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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的八家巷西安的八家巷

亲爱的人类朋友：
我是黑喉歌鸲，是一种体形娇小但歌声

嘹亮的鸣禽，是东洋界的最神秘成员之一，被
列入《世界自然联盟（IUCN）鸟类红色名录》和
《中国物种红色名录》。

迄今为止，全世界见过我的人不超过一
百，拍到清晰影像的更是屈指可数。

每年，当春回大地，“在哪里能看到黑喉
歌鸲”就成了供职于秦岭主脊以南的自然保
护区工作者和国内外部分鸟类爱好者的特别
关注。

今年5月中旬，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凉风垭保护站巡护员呼陆平连续两天拍
到我的清晰影像。与此同时，关于我的来龙
去脉和趣事再起探讨，疑问多多。借此之机，
特意现身说法，统一回复如下：

是的，从4月底开始，在秦岭，我启动了一年中最甜蜜、最温馨、最重要
的课题：谈情说爱、建设家园、绵延子嗣。至于我有没有其他繁殖地，暂且
保密。

我是比大熊猫更“年轻”的脊椎动物。1891年，鸟类学家贝雷佐夫斯基
和比安奇依据一具采自甘肃省我的家族一员标本，为我定名为黑喉歌鸲，隶
属于鸟纲雀形目鹟科歌鸲属。

有学者认为我是金胸歌鸲的不同色型，也有观点认为我与它分别是两
个独立种。基于科学精神，这些科学家均认为需要更多标本以及生活史资
料加以佐证，才能得出可靠结论。

此后的更长时期，我与你玩起了捉迷藏。
仅在1922年和1966年，才各有一次标本采集报道。至2010年，你确切

记录到我的机会也不超过7次。可见，我的家庭成员数量并不庞大。
如此低的遇见率，可能与我体形娇小、活动隐秘、生性胆怯、行动机敏等

特点有关系。还有一种可能，即使四目相对，你却没有认出我——可能将我
当作一只脏兮兮、肿脖子、长嘴巴的柳莺或麻雀。

文献资料表明，我在秦岭是留鸟。由于长时期没有发现记录，你一度认
为我在秦岭绝迹，我只能请时间为证。直至2011年5月，瑞典鸟类学家鲍·
阿斯德姆在位于秦岭腹地中段南坡的佛坪保护区辖区内的凉风垭考察时，
被一阵悦耳的、嘹亮的鸟鸣吸引——那是我的家庭成员正在谈情说爱，阿斯
德姆幸运拍摄到我家的一位“歌手”。

我的首张野外照片发表后，旋即引起轰动，使得这一受胁物种在世界范
围内得到关注。之后，我在秦岭的繁殖地被发现，排除了我是金胸歌鸲的亚
成体或不同色型或亚种的疑惑。名分之争，至此尘埃落定。

2013年，韩宁等人在凉风垭一带进行种群调查，发现了我的家庭成员
中的8只“帅哥”和2只“美眉”，还发现2个杯状巢，位于向阳、林冠稀疏、距
水源较近的针阔混交林下的秦岭箭竹中。巢口向上，由竹叶、枯草、苔藓等
编制而成，内无铺垫物；2016年，张永文等人利用样线法和鸣音刺激法，在
位于佛坪保护区西侧的长青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我进行生态学调查，得
出我的家庭成员数量在长青辖区内为189—252只的结论。这些数据有科
学依据，却不一定准确。比如，每当发现环境甚至微生境异动，我便迅速
地藏匿于灌丛的汪洋大海中，你想从密密麻麻的竹丛灌丛中“捕捉”我，绝
非易事。

我是体型较小的鸲类，体长12—14厘米，属于地栖灌丛鸟类，在秦岭
南坡的栖息地特征为海拔2400—2500米的中高山区。主要在针叶林和针
阔混交林下的秦岭箭竹丛中活动，常单独或成对在林下或竹灌丛间的地面
上悄然前行。或在灌丛枝间上蹿下跳或飞来飞去，偶尔停歇于针叶树树冠
下部的横枝上。与部分鸟类具有性二型性特征同此理，我也具有此“绝活”。

我家的“男”性个个是低调的华服贵族：上体暗石板灰色，尾上覆羽亮黑
色；眼先、头和颈的两侧、喉和胸深黑色；体侧灰色，腹部中央乳白色，具黄色
沾染；翼和中央尾羽黑色，其余的尾羽基部2/3白色、端部1/3黑色。

相对于“帅哥”精心装扮、鲜衣怒马，我家的“女”性成员走简约风：上体
暗橄榄褐色，尾上覆羽和飞羽边缘淡黄褐色，下体淡橄榄褐色，腹部中央沾
染皮黄，其余下体纯白。

总之，“女”鸟平淡得有姿有色，与环境更协调，更不易被发现。关于存
在“男”鸟衣着相对鲜艳、鸣唱悦耳，这是一类投资，有利于在求偶期吸引“淑
女”。同时，相对显著的声和色，在机会均等时能吸引天敌，从而保护了同一
环境中的雌性和大家庭的下一代。但是，即便你听到我的家庭成员鸣唱，想
从复杂纷乱的环境中找到它，依然很难。

在繁殖季节，我们成双成对出行，在林冠稀疏的地方捕捉昆虫，以积攒
体力、储备体能。此时，“帅哥”常送上肥硕的虫子作为爱情“玫瑰”。

繁殖期间，“夫妻”分工明确、内外有别。每位“准爸爸”都很辛苦，除自
己果腹外，还要为巢里专职孵化的“妻子”衔回食物。坚持约12—13天后，
同巢的卵在两天内全部出壳，祥和之气弥漫在土洞中的陋巢里。

然而，我的母幼行为和雏鸟生长规律等，至今对你保密。另外，我们会
对洞口进行伪装，以隐蔽性提高产卵、孵化和雏鸟的安全，降低了洞巢被发
现的概率。

据你们人类现有的文献，我分布在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四川中部和
北部三省相邻的狭窄区域。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范围比野生大熊猫的分布
区更狭窄呢？我是候鸟，迁徙时会出现在城市公园、湿地和绿地等。比如，
我曾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园短暂停歇，被你惊喜发现。

在此，关于我在秦岭的居留问题可否稍加探讨？至今，在秦岭南坡拍到
我的影像，有4月下旬以前、7月上旬以后的吗？有人称在云南、贵州和泰国
北部见到过我。据你的类群中的“鸟友”观察，我的迁徙线鸟道，经过云南东
南部。至于我的迁徙路线，暂且保密！毫无疑问的是，纤小的我，一生都在
旅行中。

你们的观察还证实了我的生存着实不易。比如，各类猛禽和小兽皆是
我的生命中的“坎”。目前，我被列入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保
护等级为二级。我得到来自你无以复加的关注，与天敌周旋。我与环境气
候变化协同共进，否则，就坚持不到今年。

我与黄脚渔鸮和黄喉貂、金钱豹和金胸歌鸲等皆是生物圈的一员。在
生态系统的一处，或自以为是，或自命不凡，或四驱加速地冲向猎物，或谨
慎警惕东躲西藏，感慨危机与生机并存，日子与乐子一起滚滚向前。

从“小字辈”到众人瞩目，从寂寂无闻至“璀璨明星”，从食物链底层至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无疑是幸运的，与你和谐相处，共享同一个
美丽星球。

未来的日子，愿你对我爱而有度，因为我深知，爱之深切可能滋生利益
链条，反作用于我的是不堪承受。至于我与其他同域家伙以及新邻居之间
你抢我啄的戏法，或斗而不破或刀光剑影，皆是地球生物圈的“百姓故事”，
尽显生态系统的魅力和广博，让我们一起构建生物多样性、共享地球生物圈
的福祉。

再次感谢你的关爱！
黑喉歌鸲
于2024年

□曹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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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于佛坪的黑喉歌鸲（雄鸟）。
呼陆平 摄

前不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6
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
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北京城市
中轴线申遗成功。将城市中轴线列入
世界遗产，这在世界建筑史上具有重要
意义。

中轴线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占
据重要地位，是一个城市的景观、功能
与发展的轴线，是城市的“主动脉”。它
不仅是城市空间布局中的重要元素，更
是城市文化与历史传承和变迁的体
现。北京中轴线位于北京老城中心，全
长7.8公里，纵贯老城南北，成为统领整
个老城规划格局的城市之脊。展现了
中国文化对秩序的追求，展现了理想都
城严整、宏阔、壮丽的景观特征。

然而，人们是否知道，最早的城市
中轴线起源于西安。西周时的都城就
非常规整，东西对称，左右均衡，中间的
一条街道就是中轴线。据《周礼·考工

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
朝后市。”意思是说，建筑师在规划建设
城市时，每边长 9里，每边开 3个门，城
内有纵横街道各 9条，经涂为车轨的 9
倍，可以并排走 3辆车。左边为祖庙，
右边为社稷坛，前边为朝廷宫室，后边
为市场和居民区。这种规划设计体现
的营国制度是我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较早成型的制度，集中表达了中国传统
都城规划的礼仪和秩序，对后续都城规
划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代的长安城位于西安老城区的
西北部，从总体布局看，由横门至西安
门的南北大道为其中轴线，作为宫城的
未央宫位居这条中轴线上。中轴线贯
穿未央宫的北宫门和南宫门。出北宫
门连接横门大街，其东为北宫，西为桂
宫，再北的东市和西市分列横门大街的
东西两侧。出南宫门至西安门，再往
南，宗庙在其左，社稷居其右。所以，汉

长安城的中轴线很明显。
唐代的长安城，由建筑巨匠宇文恺

负责规划和营造。唐长安城平面呈九
宫格局，街道整齐，方方正正，分为外郭
城、宫城和皇城，宫城和皇城位于外郭
城北部的中央。宫城中部为太极宫，正
殿太极殿位于宫殿区南部正中，与宫城
南面正门承天门相对，构成了宫城的中
轴线。皇城位于宫城之南，北与宫城相
接。皇城南面正中的正门朱雀门，北对
宫城的承天门，南为朱雀大街直通外郭
城明德门，其中朱雀大街最宽达 150
米，为全城的中轴线。以朱雀大街为轴
线，东西两市分列皇城的东南和西南，
东西相对。唐长安城南北中轴全长
8.65公里，为中国古代都城之最。

现在西安城的中轴线，是以西安城
墙内的布局为基础，由西安城的南北大
街出发，分别向南、北延伸，重修、新建
形成了如今的西安南北中轴线。西安
南北中轴线南起电视塔，北至北二环，

道路全长 13.6公里。其中，新建 7.2公
里，整修6.4公里。

广义的西安南北中轴线北起渭河
南岸，南至终南山关中环线，全长 40公
里。2012年 10月 20日，长安大道建成
通车，西安南北中轴线“龙脉”打通，使
西安南北中轴线北至渭河，南达秦岭真
正实现。

城市中轴线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自
然观念和哲学理念，是中国城市最能够
完整体现礼仪秩序、规划思想的产物。

中轴线就像一条跃动的脉搏，城市
川流不息的生命力震撼人心。西安的
广播电视塔、自然博物馆、南城门、钟
楼、北城门等，正处在西安的中轴线
上。其沿线的陕西广电中心大楼、小寨
赛格国际购物中心、陕西省图书馆、邮
电大楼、钟楼饭店、人民剧院、报话大
楼、和平电影院、陕建办公大楼，以及未
央路向北的现代建筑，都代表了西安的
发展成就。 □王雄文

西安西关正街有个西关剧场，20世
纪 80年代前很有名，堪称这条街上的
地标性建筑。紧挨西关剧场西边有条
巷子叫八家巷，这是我认识最早的一条
八家巷。

西安老街巷叫八家巷的并非西关
剧场西边这一条，细数竟有八条之多，
让人闻之诧异。

一
《明清西安词典》八家巷条目下，记

载有三条。
1、位于府城东门大街中段路南，是

明初向东拓筑府城后形成的一条南北
巷，北起东门大街，向南不通，在菊花园
西边。解放初为《群众日报》社址，后为
《陕西日报》社驻地。

2、位于府城北门大街中段路西。
在原隋唐长安皇城第一横街处。唐末
韩建以皇城改筑为新城后渐为居民坊
巷。南起西华门外大街（今称西华门
街），北向西折，抵麦营什字北街（今麦
苋街），长 458米。相传此巷因初有八
家住户而得名。今仍沿称，还标有邮政
编码。

3、位于西关正街东段路南。是条
回回巷（今南小巷）之东的东西巷子。
现在其西段向北延伸至西关正街，向
东段延伸至环城西路南段。为与城内
几条八家巷区别，1972年命名为西八
家巷。

除过这三条以外，西安城内北大街
东边后宰门街一带，也曾有过一条八家
巷。现今的后宰门街，清代是新城门大
街西段，当时新城门大街路南从西向东
就有镶红堆房、八家巷、将军署等。

还有雁塔区鱼化寨和北山门现在
都有一条八家巷，加上灞桥区灞桥镇务
庄的八家巷，不多不少，西安正好有 8
个同名的八家巷。

灞桥镇务庄，一说得名于“耕耘务
本”，相传西汉就有务庄村名。也有说
和北宋时建立的物资供应基地“营田
务”有关。这里还流传着“七堡八围墙，
中间夹个八家巷”民谣。这么多的八家
巷，它们之间有什么渊源呢？

二
东关景龙池街与窦府巷相对的一

条巷子也叫八家巷。文友王永生的家
就住在景龙池八家巷。他们家院内还
有一口甜水井，这口水井到底有多少年
代已无从考证，而八家巷得名就和“八
家围一井”有密切关系。中国古代的井
田制时代，一般就是八家共用一井。

王永生写《也来说说景龙池的八家
巷》一文回忆说：“1950年 6月，我一岁
时，我家由东关永宁庄 30号搬进景龙
池八家巷，此后的三十年，从未挪过窝，
一直到1982年八家巷拆迁。”他还回忆
说：“我家院落庄基面积是五分七厘八
毫，半亩多一点，分前后两院，前院四
间半厦子房，后院三间两层楼房。墙
壁都是土坯垒起，前院厦房后背墙和
两侧山墙都是黄土夯起来的，老式小
瓦，非常普通的关中民宅……听巷子
老人讲，我家的房子最开始是《大公
报》报社驻西北办事处，一直到抗战结
束，都是《大公报》房产。《大公报》在抗
战期间为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做了不少
有益工作，想不到它的办事机构竟是
在这样的环境。”

说到《大公报》报社驻西北办事
处，我想到自己撰写景龙池一文时写
到了王淡如，他就居住在景龙池，1932
年后被《大公报》聘为驻西安特约记者。

王淡如先生（1899 年—1974 年），
剧作家、出版家，曾任《新秦日报》总编
辑。并于 1943年创办《大公报》西安分
销处，办理该报和一些进步书刊的发行
业务，1949年还在“分销处”的基础上创
办了长安书店，自任经理。随后业务扩
展，涵盖印刷、出版、编辑、发行等业务。

依此看来，这家位于东大街平安
市场之东的“长安书店”确实不简单，
是兼编、印、发行于一身，集产、供、销
为一条龙的实体店，在当年的西安堪
称独领风骚。

王淡如先生不仅是一位称职的主
编，图书出版选题上的高级策划，还是
一位创作了不少秦腔剧本的剧作家，改
编过传统剧目《辕门斩子》《打金枝》
等。1961年，长安书店撤销后，王淡如

任陕西人民出版社三编室副主任。当
年 7月，经陕西省文化局报省委宣传部
核准，将公私合营的长安书店合并于东
风文艺出版社。直到1967年2月，东风
文艺出版社的牌子被摘掉而停办。

三
人们给街道起名八家巷，看来绝非

因为住过八家人这么简单。首先可能
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中的“八家同井”
有直接关系。唐代杜牧《塞废井义》中
载：“古者井田，九顷八家，环而居之，一
夫食一顷，中一顷树蔬凿井，而八家共
汲之。”古代以公共水井为中心而组成
了各个自然村落，商鞅变法后，井田制
逐渐瓦解，这些村落依然围绕着水井而
存在。所以，一条街巷、一处村落称八
家巷，应该很普遍，而西安有那么多同
名的八家巷，也就比较自然了。

你看井田中的“井”字，正好把田地
分成九块，中间凿井，占一块，另外八块
居家，即“八家围一井”。中间一块不仅
凿井，应该是八家共用之地，建祠堂、筑
庙宇、搭戏台，如果面积够大，还可种菜
蔬，并形成商品交换销售市场。而“市
井”之说就源于此。市井，古代指街头、
街市，即街巷坊里的中心地带。《管子·
匡君小匡》：“处商必就市井。”尹知章
注：“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
井。”唐代学者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
说：“古者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
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故言市井。”唐代
颜师古认为：“古未有井，若朝聚井汲，
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初学
记》卷二四：“古者二十亩为井，因井为
市，故云也。”明代田艺蘅在《留青日札》

中进一步解释：“市中之首四达如井，因
井路辏集之便易相交易，故曰市井。”他
认为：“在国曰市在野曰井。”就是说

“市”“井”是市场的两种说法。于是成
语中就有了“市井文化”“市井繁华”“市
井烟火”“市井之臣”等。对于街巷中的
地痞流氓，也称“市井之徒”“市井小人”

“市井无赖”等等。
另外，笔者推测：这也可能与“八”

字为吉语，里面有玄机有关。如太极有
八卦、伦理讲八德、佛教有八戒、生辰有
八字，地理以八制、宇宙有八荒、结交需
八拜，乐器生八音，坐桥要八抬。而

“八”的吉祥语更是普遍使用，什么八面
来风、八方来仪、八方来财、八仙过海、
八面威风、八斗之才、八方支援、八面玲
珑、八面圆通、四荒八极、八音迭奏、八
珍八宝。以及胡说八道、七嘴八舌、七
上八下、三灾八难等。三个字的有八仙
桌、八仙宫、八仙镇、八宝箱、八股文、八
字步、八字胡、八大碗、八扇屏、八大怪
等，就不详细举例了。

“八”字谐音“发”，是从南方这二十
多年前才传过来的。而西安城的八家
巷，肯定内涵更加丰富。

四
在 2024年 11月修订此文时，我专

门仔细查看了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五月
印制的“西京城关平面图”。图上印有
西关的八家巷、菊花园的八家巷、麦苋
街东边北院门北边一条八家巷。这在
《明清西安词典》八家巷条目下都有记
载，得到验证。

但发现“西京城关平面图”上，香米
园北边的一条东西向朝城墙巷子也叫

八家巷，可惜没有文字记载。还有东关
五道什字以北，孟家巷（南北）北靠西一
点有条东西巷也叫八家巷，与孟家巷成
丁字形。涝巷以西直对的巷子也叫八
家巷。可惜这几个八家巷，现在都文字
记载不详，给人已经消逝的感觉。

另外，东大街菊花园西、后宰门等
处的八家巷也已随着历史巨变，先后消
失，没有一丝影迹。

而其他几条八家巷上网还能查到
名字。其中最热闹的是西关剧场西边
八家巷，也是笔者比较熟悉，来得最多
的一条老街巷。下面就多说几句西关
剧场西边的八家巷。

这里有西安市市级机关八家巷住
宅小区家属院，我的诗友棋友、秦腔编
剧，曾任西安市文史馆《说古道今》杂志
副主编的关雎，他的夫人郭昕家就居住
在此院中。郭昕和我是西安市文联的
同事。我还多次应邀过来和关雎、费秉
勋、商子雍谈艺说文，并搓过几次麻将。

八家巷还通向西门外环城西路。
西安市出租车管理处地址就在八家路8
号，八家路也叫八佳路。记得 2005年
我坐出租车，下车时发现把照相机忘在
车上，因机子拍了不少资料照片，有急
用，所以忙赶往西安市出租车管理处报
案，企图追回。当时脑子还想八佳路的

“八”是吉祥数字，但价值 5000多元的
照相机终未找回。懊恼的我暗自骂了
一句：“今天八家不佳。”

2016年西安市文史馆编辑，西安出
版社出版的《西安老故事》一书在西关
八家巷的莲湖区文化馆开首发式。这
本书收录了我撰写的十几篇西安老街

巷文章。还有与我同为西安市文史馆
馆员的好朋友商子雍、郑涵慧、雷龙璋，
以及王民权等人的作品。

莲湖区文化馆曾叫莲湖区民族文
化馆，先在红埠街办公，2010年后才搬
到西关八家巷。这里曾走出了一大批
文化艺术人才，美术方面办过一个“百
花书画社”，汇聚了陕西山水画研究会
副主席郑天欣、西安市美协副主席杨崇
时、西安市文史馆馆员、西安牡丹书画
院院长翟荣强，书法家有陕西国际书画
艺术协会会长、西安市书法家协会副主
席白京勤等。白京勤曾任西安市文联
组联部主任，和我同事，私交甚笃。这
里还汇聚了一大批作家、戏剧家、摄影
家等。

西关八家巷虽然并不起眼，但它是
西安市莲湖区的文化中心。每当走进
这条巷子，弥漫在这条巷子中浓厚的文
化气息，会让你沉浸在一种无所不在的
馨香之中。

五
在人们心目中，西安这座古城中街

巷的名字还是非常讲究的，而这种八条
巷子同名重复的现象，在西安可以说属
于绝无仅有的独特，在全省、全国也可
能是世所罕见的唯一。

这篇稿子写于2017年5月，谁知很
快发现田克恭、王民权著的《西安老街
巷》一书中说：涝巷内清代至抗战前有
条“八家巷”，传说唐代在这里有八个府
第，一家比一家房子阔气。所以取这个
名字，此巷现已不存在。它位于南大街
北段，钟楼南边，西连竹笆市街。文中

“唐代在这里有八个府第”，显然属误

传，因为唐代这里是皇城，不允许官员、
百姓居住。涝巷的八家巷在“西京城关
平面图”上也有标示。由于新发现香米
园北边有一条东西向，面朝西城墙的巷
子叫八家巷。因之八家巷又增一处，超
过八条了。

接着我又把此文初稿发上网，就有
我的一位同学、一位表弟、一位网友给
我说，他们那里都有一条八家巷。真正
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我在西安市财政会计学校上学时
的同学雍崇茂家住灞桥区三殿村十二
组八家巷。他说：“巧咧，我家所在的巷
子就叫八家巷，我所在的乡党群就叫

‘八家巷人’。我理解，叫八家巷是一种
情结，尽管我们巷子现在住户远不止八
家人，群里的人不全是住在八家巷，但
提到八家巷，个个喜形于色，以从八家
巷里搬出的历史自豪，叫着叫着都把那
个家字去掉，出口成了‘八巷’，别人也
能懂。因为巷口的路牌，民政上给挂的
是十二组八家巷。”

我的表弟郭庭林家曾住长安区胡
家寨，他说：“胡家寨以一条东西向的
主干道分为南街和北街，在主干道与
北街之间有一条约两百米左右东西走
向的小巷，住着八户刘姓人家，八家巷
由此得名。至于该巷何时形成不得而
知，我家 1960年入住胡家寨时，八家巷
住户已不止八家，但八家巷的称谓至今
没变。”

接着还有一位网名叫“东方之光”
的网友在我的《西安有八个八家巷》文
后留言说：“西安府城东南鸿固塬上缪
家寨有条南北走向八家巷，很有名。”网
友真名叫刘治，他还给我推荐了李生
海，李生海在媒体上看了我的《西安有
八个八家巷》第一稿文章后，于 2018年
10月专门写了一篇《缪家寨也有一个八
家巷》。缪家寨在西安雁塔区境内。文
中说：缪家寨村的八家巷位于该村的西
北角，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巷子，向北
要通过北巷子再朝西拐，才能出村，向
南要进入西巷子再朝东拐，才能到达村
中心的十字……缪家寨村的八家巷长
不足200米，宽不足4米，是该村最短的
一条巷子，而且也是因为曾经住过八家
人而得名的。据村里的老人讲，从前该
巷子一共住有八家人，其中刘姓人家
住在巷子北端，缪姓人家住在巷子南
端。新中国成立后，在农村实行互助
组、合作社，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生产
队或村民小组过程中，缪家寨村就是
以各个巷子为中心进行分组和分队
的。八家巷虽然很小，但村上仍然以
它为中心，就近将其周围的一些农户
划在这里。而且从高级社开始，以八
家巷为中心的这一块地方就一直被划
为第五生产队，在缪家寨村，依次被称
为“缪五队”。

缪家寨村的八家巷虽然很小，却比
较出名，主要是该巷子曾经出了一位当
地有名的“冷”先生刘生智（1906年—
1982年）。此人为人豪放热情，医德高
尚，能看各种疑难杂症，而且用药不循
常规，敢于大胆尝试各种他人不敢用的

“冷”处方，治好了不少人的疑难杂症。
当地人曾有一段顺口溜说：“王不留，穿
山甲，几样中药拿把抓；六十岁的女人
也能养娃娃，奶水多得唰唰唰。”

刘治告诉我：“缪家寨八家巷这位
中医老先生，就是获茅盾文学奖的陈忠
实长篇小说《白鹿原》里‘冷先生’的原
型人物。”

李生海文中说：“1983年，缪家寨生
产大队改称为缪家寨村民委员会时，以
八家巷为中心的缪五队改称为第五村
民小组，亦称‘缪五组’。2010年12月，
随着缪家寨村整体拆迁，八家巷也不复
存在，而‘缪五组’依然存在。”

看来，西安的八家巷远不止八个，
加上香米园北边一条东西向朝城墙巷
子叫八家巷。已有十三条之多。西安
市未央区草滩街道办还有个村子叫八
家村，应该和八家巷之名有关联。

“八”字寓意吉祥，我的文章原把
“八”字当概数，文章叫《西安有八个八
家巷》。现此文历经八年修订，西安的
八家巷早已超过八个，看来文章新名叫
《西安的八家巷》还是比较合适的。

□朱文杰

城 市 中 轴 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