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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粲是建安七子中文学成就最高的诗
人，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称他为“七子
之冠冕”。他也是七子中留下诗歌作品最多
的诗人，现存诗歌二十六首。

建安十三年（208），刘琮投降曹操，王粲
随之进入曹魏集团。建安十八年（213）曹操
封魏公，在邺城建魏国，并比照汉初诸侯王的
规格建立了一套独立于汉王朝以外的行政机
构。此时的汉王朝有了两套行政机构，一套
是在许都的汉王朝中央政府，一套是在邺城
的曹魏公国政府。王粲担任了魏国的侍中，
这是王粲担任的最高官职。

建安二十年（215）三月，曹操亲率大军西
征张鲁。曹操率军抵达关中后，先由陈仓（今
陕西宝鸡）进军武都、河池等氐人聚居区，氐
人在其首领窦茂的率领下凭借天险殊死抵
抗，被曹操部将张郃、朱灵击溃。窦茂带领万
余人逃至河池负隅顽抗，后被曹军彻底剿
灭。曹操又继续西进西平、金城讨伐韩遂残
部。韩遂军内部发生内讧，韩遂部将麹演、蒋
石等人杀了韩遂，并将韩遂的首级献给曹
操。曹操兵不血刃平定了西平、金城。

这一年七月，曹操率兵由大散关抵达汉
中地区的阳平关（今勉县水磨湾）。张鲁原已
有意向曹操投降，但张鲁之弟张卫不肯就范，
要与曹军一搏，在阳平关依山修筑十余里的
营寨抵御曹军。曹军久攻不下，此时粮草已
供应不上，准备撤军。一个偶然的机会战场

形势突然发生逆转，张卫的军队莫名其妙失
败了。史书中关于张卫的失败还有两种解
释：《魏名臣奏》说是曹操的一支军队夜间撤
退时迷了路，误打误撞进入张卫的军营，张卫
军随即溃散，曹军占领了阳平关。《世语》说曹
操撤军之夜突然有数千头麋鹿闯入张卫军
营，张卫的军队惊慌失措。恰在此时曹操的
部将高祚也误入张卫营中。高祚命部下击鼓
吹号，召集其他部队。张卫以为自己的部队
已被曹军消灭，只好投降。

夺取阳平关后，曹操迅速占领了南郑（今
汉中市城区）。张鲁翻越米仓山逃往巴中，十
一月张鲁向曹操投降。十二月曹操从汉中撤
军，留夏侯渊守汉中。次年二月曹操班师回
到邺城。王粲随曹操参与了此次征战。《三国
志·武帝纪》裴松之注说：“是行也，侍中王粲
作五言诗以美其事。”裴注并收录了这首诗，
就是王粲的《从军诗五首》（其一），诗曰：

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
所从神且武，焉得久劳师。
相公征关右，赫怒震天威。
一举灭獯虏，再举服羌夷。
西收边地贼，忽若俯拾遗。
陈赏越丘山，酒肉踰川坻。
军中多饫饶，人马皆溢肥。
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
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飞。
歌舞入邺城，所愿获无违。

这是王粲写作年代最明确的一首，写于
建安二十一年（216）二月。诗中记录了曹操
近一年的征战历程。诗的前四句描写了诗人
追随曹操征战取得胜利后的喜悦之情。从军
出征有苦有乐，但跟随英明神武的曹公出征
又怎么会劳师久征呢？诗中充满了对曹操钦
佩赞美之情。其次六句用精练的语言概括了
曹操征关右、攻武都、克金城、平定西北边疆
的胜利。诗人气势豪迈地形容曹操率王师远
征如天威震怒、气势磅礴。诗中所说的獯虏
原意是指匈奴人，这里代指韩遂的混杂着西
北许多少数民族的凉州军。羌夷是指窦茂所
统率的氐人部落。诗人用夸张的口吻说消灭
这些敌人轻松得如同弯腰捡拾地上的遗弃
物。诗的再次六句写征张鲁、入汉中的胜
利。曹军翻越秦岭后进入了富庶的汉水川道
地区，打败张卫之后，曹军收获颇丰，《三国
志·武帝纪》说：“公军入南郑，尽得鲁府库珍
宝。”占领南郑，获取张鲁的府库珍宝，使征战
近半年，缺乏给养的曹军获得了补充，不仅使
曹军驻守汉中有了物资保障，而且撤军时还
带回了许多战利品。诗的最后四句概括了这
一次征战所取得的胜利。横扫大西北，拓土
三千里，不到一年，高奏凯歌，还师邺都，如愿
以偿。

诗中洋溢着胜利的喜悦与自豪，歌颂了
诗人心目中的明君贤相曹操驰骋疆场、荡平
割据、统一天下的辉煌业绩，抒发了诗人慷慨

豪放的英雄气概，表达了诗人期盼国家统一、
渴望建功立业的理想与抱负。这也是建安诗
歌时代风貌的体现。

王粲在汉中还观摩了居住于大巴山賨人
表演的巴渝舞，并遵照曹操的要求对巴渝舞
及巴山中的其他舞曲及民歌作了深入细致的
研究，向巴人渠帅李管、种玉请教歌曲的内容
及含义，并请他们用土语演唱，改编了一些大
巴山地区的歌舞，使之成为适合魏宫廷演奏、
歌颂魏王功业的乐舞。王粲死后，巴渝舞又
被改编成昭武舞，一直流传到后世。

唐代房玄龄所撰《晋书·乐志上》说：“汉
高祖自蜀汉将定三秦，阆中范因率賨人以从
帝，为前锋。及定秦中，封因为阆中侯，复賨
人七姓。其俗喜舞，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
舞，后使乐人习之。阆中有渝水，因其所居，
故名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
渝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总四
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魏初，乃使军
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词。粲问巴渝帅李管、种
玉歌曲意，试使歌，听之，以考校歌曲，而为之
改为《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台
新福歌曲》《行辞新福歌曲》，《行辞》以述魏
德。黄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王粲
为传播汉中大巴山歌舞作了重要贡献。

今天根据古代巴渝舞改编的勉县板凳龙
的流传与王粲不无关联。“板凳龙”也成为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李青石

王 粲 从 军 汉 中 行
随着年龄增长，我对西海苑的记忆

非但没有消退，反倒愈加清晰。
1971年，我就读于麟游中学，每逢周

末便和同学常去那个刻有《九成宫醴泉
铭》的石碑处游玩。那时，石碑所在地不
叫“西海苑”，也不叫“西海湖”，只有一座
低矮的茅草房。《麟游县志》记载：“清嘉
庆间，麟游县令翟云魁‘聊兴小构，簿檐
偏隅’，使千年珍品得以保护。”草房内孤
零零地立着两块石碑，我们是冲着石碑
去的。听老师说，石碑历史悠久，立于隋
唐时期。还听当地老人说，石碑下面是
一个海口，如果没有它压着，海水汹涌而
出，整个麟游县城就会被海水淹没。我
觉得石碑和其周围的地貌更有了神秘色
彩，好奇心更加强烈。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北马坊河
靠西有一座壁立千仞、石崖耸立的山
峰——屏山，在《九成宫醴泉铭》碑西面
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屏山靠南的切面
石崖，从千米高的山顶上流下一道天然
水帘，虽无李白笔下“遥看瀑布挂前川”

“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壮观，但也不乏玲
珑剔透之象。那时，学校开展“学工学
农”活动，老师带我们帮村民收秋，途经
这里，那道水帘垂直而下，偶尔宛如白绫
飘飘，偶尔像银链闪烁，又似蛟龙喷玉，
柔曼轻舞，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发出铮铮弦音，悦耳动
听。当地人称此景致为“滴水崖”，县志载为“屏山喷
玉”。唐高宗李治避暑时，写下了“泉飞岭腹，景镂岩心，
溅石砌而飞珠”等精彩语句。寒冬腊月，水凝成冰，晶莹
剔透。我们走在招贤河畔的公路上，站在凤凰山脚下，
陶醉在大自然的天然美景里。这便是当初《九成宫醴泉
铭》碑周围的地理概貌。

后来，我对麟游的地理环境注意观察，查阅资料，
询问当地老人，也就知道了很多。北马坊河、招贤河、
栗川河（清水河），三条河流交汇形成杜阳河，从青莲
山脚下流过，四周大小不等的沟壑每遇暴雨都有大水
急流，如庙沟、山神沟的小溪流也汇入杜阳河。杜阳河
里堆满大石头，一直延续到慈禅寺前，朝北而来的澄
水河水流湍急，河床上也堆满了大石头，坚硬如铁。
这经历过远古和有史记载 1300 多年的漆水河，是麟
游群山间涌向渭河的一条大河流。每逢盛夏或深秋
季节，开学时，我从父亲教书的合阳塬小学和同学步
行到麟游中学上学，站在老县城城墙下靠东南的公路
上，放眼望去，漆水河波涛汹涌，如遇特大洪水，在两
个月后水位才能下降。

1979年，我在崔木中学任教，每逢周末，就去父亲
工作的麟游中学，一则到县城游玩，二则去看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考古。听说县城街道地
下埋着隋唐时期一座豪华的离宫，当时引起人们的热
议。中科院的专家马得志教授还在县影剧院大礼堂，
给全县干部职工作了一次学术报告，麟游人这才对隋
唐离宫九成宫有了清晰而深刻的认识。之后，专家陆
续在原粮食局大门右侧，开挖出了隋唐宫廷水井，在原
邮政局院子发现了 37号遗址。从此，隋唐九成宫遗
址，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离宫之冠。《九成宫醴泉铭》碑是
国宝级文物，被称为历史上的“三绝碑”，为人们津津乐
道，该碑的保护被提上当地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成为
保护开发的重点。

九成宫当年的中心位置在天台山，坐落在“万迭青
山但一川”的群山环绕中。西海苑最初被称为“西海
湖”，在天台山西侧，是唐太宗李世民发现醴泉的地方，
《九成宫醴泉铭》碑和《万年宫铭》碑的东侧，是醴泉最初
的位置。流逝的时光已把这座豪华的离宫之冠，淹没在
麟游县城之下，但这两块石碑巍然屹立，成为麟游永恒
的记忆。

如今西海苑增加了很多人文景点，如醴泉遗址亭、
九成宫碑亭、巨型毛笔、石崖书法、隋唐历史人物造像、
湖内的龙潭、观漪桥、包虹桥、滴水崖等，虽无古人描述
的旖旎风光，但也不失江南的园林风光之美。

实际上，九成宫汇集了麟游山水的精华和神韵。可
以说，天台山是碧城山结出的硕大的石头果实；屏山挺
立于天台山的西侧，碧水喷玉；北马坊河顺势向南；凤凰
山在天台山下展翅待飞；青莲山云雾缭绕势如睡莲，和
天台山隔杜阳河相望；童山似卧虎安详地卧在碧城山的
东侧；石臼山高耸挺立，俯视着天台山的威仪，遥望着长
安大唐帝国的繁华。四周环绕的流水、河里的卧石，见
证了昔日的辉煌和今日西海苑的繁荣景象。

西海苑以它深厚的历史底蕴、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
然风貌，让人赏心悦目，追思怀古。我多次在此流连忘
返，沉浸其中。每到夜晚，灯光璀璨，水波荡漾，像海市
蜃楼，如同走进了梦幻世界。 □张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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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国，是中国古代诸王朝
对于当时日本列岛上的政治势
力的称呼。“日本”二字的基本
含义是日出之国。公元 701
年，在女皇武则天的许可下，
最终更名为日本。从此之后，

“日本”这个名称就被广泛采用
并延续至今。

《说文解字》里对“倭”的释
意为：“顺貌。从人委声，另外
可解作遥远的意思。”公元前
108 年，西汉武帝刘彻灭卫满
朝鲜后，日本列岛上有百多个
小城邦（国），其中三十多个通
过朝鲜半岛与汉朝通使，其中
以邪马台国最大，被称为“大
倭王”。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
中元二年（公元 57年），第一次
有明文记载“倭人国家”与中
国往来。九州北部（博多湾沿
岸）的倭奴国接受汉王朝的策
封，光武帝封其为“倭奴国
王”，并授予金印。公元 1784
年，在日本北九州地区博多湾
志贺岛，出土一枚刻有“汉倭

奴国王”五个字的金印。金印为纯金铸成，印
体方形，长宽各 2.3厘米，高 2厘米，蛇纽，阴刻
篆体字。这一枚金印作为中日两国最早交往
的证明。

到了唐朝，太宗贞观五年（公元 631 年），
倭国遣使献方物。太宗以其路途遥远，下令
鸿胪寺让其不要每年来朝贡，又派新州刺史
高表仁出使该国。由于高表仁与倭国王子在
礼仪问题上发生争执，负气没有宣读圣旨就跑
回国了。到二十二年（公元 648年）时，倭国又
委托新罗上表，请求通使。

在咸亨元年（公元 670年）和上元元年（公
元 674年）期间，日本连续向唐朝提出改名的
要求，但由于当时唐朝对其称呼并无不满，因
此这一请求并未得到批准。然而，到了武则
天称帝后，公元 701 年，随着两国间关系的恢
复和外交往来的重新形成，倭国再次提出了
改国号的请求。在武则天的许可下，最终更
名为日本，对外的国号也正式改称为“日
本”。《史记正义》中也有提及武则天将“倭国”
改称为“日本”的记录。

唐代开元年间学者张守节曾经给司马迁
《史记》作注，引用了魏王李泰、萧德言等人所
撰写的一部地理著作《括地志》，其中亦说：

“倭国，武皇后改曰日本，国在百济南，隔海依
岛而居”。 □董昌辉

“妖怪，哪里逃！”随着一阵紧锣密鼓的铜器
声，从戏台一角蹦出个孙悟空，霎时，台下掌声
雷动。华阴市罗敷镇桥营村文化活动室，华阴
桥营村木偶剧团正在排练。

每逢周一、周四，四面八方的木偶爱好者
就会聚到这里，弹、拉、学、唱，切磋表演木偶
戏。桥营村木偶戏班子的这项活动得益于渭
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木偶传承人王振忠、华阴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桥营木偶传承人王振英兄
弟俩的悉心指导，二人被并称“木偶王”。

木偶戏是由艺人操作木偶表演故事的一
种传统戏曲形式。桥营村木偶剧团成立于
1919年，到王振忠、王振英这一辈，已是第四代
传人。

耄耋之年的王振忠，十七岁时跟随木偶戏
第三代传人牛军壮学艺，先在西安长安木偶剧
团接受培训，拜袁克勤、薛鹤龄老师为师，出师
后在桥营木偶剧团一边当导演一边演出。六
十多年来，他始终以火热的激情全身心地投入
这一戏曲艺术表演之中，得到了观众的广泛认
可与喜爱，获得渭南市传承人的称号。近些年
因身体原因虽不能从事演出，但情怀不减，时
常关注活动，并适当给予指导。谈起木偶戏，
他总是激情满怀，跃跃欲试。

王振英从小学艺，擅长木偶操作表演，虽已
八十多岁高龄，仍经常活跃在农村艺术舞台
上。他自幼跟随哥哥进入桥营木偶剧团，后加
入华阴县（今华阴市）革新社木偶戏班。二十世

纪六十年代，革新社解体，他回到桥营村重新进
入村戏班。戏班以本村人为班底，大型演出时
人手不够，还会从外村临时邀请艺人过来帮忙。

王振英说，木偶头是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
不同情境下的头饰、衣着打扮不一样。表演人
根据剧中人故事发展需要，用木棍或竹棍撑起
胳膊，做出如抬头、低眉、甩袖、作揖、抡枪舞棒
的动作，用拉线做出眼睛转动等动作。

“当然还有难度比较大的动作，如官人的甩
帽翅、相公的挑水、孙悟空的翻筋斗云，都是由
艺人的双手操作来完成。”王振英介绍，有时要
保持一个动作的持续性，手指必须长时间弯
曲，久而久之手指就变形了。说话中，老人伸
出右手，露出了不规则的“7”字形食指。演戏
是快乐的，但也为他留下了这一终生的憾事。

为了更好地发挥木偶表演艺术，使这一
艺术形式广泛深入人心，王振英随桥营木偶
剧团演出到过渭南、蒲城、白水、大荔等地，他
演的《祭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以步履稳
健、动作麻利，赢得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他
又能唱，声音刚强洪亮，表现出了剧中人物的
内心世界。

那时候，农村的剧团属于业余性质，逢年
过节在本村演戏，生产队给记工分，男工每天
十分，算一个劳动日，女工每天九分。出外演
戏，村上联系的照样有工分。记得那一年在蒲
城县的演出，原计划三天，结果演了半个月。在
一个村子演出，另一个村子提前就下了邀请，他

们一再推脱。人家晚上等到戏结束后就把戏箱
拉走了，无奈只有接着演。回村后，村上认为耽
误了生产，每人扣去八个劳动日。

王振英有四个孩子，说起抚养孩子，老婆有
诉不完的委屈。“人家的戏比娃重要”，说着低下
头揉起了眼睛。他常常外出演戏，即使在本村，
晚上都是后半夜才回家。

那一年，一个孩子发烧，他外出演戏，老婆
用毛巾敷在孩子额头，又是给孩子喂水。捎信
让他回来给孩子治病，他就是放不下戏，耽误
了孩子的最佳治疗时间，落下个小儿麻痹。

演戏不仅仅是王振英的爱好，在他看来，
戏大于天。他无论干啥，一边干活一边唱戏，
有时灵感来了，便放下工具，双手比画着木偶
人物，琢磨一个动作的最好方式。对于木偶表
演，他有着自己的坚守：“一定要使木偶成为一
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有喜怒哀乐，才能吸引观
众、打动观众，使塑造的人物深入人心。”他表
示，首先从自我做起。“人常说，台上一分钟，台
下十年功。自己在劳动生产中不断摸索，和别
人的交流中不断探讨，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
现在，八十多岁的王振英还能亮一嗓子秦腔
戏，还能担当文戏的木偶操作。而更多的是指
导新人新秀，继承和发扬光大桥营木偶戏。

农村民间剧团没有严格的活动章程，农闲
时定期活动，人多人少无所谓。农忙期间，或
家里有个大情小事的，说不来就不来了。

2017年华阴市文体局组织文化巡回演出，

团里计划排练几出戏，又从外地借调了一些
人。正当紧锣密鼓地排练时，团长家里有事
了，一时半会儿来不了，大家推选王会昌担任
临时团长，领导大家排练，准备参加巡回演出。

剧团成员王会昌患胃癌，做了手术没几
年，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为了戏团的荣誉，他
挺身而出，担起了责任。要拿出几出好折子
戏，甚至于排练一部本戏，供不同地方选择演
出，需要足够的力量。文乐坊（板胡、元胡、底
胡、笛子）、武乐坊（原鼓、打扇、勾锣、平锣）都
需要人手。王会昌四处奔波，张罗人才组织排
练。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家人劝他不要演
了，好好休息。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吃些药坚
持了下来。会演取得了圆满成功，得到了有关
领导的极力夸奖。当问起他当年当团长的感
受，他不好意思地说：“都过去了，想起来也实
在不容易。”其他人则异口同声地说：“当得好，
出力了！”

木偶戏作为戏曲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主
要活跃在当地的庙会上，再就是农村的红白喜
事上。桥营木偶剧团二三十个成员，有本村
的，也有外村的；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八十多
岁的老艺人，也有四五十岁的文艺爱好者。他
们凭着对木偶戏的爱好，对这门艺术的爱好，
自愿聚集在一起，没有报酬，也不怕辛苦，互相
学习、互相帮助。他们有一种信念，相信有一
天，桥营木偶戏会走得更远。

□刘聪梅 蔺平良

乡土艺人的木偶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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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水鱼鱼作为一道地方传统小吃，向来
就是三秦百姓四季喜欢的美食。尤其是夏
天，吃鱼鱼、喝浆水汤，美味沁人心脾，酸爽
舒服至极，既能缓解酷热烦躁，又可开胃提
升食欲。

这道美食吃起来只需用竹筷或勺子送
到嘴边，轻轻一吸就入了口，无需费牙多咬，
舌头卷压几下就碎了，轻松滑下喉咙。人到
了中老年，牙齿多少都有点毛病，这大概是
浆水鱼鱼额外受宠的又一因素。

做鱼鱼的主料是玉米面，或一般淀粉。
两种鱼鱼口感各不相同，各有特色——玉
米面鱼鱼略显粗粝却有玉米的甜香，淀粉

鱼鱼则以其筋道细腻见长。
鱼鱼的做法简单易学，秦岭深

处的乡间妇女几乎人人都会，一个
比一个拿手。母亲爱吃鱼鱼，年轻
时就是做鱼鱼的把式，每一次家里
刚磨好玉米面，她都少不了要做几
顿鱼鱼吃。

水在大铁锅里煮沸时，母亲一
边慢慢往锅里撒入玉米面粉，一边
用长筷子或棍子不停地搅，凭经

验，直到稀稠合适为止。然后加入适量碱
面，待面糊在锅里咕咕冒着气泡，煮熟溢
出香味，再舀到漏瓢里，用铁勺背慢慢按
压。漏瓢是用火筷烧红，在葫芦瓢上均匀
烙出小孔做成的。黏稠的面糊从小拇指
粗细的窟窿里挤出，漏进事先备好的大盆
凉开水里，一盆鱼鱼就形成了，状若小鱼，
又如蝌蚪，因而得“鱼鱼”之名。陕南人叫
它时，多习惯于在后面再加个“儿”字，更显
亲切顺口。

打面糊是做鱼鱼至关重要的环节。撒
面与搅动得同步进行，才能尽量减少出现面
疙瘩。同时还要把握好稀稠与火候，稀稠不

合适鱼鱼自然不好。稠了不好漏出，太硬；
稀了又软得上不了筷子，入口也没了感觉。
无论太稀或太稠，必然都有失筋道。跟做豆
腐一样，拿捏好火候也尤为关键，锅底烧出
了焦煳味，口感就难免大打折扣。

趁鱼鱼在水里冷却定型，再用另一口锅
烧好油，根据爱好和口味，辅以葱、姜、蒜等
炒好浆水。浆水的好坏，不用说也是决定
鱼鱼香否的重要因素。那时母亲用河里采
回的水芹菜，或地里拔的野刺苋窝出的浆
水，菜香浆清，又能在缸里存放十天半月不
坏。盛夏里，我们常舀出半瓢乳白的浆水，
咕咚咚当饮料一饮而尽。

冷好的鱼鱼既可捞在碗里凉吃，也可烩
入锅中热吃，完全根据季节或个人喜好而
定。不管热吃凉吃，若再泼上红红的辣椒
油，就连对鱼鱼兴趣不大的年轻人往往也
忍不住呼呼噜噜喝上一碗半碗。

如果趁热把炒浆水及其他汤汁，直接浇
在打好的玉米面糊上，又是另一吃法。谓之
搅团，也别有风味，喜食者仍不在少数。

因鱼鱼好消化，往往吃两大碗，过不了
半天肚子又空得咕咕叫。所以，过去人们常

说：“鱼鱼不是饭。”体力活重的人，吃了鱼鱼
多少还得吃点其他硬实东西帮衬，要不早上
根本顶不到晌午。小时候我很反感吃鱼鱼，
母亲若做鱼鱼，通常会炒洋芋给我“开小
灶”，或再做一些炒面给父亲。这里所说的
炒面，当然不是现在的炒面条，而是用豆
渣、麦麸、玉米面、碾碎的豆类，甚至还有某
些树皮掺和在一起，以油盐炒熟呈散状，不
易消化，却是父辈们早晚上山，随身携带果
腹的干粮。

如今，葫芦水瓢和用它烙制的漏瓢已渐
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不锈钢
或铝制品、塑料，漏鱼鱼时格外轻便顺畅，用
后更便于清理，干净卫生。浆水鱼鱼，在丰
富多彩的三秦饮食领域里，依旧占有重要的
一席之地。

我生活的小城丹凤，冬夏常见有人骑着
三轮车，走街入巷叫卖浆水鱼鱼。遇上对口
味的就在一边停下来，取下凳子招呼客人坐
下，麻利地从桶里锅里舀出端上。待客人抹
了嘴，满意起身，三轮车又摇晃着再向别处驶
去。日复一日，寒来暑往，艰辛自不必说，日
子倒充实美好。 □王璐

《说文解字》中“蛇”就是“它”，“它”字
上边的宝盖其实是蛇的脑袋。古人将蛇
视为神秘力量的化身，在新石器时代至汉
代，带有蛇造型的文物大量出现。

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贴塑蛇纹
罐，是仰韶文化的代表作品。红陶质地，
造型口大底小，两蛇反向缠绕于罐身，两
蛇头露出罐口，相向对视，造型简朴，却栩
栩如生。

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重要的新石器
彩陶文化，这一时期的陶器制作精良，表
面多绘有写实或抽象的纹样。出土此罐

的南殿村仰韶文化遗址，位于西安市东郊
的白鹿原西麓、浐河东岸的台地上，北距
半坡遗址约 5 公里。此时的南殿村仰韶
文化遗址的先民们生活在“气候最适宜时
期”，狩猎时碰到毒蛇猛兽也不足为奇。

远古人见面时的问候语有“见它否？”
如果平安，就说“此无它。”“它”，在这里指
的就是蛇，这应是史前先民因被毒蛇伤害
而发明的问候语。之所以在常用的罐上
贴塑双蛇纹，说明蛇是他们经常见到的动
物，这件陶罐生动再现了这一时期人们的
思想观念和陶艺制作技术。 □国强

藏在博物馆里的“它”——贴塑蛇纹罐

浆 水 鱼 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