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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有非常之人，方能
成非常之事。视之古人亦
然，用之今人亦同。故朱
文杰出，而西安地域文化
大放异彩。

当文杰兄的《记忆老
西安》5 卷 10 本的巨著接
连问世，呈现在人们眼前
时，誉满全城。

地域人文，素来为人
所重视。十三朝古都西
安，地域人文名作历朝不
断。文杰生于斯、长于斯，
朝闻于故老，夕游于旧
地。阅历既广，遂成浩浩
卷秩，蔚为大观。

犹记 30多年前，与文
杰兄相识于著名诗人、《延河》副主编闻频先生
家中。文杰兄豪气干云，不让古人。自此交往
密切，遂为良友、诤友、益友。他善音乐、通书
画、喜交游，为长安文坛不可多得之人才。年过
古稀，又埋头西安历史地域人文的挖掘写作。

我读文杰兄的《菊花园》《莲湖公园》，文中
有关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大师逸事趣
闻，让我感触良多。尚小云当时住莲湖路，每
日到莲湖公园锻炼，把大衣放一旁，谁料想竟
有几个小混混想要偷抢，被大师一顿拳脚打得
人仰马翻。大师入科学艺，先学武生，后改青
衣，武功了得。文中这一情节，就是我为文杰
兄提供的。

陕西京剧团任团长的史美强先生和他的夫
人惠钲老师，文杰兄在几篇文章中也都浓墨重
彩写过。而惠钲曾是我在西安市三十二中的老
师，惠钲老师在此教学多年，桃李满天下。从文
杰兄《菊花园》这篇文中，我知晓了惠钲老师是
辛亥革命先驱惠春波的独生女儿。

惠春波和辛亥革命西安起义首领、民国陕
西第一任都督的张凤翙是同学和挚友。他与张
凤翙并肩战斗，同进同退。辛亥革命西安起义
次日猛攻时，惠春波就亲临前线参与战斗。张
凤翙委惠春波为标统，同往乾州投入激烈战
斗。惠春波身先士卒，身负重伤。惠之英勇，甘
冒枪林弹雨，不惜流血牺牲之气概，给前线战
士以极大鼓舞。当时《三秦英雄复汉歌》唱本
中有：“大统领带队伍西路巡变，惠春波作先锋
一马当先。”西路亦有民谣说：“要得甘军殁，除
非惠春波。”

读文杰兄在《北院门》一文中第七章“从三
十二中到回民中学”，一下让我回到青年时的求
学岁月。我忘不了母校门口的大槐树，现已成
为市名贵树木。学校内还有梧桐树，每逢梧桐
子落，我们便摇头晃脑吟诗。

文杰兄此文还写到三十二中我的同班同学
贾西平，贾后来和他成了西安市财会学校的中
专同学，我与文杰兄变为同学的同学，关系一下
亲近了很多。

感谢文杰兄让我在他的《记忆老西安》书中
累次亮相。我也读过惠钲老师给他写的评论文
章《大侠朱文杰》，很受感动和启发，也产生了为
文杰兄写一篇评论文章的冲动。同时想表示一
下自己的感谢之意，因为先贤教导受人之恩不
敢相忘。例如文杰兄的老友、陕西省出版局的
李天增先生 20年前帮过我，于是我就和文杰兄
相约中秋节一起去拜望李天增先生。

文杰兄《记忆老西安》是一部传之后世的不
朽杰作。古人云，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西安人
读了掩卷长相思，外地人读了心向往之。千百
年后，西安再有变化，我们亦可从此得窥路径，
遥想追忆昔日繁华及历史长河风云。呜呼，老
西安的人文历史得以传播到更多人的耳目中，
文杰兄亦赖此书，名扬古都。人生至此，当畅饮
高歌，月下舞剑，平生足矣。

正如闻频先生在他评论《记忆老西安》文中
所言：“文杰此书，资料翔实，发微探幽，行文生
动活泼。加之图文并茂，融纪实与抒情于一体，
汇知识与趣味为一炉，每篇文章都似一页页包
浆古旧的老城砖，令人幽思冥想，感触良多。正
可谓：还史实以真相，展落英之芳华，为古城又
树起了一座座丰碑，也为后人留下了一道道风
景，踏雪留痕，功不可没。”

闻频先生还说：“《记忆老西安》是文杰为西
安竖起的丰碑。这碑文里蕴涵着老西安的沧桑
岁月，也蕴涵着老西安的百年芳华。朱文杰的
《记忆老西安》虽属野史之列，但因其撰写时的
严谨，考证时的翔实，文气丰沛，韵味十足，虽为

野史但决然不野。”
闻频先生文中的“朱文杰的文章都似一页

页包浆古旧的老城砖”和“虽为野史但决然不
野”，最让人称道，亦让我感佩。

文杰兄的书中不独有重大题材描写，对于
一些细小之处同样予以关注。如他写《解放路
曙光照相馆》，对其作了详尽叙述，尤其把陕西
老一辈作家胡采、王汶石、杜鹏程、李若冰、李小
巴、董德理、白描、闻频等都邀来照相，可见文杰
兄是一位独出心裁的有心人。嘉宾俱至，这些
照片已成了难得的历史印迹和珍贵资料。

游艺市场我小时候去过，但对其历史不了
解。读文杰兄《解放路上的游艺市场》一文，方
知其由来，读者可自读体会。文中提到的相声
演员张玉堂，绰号张烧鸡，喜爱相声的老人都有
记忆。他的相声表演可称天才，不论是单口相
声还是双人相声，定会获得满堂彩，人们对他的
评价极高。依我看，他的水平远超今日之大
师。当时演出是一日两场，内容不重复，妥妥的
大师级水平。

近一年来，文杰兄作品依然接连不断，我又
陆续读了他的一批新作，感觉大部分虽写的是
西安城墙之外的地方，但选材更为宏大，多为地
标性区域。他写《西安的半坡博物馆》《西安的
大雁塔》《西安城的龙首原》《西安之城东的韩森
寨》《西安民族工业的代表：大华纱厂》《西安的
西仓》《西大街的城隍庙》《大夏石马》等，约有 60
多万字。

通过读《西安的半坡博物馆》一文，让我明
白，半坡遗址不仅是中华文明的一颗耀目明
珠，也是西安的一张辉煌名片。它把先民的奋
斗精神和具体场景呈现在人们眼前，令人肃然
起敬。在这样巨大的民族活力面前，历史繁荣
前进。

半坡文化源远流长，甚至可以研究一生。
文杰兄此文深入探讨，立意高远，材料丰富，条
理清楚，文笔优美，于读者大有益处。可见学者
型作家才能出此良文，十年磨一剑的耐力不是
谁都可以做到的。文杰兄以做学问的毅力追根
究底，日月不辍，天马行空，白头而成。给我们
展示了半坡的风采、先民的精神。

读文杰兄《西安的大雁塔》一文，明白他早
在 2016年就写了《丝绸之路起点的唯一性》，通
过邮票票面上大雁塔两边的标识，开始东有洛
阳两字，西是长安两字，最后在国家邮政局有关
领导、专家在西安举办的关于丝绸之路起点的
座谈会上，才确定了起点是长安。邮票正式发
行时，大雁塔东边的洛阳两字被去掉，只留下西
边的长安两字。而文杰兄正是以陕西省邮协宣
传委员会副主任身份，成为这场座谈会关键人
物，确实功莫大焉。

《西安的大雁塔》一文重点研究对象为玄奘
大师。而玄奘为佛教中唯识宗，这一派别据说
是弥勒菩萨研究。玄奘以此大胜诸辩者，给中
华文化争光。大雁塔名扬全国，玄奘修塔。全
国唯此一座，西安名扬四海。

文杰兄还同时写了《说说〈大唐三藏圣教序
碑〉》，我观此文时发了感慨，说：“在观看胜境的
同时，莫忘了向圣人圣塔致敬。碑是圣碑，玄奘
圣人，大雁塔圣地，留传千年者圣迹。呜呼，我
辈何其幸也，得一睹圣物！”

看了文杰兄《从西仓及西仓门走出绘画大
家》，感到他是具有一双发现美的慧眼的智者。
此文使我方知一个小小的西仓门，竟然成了西
安美术史上厚重的一扇门。

文杰兄《西大街的城隍庙》一文写得生机盎
然，城隍庙风采尽显眼前，令人向往，令人流
连。这里确实是西安一块风水宝地，每位来此
旅游的朋友肯定入宝山不会空手而返。此文也
让读者明白，西大街的城隍庙不仅是宗教场所，
而且是一处历史文化遗产。他探源索古，给这
座西安地标做了详尽说明。特别是对牌楼上的
都城隍庙“你来了么”，考证出自颜真卿之手迹，
又解释牌楼上悬挂的算盘之涵义，对文化遗产
有功焉。

行笔至此，不能再写了，因文杰兄的此五卷
拾本，内容浩瀚丰富，如海之深，如山之高，把西
安写得博大精深，波澜壮阔，气势磅礴。无论历
史变迁，旧貌新颜，名人逸闻，平民喜哀，皆笔端
凝情，平中出奇，小处见大。居长安不可不读此
书，增广见闻。呜呼，吾乡有公，公有此举，吾乡
幸焉！

文杰兄不顾古稀之年，疾病缠身，又开始了
《记忆老西安》第六卷的写作。正如闻频先生所
说：“感觉文杰的余热还多得太太，既然火山要
爆发，那就喷吧！”

文杰兄开始新一轮拼搏，是他的天性使
然。因为我知道，在他心目中，开弓没有回头
箭，干一件事绝对要有始终。我们只有祝福。
愿文杰兄在保证好身体健康的前提下，快乐写
作，灵感迸发，心愿得偿。 □马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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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坡遗址中，人们发现成人和儿童都
是分开埋葬的，葬法也不同。成人死后，一
般都集中埋在氏族的公共墓地里，不仅没有
葬具，随葬品也只有简单的 3—4件；而夭折
的小孩多数是装入一个小口平底的陶瓮，上
面覆盖一个陶钵或陶盆，单个或成群埋在居
住区内。

然而，半坡遗址中的小女孩墓采用木棺
埋葬，随葬品非常丰富，它就是M152小女孩
墓。（以下简称为小女孩墓）

经鉴定，墓主人是一个三四岁的小女
孩。骨架长 0.82米，仰卧直肢，头向西。在
尸骸股骨的上部呈淡淡的暗红色，似乎是故
意染的颜料。专家认为这种涂在人骨上的
颜料应具有某种宗教上的意义，或者是埋葬

前为死者举行宗教仪式而留下的痕迹。
随着时光流逝，葬具早已腐烂，但小女

孩墓中却有清楚的葬具痕迹。葬具是用木
板做的，分别用长短宽窄不同的板子，插在
人骨周围，略作长方形。这是半坡遗址中发
现的唯一一座采用木棺作为葬具的墓葬。

墓中随葬品有陶钵 3件，其中两件陶钵
叠在一起，里面布满了腐朽的粟粒；陶罐 2
件，罐底部经火长期烧烤呈明显的黑灰色；
尖底瓶 1件、石球 3件、石珠 69颗、玉耳坠 1
件，共计 79件。钵、罐、瓶是最基本的生活
日用品，以这样的组合随葬，似乎是想让小
女孩在另一个世界里将人世间的生活延续
下去。

在小女孩的腰部，还发现了制作精美的
石珠 69颗；小女孩下颚骨的下方有一块青
白色的玉耳坠。其左腿下部还发现了直径
约为 2厘米的石球 3件，有可能是孩子生前
最喜爱的玩具。

小女孩墓一经出土，就引起当时考古学
界的纷纷议论……

当人们还在惊叹半坡小女孩墓随葬品
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与半坡遗址同一
时期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陕西华县元君
庙遗址中，人们也发现了类似厚葬女孩的
墓葬。

姜寨遗址的M54墓，墓主人为一名十
五岁左右的少女。为仰身直肢葬，随葬器物
大半置于骨架下肢及脚部。计有陶钵 3件、
陶罐 3件、石球 4枚、尖底瓶 1件、绿松石饰
品 2件。另有多达 2052颗的骨珠分散于头
颈及上肢，真可谓珠玑盛装。

位于陕西华县柳枝镇东南的元君庙遗
址，也属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其中考古学
编号为M429的是一座两个少女的合葬墓，
墓底用红烧土块铺砌，随葬品有尖底瓶 1
个、泥质红陶钵3个、粗砂红陶罐2个、骨针1
枚。其中一个约十岁左右的女孩前额还涂
有大片红色颜料，其耳旁头顶处发现骨珠
785颗。

半坡小女孩墓及类似墓葬的出现，考
古学家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综合起
来，推测如下：小女孩获得厚葬可能与当时
女性的社会地位有关，概括起来大致有以
下几方面。

女性崇拜

人口的繁衍对于史前先民来说是仅次

于解决吃饭问题的大事。当人类开始探索
生殖的奥秘时，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人人
皆生于母亲，于是首先把女性神化，让女性
充当生殖之神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新石器
时代的辽宁红山文化和陕西案板遗址仰韶
文化遗存中也发现有女性塑像。这些雕像
或塑像的共同特征是突出丰满的乳房、肥大
的腹部和臀部等女性特点，这显然是为了突
出女性的生育功能，表现的正是对女性的生
殖崇拜。女性肩负着繁衍种族的责任，因此
小女孩的不幸夭折是氏族的重大损失，因此
加以厚葬。

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是从对女性的生殖崇拜中孕
育而来的，是为适应人类社会传宗接代并回
答氏族是从哪里来的困惑而出现的。最早
的祖先只能是女性，中国古代文献中有许多
感生神话，如《太平御览》引《诗含神雾》说华
胥踏大人迹而生伏羲；《河图稽命徴》说附宝
见大电光感而生黄帝；《太平御览》引《春秋
合诚图》说庆都遇赤龙而生尧；《太平御览》
引《帝王世纪》说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修
已吞神珠而生禹；《史记·殷本纪》说简狄吞
玄鸟卵生契；《史记·周本纪》说姜嫄践巨人
迹而生后稷；《史记·秦本纪》说女修吞玄鸟
卵而生大业。上述神话虽然是在较晚时代
产生的，但反映的应是更远古史前时期对女
性始祖的崇拜。史前时期的女性地位可见
一斑。

母系社会

从考古资料来看，史前社会的生产力水
平低，男子必须外出从事游荡不定的狩猎活
动，妇女便在聚落周围从事固定的、经常的
农业生产劳动。除农耕外，与生产活动相联
系、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事物如料理家务、制
作陶器和缝制衣服等工作，都落在妇女身
上。由于妇女为氏族的福利付出这么多有
价值的劳动，在经济生活上起着重要作用，
因而她们在社会上有较高地位，受到人们尊
敬。人们为了氏族集体生存，以母亲为中
心，与她们的子女结成牢固的血缘团体——
母系家庭，从而维持着母系氏族的社会关
系。在这种母系社会的背景下，出现厚葬小
女孩的习俗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相信，随
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一定能揭秘小女孩墓葬
背后的千古之谜。 □宋澎

西安半坡遗址小女孩墓

探寻“千古之谜”——

半坡遗址中有这样一座小女孩
墓，不仅使用木棺作为葬具，而且随葬
品丰富而精美，数量达 79 件之多，其
葬俗可以说是相当“华丽”。

这让人不禁好奇，为什么在六千
年前、物质条件匮乏的半坡时期，一个
三四岁的小女孩会享有如此厚葬？除
了深深的母爱外，还有什么特殊的意
义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史前社会，探究
小女孩墓之谜。

半坡儿童瓮棺。

与 茯 茶 结 缘
几年前，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热

播，引入许多不常听到的传统物件，如血
竭、茯茶、土布和洋布等，让观众对这些新
奇事物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从剧中学到了
不少“冷知识”。

其中，吴家东院裕隆全茯茶庄给我留
下深刻印象。每当提到茯茶，那句“吴家东
院裕隆全，最新上市的茯茶喽！质优价廉，
走过路过的都来看一看喽！”的台词就回荡
在耳边。周莹手中所持的那块“板砖”，正
是泾阳茯砖茶。在影视作品的带动下，泾
阳茯茶走入更多人的视野，唤起了人们的
探索欲望。

茯茶，因其在伏天加工，其香气和功效
类似土茯苓，故名“茯茶”，加之蒸压后的外
形呈砖状，被称为“茯砖茶”。泾阳茯茶的
历史可以追溯到千年之前，在漫长的岁月
里，它见证朝代更迭，也陪伴着百姓生活。

泾阳地处关中腹地、泾河之畔，是古代
的京畿要地和三辅名区，享有“关中白菜
心”的美誉。这里气候温润，土地肥沃，水
质咸涩、偏碱性，富含多种矿物质，是中国
茯茶的发源地。“自古岭北不植茶，唯有泾
阳出砖茶。”尽管泾阳位于岭北地区，并不
适宜茶叶种植，但由于宋朝政府实行“以茶
易马”政策，泾阳成为南茶北运的必经之
地，使茯茶顺着绵延的丝绸之路远销西北
乃至中西亚各国。

关于茯茶的起源民间有个传说，北宋
神宗熙宁年间，陕西泾阳一茶商船运茶渡
泾河时，不小心将一大篾篓茶掉入河中，
捞起后运回作坊。当时，连阴雨下了月余
无法晾晒，茶商把经过泾河水淹泡的茶叶
分成小包存放。数月后准备起运打开检
查，发现茶叶颜色变黑，茶中出现了许多
黄色星状斑点，以为“霉变”，但并无霉
味。就按“霉变”茶贱卖到兰州，兰州牧民
把此茶冲泡后，发现茶汤橙黄、汤味醇厚
平滑，喝后舌根甘甜，气味中夹杂着一种
茯苓的药香。次年，泾阳茶商运茶至兰
州，当地茶商和牧民都说去年“霉变”的茶
好喝，还想要“霉变”的茶。泾阳茶商就回
忆去年茶叶“霉变”的过程，摸索制作，约在
公元 1368年，即洪武元年，第一块泾阳茯砖

茶问世。
茯茶广为人知则是因为慈禧对它的盛

赞。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慈禧太
后逃至西安，周莹赶到西安拜见。当时所
带土特产贡品中就有茯茶，周莹给慈禧上
贡时说，这是泾阳家乡产的茯茶。因口音
关系，慈禧听见是福茶，高兴地说：“福茶
好！福茶好！”饮用“泾阳福茶”一时成为紫
禁城内外的风尚。后来就有了大家把茯茶
叫福茶之事。

茯茶制作工艺十分复杂，需要经过选
料、渥堆、发酵、筑茶、发花等多道工序。每
一道工序都需经验丰富的制茶师傅精心呵
护，才能成就一杯品质上乘的好茶。其中，
发花是茯茶制作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
只有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茶叶中
的金花才能茁壮成长。金花，学名冠突散
囊菌，是一种对人体有益的益生菌。它赋
予了茯茶独特的香气和口感，还具有调节
人体新陈代谢，降血脂、血压等功效。因
此，泾阳茯茶也被称为丝绸之路上的“黑
黄金”。

有了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加上当地
的制茶技术，自古就有制作泾阳茯砖茶

“三不能制”的说法，即“离了泾阳水不能
制，离了泾阳气候不能制，离了泾阳人的
技术不能制”。到了明清时代，作为有着
千年历史积淀的黑茶品类之一，茯茶是与
边疆少数民族交换马匹的重要物资，促成

“茶马古道”的兴起，有“官茶”之称，与粮、
奶、肉一起，成为西北地区人民生活的必需
品。至今仍流传着“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
茶则痛”“宁可一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
说法。

我与茯茶结缘，始于泾阳的吴家大院，
又称安吴堡。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
受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影响，我驱车
前往吴家大院，看看这个清末陕西女首富、
秦商代表周莹的故居。走进大院，仿佛穿
越了时空回到那个辉煌的年代，让人领略
到曾经的秦商风采。参观完，独自漫步在
古镇，发现街道两旁有不少茯茶店铺。

不经意间，走进了一家古色古香的茶
馆。茶馆里弥漫着淡淡的茶香，让人顿时

心旷神怡。老板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并为
我沏上了一壶茯茶。当琥珀色的茶汤注入
杯中，一股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我轻轻
抿了一口，醇厚的口感在舌尖蔓延开来，带
着一丝甘甜，让人回味无穷。那一刻，我仿
佛被这杯茯茶带到了一个充满诗意和宁静
的世界。老板给我讲茯茶的冲泡方法，有
传统煮饮法和盖碗冲泡法。前者是用煮
茶器煮至茶汤颜色变深、香气四溢即可；
后者则是按温杯、投茶、润茶、冲泡、出汤
几个步骤进行。那个下午，我们聊了许多
茶饮知识，令我受益匪浅，从此爱上茯茶，
开始钻研茯茶。

后来，我又和朋友数次去泾阳的茯茶
小镇游玩。这里的茶馆遍布各个角落，无
论是装修典雅的高档茶馆，还是充满烟火
气息的街边茶摊，都能品尝到正宗的泾阳
茯茶。

坐在茶馆里，煮上一壶茯茶，看着茶叶
在水中慢慢翻滚、起起伏伏，茶汤逐渐变得
橙红明亮，一股浓郁的茶香扑鼻而来，令人
心生悠远……想起苏轼的诗句：“何须魏帝
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魏帝追求长生
不老的药丸，而苏轼则认为生命要活出宽
度而非长度，人生的乐趣在于品味生活中
的点滴美好。

在古镇的茯茶手筑体验馆，我们目睹
了制茶师傅们精湛的技艺。那满布在茯砖
茶上的“金花”，犹如璀璨的繁星，不仅是茯
茶品质的象征，更是茯茶文化的独特印
记。师傅告诉我们判断泾阳茯茶质量好坏
的标准：外观平整紧实；颜色呈黑褐或黄
褐，有光泽度；滋味醇厚，香味浓郁，回甘明
显；金花茂盛且分布均匀。据资料记载，
2022年 11月 29日，咸阳茯茶制作技艺晋升
为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成为继西安鼓乐、
中国剪纸、中国皮影戏之后，陕西第四项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此让人对泾阳茯茶
更加刮目相看。

送你一块茯砖茶，愿你在忙碌的生活
中停下脚步，泡一杯茯茶，品味岁月的沉
淀；送你一块茯砖茶，愿你的人生像茯茶一
样，历经岁月洗礼，依然散发独特魅力，静
待花开。 □闫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