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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朝 名 将 折 彦 质宋 朝 名 将 折 彦 质

渭南地势以渭河为轴线，中部渭河冲积
平原是八百里秦川最宽阔的地带，这里的土
层深厚，土地肥沃，有机物丰富，这里是农
耕文明的发源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渭南美食以面食居
多，但却在漫长的岁月见证下绵延出了

“家”的味道。
时辰包子

“白面细皮僧帽装，油渗包皮呈金黄。
香飘招徕行人步，油而不腻味道长。”这是
旧时对久负盛名的渭南时辰包子的一首
赞美诗。

时辰包子从取料到制作一丝不苟，恪守
古训，做皮的面要选上等小麦，用石磨细
磨，做馅的猪油，要用猪内脏里那两块板
油，而且要精心贮存 1年后再用，佐料用华
州区特产赤水大葱，去头、叶、杈，仅留其拇
指粗细中段葱白，拌上陈菜油、炒面作馅，
包子状如僧帽，小巧玲珑，周边洁白，底面
金黄，肥而不腻，香味悠长。

2011年，渭南时辰包子制作技艺被列入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相传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渭南城南
村出了一位做包子的能手叫张坤，他家的包
子味道特好，每天争尝的食客络绎不绝，排
成长龙，一过时辰就买不到了。

因此，人们就给这样包子加上“时辰”两
个字，尔后约定俗成，流传至今。张师傅每
日做包子有定数，到上午九、十点钟即已售
完，卖包子要讲一定时辰，买包子也要讲一
定时辰，故此包子习惯称为“时辰包子”。

羊肉煳饽
合阳县黑池镇的羊肉煳饽，据民间传说

是元代由蒙古族传入留下来的。曾以油水
厚、味道美、价格低廉、经济实惠的特点，被
誉为“关中四大名吃”之一。过去曾有“宁
吃一盘煳饽、不吃酒席一桌”的俗谚，羊肉
煳饽还同南宋著名爱国将领岳飞和王镇有
着一些联系。

《宋史》载：金将王镇归顺南宋领兵南
下，行至黑池附近的韩庄，天已昏黑，老百
姓见军纪严明，就热情招待，有的端羊肉，
有的送烩饼，王镇又渴又饥，就将这两样东

西掺合在一起，其香妙不可言，于是他令伙
头军询问这两样东西的做法。

南宋绍兴十年（1140），王镇同岳飞在朱
仙镇里应外合，大破金兵，在会师祝捷会
上，王镇就用那“二合一”招待岳飞，岳飞细
品，觉得味道极美，就问这是何物，王镇说：

“肉是羊肉，饼子是汉民叫饽饽，我们胡人
很爱吃。”岳飞说：“胡汉能成为兄弟，也可
以变一家，那就叫煳饽吧。”

煮煳饽里的羊肉要用胡椒、茴香、表
盐、草豆蔻、丁香等“十大调料”，还要掌握
好火候，烙饼用烫面，加上青盐和碱水，揉
匀，擀成一尺左右直径的圆形，然后上鏊
烙到脆黄却无焦点为止。

水盆羊肉
在热播剧《长安十二时辰》中，雷佳音扮

演的张小敬端着水盆羊肉大快朵颐的镜头
让人甚是难忘。

地道的水盆羊肉的确在陕西，而陕西地
道的水盆羊肉则是在渭南，渭北一带的水盆
羊肉做法基本相同，都是不加粉丝，味道鲜
美的清汤外加酥烂的羊肉，清汤上漂浮着绿
油油的香菜，还有独特调制的油泼辣子，再
配上刚刚出锅冒着热气，还略有些烫手的烧
饼，简直是人间美味。

渭南的水盆羊肉，之所以吃起来没有膻

味，肉烂汤清，肥而不腻，清醇可口，别具风
味，秘密全然在这几样东西上：一是这精心
熬制的清汤，二是鲜美严选的肉质，三是隐
藏在汤里的花椒，四是渭北平原冬小麦打制
出来的烧饼。还有一样绝妙的东西，那就是
大蒜，这些看似不经意的东西组合在一起，
便是一道人间美味，也是渭南人流传了千百
年的一道经典美食。

吃水盆羊肉时通常会配两个烧饼，一个
用来夹羊肉和油泼辣子吃，另一个则用来泡
入汤中，泡入汤中且不要着急，待到第一个
饼吃得差不多了，汤里的馍也已经吸足了精
华，这时候再吃，那就一个字——绝！

韩城羊肉臊子饸饹
元朝末年，关中一带自然灾害不断，老

百姓四处逃荒，韩城龙门镇有一家兄弟，沿
桑树坪、宜川北上逃荒，历尽艰辛来到陕北
绥德县，二人为谋生，给一家饸饹店帮工，
陕北饸饹从匈奴传入，已成为地方小吃，散
发着陕北人粗犷豪放的气息，兄弟二人边帮
工边留心学习制作技术。

三年后，回韩城开了饸饹馆，根据韩城
人的饮食习惯，对陕北饸饹进行了改进，逐
渐形成了韩城特色的羊肉饸饹。

饸饹，古称“河漏”。元代农学家王祯
《农书，荞麦》：“北方山后，诸郡多种，治去
皮壳，磨而成面或作汤饼。”韩城的羊肉饸
饹是用一种特制的箔饸饹床子，将荞面压成
细而长的圆状面，煮熟捞入碗中，再泼入多
味调料的羊肉汤，故称羊肉饸饹。

还可凉吃，放少许凉粉，再加入辣油、蒜
泥、芥末等调味，成为凉粉饸饹，食时不仅
带有特异的香味，且对身体大有补益。

做饸饹的面粉并不是纯荞麦粉，而是加
入了一定比例的沙蒿面。沙蒿特有的高吸
水性，就像触角紧紧锁住面粉里的蛋白质，
弥补了荞麦粉筋度差、口感粗糙的缺点。饸
饹现吃现压，细长绵软，臊子酥烂浓醇，羊
油加工的辣椒让羊肉味道更加浓郁，吃完一
口，羊肉的气息便充满了口腔，这便是韩城
人最钟情的正宗羊肉臊子饸饹。

澄城麦子泡
麦子泡，也就是麦子泡馍，属于渭南市

澄城县的汉族特色小吃。
麦子泡以大麦仁入锅熬汤，大麦汤营养

丰富，具有温中下气暖脾胃的功效，用上好
的骨头经过高火，让骨头的营养在最短时间
里溶解在汤内，用做好的骨汤做底，里面放
上豆腐、凉粉、大肉、猪血、油豆腐丝、丸子
等，上面一层红油辣子，最不可缺者得有一
些猪下水，然后再撒上香菜。

麦子泡就其来历而言，有人说它就是一
碗“清苦饭”，也许是饥荒岁月、也许是物资
短缺时，为了饱腹，便将许多看似“不搭调”
的食材炖煮一锅，再配上简单的蒸馍，热热
乎乎地吃一顿，加上这个地方人们重口味的

考量，烹入了大量红辣椒，热热辣辣，各色调
料出头，咸香突出，荤香四溢，渐渐为当地人
所喜爱并传承下来。

但其实麦子泡是一种搭配科学、内容
丰富、营养全面、口味浓香的独特创制。因
此，对当地食客来说，这一碗热气腾腾的麦
子泡，比得过任何山珍海味，胜得过任何珍
馐佳肴。

渭南虽然地方不太大，但文化厚重、历
史悠久，尤其在饮食品类的创制上更是因地
制宜、就地取材、五花八门、丰富异常。几乎
在每一个县，甚至老一点的乡镇都会有自己
独特的小吃美食和特色佳肴。 □杨洋

羊肉煳饽

澄城麦子泡

秦 味 渭 南 小 吃 知 多 少

鎏金刻花铜羊镇

鉴 藏

羊在古代常被看作吉祥的象征。因此，羊的形
象常常装饰在各种器物之上。

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鎏金刻花铜羊镇，长
15.8厘米、通座高9.4厘米，重1.17公斤，1975年出
土于西安市红庙坡。该羊头稍抬，长长的双角卷成
环形，自耳后绕过，直至颈两侧。鼻孔微张，嘴紧
闭，安详恬静地跪卧于长方形底座上，整个造型排
列有致，栩栩如生，富有层次感。

席地而坐是先秦两汉时期古人生活起居的显
著特点。当时普遍使用的床、榻、几、案等都很低，
而诸如用藤或竹条等编织的席子，使用过程中会出
现折卷的情况。孔子云“席不正不坐”。因此，便需
要有重物来压住席子的四角，以符合礼仪的规定。

起初的席镇，只是没有任何雕琢的石块，它与
席子搭配成为服务古人起居生活的重要物质载
体。随着当时上层阶级物质生活的满足，除了实用
功能之外，古人追求的镇则更加精美，并承担着彰
显财力、标榜身份的作用。随着椅子传入中国，人
们从席地而坐转为垂足而坐，席镇就逐渐失去压席
的功能。 □贾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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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彦质画像。（府谷县折氏文化研究会提供）

已故西夏学专家韩荫晟在相关研究中
说：“折氏自五代以来即为党项之一大望族，
世守麟、府，北御辽而西抗夏，始终为北宋藩
篱。彦质则随赵构南迁，忠贞不贰，功绩卓
著，应予表彰。”他特别强调了作为折家将第
七代的折彦质不容抹杀的功绩。折彦质因
为战争失利而被朝廷“责授散官，昌化军安
置”，赋闲时间达五年之久。在昌化军时，他
和当地文人名士倡导“乡约”，传为佳话。

将门世家，生不逢时

折彦质（约 1080—1160），字仲古，别
号介之，自号葆真居士。崇宁年间进士，
祖籍云中（今山西大同），徙河西府州（今
陕西府谷）。

五代至北宋，我国黄河上游地区民族矛
盾尖锐复杂，政治局面变幻无常。五代中的
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以及辽、北汉、北宋
和西夏都曾经在这一地区建立过统治。在
风云激荡、狼烟四起的年代，折氏家族崛起
于黄河以西，“独据府州，控扼西北，中国赖
之”。折彦质七世祖折德扆屡立战功，曾经
担任后周静难军节度使等职务。其女嫁与
杨业，即《杨家将》传说和演义中著名的佘
（折）老太君。折彦质的父亲折可适也是战
功卓著，曾担任皇城使、成州团练使、知岷
州、知镇戎军等，最后卒于知渭州（今甘肃平
凉）任上。折彦质的哥哥折彦野，在徽宗时
为秦凤路第一副将，屡立战功。折家将可谓
是宋朝的“西北长城”。折彦质“振七世之家
声，为折氏之冠冕。才兼文武，心存江山。
广交游，所知多一时贤臣名士”，这为他日后
建功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父亲知渭州时，折彦质于大观四年
（1110）以朝请郎的身份担任直秘阁参军事，
开始了自己的军旅和宦海生涯。宣和七年
（1125），金兵擒辽主天祚帝，下燕京，围太
原，直逼开封。靖康元年（1126）正月，折彦
质与种师道、姚平仲、姚古等率军勤王，在
南关、黄河等地与金兵血战。六月，朝廷以
李纲为河东宣抚使、折彦质为勾公事前往
救援被金兵围困的太原。折彦质随制置副
使谢潜自威胜军（今山西沁县）出兵，与金
兵血战四天，最终因金人增兵未能成功。
但是他的将才得到朝廷认可，被擢升为河
北河东宣抚副使。

十一月，朝廷要求折彦质极力保守平阳
府（今山西临汾）及汾州一带。平阳为汾、隰
等路帅府，而平阳知府林积仁压根没有打算
坚守，朝廷所差都统制刘锐也不肯用命，最
终平阳府陷落，威胜、隆德、泽州相继失守。
金人长驱南下，彦质以宣抚副使领兵十二万
与同知枢密院事李回共守黄河，但未及战斗
宋师尽溃。折彦质因此责授海州团练副使，
永州安置。高宗即位后，赏功罚罪，于建炎

元年（1127）六月乙酉再被“责授散官，昌化
军安置”。

折彦质本为将门之后，自身也极具将
才，但是在对金兵的战斗中却少有胜利，最
终还被流贬，究其原因，是与宋朝朝廷的腐
败和军队的软弱密不可分。即便是军事天
才也难以扭转根本局面，折彦质可谓是生不
逢时。正因为这种情况，南宋朝廷只能偏安
一隅，最终难以避免灭亡的命运。

被贬儋州，首倡“乡约”

折彦质自建炎元年（1127）六月昌化军
安置，到绍兴二年（1132）六月复龙图阁直学
士，赋闲时间长达五年。在到达昌化军之
后，他按照惯例给朝廷上谢表，如此说：“不
知沧海之深，但见恩波之阔。”说自己虽然不
能领会宦海风波，但是对皇恩还是铭记在心
的。当然，这只是向朝廷表达忠心的一种姿
态而已。空有报国之志的折彦质被贬海南，
心情的抑郁是在所难免的，我们可以从他当
时的诗作中窥见其心结。

作为武职的折彦质，却也擅长诗文，《全
宋诗》录其诗 18首，其中多首与贬谪海南有
关。赴琼路上，他经过雷州，那里有寇准和
苏轼、苏辙兄弟的遗迹，因此写下《雷州苏公
楼》和《寇莱公庙》进行慨叹。一方面写出对
这些人物的景仰，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对自己
前程未卜的忧心。在儋州写有《超然亭》：

“超然亭上鬓毛斑，浩荡秋风小立闲。岂为
诗情堪过海，只缘脚力要寻山。峭峰断续天
容缺，高垒萦纡地势悭。回首不堪东北望，
桂林万里是秦关。”登高远眺，不但没能释
怀，反而因为看见大海苍茫、高山重叠，让
自己回首不堪往事，再联想北归无期，鬓毛
斑老，悲凉、低沉的心绪不言自明。但是，
他毕竟经历过很多人和事，也能适当排遣
心中的郁结。《渡海》如此写：“朝宗于海固
愿也，一苇航之如勇何。著浅惊呼过又喜，
此生是等事尝多。”说不准今后像这样的事
情还有很多呢，因此必须做好心理准备。

由于史料欠缺，我们无从查考折彦质
在海南五年的具体情况，但是南宋王象之
编纂的《舆地纪胜》卷 125 中有如此记载，

“至郡，与儋士许廷惠辈效温公真率会，为
乡约，每五日一集，太守李行中与焉。”在放
松自己心性的同时，折彦质多与当地名士交
游，从而度过几年南贬生活，同时也谱写了
一曲武将的文士佳话。

许廷惠本名许康民，其父许珏为流寓儋
州名士，“精于《易》书，论灾祥有验”，与苏
轼交游甚多。许康民跟随父亲久居借州城
东，在建炎年间“于大江桥建湛然庵以居”，
为当地名士。李行中则是绍兴年间昌化军
知军。宋朝宰相司马光（曾被追封为温国
公）罢政居住于洛阳时，常与故老游集，相约

酒不过五行、食不过五味，号“真率会”。“真
率会”实际上是文人间的雅集。折彦质到达
海南儋州之后，因为报国无门以及身处蛮荒
之地，心情抑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很快
找到能够交心的朋友，那就是寓儋名士许康
民、知军李行中以及当地占卜大师王六公等
人。他们像当年司马光处于人生低谷时期
一样，约定每五天聚会一次，游山玩水，吟诗
作赋，饮酒作乐，从而使平淡的日子过得有
滋有味。

折彦质非常感念这些朋友在他人生低
谷时期的相伴，在离开儋州北返时，分别写
有《留别许廷惠》：“架空作屋才容膝，中有
道人能湛然。门外红尘虽扰扰，枕边清梦自
翩翩。君如海燕时须到，我似江鸥日又迁。
回首石桥桥上月，与谁同赏第三年。”《留别
王六公》：“六公八十尚占星，授法东坡今大
成。此岁得归言不食，几时当雨信如盟。误
人功业忍更问，老我林泉如可营。他日疑谋
谁为决，无由重到访君平。”感恩、羨慕之情
溢于言表。

作为将门世家，虽然屡遭贬谪，折彦质
内心深处的仕宦意识从未曾泯灭。一旦接
到北返的消息，内心的激动是不言而喻的。
《北归渡海》如此写：“去日惊涛远拍天，飞
廉几覆逐臣船。归舟陡顿能安稳，便觉君恩
更焕然。”盼望君恩照耀，能够给予自己报效
朝廷的机会。

再获重用，屡有沉浮

绍兴二年（1132）六月，折彦质复龙图阁
直学士，并被命令即刻返回京城，他已经度
过 5年南荒岁月。这时正值洞庭湖的杨幺
作乱，“湖湘谋帅”，尚在广西的折彦质被委
以重任，担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在王
燮、岳飞、韩世忠、刘光世等人的配合下，于
绍兴四年（1134）二月剿灭杨幺。因与王燮
不和，改知静江（今广西桂林）。九月，金联
合和伪齐自淮阳分道南犯，南宋举朝震
恐。左中大夫、知枢密院事赵鼎荐折彦质
为川、陕、荆、襄都督府参谋官，随后不久又
为枢密都承旨，星夜兼程赴任，较好地缓解
了军事危机。

绍兴五年（1135），折彦质返回临安，为
工部侍郎兼都督府参谋军事，又为兵部尚
书。绍兴六年（1136），签书枢密院事，不久
兼权参知政事，与赵鼎、张浚等同掌朝政。
同年十二月，因赵鼎和张浚之间的争斗导致
赵鼎罢相，折彦质系赵鼎极力举荐，因此也
被免职，黜知洪州（今江西南昌）。绍兴七年
（1137）赵鼎复相，折彦质也因此起知福州。
但一年多之后，赵鼎再次罢相，秦桧独揽朝
政。作为赵鼎旧交以及抗战派代表的折彦
质，因此受到秦桧的强势打击。折彦质被免
职后居住于信州（今江西上饶），过着赋闲生

活，但是他的政敌依然不放过他。绍兴十五
年（1145），侍御史汪勃投秦桧所好，说“彦质
顷任枢府，怀奸误国。今居冲要之地，分守
臣吴说私相议论，妄及朝廷”，而且再次强调
说他是赵鼎同党，因此被贬郴州安置。折彦
质到郴州一住便是 10年，一直到绍兴二十
五年（1155）秦桧病死才得以离开。

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二月，折彦质被
允许任便居住，随即又被复官端明殿学士、
左朝请大夫，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垂垂老矣的
75岁老人了。二十六年（1156）春知广州，
随后不久移知洪州。这时正值秦桧党羽万
俟卨当政，欲借用当年与王燮不和之事来
罗织罪状，幸好被高宗阻止。二十七年
（1157）十二月，彦质自请提举江州太平兴
国宫。二十九年（1159）十一月，折彦质以
左中奉大夫致仕。绍兴三十年八月癸丑，
逝于潭州（今湖南长沙）。

折彦质是一个忠勇爱国的将领，屡遭
贬斥却不改初衷，可谓是秉承将门家风，可
惜的是时运不济，长久以来也没有得到史
家的关注。《宋史》也遗漏其传记，实在是遗
憾。折彦质生不逢时，未能就平生所学展
一生之志，今人韩荫晟感叹说：“空怀济时
之术业，枉蕴忧国之丹诚。”当为知音之论。

□曾庆江

一座县城因故被迁往另一个地方，在
那里历经北魏中后期、隋、唐，存续了四百
多年的时间，昔日城池的繁华，人事的兴
衰，都随风吹雨打而去。可是它的历史痕
迹不会消失，遗存上静卧的残砖破碑，出土
的金币石雕，依稀留有历史的印记，史籍碑
文里记载着不灭的故事。这就是位于今汉
中市城固县原公镇西原村以北，庆山以南，
史称壻乡川的县治“小城固”故地。

县城因何迁离汉王城
汉王城是秦汉三国两晋时期的城固县

治所在地 ，北魏正始二年（505）因故迁离他
处。1994年 6月，城固县委宣传部、县教育
局编写的《张骞故里城固县》一书说“北魏正
始年间，在本县东部设置了龙亭县，县辖区
缩小了，故而把县城移到了这里（壻乡
川）”。《洋县县志》大事记载：“北魏正始二年
（505），分城固县东部置龙亭县”。但是这个
让城固县城迁离汉王城的理由并不充分，因
为龙亭县治龙亭镇距城固县治汉王城八十
多公里，不会直接造成县治被迫北迁到壻乡
川（今原公镇西原村一带），应该是另有原因
的。据成书于北魏正始年之后的《水经注》
载：“湑水又东迳小城固南，州治大城固，移
县北，故曰小城固。”大城固即汉王城。那
么这个“州治大城固”的州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北魏正始二年（505），北魏政权分梁州
（治南郑县）东，在城固县和西城县之间设
置了东梁州，州治放在了汉王城。《魏书·地
形 志》载 ：“ 东 梁 州 ，领 郡 3，县 4。 户
1222”。因东梁“州治大城固”的缘故，才造
成在汉王城的县治，不得不让位给州治，迁
移到壻川乡，“移县北，故曰小城固”。

县治为何再次迁址
壻乡川，今城固县北庆山以南至斗山

以北之间的湑水河两岸阶地一带区域。北宋《太平环宇
记》引《周地图记》载：“后魏宣武帝正始年间，移县居壻
乡川。”同书又云：“斗山在县南五里。”选择把县治北移
壻乡川的因素《张骞故里城固县》一书分析得比较正确：

“由此看出古时壻乡川，即现在庆山以南、斗山以北的湑
水河两旁阶地，也即西原村或稍北一带地方。县城为何
迁到这里？是因为这里水土资源好，日渐繁荣富裕。西
面有王莽执政时期开凿的唐公湃（后发展为五门堰），可
灌溉湑水河西阶地；东有汉代开凿的百丈堰、张良渠，可
灌溉湑水河东边的阶地。灌溉便利，物产丰富，人口集
中，集市繁荣。”加之原公又是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之
地，四通八达，交通便利。

北宋初县治又从壻乡川迁至今城固县城的原因，1994
年出版的《城固县志》指出是：“唐天宝之乱及其以后，维持
唐王朝的经济力量，主要靠江淮财富（包括米粮）。江淮财
富到湖北后，水运溯汉江西上，抵洋州、城固、汉中，陆路转
运关中。汉江航运开发，北岸的洋县、城固、汉中一带，遂
成为货物集散运输线。再者，宋与西夏‘茶马互市’，神宗
熙宁八年（1075）在城固县设茶场，开通城固县西北陆运。
城固县江北一线经济随之繁荣，故‘宋崇宁二年（1103），
县尉柴炳移建今城’”，就是现在的城固县城。

“小城固”县城规模有多大
魏晋之后县城规制，仍承秦汉之制。城固县北魏时

人口不足三万，只能算中小规模的县，而汉代规定中小规
模的县城，城址长宽各 500米至 600米，城墙之外 15米为
护城壕，县城总面积 30万平方米。湑水以东，西原公村以
北，庆山以南平川区域，正好可容纳该规模的县城建设。

壻乡川县城存在的四百多年间，亦带来周边相应人
事活动的进行。造像之风始于北魏初，盛行于北魏至唐
代中叶。于是就出现了县城东北的青龙寺，该寺创建于
北魏初年。今遗寺内佛龛里的两尊石造像，造像时间分
别为北魏献文帝天安二年（467）、北齐后主高纬武平元年
（570）。民国 27年，西北联大考古系教授何乐夫在《陕南
考古记》中讲：“在青龙寺者，有石造像二。又有古刻青龙
寺图碑一。”青龙寺历隋代至唐初被毁，又在今原公镇政
府创建了唐慈恩寺，今存大殿三间。原公地区出土的大
量北魏熙平元宝，隋代五铢钱，唐代开元通宝、乾元重宝
等钱币，证明县城存续期间，该地区商贸经济十分繁荣。
唐集、马道等唐时贸易集市，出行官道名称至今沿用。原
公村人，清同治七年进士，官任广东从化知县的史永端，
吟诗《西原颂》赞美这块县治故地，诗云：

西原旷宇自天开，百代人文起凤鸾。
北枕庆峰如虎踞，南朝斗山似龙盘。
宝山回锁乐城固，湑水绕流玉带环。
烟火万家相聚处，期敦礼让乐盘桓。 □刘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