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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味

让人异想天开的让人异想天开的
陕西美食名字陕西美食名字

鱼香肉丝没有“鱼”，老婆饼没有
“老婆”……中华美食单单就是名字
都会让你思量许久，陕西也不乏这般

听了名字便摸不着头脑的食物，一起来看看吧！
芙蓉饼

有人听到芙蓉饼，估计会以为是芙蓉做的点心，它其
实是一种类似煎饼卷菜的食物。

真面目：饼卷着菜的一种食物。
其实就是煎饼卷菜的薄面煎饼，两个组成一套，加入卤

蛋、豆腐干、土豆丝、外婆菜、辣椒、咸菜等小菜，卷成一个三
角形卷饼。由于每家的菜味道都挺足，所以吃起来挺香。

葫芦头
它不是葫芦娃头上的宝葫芦，也不是常见常吃的西葫

芦，不要觉得它应该是玲珑可爱的，殊不知它是相当豪爽
的主。它跟泡馍是如影随形，不离不弃，多年来，众多老陕
见证了它俩的美味儿传奇。

真面目：陕西特有的猪大肠泡馍。
葫芦头是西安特有的传统风味佳肴，以味醇汤浓、馍

筋肉嫩、肥而不腻闻名于国内外。其烹制工艺精细，合理
使用多种调。如今，葫芦头泡馍还有海参葫芦头、鱿鱼葫
芦头、鸡片葫芦头、大肉葫芦头等新品种。

石子馍
听起来感觉还不错，脑海中浮现出来的是旺仔小馒

头。看到的时候，感觉像蜂窝，摸上去硬硬的，有点不想下
口，生怕把牙咯坏。不过，好多朋友都赞它好吃，不仅没有
吃出来石子，也没有把牙咯坏。

真面目：在烧热石子上烙制成的干饼。
石子馍是陕西关中地区流行的风味食品。因其是将

饼坯放在烧热了的石子上烙制成的，故而得名，又称砂子
馍、饽饽、干馍。它油酥咸香，营养丰富，易于消化，携带方
便，经久耐贮的特点，是关中农村常用的赠送亲友、招待贵
宾，或作为产妇、病人的营养食品。

马蹄酥
马蹄也可以用来做吃的？还是头一回听说。最初知

道有这么个小吃叫马蹄酥，顾名思义就这么认为了。当见
到实物之后，才不禁恍然大悟，原来是形似马蹄的点心。

真面目：形似马蹄的名贵糕点。
马蹄酥，因形似马蹄而得名，原是陇县民间走亲访友

时的名贵糕点，是用精粉、猪板油、蜂蜜和白糖等为原料制
成，色泽褐黄，纹层清晰，脆酥绵甜，且耐存放。 □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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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皇室到今日网文都常用从古代皇室到今日网文都常用
你可知你可知““未央未央””有多少意思有多少意思

文艺作品爱好者应该都很熟悉“未央”
一词，看似普通的词句里只要出现它，似乎
就增加了高雅的韵味。中国台湾作家鹿桥
以西南联大为背景的小说《未央歌》风靡一
时，音乐人黄舒骏还创作了同名校园歌曲，
也成为 80年代的经典：“在未央歌的催眠声
中，多少人为他魂萦梦牵……”

在以古代为背景的网络小说、古风翻唱
歌曲里，“未央”的出镜率更是居高不下。一
些影视剧也将“未央”放入标题，既有古代背
景的《锦绣未央》，也有现代背景的《八月未
央》《你是我的夏至未央》等等。

未央到底代表什么，为何如此流行？它
的含义其实相当丰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
了解古人笔下的“未央”。

“央”指“中心”，“未央”代表“未半”

现在歌词里很爱用的“夜未央”，早在《诗
经》的《小雅·庭燎》中就出现了：“夜如何其？
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将将。”

“庭燎”（tíng liáo）指古代庭中照明的火
炬，是将油脂涂在芦苇、竹子或松柴上，用布
将它们捆成一束做成的，燃烧后火光明亮，
可以照远。如果将火炬树立在门外，则叫

“坟烛”，坟是“大”的意思。《周礼·秋官·司烜
氏》记载：“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

通常认为，《诗经》中的这首《庭燎》，旨
在赞美周宣王的勤政，未到半夜时就在庭中
燃起火炬，君子（诸侯）见到烛光亮起，便驾
车前来早朝，“鸾声”指座驾上系的如鸾鸣的
铃声。此外，也有一种释读是写男女夜会，
女子彻夜秉烛等待情人车驾的到来。

无论哪种解释，诗里的“未央”都是指没
有过半，而不是没有完结，这也是“未央”一
词最初的含义。南宋朱熹在《诗经集传》中
注释：“央，中也。”全诗的后两段可以验证这
一观点，在“夜未央”后紧随着“夜未艾”和

“夜乡晨”，时间上呈递进关系：从前半夜到
后半夜，再到天快亮。魏文帝曹丕《燕歌行》
里，也以“星汉西流夜未央”写出女子怀人的
无尽哀怨。

《说文解字》对“央”字主要含义的解释
是：“央，中央也，从大在冂（jiōng）之内。”它的
字形像一个人，位于“冂”的正中。“冂”的含义
是“象远界也”，代表广阔的范围。因此在引
申意义上，可以将“央”理解为“四方的中
心”。另一种解释是，“央”其实是象形字，是
一个人挑担子的形象，人位于扁担的中心位
置。在深入解析字意的过程中，“未央”这一
词汇的原初含义“未半”得以诞生。《汉书》里
引用汉武帝《李夫人赋》，有“托沉阴以圹久
兮，惜蕃华之未央”，里面的“未央”也是“未
半”的意思，表达对李夫人盛年早逝的痛惜。

从“未半”衍生到时间和空间的“无尽”

“央”既有中央的含义，也可以衍生出广

大、久远的含义和“尽头”的衍生意，司马相
如《长门赋》中的“览曲台之央央”，即取“广
大”义，而不是曲台的中央位置。这给未央
一词增加了更丰富的寓意：一为时间层面的

“未尽、无已”，一为空间意义上的“无边无
际”，也是延续至今的最主要的词义。

屈原的《楚辞》中，这两种意义的“未央”
都出现过。《楚辞·离骚》中写道：“及年岁之
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文中“未央”意为无
尽、没有完结。《楚辞·九歌·云中君》里也出
现了“未央”：“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
央。”这里的“未央”就是“无际”的意思了，给
人以光芒灿烂的直观印象。《老子》中有：“人
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也是用

“荒兮其未央”来形容“茫茫无极”。
有趣的是，“未央”一词有时还有“不久、

不远”的含义，和常见的未央词义恰好相反，
但实际应用比较少。如《素问·四气调神大
论》中有“与道相失，则未央绝灭”，这里的未
央就是“不久”的意思。

将“未央”的“无尽”含义发挥到极致的，
公认当属汉代。汉高祖刘邦本是楚人，汉初
功臣皆为丰沛子弟，受楚文化影响较深，对

“未央”一词较为熟悉，将它作为宫殿的名称
也是顺理成章。

刘邦入驻长安后，先命人修葺秦朝的离
宫“兴乐宫”，改名为“长乐宫”，起初皇帝在
此视朝，后来为太后居地。刘邦又命萧何在
长乐宫以西兴建“未央宫”，供皇帝处理朝政
和居住之用，并在长乐、未央两宫之间建武
库。两宫宫名相联，意为“长乐未央”，以此
祝愿汉朝国运、汉家天下没有尽头。

这一时期，“未央宫”在历史记载中的出
镜率相当高。比如，一次刘邦作战归来，见
未央宫的建筑壮丽非凡，感觉奢侈过度，便
责问萧何：“现在天下未定，我苦战多年还不
知成败如何，怎能如此靡费修建宫室？”萧何
答道：“天子以四海为家，如果不够壮丽，就
不能体现您的威严，而且也不能让后世的
建筑规模超过它。”意思是以未央宫的豪华
来凸显世世代代汉家帝王的威势，刘邦这
才转怒为喜。

《史记·高祖本纪》里的一段描述，更是为
未央宫增添了人情味。未央宫建成后，刘邦
会见诸侯群臣，并在前殿饮宴。酒酣兴浓时，
刘邦亲自向他的父亲太上皇敬酒贺寿，并说：

“父亲当年常说我无赖，不会治理产业，不如
我二哥能干。现在您看，我成就的事业和二
哥相比，哪个更多呢？”殿上群臣闻言皆呼“万
岁”，将欢乐的气氛推到高潮。后人读到这
里，也能够想象刘邦当时的踌躇满志。

尽管现在未央宫仅存夯土建筑台基遗
址，根据古籍资料来看，它仍是世界上迄今
为止建造的最大的宫殿之一。未央宫占当
时长安城总面积的七分之一，“周回二十八
里，前殿东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

丈”，换算成现代面积约 4.8平方千米，是故
宫面积的6.7倍，梵蒂冈城的11倍。今天，西
安的未央区以未央宫命名，走在车水马龙的
现代化街道上，仍可想象两千年前“香风吹
落天人语，彩凤五云朝汉皇”的景象。

长乐未央，大汉风华

汉代郊庙歌辞中咏唱：“灵殷殷，烂扬
光。延寿命，永未央。”取义“未尽”的“未央”
一词，在汉代使用频率极高，常与其他吉祥
词汇组合，共同作为吉语，寄托着汉代人对
快乐、吉祥、富贵、长寿等人间享受绵延无尽
的祈愿。在西汉时期，“未央”还是个比较受
欢迎的人名，和现代的“子涵”有点类似，皇
室子孙里就有好几个叫“刘未央”，普通人里
叫未央的也不少。

生活用品里，自然也常见“未央”。汉朝
宫室、陵寝、官署等建筑物使用的瓦当、砖块
上，“长乐未央”是最常见的铭文之一，此外
也有与之意义相近的“长生未央”“安乐未
央”“永年未央”，乃至升级版的“千秋万岁乐
未央”“长乐未央延年永寿昌”等等。

汉代铜镜铭文上，“未央”同样多见。比
如“富贵昌，宜侯王，师命长，乐未央”，几乎
荟萃了当时最流行的祝福语；还有“位至三
公兮，长乐未央，吉且祥”“与天长久而日月
之光，千万旦而未央”等等，数量不胜枚举。

这些对“未央”的祈愿，折射出汉代人的
自信和蓬勃的生命力，以及对未来的自信
心，也受到汉代普遍流行的“求仙”观念的影
响。特别在汉武帝统治时期，国家实力雄
厚，中央集权空前加强。时值盛世，武帝“尤
敬鬼神之祀”，崇尚虚无缥缈的神仙、长生之
说，落脚点仍是永远享用不尽的人间至尊富
贵。两汉期间，从帝王显贵、官吏士人到普
通百姓，都有祈求“长生不死”的信仰，在古
人的想象中，神仙世界永生不老、安乐绵绵
无尽的美好愿景，正符合“未央”的含义。对
仙人境界的理想和追求，被汉代人毫无掩饰
地宣告于世，成为特有的文化风景。

这些典故，都来自“未央宫”

未央宫的建设，可视为汉王朝兴造首都
之始。通常认为，先有未央宫，再有长安
城。长安城墙的建筑晚于长乐宫和未央宫
的建成时间，为了迁就宫室的位置，南面城
墙有多处曲折，被后人附会成“上应南斗之
形”。长乐宫因为是离宫改建而成，平面形
状不太规则，未央宫则是标准的方形。未央
宫由四十多座殿堂楼阁组成，宫中极尽奢
华：“以木兰为棼橑（重檐房屋的椽），文杏为
梁柱，金铺玉户，华榱（屋檐）璧珰，雕楹（柱
子）玉磶（柱础），重轩镂槛，青琐丹墀……”

未央宫各建筑的名称流传至今，有些成
为古诗中指代宫廷的特有习语，或是人们耳
熟能详的典故。如著名的“椒房殿”就曾位
于未央宫，是皇后的居所，殿内以花椒子和
泥涂壁，不仅使室内温暖、芬芳，还有祝祷后
宫多子之意，“椒房”后来成为后妃的代称，
皇帝的姻亲也叫“椒房亲”。“昭阳殿”曾是汉
成帝宠爱的妃子赵飞燕、赵合德居住地，后
世以此指代受宠的嫔妃居住的宫殿。此外，
未央宫内还有“金华殿”，相传汉成帝时，郑
宽中、张禹朝夕入金华殿说《尚书》《论语》，
后世用“金华殿语”指儒生常谈，也用金华殿
借指内庭。在未央宫的承明殿旁，设有房
屋，供侍臣值宿时居住，叫“承明庐”，诗文中
常用“入承明庐”来指代入朝或在朝为官。

未央宫内的汉皇室藏书之处叫“石渠
阁”，以其下建有导水石渠而得名，收藏着汉
军入函谷关后所得的秦朝书籍。清代乾隆、
嘉庆两朝编纂宫廷收藏著录，即根据此典
故，取名《石渠宝笈》。另一处收藏典籍之地
叫“天禄阁”，刘向、刘歆等学者曾先后校书
于此，皇家藏书地后来通称为“天禄”。天
禄、石渠合称“典籍之府”，相当于最早的“国
家图书馆”“中央档案馆”。此外还有收藏典
策法书的“兰台”，汉代御史中丞掌管兰台，
到了唐代，兰台成为秘书省的代称。

未央宫南门名“端门”，后来各朝代宫殿
的正南门皆以此命名，中国古代星空图中，
太微垣南端两颗星之间的空位也叫“端门”，
象征着人间的皇宫正门。

汉代之后，未央宫虽损毁，却成为历代文
人心目中皇家最高权威的象征，关于皇宫的
诗句里，常常出现“未央”，以此颂圣，期盼所
处的朝代能够迎来不亚于大汉的辉煌。此
外，在诗人咏叹宫女寂寥命运的宫词里，“未
央”的出现正如皇权沉默的化身，带来无处不
在的压力：“应有春魂化为燕，年来飞入未央
栖”“月映东窗似玉轮，未央前殿绝声尘”“未
央墙西青草路，宫人斜里红妆墓”……

诸多意象的交织，或豪迈，或幽怨，或志
得意满，或看淡世事，都为“未央”赋予了更
复杂的况味，也让它历经千年，仍然在文艺
作品里鲜活如昔。 □瑶华

清末民国时期，咸阳商号在动荡的社会
环境下艰难生存，饱受军阀和国民党盘剥与
摧残，应对数不清的官差摊派和苛捐杂税。
尽管如此，咸阳商号还是制定经营策略，打
造商号品牌。通过检视祥盛永酱园、万源
福、和兴泉等商号经营办法，似可管窥近代
咸阳商号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经营之道，
给予我们今天更多的借鉴和启示。

商号管理错综复杂，如同现在的企业公
司管理，涉及方方面面，如规章制度和企业
文化。虽然近代咸阳商号更多的还是延续
传统经商做法，但仍是通过各种行规号规管
理运行，无论是商号的经营理念，还是员工
平时的接待顾客，都有独具特色的行规号规
管理约束。

祥盛永酱园，是近代咸阳酱菜业的代表
性商号。从清代中期起，历经百余年的发展
壮大而长盛不衰，是清末民国时期咸阳酱菜
业最大作坊门店。祥盛永酱园从创业起，就
非常重视商号的经营策略，无论是产品质量
和工艺流程，还是人才培养和使用，都力求

做到精益求精、人尽其才。
从开发产品到生产质量，从勤俭经营到

资金使用，从周到服务到追求信誉，祥盛永
探索和确立了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培养和
训练了专业的经营团队。最终祥盛永酱园
在数代人的努力经营下，立足关中，覆盖陕
西，辐射西北，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声誉。在
抗美援朝初期，祥盛永酱园所生产的五香大
头菜送达前线后，获得了志愿军司令部的嘉
奖和表扬。

祥盛永酱园的经营之道，百余年来始终
如一。首先是精细的选料程序和严格的制
作工艺。除了建立自有的蔬菜种植基地，在
面粉、黄豆、芝麻等原料方面由专门的粮行
供给，从源头上确保了原料质量。同时，每
逢腌制季节，会有专业技师亲自指挥操作，
严格做到当日鲜菜当日入缸，所腌制菜品色
香味俱全。再者，祥盛永酱园还引进外地资
金，扩大融资经营规模，入股多家商行工厂，
努力增强经济实力。此外，还有勤俭节约的
经营理念，如充分利用下脚料，提高原材料

利用率，以及建立有效的运营节约制度，如
常备各种修理工具，做到小修不出店，无论
是墙倒房漏还是灶塌缸漏，都是自己修补，
降低和节约了运营成本。

在人才培养方面，祥盛永酱园也有很多可
圈可点之处。虽是家族制经营，但是祥盛永酱
园每代东家都是从学徒、店员起步，从底层做
起，从下到上熟悉祥盛永的运作和管理。除了
对接班人精心培养，祥盛永针对普通店员伙
计，也有一套完整培训和奖惩制度，如要求
他们白天学习，晚上则认字练字和学珠算，
根据学习成绩给予奖惩。因此说，祥盛永从
上到下都是培训上岗和专业化运营管理。

近代咸阳京布百货业商号也是工商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京货业，是因商品货
物来源于北京，所以称之为京货，实际上这
些商铺虽然有京货业之名，以经营绸缎布
匹、衣帽鞋袜等为主，但同时也兼营日用百
货，所以也称之为“京布百货业”。近代咸阳
京货业经营绸缎布匹有十余家，经营日用百
货有二十余家，其中以“万源福”最为知名。

万源福是咸阳最早的京货店，始于清代
中晚期，该字号招牌寓意“生意兴隆通四海、
财源茂盛达九江”。此后百余年间，咸阳逐渐
出现了其他京货店铺，如敬丰魁、天丰泰、积
德生等商号。万源福是京货业中经营绸缎布
匹规模最大、雇工人数最多的商号，共有二十
余人。京布百货业的货物来源地大部分是西
安，简单说就是咸阳京布百货业商铺多在西
安进货，这也和西安是当时西北地区最大的
贸易城市密切相关，同时西安、咸阳地理位置
较近，这些都是从西安进货的重要原因。

京布百货业在咸阳发展的百余年间，形
成了特有的经营之道，主要经营理念有信誉
第一、和气生财和允许赊账等。首先，所谓
和气生财，顾名思义，就是对待顾客要热情
周到，尽量满足顾客的购货选货要求，同时
在招待上要无微不至，这样就能招财生财。
其次，允许赊账，指的是允许乡民赊账，旧时
乡民主要通过种粮食棉花等农作物获得收
入，每年只有在收获农作物并卖掉后才会有
现钱，所以允许乡民赊账，是扩大客源的重
要举措。此外，信誉第一，指的是商号在经
营时，不进假货或次品劣质货，保持商号的
招牌信誉。

总的来说万源福的经营之道，就是名、
全、信、活、和。名，就是名牌货，即进货要进
名牌货，杜绝假冒伪劣产品；全，即所经营的

绸缎布匹种类要品类齐全；信，就是追求信
誉和诚信为本，买卖公平，诚信经营；活，即
灵活经营，不墨守成规，坚持薄利多销，旺季
多进货，淡季则相反等；和，就是以和为贵，
和气生财，力求使顾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和兴泉是近代咸阳著名糕点商号，创立
于清末，采用前店后厂经营模式，以生产和
销售糕点为主，兼营酱货、烟酒、海味、干菜
等。和兴泉因经营有方，管理得当，很快就
发展成为近代咸阳首屈一指的糕点店。与
咸阳其他知名商号一样，和兴泉也有严格的
接待顾客办法，如在柜台前摆放两条大板
凳，遇有顾客进门，学徒立即招呼、上茶水，
再递上水烟袋，然后再由店员上前接洽询问
顾客所需。需要强调的是，在招呼顾客时，
和兴泉要求员工决不能发生冷脸相待或与
顾客争吵的情况，一旦发生，轻则记过，年终
清算，重则立即开除，卷铺盖走人。由此可
见，和兴泉的经营管理非常严格。

和兴泉要求店内所有人员，要坚定维护
和兴泉的利益，忠于和兴泉的事业。首先，
不准员工接私活，即吃店上的饭，拿店上的
钱，而搞自己的买卖，这在当时叫“吃官饭，
放私船”，一经发现，立即解雇。同时，还规
定经理不能给店内推荐亲属，股东也不能推
荐人到店内上班，这些举措都是为了防止任
人唯亲，影响商号正常运转。此外，商号所
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经理负责生产经营，为
商号创造利润，股东不得干涉商号经营管
理，只有到年终结算时，才会根据业绩决定
经理去留。

在杨虎城主政陕西前，占据咸阳的各路
匪军与政客，时常向咸阳商号钱铺派款勒
索，各商号动辄交款成百上千银元，咸阳商
民备受摧残，蒙受巨大损失，艰难维持运转，
不时还有倒闭关门之危。抗战胜利后，在国
民党统治时期，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竟有三
十余种，诸如城防工事费、新兵征集费、车
马骡价费、军麦代款等等。国民党政府这
种敲骨吸髓的摊派和压榨政策，严重扰乱
了咸阳商号正常发展规律，阻碍了商号蓬
勃发展进程，影响了咸阳工商业繁荣发
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咸阳商号告
别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迎来了崭新的发
展时期，获得了重要历史发展机遇。在党
和政府的领导下，咸阳商号积极投身社会
主义建设潮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谱写
了咸阳经济社会发展新篇章。 □任耀博

秦巴深处，有旬阳城，又名太极城。亘古
洪荒，岁月迁移，悠悠孑立在秦岭南麓、汉江北
岸一方土地上，静若处子。

汉江自宁强奔腾而来，至上渡口慢下脚
步，缓缓流过河街，像温柔的母亲拥旬河入怀
抱，再一路高歌汇入长江。旬河从秦岭来，绕

“S”而过旬阳城中心，把两岸城岛切割成了天
然的阴阳鱼太极图。“太极”之说始于何时，不
得而知，只清人有诗云：“满城灯火列星案，一
曲洵水绕太极。”虽然无法考证“太极”之说缘
于何时，可旬阳城被称为太极城，却始于境内
学者吴建华。

上世纪八十年代，龚家梁新石器时代遗址
的发现与发掘，证明了早在六千年前，就有人
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出古旬阳的农业文
明。这里气候温和，森林茂密，且为水陆要冲，
清代学者毕沅赞其“西通陇蜀，东接荆襄，控
房、竹而引商、雒，在昔推为形胜之区”，因此历
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从商周到南北朝，旬阳归
属不定。汉高祖五年始建县，至今已两千余
年。两千年来，一代又一代旬阳人在这片土地
上，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励精图治，矢志革
新，从中表现出来的开拓进取的秉性、坚韧不
拔的意志及卓越非凡的智慧，深为世人称道，
并凝练为太极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两水相夹一山岗即太极城的阴鱼岛，亦即老城，形似金
线吊葫芦。老城筑于北周，毁于风雨侵蚀，明末创修起了洵
阳县城，始开东西南北四门，三百多年后，唯余西门门楼和
向东延伸的一段城墙墙基及断断续续几处垛墙了。三面环
水的老城古韵悠长，处处可见青石台阶、青砖瓦屋和凌空小
阁。老城文化积淀深厚，既有城之巅的文庙、悬于山崖的道
观，又有一河之隔的灵岩寺。同一座城，儒释道并存，三教
文化融合共生，既是儒家思想的包容性，也是太极城海纳
百川的胸怀。因而此地成为孕育太极精神的摇篮。

出老城洞子口，沿旬河上行，就到了新城区。山间小
城大都分布在两山夹一河的河谷地带，旬阳新城也一样，
河水如旬河仙姑飘飘的衣带，将一河两岸的下菜湾、上菜
湾、党家坝、小河北、康华园串连成闪耀在秦岭南麓一颗璀
璨明珠。三条平行大街分布在小河以南。临河的祝尔慷
大道凭借防洪大堤而建，号称陕南第一景观街。河堤外
是占地九万平方米的滨河公园，集防洪安保、休闲健身、
文化娱乐、亲水观光为一体的生态景观工程。依傍在河
岸的滨河公园，与占地四百三十七公顷的宋家岭森林公
园遥遥相对。由雕塑大师陈汉生创作的、矗立在滨河公
园的旬河仙姑雕像，与同为他创作的森林公园的独孤将
军塑像遥相呼应。流传于旬河流域的美丽仙子，充满人
生传奇的“中国第一岳父”，一刚一柔，刚柔相济，是太极
城历史、人文、精神的浓缩，其雕像相继落地太极城，不能
不说是规划者的匠心独运。

祝尔慷大道内的音乐喷泉广场，是太极城十余座广场
之一，因旬阳烟厂出资建造得名“祝尔慷”。早早晚晚，广
场上打太极拳的、跳扇子舞的、做健身操的人群，自成方
阵，井然有序，在朝阳、晚霞的辉映下，与不远处的老城一
起，向世界呈现太极城古老而年轻的精神风貌。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需
要，今日城区已有旬河大桥、康华桥、党家坝三座公路大桥
及一座景观桥——廊桥横跨旬河两岸。廊桥是类似于南方
风雨桥的建筑，有桥、亭，有栏杆、长凳、长廊，亭有多层，飞檐
翘角，雕梁画栋。与南方风雨桥遮挡风雨的单一功能不同，
旬河廊桥兼备游览、观赏、休闲、商业等多重功能。每当夜
幕降临，华灯初上，两岸风物倒映水中，如梦如幻，而美轮美
奂的廊桥与其水中倒影，更让人生出天上人间之感。

太极城给予外地人第一眼的现代都市印象，缘于华
声大厦、信合大厦和太极大厦等一幢幢鳞次栉比的高层
建筑。伫立河畔，凝望太极城天空，那些高耸入云的堂
皇建筑在天际划出的优美天际线，突然明白太极城日新
月异的变化，是与时代同步的，更与祖国的发展壮大同
频共振。

天色向晚，太极城渐次亮起华灯。盈盈泪光中，蜿蜒
而行的旬河，像极了一条东方巨龙。江河龙行，阴阳自
现。龙可潜在深渊，可行走陆上，也可腾空在天，其自强不
息的精神，不正与太极精神相吻合吗？ □梁玲

汉长乐未央瓦当。

近代咸阳商号的经营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