲
究，分为上中下三层，上、下层均为加热用
的炭火层，燃料为木炭，中间为平底锅，锅
内放置生饼，一般一锅能烤制6到8个饼，保
证面饼能上下同时均匀加热，确保饼的质
量和口感。

烤制几分钟后，只见鏊子里的饼由白
色变为微黄，像被施了魔法一样，正面逐
渐鼓起，随着表面由微黄变成金黄，一只
只薄饼变成了一个个半圆，鼓气馍就这样
诞生了。

馍的正面呈凸起的圆形，背面为平底，
由于两面加热，中间形成了一个空心的气
囊。表面的芝麻和面皮被烤成了金黄色，
咬一口，外酥里嫩，外脆内软，芝麻和面心

的香味，让人垂涎欲滴。鼓气馍可以趁热
直接吃，也可将其掰成小块，放在鲜香的羊
肉汤里，就是当地的名吃——羊肉泡馍。
还可以在饼的侧面划开一道口子，将喜欢
的炒菜填入囊中，又一道名吃诞生了——
菜夹馍或肉夹馍。

可别小看了这饼，因为工艺十分独
特，火候难以把控，如今能做出这饼的人
少之又少，是陕南石泉古城的著名特产，
周边县市难以见到，全国其他地方更是
闻所未闻。

鼓气馍，这道古街深巷的传统民间小
吃，如今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摇身一变，成
了店家的摇钱树，成了游客的香饽饽，也成
了古街的风景线。 □黄平安

石 泉 鼓 气 馍

年代：汉代

收藏单位：商洛市博物馆

商洛市博物馆馆藏的这件汉代铜焦斗为青铜材
质，高6.8厘米，口径8.8厘米，重约0.21千克，子母口，
圆腹，底部有三只兽蹄形足，腹部有一长方形中空手
柄。这件文物为民间征集而来，被考古专家认定为汉
代文物。

关于焦斗的用途，有人认为是盛酒器，有人认为
是取暖的炭炉，但是比较通行的说法是，焦斗是古代
军用炊具，士兵行军打仗时用于烹煮食物。

众所周知，在商周时期，王公贵族用鼎煮食，普通
百姓用鬲等陶器煮食。但是军人在行军途中需烹煮
食物的话，用鼎太过笨重，用陶器又经不起摔打，于是
焦斗应运而生。

焦斗上部盛放液体的部分称为“斗”，其形状如小
圆鼎；下部有三足，可稳定放置并在其下生火；一侧有
手柄，便于操作。一个焦斗的容量可以满足一“伍”
（五人为一伍）军人用餐。

唐宋时期，焦斗器型发生了改变，去掉了底部三
足，更便于携带。而且名称也由“焦斗”演变为“刁
斗”。根据古诗文描述，这时的“刁斗”主要用途是
打更报时。

这件小小的汉代铜焦斗，不仅反映出我国古代
青铜器铸造的历史，而且对于研究古代战争史以及炊
具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据商洛市博物馆

汉代铜焦斗

鉴 藏

潼关怀古：张养浩的行与思

2017年夏天，我参与采写《长安八水记》，
寻找岱峪河和汤峪河交汇处时，在一座桥旁看
到一个高竖的牌子，上面写着“耶柿村”三个
字。我询问路旁两位正在闲聊的老人，耶柿村
在何处？他们齐声说，就是这儿。

耶柿村的名字我早就知道，进入这个村子
却是第一次。听说村子人大都姓耶，早年复姓
耶律，后来称耶，是许多年前从很远的地方迁
徙来的少数民族。为了知道“耶律”的更多知
识，我蹲在这两位老人旁边，和他们聊了起
来。其中一位光头老人热情而健谈，一口气给
我讲了许多。

耶柿村位于西安市长安区东部，属于浐河
上游，这里有川、有塬、有沟，背靠苍莽白鹿原，
东与蓝田县三联村、冯家沟和魏寨街道古刘村
接壤；南和魏寨街道魏寨村相连；西北隔沐浴沟与炮里街道
办布村相望。

耶柿村也叫耶柿坡村，由耶家坡、柿园村、阴沟村（也称阴
坡村）三个自然村组成，取三个村各一字而得村名。村民世代
以农为生，主产小麦、玉米、水稻，也曾种过莲菜。

问到耶柿村的历史，老人说，老辈人说我们村是从外地
迁来的，说是少数民族，好像是内蒙古那边的，原来姓耶律，
后来简称耶，这些年许多人又恢复耶律了。老人的话，使我
想到了小说和电视剧里的故事和人物。因为时间关系，我告
别了两位老人，脑子里却一直想着“耶律”两个字。

晚上回到家，我上网查阅了“长安魏寨耶柿村”，获知耶
柿村建于明建文年间，清嘉庆《咸宁县志》记为耶家坡，因耶
律姓氏在浐河北岸坡上而得名。契丹国契丹族耶律家族在
公元 1125 年遭受金灭顶大难，由家乡辽河上游一带流落到
此，繁衍生息而形成的村落。过去村里禁唱《金沙滩》戏，认为
是本民族的耻辱。全村绝大部分人都姓耶律复姓，后因有与
汉民融合之意，改为耶姓。

历史上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907-1125年）曾名震四方，
“南边有个宋皇上，北边是咱契丹王”，是耶柿村里老人引以为
豪的话。公元 1004年，文韬武略的辽圣宗耶律隆绪对大宋开
战，与宋朝订立澶渊之盟，形成辽、宋、西夏三足鼎立的割据局
面。据说耶柿村是“上耶”，而由此向北过炮里原，越鲸鱼沟在
狄寨原的东北部原下，如今的蓝田小寨乡也有数十户的耶姓
人家，那里被称为“下耶”。

秋日的一个上午，我在去白庙村采访“白庙先生”时，又
经过那座桥，我停下车走上桥头，只见过往行人，不见村子有
人出入。我走进村子，发现进村道路上铺满了金黄的苞谷
粒，金光灿灿地在阳光下闪耀。有几个剥苞谷的妇女一边忙
着手中的活儿，一边紧盯着玩耍的孩子，叮嘱着不要到危险的
地方去。

我绕着晾晒的苞谷走向村子中心，在尽头发现靠塬坡的
地方几乎已无人居住，许多废弃的院落长满了荆棘和荒草，
几孔破窑洞睁着巨大的眼睛向远处张望着。人们都搬到距
坡塬远的地方，盖起了新房小楼，屋前多植柿树，院后种着蔬
菜。柿树的叶子已经黄了，树叶在秋风中纷纷飘落，树枝上
悬挂着的柿子黄澄澄地炫耀着季节的色彩。屋后的蔬菜也
该拔蔓了，叶子多已凋零，孤零零的几颗西红柿和辣椒在秋风
里显摆。

走出耶柿村，远远就望见逶迤俊秀的终南山。青绿葱翠
的山色消失了，似乎比往日多了红色、黄色和紫色，有了深秋
的意味。 □周养俊

耶
柿
村

宁静而美丽的耶柿村。

张养浩生于宋元易代之际，自幼受儒
家经典熏陶，在元朝为官并三进御史台，是
有名的“骨鲠之臣”；他是元散曲的代表作
家之一，一支笔道尽兴亡事，为斑斑青史留
下三分警策、七分感喟。

西 行

八百里秦川，在潼关一带已到尽头。
南边是“奇险天下第一山”的华山，北边是
如同屏障一样的中条山，两山对峙的夹缝
里，黄河径直东折，缓缓进入豫陕大峡谷。
潼关，就牢牢扼守在陕、豫、晋三省接壤的
咽喉处。

山川地理如此巧妙铺排，如天作之合
般造就潼关“独一份”的天险。千百年来，
潼关既是险阻，也是通途，这里从不缺征伐
者和野心家，也从不缺行者、过客和旅人。
烽火边城、鼓角争鸣，历史曾一次次在这个

“弹丸之地”改变走向。
东汉建安十六年，曹操率军进攻西凉，

数月强攻无果，最后用计离间马超等西方
群雄，控制潼关，稳固了其北方势力。公元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哥舒翰率二十万虎
狼之师血染黄河，震动京师。一条潼关道，
遍地英雄冢。一生忧国忧民的杜甫在得知
潼关失守的消息后，写下著名长诗《潼关
吏》，用“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请嘱防
关将，慎勿学哥舒”表达自己对战争的愤
怒，对民众的同情。

1329年4月，一位特殊的过客沿潼关道
而来，他便是已致仕八年的张养浩。这一
年，张养浩五十九岁。当时的人们自然无
法预料，这将是张养浩生命中的最后一年，
更准确地讲，是他生命中的最后四个多月。

张养浩，字希孟，1270年出生，山东济
南人。张家是当地一个殷实家庭，其父张
郁极善经营，不到二十岁就奔走于京师和
江淮之间做生意。艰辛的创业经历，让张
郁对儿子的教育格外看重。元朝开国初
年，一度中断了传统的科举取士，读书人或
是进入基层政府机构当差，即所谓的“胥
吏”，或是成为官员的幕僚，有的甚至当起
了匠人、商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仍能坚持
让儿子接受传统教育，可见张郁的远见。

张养浩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天
资聪颖，自幼喜读诗书，“年方十岁，读书不
辍”。父母担心他用功过度伤了身体，甚至
出面阻止他读书。为此，张养浩白天默诵，
晚上则关起门来，偷偷点灯夜读。

19岁那年，张养浩登临济南城中的白
云楼，以一首《白云楼赋》声名大噪，赢得山

东按察使焦遂对他的赏识和信任。焦遂举
荐他为东平学正——虽未获得正式编制，
但这却是张养浩宦海生涯里一个转折点。

因才学出众，张养浩屡屡得到有识之
士的推荐，特别是获得了当时担任平章政
事（宰相）不忽木的青睐。不忽木是元代重
要政治家，为官清廉、重视儒学，对这位志
在“修齐治平”的青年，不遗余力地向朝廷
推荐，先是推荐其担任礼部令史、御史台
掾，后来又荐为中书省掾属，继而选授堂邑
县尹。一次，张养浩生病，不忽木前往探
望，看到张养浩家徒四壁，不禁感叹道：“此
真台掾也！”

在元代，御史台、中书省和枢密院并称
中央政府的三大中枢。张养浩由最基层的
御史台掾起步，后来又担任监察御史、行台
中丞，是为数不多的“三进御史台”的监察
官。他不畏权贵、不计祸福，敢于直谏，写
下万余字的《时政书》，直斥朝政沉疴“十
害”。此举激怒了当时的元武宗，张养浩的
一腔热血，换来的却是罢官离京。

文 忠

2019年5月，一座五米高的张养浩雕像
在潼关黄河古渡口景区落成。雕像下方，
镌刻着他留下的那首传诵千古的《山坡羊·
潼关怀古》。

潼关是东汉“四知太守”杨震的故乡，
出景区向西约7公里处，便是如今的杨震廉
政教育基地。张养浩在担任地方官时，以

“四知堂”命名自己的居室，表达对杨震的
敬佩之意。

张养浩当年见到的潼关当然不是今天
这个样子。此番来陕赴任，潼关仅是他经
停的一处驿站。

这一年，关中大旱，疾疫蔓延，灾民到
处逃荒、流离失所。朝廷特请张养浩出任
陕西行台中丞，前往陕西主持赈灾事宜。
行台是元朝独创的监察公署，为御史台的
派出机构，全称为“行御史台”。按元朝官
制，中丞是台官，属正二品。

自归隐以来，朝廷曾七次征召张养浩
入朝为官，他都再三拒绝了。名与利、权与
势，于张养浩而言不过是浮云。真正“请得
动”他出山的人，是天下苍生。

从山东济南的家中出发，张养浩途经
洛阳、渑池等地，所到之处，到处可见从陕
西逃难出来的饥民。赤地千里、遍地哀鸿，
张养浩“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路
过华山，张养浩特地到西岳庙，作文祈雨，
为民吁请，读到“民饥而死”时，张养浩“涕
泗被面，从者观者皆为沾襟”。

以现在的目光来看，此举似为不经，但
在当时，这是一个诚心为民官员的至诚至
敬之举。巧合的是，没过多久陕西境内“大
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

听说朝廷派他主持赈灾，张养浩的很
多同僚为他摆酒设宴，接风洗尘。张养浩
得知后拒绝赴宴：“此岂为乐时耶！”对张养
浩来说，最紧要的是如何稳定市场秩序、筹
集赈灾粮食。

元朝普遍使用纸钞，百姓拿纸钞去买
米，纸钞稍有模糊破损，米商就说这是“昏
烂钞”，不肯收，百姓自然也买不到米。按
照规定，昏烂钞可以到行用库中更换新钞，
管库奸吏营私舞弊，“易十与五”，而且“累
日不可得”，百姓还是买不到米，生活处于
崩溃边缘。

赈灾如救火。张养浩立即检查行用
库，发现没有销毁、钞面图纹可以看得清的
纸钞共计1085万多贯。便在这些纸钞背面
盖上印记，临时流通使用。他又命人刻价
值十贯、五贯的券发给穷人去米店买米，券
上加盖印记，米商可凭此到行用库兑出钱
来，“于是吏弊不敢行”，百姓得以买米活
命。张养浩不惜拿出自己的钱财开设粥
厂，同时奏请朝廷，希望实行纳粮补官的法
令，以解燃眉之急。

在陕西赈灾的四个月，张养浩一直住
在官署，“未尝家居”，白天出外巡察救济灾
民，晚上则祈祷灾情结束、百姓安康，没有
丝毫懈怠，忧劳成疾，病逝任上，“关中之
人，哀之如失父母”。也是在陕西期间，张
养浩写下大量的怀古作品，既有对民生疾
苦的同情，也有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1331年，朝廷下诏追封张养浩为滨国
公，赐谥号“文忠”，后人尊称为张文忠公。

浩 气

张养浩的一生几乎贯穿了大半个元
代。他出生的第二年，忽必烈发布《建国号
诏》，元帝国建立。元代十一位皇帝，张养
浩历经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
定帝、天顺帝、文宗等八朝。

他不仅恪尽职守、心忧百姓，也善于总
结自己为官的经验教训，著成《为政忠告》
一书。《为政忠告》又名《三事忠告》，分为三
大部分，皆可独立成篇。其中《牧民忠告》
总结了做地方官的经验，《风宪忠告》总结
了任监察御史的经验，《庙堂忠告》总结了
在中书省为官的经验。这三个“忠告”分别
针对地方官员、监察官员和朝廷高级官员，
很有指导性，其言发自肺腑、情真意切，深
受时人与后人的看重。

在《牧民忠告》中，张养浩强调戒贪止
欲的重要性，劝告为官从政者只有做到谨
守公廉，才能避免灾祸远离耻辱。在此基
础上，张养浩还指出家人的“喜奢好侈”是
为官之人在廉洁奉公方面出现问题的重要
原因。他主张官员必须严格约束家人，更
不能目无法纪在外招摇生事。

在《风宪忠告》中，张养浩列举了监察
官员容易出现的十种徇私枉法行为：“或巧
规子钱，或盗行盐贴，或荒耽曲蘖，或私用
亲属，或田猎不时，或宴游无度，或潜托有
司之事，或妄兴不急之工，或旷官第而弗
居，或纵家人而不检。”在他看来，以上种种
行为均是担任监察官的忌讳。

在《庙堂忠告》中，张养浩以诸葛亮和
元载为正反案例，奉劝身居庙堂之上的高
级官员要效法诸葛亮一生清廉奉公，“二十
年无尺寸之增于家”，夙夜在公以至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为后世百姓所称颂。切不可
像唐代元载一样利令智昏，唯利是图。

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
气，至大至刚，“养浩”之名或许出自这里。
张养浩曾写过一句散曲：“云来山更佳，云
去山如画。”这如同他的道德文章和为政
操守一样，让人回味无穷。 □宋雨

位于潼关黄河古渡口景区的
张养浩雕像。宋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