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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丞，又名水盂，还有水盛、水中丞等别
名。文献记载，“丞”有辅佐之意，所以就把这
种用来给砚池添水的辅助性工具称之为水丞。

现藏于西安博物院的唐代鸳鸯水丞，用现
在的眼光来看，它不仅“撞脸”隐形眼镜盒，就
连鸳鸯尾巴都是爱心的形状，让人一见难忘。
两只鸳鸯紧密相连相对而望，氛围温馨甜蜜。
不用水的时候盖上鸳鸯盖，能够起到防倾洒

的作用，也便于携带，造型简约而不失精致，
可见设计者的巧思。

中国式的书写、绘画离不开水。因为对水
的需要，文房中的水器也格外受到重视，有偏
爱水丞的收藏家更是将其称为文房“第五
宝”。这件小小的水丞，不仅是书案上的必备
品，也彰显着主人的文化品味，蕴含着中国式
的浪漫。 □国强

唐 代 鸳 鸯 水 丞

秦 味

时逢清明假期，我带着孩子回老家祭祖，让父
母享受一下短暂的天伦之乐，也想着回去的时候，
自己能顺带回味一下家乡的美食踅面。

我的家乡在渭南市合阳县，古称有莘国，位
于关中平原东北部、黄河西岸，是中华民族的发
祥地之一，有着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
经》发源地的美誉。合阳踅面被称为“古代最早
方便面”，是当地的代表小吃，也是一种地理标
志，更是合阳人在外时融入血液的念想，这种牵
挂是一种特别的记忆。

其做法是按照荞麦面粉和小麦面粉 3:1的比

例，顺一个方向边加水边搅拌，搅拌成没有颗粒的
糊状，舀一大勺面糊摊在很大的铁鏊上摊平整烙
熟。吃的时候将烙好的面饼取出来折好，用刀切
成条，锅中水沸腾后将切好的面条放水中煮半分
钟（因为本身就是熟饼），再快速捞至碗中即可。

小时候，每逢街道过会，我就会缠着父母带
我到街上吃踅面。走在街上远远就能望见醒目
的横幅“坊镇踅面”。一口大锅、两张长桌，还有
几条现在很少能见到的长板凳，这基本上就是踅
面摊的全部家当了。“悠悠万事，吃饭为大。”每个
人心中都有不同的乡情美味，不变的是家乡的味

道，是每个人舌尖上最美的乡愁。
多年来，不论多么响亮的品牌，影响多么广

泛的饮食产业入驻家乡县城，都无法冲击踅面在
人们心中的地位，它紧紧抓住了家乡人的味蕾。

□孟朋林

踅 面

胜 迹

关中自古学者辈出，延至清初，人物繁
盛，其思想学说影响天下，引起顾炎武注
目。顾炎武，字宁人，世人尊称亭林先生。
南直隶昆山人，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和大
学者。梁启超先生说：“我生平最敬慕亭林
先生为人……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
人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他曾经四
次入关，结识关中李因笃和王弘撰等学者。

李因笃籍贯富平，乃清初关中诗坛主
将。王弘撰，字无异、文修，号太华山史，又
署鹿马山人。华阴人。他在程朱理学、金
石、诗文、书画方面卓然大家，有“风逼云收
霞催月上”之称誉，更是“关中声气之领袖”。

康熙二年（1663年），顾炎武首次由山
西入关，访王弘撰于华阴西岳庙南小堡内
的待庵（即砥斋），遂与订交，两人一生的友
谊就此展开。顾炎武与王弘撰具有相近的
家世，其前辈都是明王朝的官宦，又都博学
多才，精通经典，且有共同的理想志向和深
深的故国情结。

康熙十六年（1677年）二月，顾炎武与王
弘撰相约，同至北京昌平，谒天寿山及怀宗
攒宫。怀宗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甲
申之变，自缢于北京煤山，怀宗是清廷为他
所上的庙号。朱由检死后葬于思陵，地处十
三陵之西南隅的鹿马山南麓。此行，顾炎武
作有《谒攒宫文》和《二月十日有事于先皇帝
攒宫》诗。后一首诗中有“华阴有王生，伏哭
神床下。亮矣忠恳情，咨嗟传宦者”句，

“亮”，指忠正坦白之意；“宦者”指吕太监，据
考证，原本这两句诗下有自注，云：“吕太监
言，昔年王生弘撰来祭先帝，伏哭御座前甚
哀。”顾炎武 6次谒思陵，这次与王弘撰结伴
晋谒，尤见其孤忠之心耿耿。

这年秋天，顾炎武第二次入关。秋季的
关中正值雨季，顾炎武一路风尘仆仆，终于
到达太华山下，住宿在潜村王弘撰的家中。
王弘撰在《频阳札记》里记述道：“丁巳秋九
月三日，顾宁人先生入关，止于予明善
堂。”这次入关，顾炎武“将筑山居老焉”，也
就是说，将在这里安居以度晚年了。

这件事，顾炎武思谋已久，想必在北京
晋谒鹿马山的日子里，与王弘撰有过深入交
流，终于下定决心。顾炎武非常满意王弘撰
安排入住太华山下“明善堂”的生活条件，安
顿好后，作《雨中至华下宿王山史家》，诗云：

重寻荒径一冲泥，
谷口墙东路不迷。
万里河山人落落，
三秦兵甲雨凄凄。
松阴旧翠长浮院，
菊芯初黄欲照畦。
自笑飘萍垂老客，
独骑羸马上关西。

顾炎武十余年前到过太华山下造访王
弘撰，这次是第二次见访，故曰“重寻”；因
为王弘撰也是“以游为隐”，不常在家，所
以，诗中引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之“三径就
荒”之典。“冲泥”，雨中践泥而行。“谷口”，

东汉郑朴隐居处。“墙东”，隐者居宅，庾信
《和乐仪同苦热诗》有“寂寥人事屏，还得隐
墙东”诗句。“落落”，指王弘撰疏旷不苟
合。此诗表现出称誉王弘撰和表述自己心
怀的主题。

顾炎武确定在太华山下定居，主要原
因，他在给《与三侄书》里说“秦人慕经学，重
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而且，“华阴
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
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
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
瓴之便”。秦地文化氛围好，尊师重道。这
里的地理位置也好，不但“绾毂关、河之口”，
各路消息灵通，而且是“三秦要道，八省通
衢”，出潼关，便至中原；越秦岭，南下江淮；
出萧关，出至荒漠；西别大散关，路通西域。

“一旦有警”，也能够立即入山避匿，有王弘
撰在乱中入山八年得以保全的先例，再说，
他“笃于朋友”，礼数周全，热情好客，还有李
因笃、李颙等同道朋友，可以互相论学研
讨。因之，顾炎武以为此地确实乃理想的

“将筑山居老焉”之地。于是，是年秋，把原
来放置在祁县戴廷栻为他所构之书堂的书
籍，尽数搬至华阴。

先哲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孟子·公孙丑下》）。顾炎武之所以晚
年决意定居太华山下，三个条件都具备，尤
其是有王弘撰如此可以信赖的朋友。然而，
顾炎武一生追索学问，颠簸路途，虽然安居
太华山下，还是继续四处游历……

康熙十八年（1679年）十一月，顾炎武从
山西入关，归太华山下。他与王弘撰重逢，
格外亲切。二人朝夕相处一起论学的情形，
王弘撰在《复汤荆岘侍讲》的信中写道：“弘
撰以不才，又衰病侵寻，西归以来，益复惫
甚。唯是与顾亭林先生朝夕同处，以古道
相砥，优游山水之间，差足娱耳”。所谓

“古道”，泛指古代的制度、学术、思想、风
尚等，顾炎武著述的目的甚为明确，自谓：

“所著之书，皆以为拨乱反正，移风易俗，
以驯致乎治平之用”（《亭林文集·与友人论
学书》卷六）；在《初刻日知录自序》里也表
达了同样的意思：“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
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以此观之，顾炎武
与王弘撰“以古道相砥”，就是探讨明道救
世经世致用的学问，而绝不谈无益之事。
为什么呢？因为顾炎武“感四国之多虞，耻
经生之寡术”（《亭林文集·天下郡国利病书
序》卷六），他抱定“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
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
后已”（《亭林文集·病起与蓟门当事书》卷
三）的决心，以“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
责焉耳矣”（《日知录·正始》）的责任与担
当，展开他一生的治学与著述活动。这些，
都该是他与王弘撰“朝夕同处”所讨论的重
大主题吧。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初九，顾
炎武卒于山西。彼时王弘撰正在江南游
历，直至夏天才接到噩耗，他在《顾亭林徵
君卒》里专门记载了此事。他“深以不获抚
柩一哭为憾”，“涕下霑衿”（《山志》二集卷
二），悲痛万分。

次年，王弘撰将“读易庐”更名为“顾
庐”，以此寄托对顾炎武的哀思。李因笃在
《题无异先生顾庐三首》的题序中有载：“异
先生初辑是庐，学《易》其中，因以颜之。顾
亭林先生至华下，借居之。亭林先生既殁，
山翁改署今名。”而后的几年间，王弘撰对顾
炎武思念不已，过往的交谊历历在目，康熙
二十七年（1688年），作《哭亭林先生六首》，
字字带血，句句泣泪，字里行间满是对故友
的思念和悲痛。

此后，王弘撰曾三过顾炎武墓，焚香浇
酒，祭奠先生，并有诗作。《再过亭林先生墓
下作》中诉说“三年客江南，两度抚君墓”。
这次过顾炎武墓，当是在深秋季节，看见墓
的四周秋花开放在萋萋野草中，先生长眠于
此。王弘撰回忆起顾炎武与自己“明誓金石
固”一般的“同心交”，“稽古启愚昧，敏求祛
冥悟”，言说顾炎武对他在悟道与学问方面
的启发与帮助，还提到他俩同谒鹿马山的往
事。长歌当哭，一哭再哭以至于三。《三过亭
林先生墓下作》，诗曰：

与君长别九年矣，
白马重来千里余。
独拜荒邱凄宿草，
更挥老泪问遗书。
为忆神期恒若存，
莫将封禅比文园。
当年羊傅徒轻爵，
何似龙门有外孙。

自从康熙十八年年底，王弘撰与顾炎武
分别而出游江南，“与君长别九年矣”——在
这漫长的岁月里，他时刻在思念着顾炎武，
起首的这句诗初读如突兀而来，却是王弘撰
深深长长的哀叹，饱含无限悲痛与生死两隔
的无奈。迢迢千里，只为“独拜”顾炎武湮没
在荒草里的坟墓，末句“羊傅”指西晋的政治
家羊祜，“龙门”指司马迁，外孙指杨恽，《汉
书·司马迁传》载：“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
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王弘撰的悼亡诗，
诗句凄然，读之令人酸鼻。顾炎武在《广师》
篇里谓：“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
史”，信然。

明代以来，天下士子多研习王阳明心
学。经过南大吉等学者的努力推广，王阳明
心学在关中开始兴盛，虽然至清初，心学已
成余绪，但是，还有不少学者仍然崇尚心学，
例如名震天下的李颙先生。而顾炎武始终
坚持“格物致知”的程朱理学，与王弘撰有着
共同的哲学与思想倾向。

王弘撰不但有诗怀念顾炎武，还把他写
入自己的专著之中，列入《顾炎武》专篇记述
（《山志》初集卷三），在短短的300余字里，以
自己的认识与切身感受，不仅写出顾炎武之
容貌气质与性格特征，亦高度评价了顾炎武
之勤苦于学的精神以及其精深的学问、文章
和著作，非挚友知音不能为此文，其情谊真
是旷世罕见。 □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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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夜下了一场微微细雨，天亮时天气放晴。
毗邻西安永宁门和南城墙的书院门文化街热闹
起来。

这里拥有唐宝庆寺塔、关中书院、孔庙、于右
任故居等历史遗存和著名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是
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吸引力的文化打卡地。由于
是星期天，游人特别多，来自不同地方、操着不同
口音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沿着青石板路面进出
两旁古香古色的店铺，精心挑选笔墨纸砚、书法绘
画或民间工艺品。身着汉服的花季少女手执团
扇，花钿粉面，裙袂飘逸，像一只只飞舞的蝴蝶穿
梭于人群中。

西安师范附小和西安文理学院（关中书院）门
前有不少人拍照留念，想把文化记忆长留在这光
影里。经过预约，我多年的心愿终于得到满足，有
机会走进西安文理学院校园，也就是当年的关中
书院旧址。去赶赴一场和古圣先贤的对话，感悟

“关学”精神的真谛和余韵。
书院大门采用四柱三开间牌坊形式，顶部双

面坡琉璃屋面，石柱造型仿华表样，中间门上额题

写着“关中书院”四个隶体大字，右边门柱上悬挂
“西安文理学院”校牌。走进院内，沿甬道向北，经
过上悬“秦川浴德”匾额的大红门是宽阔的庭院。
这里青瓦红柱，古木参天，古朴庄严的气息不由
得使每一位到访者放慢脚步，仔细从这一砖一
瓦、一草一木里倾听历史回声，品味文化之美。

关中书院是明清时期全国著名书院之一。
创始人冯从吾，字仲好，号少墟，西安府长安（今
陕西西安）人，明代陕西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天
启年间任左副都御史、工部尚书，因不满阉党擅
政弃官回乡，一边在家读书著述，一边在宝庆寺
内招徒讲学。由于冯从吾知识渊博、品行周正、
授课严谨，故弟子日众。因寺内地方狭小难以容
纳，1609年 10月，时任陕西布政司汪可受、按察
使李天麟等将位于宝庆寺东的小悉园改建为关
中书院，并由冯从吾主持院事，关中书院遂由此
诞生。其主体建筑就是现甬道尽头的“允执堂”，
面阔六间，高大宽敞，取名来自《尚书·大禹谟》

“允执厥中”一语，意思是指言行符合不偏不倚的
中正之道。曾是关中书院的大讲堂，现为图书
馆。1626年，关中书院曾遭到阉党爪牙毁坏，后
又经过修复得以发展。康熙三年起，历经雍正、
乾隆、光绪各朝，陆续对关中书院进行重修，先后
有李颙（号二曲）、孙景烈、路德、柏景伟、牛兆濂
等关中著名学者担任书院山长。在冯从吾主持
之初，他就将“实学”作为办学宗旨，将关中之学
与程朱理学、阳明心学融会贯通，反对“废修言
悟，课虚妨实”的浮嚣习气。为以后的教学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和传统，使“关学源流初终条贯秩
然”，对后世影响甚大。

谈到关学，不能不提到这一学派的开创者张
载，一位颇具个性和传奇色彩的关中大儒，为开
创理学体系的“北宋五子”之一。他开关中讲学
风气之先，始终坚守“敦本善俗”“躬行礼教”理

念，使得关学成为北宋理学中最具务实精神的学
派。“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
万世开太平。”被称作“横渠四句”流传至今，反映
了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也成为历代中国知识
分子最高的精神追求。在书院大红门墙上镌刻
着他的名篇《东铭》《西铭》，其中“民胞物与”的
道德境界，既是修身的根本，也是治世的纲领，
闪烁着哲学的光辉，深刻影响和鼓励着一代代
关学传人不断锤炼意志、陶冶性情、增强修养，
努力为国家民族效力。

关学倡导的“务实不务名，真修实践，不尚标
榜浮华”治学要求是关中书院在教学和培养人才
方面一以贯之的准则。一时间书院声名日隆，学
者云集，人才辈出。康熙年间关学传人李颙主
讲，“关中三李”之一的李柏也来参讲，乾隆时期
任陕西巡抚的陈宏谋也在政务之暇来书院“会
讲”。陈宏谋是一位爱读书的官员，虽身居高位，
公务再忙也不忘读书，官声和政声都很好。在这
样浓厚的学习氛围中，关中书院培养了一批批
有志之士，其中包括有清一代陕西唯一的状元王
杰。王杰在他后来四十余年的从政生涯中能成
为一代贤相，其道德学问和思想行为的根基来源
于关学的潜移默化和培养。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清末民初，关中书院
先后改为陕西师范学堂、陕西省第一师范学校、
陕西师范学校等，1992年并入西安文理学院。但
不管怎样变化，教书育人、学术研究的传统从未
中断。这在全国绝无仅有，成为西北教育发展史
上的活标本。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看着朝气蓬勃的年轻
学子进进出出，再抬头回望大门里面两侧的“慎
思”“笃学”四个隶书，我感到关学的文脉没有断
流，至诚笃实的学风还在延续。一阵阵琅琅书声
再次宣示，这是一座“活着的书院”。 □张从军

文脉永续的关中书院

牡丹原是野生在秦岭山中的一种植物，西汉
时开始用它的根皮做药材，称“丹皮”。它在我国
有数千年的自然生长和 1500多年的人工栽培历
史。由于该花色泽艳丽，玉笑珠香，风流潇洒，富
丽堂皇，素有“花中之王”美誉。

早在隋唐时，牡丹就被培育成观赏花卉，品种
也逐渐多了起来，在唐代已名闻天下，不仅皇宫中
种了牡丹，还在骊山专门设有牡丹花园，种植各种
牡丹万株以上。在栽培类型中，主要根据花的颜
色，可分成上百个品种，以黄、绿、肉红、深红、银红
为上品，尤其黄、绿为贵。牡丹花大而香，故又有

“国色天香”之称，被拥戴为花中之王，仅是在唐
朝，就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趣事。

据记载，在唐长安兴庆宫沉香亭前，有一株奇
异的牡丹品种——花开时早晨为深绿色，黄昏为
深黄色，深夜则为粉白色。唐玄宗看后非常惊奇，
认为是花妖作怪。根据现代科学看来，会变色的
牡丹是有的，如新品种“娇容三变”，花初放时为蓝
绿色，盛开时就变成粉红色，将谢时又变成白色，
但变色的时间会比较长，基本不会在一天之内三
变其色。诗人李白醉中受唐玄宗召见，在兴庆宫
沉香亭即席赋《清平乐》三首，咏唱了牡丹和杨贵
妃的美丽，成为唐代著名故事，“云想衣裳花想容，
春风拂槛露华浓”“名花倾国两相欢”等名句成为
牡丹绝唱。

除了宫廷外，达官贵人以至平民百姓的住宅
中也经常栽种牡丹玩赏。唐宪宗和唐文宗时，曾
当过宰相的大官令狐楚，在其位于长安开化坊住
宅里的牡丹就非常有名。诗人李商隐以文才受到
令狐楚赏识，应邀在其幕府工作，看到令狐楚住宅
的牡丹诗兴大发，写下了著名的《牡丹》一诗：“锦
帏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垂手乱翻雕玉
佩，折腰争舞郁金裙。石家蜡烛何曾剪，荀令香炉
可待熏。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将
牡丹花叶的风姿绰约、艳丽色彩惟妙惟肖地展现，
且明写牡丹，暗颂佳人，一实一虚，令人回味无穷。

在唐代，牡丹以深色花为佳，最有名的品种
为姚黄和魏紫，分别称花王和花后。姚黄花开
时直径可达尺余，观赏的人多得挤到墙头、站在
人肩头的地步。观赏魏紫甚至要收费，每次至
少十几个铜钱。此外，深红色的牡丹亦属珍品，
备受时人喜爱。

每年春暖花开时节，唐代长安城都要举办花
卉比赛，同时当场进行交易，牡丹当然是最主要
的。凡品种新奇稀少，就会吸引更多人观赏而卖
得高价。著名诗人白居易在《秦中吟》的最后一首
《买花》中记述了当时长安城内牡丹花市上的情
况，其中有“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之句。诗人
柳浑也在诗中写道：“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
买一窠。”由此可知在唐代的牡丹价格是多么的惊
人，一株牡丹竟卖到几万个铜钱，而当时的米价也
不过每斗二三十个铜钱。

唐皇好佛，故寺院甚多，而许多寺院中都培育
有特别出色的牡丹。

唐穆宗长庆三年（公元823年）白居易任杭州
刺史时，当地开元寺僧人惠澄从长安运了几株牡
丹在寺里栽种，四周围以栏杆隔人，唯恐损害花
木，甚至找了张油布当幕帐遮盖其上以遮阳防
晒。这就有了白居易在《买花》诗中写的“上张幄
幕庇，旁织篱笆护”。读书人徐凝在开元寺观赏
了牡丹后又听说白居易将要来参观，兴奋地在寺
院的粉壁上写下了《题开元寺牡丹》一诗，盛赞牡
丹“虚生芍药徒劳妒，羞杀玫瑰不敢开。惟有数
苞红萼在，含芳只待舍人来”。白居易到寺院赏
花时，一见此诗心情大悦，遂特别邀请徐凝到府
中作客，品茗论道。

唐武宗会昌年间（公元 841—846年），长安大
慈恩寺院内有牡丹两丛，每次花开五六百朵，引得
游人如织，络绎不绝。几个官员在寺内游览时连
连摇头，不住叹息道：“世上所见的好花，怎么都是
深浅紫色，怎么没有深红色的呢？”住持老和尚微
笑道：“哪能没有？只是诸位没见过而已！”这几位
官员在寺内留恋不去，夜宿寺内，四处寻觅，却怎
么也没有找见深红色的牡丹。翌日晨，老和尚说：

“看到诸位如此喜爱名花，不敢珍藏，但看后请勿
告外人。”几人不断点头称是，老和尚方领其到一
幽静小院，院中央以柏木建了围栏，栏内有牡丹一
丛，朝阳下，深红色的数百朵大牡丹花缀着点点晶
莹的露珠，正在盛开，好似一团团火焰在升腾，这
几位官员立马瞪直了眼睛，一直到天黑才依依不
舍地离去。一日，老和尚应邀与人在外喝茶时，被
匆忙赶来的徒弟告知，红牡丹被人连根带土抢去，
邀他喝茶的年轻人却满脸歉意地对他说：“听说您
有名花，举家都想一观，不敢开口相求，只好用此

下策。我已在寺中留下白银三十两和佳茗二斤，
聊作酬谢！”难怪诗人常建游览了破山寺后，在自
己的诗作《题破山寺后禅院》中发出由衷的赞叹：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唐代诗人们在观赏牡丹时，见景生情，写下不

少诗篇。诗人刘禹锡在他的《赏牡丹》中认为牡丹
远胜芍药和芙蓉，称赞“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
节动京城。”

清代末年，牡丹还被当作国花。二十世纪八
十年代，有部由当红影星姜黎黎主演的电影《红牡
丹》，其主题曲《牡丹之歌》称牡丹“百花丛中最鲜
艳”“众香国里最壮观”。经著名歌唱家蒋大为演
唱后，曾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歌词中有这样
几句话：“有人说你娇媚，娇媚的生命哪有这样丰
满？有人说你富贵，哪知道你曾历尽贫寒？”“冰封
大地的时候，你正孕育着生机一片；春风吹来的时
候，你把美丽带给人间。”可谓道出了牡丹的真
谛。也许正因如此，在 1985年 5月牡丹被评为中
国十大名花第二名。2019年 7月 15日，中国花卉
协会发出《投票：我心中的国花》，向公众征求对中
国国花的意向，牡丹以高达 79.71%的得票率名列
榜首，可谓实至名归。 □白来勤

国色天香牡丹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