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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 藏

古人应对严寒的奇思妙想
卜 丁

在没有暖气和空调的古代，人们
如何过冬？从秦咸阳宫的壁炉到汉代
的椒房殿，再到汉武帝姐姐“阳信家”
的奢华手炉、提链炉、染炉等器物，每
一件文物都体现了古人在应对严寒时
的奇思妙想。

火塘、壁炉烤起来

取暖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
求，也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从宜
川龙王辿遗址到姜寨遗址、半坡遗址，
陕西诸多史前遗址中发现了多处用火
痕迹。特别是仰韶时代，人们在房屋
内挖坑、垒砖石，用于取暖和烹饪，这
就是最早的火塘，使房间和人体逐渐
暖和。

秦咸阳城堪称当时世界宫殿建筑
的典范。在秦咸阳城遗址内，考古人
员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壁炉，7处宫殿遗
址中，1号宫殿是一座既能处理朝政又
具休闲观光功能的高台基土木混合结
构建筑。1号宫殿遗址内的 8号室、5
号室和3号室都发现了取暖的壁炉。1
号宫殿 8号室和 5号室被推测为浴室，
可能供秦王妃嫔专用，3号室房间更高
级，单设一座壁炉，用于冬季取暖，推
测为秦王使用。

这些壁炉的构造多采用土坯砌
造，有的壁炉内部还设有隔板，用于
放置木炭或炭火，以保持火势稳定。
壁炉设计科学，炉膛剖面呈覆瓮形，
可让热气在炉膛内充分回旋，同时便
于炉烟有效地排出室外，保持室内空
气清新。

发掘报告还显示，在1号宫殿建筑
遗址内还发现了4个排水系统，每个排
水系统均由水池、漏斗以及圆筒状的
排水管道等部分组成，浴室内的水可
通过排水系统流出室外。

到了汉代，汉武帝建了一座“温室
殿”，位于前殿之北，冬天供皇帝居住，
在殿内设有各种防寒保暖的特殊设
备。东晋葛洪《西京杂记》载“温室殿
以花椒和泥涂壁，壁面披挂锦绣，以香
桂为主，设火齐云母屏风”，未央宫温
室殿是公卿朝臣议政的重要殿所。而
皇后的宫殿被称为“椒房殿”，据《汉宫
仪》：“皇后称椒房，以椒涂室，主温暖
除恶气也”。此外，取“椒房”之名，还
因花椒多籽（子）的美好寓意。

手炉、熏炉暖起来

在陕西文物中，除了在建筑中发
现的取暖遗迹外，多家博物馆内还保
存有方便携带的手炉、提链炉、熏炉。
在茂陵博物馆内多件标有“阳信家”铭
文的器物，反映了汉代贵族奢华生活。

这些带有“阳信家”铭文器物，出

土于茂陵一号陪葬墓的一号从葬坑
中。阳信长公主，据考证为汉景帝刘
启之女，汉武帝刘彻的姐姐，她的生活
用具，如今成为探索汉代贵族生活的
窗口。

在其中一件温手炉的外壁上，刻
有“阳信家铜温手炉”铭文，这件小
巧精致的器物，椭圆形炉身，底镂四
组长条形孔，四蹄形足，上覆盖，盖
顶套一小环，盖面镂柿蒂纹及“S“形
纹。炉身、炉足分别锻制，后用铆钉
结合，适合手提、手捧，堪称汉代的

“暖宝宝”。
除了温手炉，还有外壁刻有“阳信

家铜炉，容斗五升”铭文的提链炉。它
比温手炉高大很多，主要用于取暖。
炉身呈圆形，口部微微外侈，底部平
坦，三只蹄形的高足稳稳支撑。它没
有盖子，炉壁上镂刻着9个竖长的条形
孔，巧妙的设计便于清除灰烬，体现了
工匠对实用与美观的双重追求。在炉
身两侧，两个精巧的钮环套接提链，不
仅方便携带，更增添了几分雅致。

这种提链炉，不仅在家庭中使用，
也在军队中广泛使用，为士兵在寒冷
的冬夜提供温暖。提链炉中颜值较高
的，要属咸阳市东郊塔儿坡秦墓出土
的提链炉，其设计简单而实用。

熏香、燃香传统在我国已流行数
千年，部分香炉不仅带有熏香功能，
更能为寒冷的环境注入丝丝暖意。
在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保存的北宋孟
氏家族墓出土的青瓷狻猊出香熏炉，
造型优美，寓意祥瑞，使用时将香料
置于底座中隔火熏蒸，袅袅轻烟缓缓
上涌，从中空的狻猊腹内穿过，再从
其口中漫出，呈现出“狻猊吐香”情
景，给人带来精神上放松的同时，也
带来身体上的温暖。

此外，在民间还有多种外形的熏
炉，如“汤婆子”、足炉等暖身神器。

火锅、烧烤吃起来

除了常见的炉类取暖器物，随着

冬季人体对热量需求的增加，人们还
会通过摄入更多的食物来保持体温。
在陕西各大博物馆保存着如鼎、簋、
鬲、甗、簠、卣、敦等多种类型可以加
热、烹煮的食器，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
虽然叫“炉”，但其实又具有食器功能
的染炉、方炉等。

染炉就是一种既可以“濡染肉
块”还可以取暖的汉代“小火锅”。保
存于咸阳博物院的四神染炉，是汉代
的珍贵文物。其上部为镂空四神图，
代表了方位和时节。“染”是汉代对调
料的称呼，常用的调料包括盐、豉、
酱、醋、糖等。汉代流行的一种食肉
方法“染食法”，即是以鼎煮肉，煮熟
后在染炉上所承耳杯中蘸取酱料，即

“染”来食用。
染炉通常是具有四足长方形的器

形，一侧配有手柄，炉底有箅，箅下设
有盛灰盘，炉上则配有盛放“染”的耳
杯。使用时，炉内生火加热染中的调
料，蘸取食物食用。

除了染炉“小火锅”，还有方炉“烧
烤”也是冬日不错的选择。在陕西历
史博物馆保存的“上林荣宫”铜方炉以
其沉稳的姿态，诉说着昔日的荣光。
这件方炉1969年出土于西安市雁塔区
延兴门村，是西汉皇家御用之物。它
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长槽形的炉身，
底部巧妙的设有长条形空隙，还有细
腻的炉箅盛放炭火。四角下，短马蹄
形的足稳稳地支撑着炉身。下层则是
一个铜方盘，用以承接炉灰，这便是铭
文中所称的“承灰”。两层之间，平折
沿的设计，既实用又美观。

上炉沿有铭文42字，铭曰“上林荣
宫，初元三年受弘农宫铜方炉，广尺，
长二尺，下有承灰，重卅六斤。甘露二
年，工常絠造，守属顺临，第二”。铭文
为两次刻成，“弘农宫铜方炉”以下 36
字为汉宣帝甘露二年（前 52）铸炉时
所刻，“上林荣宫，初元三年受”9字为
初元三年（前46）刻。炉原属弘农宫之
物，初元三年调至上林荣宫使用。

““上林荣宫上林荣宫””铜方炉铜方炉。。

花商会馆：近代咸阳会馆建筑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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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乐

清嘉庆年间，花商会馆修建于咸阳古
城潘家巷，以规模宏大、建筑雄伟、雕刻精
湛而闻名于世，是近代咸阳古城诸会馆建
筑之冠。

花商崛起与会馆修建

花商会馆源于咸阳繁荣发达的棉花贸
易。咸阳棉花贸易兴旺发达与其所处地理
位置密切相关，咸阳“西通巴、蜀、甘、凉，南
临渭水。舟车辐辏，诚省以西诸路懋迁都
会之区也，而花行特盛”。咸阳优越的地理
位置，水陆交通便利，贸易往来频繁，商业
繁荣昌盛，其中棉花贸易更是在陕西乃至
西北独占鳌头，成为重要的棉花贸易集散
地。清代咸阳的棉花贸易范围已不单是覆
盖陕西和西北，甚至是在当时全国棉花贸
易物流网络中也占重要位置，此外咸阳的
棉花贸易还连接了南北方棉花流通，促进
了全国各地棉花行业贸易往来。

经过长期发展和资金积累，发达的棉
花贸易为咸阳的棉商带来了巨额财富，也
为花商会馆的修建提供了重要财力支持。
旧时咸阳县虽然工商业繁荣昌盛，但各行
业均无单独会馆，而花商会馆的修建和落
成，既是咸阳棉花行业的首家会馆，也是咸
阳会馆建设之始。据旧志记载，建成的花
商会馆“规模宏大，建筑雕刻冠全邑，内石
牌坊一座绝佳”。

据花商会馆碑刻所载录，“自嘉庆四年
（1799）至六年（1801），积银五千余两，购邑
东北隅潘家巷空基一所，择客主中之贤且
能者，督工修筑，于七月兴工。中建关圣帝
君殿，东协殿神禹、龙王、药王，西协殿火
神、财神、城隍。越数年而落成。”由此可
见，花商会馆首次修建是在嘉庆初期，耗费
五千余两白银，历时三年落成。此后，会馆
又进行了修缮扩建，再耗资万余两。从创
建到修缮，花商会馆前期修建耗资巨大，从
而也展现了咸阳花商群体的雄厚财力，以
及咸阳棉花贸易的繁荣昌盛。

咸阳会馆建筑之冠

花商会馆是旧时咸阳会馆的代表性建
筑，自从建成后，咸阳城内再未有超越者。

花商会馆由客居咸阳的山西商人集资修
建，这些山西富商大贾经营有方、家财万
贯，从修建之始，花商会馆即按照高标准、
高要求，不计较造价，不在乎工期，只求精
益求精，尽善尽美。同时，花商会馆“取宫
廷、官府、民间古今建筑之所长，融雕塑、浇
铸、磨刻、彩绘为一体”，会馆所需木材和石
料均选用上等优品精雕细琢而成，石工木
匠也是聘请自山西的能工巧匠，会馆建筑
雕塑风格更是融入了秦晋两省艺术精华。

花商会馆建成后，房屋馆舍阁楼雄伟
壮丽，美轮美奂。会馆坐北朝南，呈正方
形，东西宽百十余米，南北长百余米，有大
门三座，门口皆矗立一对雌雄石狮，连同莲
台造型石刻底座在内高三米多。西边临街
院子为四进两层楼房，并有厦房九间，皆为
办公之地。会馆中间大门内有转角楼、戏
楼，转角楼两侧各有高五米的牌楼，牌楼前
两侧竖立东西相对的石碑，分别刻花商会
馆修建之经过以及晋商捐银名单、数目。
石牌楼前两侧还耸立两对旗杆，其材质分
别为石雕和铁铸，约有四层楼房之高，为旧
时咸阳城之首。

同时，馆内建筑雕塑石刻更是巧夺天
工，精湛至极，其中关公、药王等神像更是
民间信仰的重要体现。如石牌楼，“犬牙
交错而上的四层挑檐式大型石雕牌楼，集
人物、飞禽走兽、花卉于一体，成为会馆乃
至咸阳一大艺术精品”。另外，前殿里的
关公坐像，“高丈余，身着大红蟒袍，金龙
盘于胸前，臂间缠绕蟠螭”，关公两侧分别
是关平、周仓站像，其塑像色彩斑斓，身姿
造型威严庄重，殿内墙壁上彩绘与关公相
关的三国故事。后殿里则供奉药王孙思
邈像，两侧塑其弟子群像相伴，墙壁上彩
绘孙思邈治病救人故事和神话传说。总
而言之，会馆内的塑像彩绘形象逼真、栩
栩如生，伫立其间凝神注目，不但可以感
受到古建筑的庄严肃穆和雄伟阔气，还可
以领略到传统雕刻彩绘的千姿百态和变
幻无穷，更是由此可以窥探旧时民间精神
寄托和信仰世界。

清道光年间，咸阳花商再次集资重
修。这次重建立碑主要在于重申行规，就
是规范行业发展，遏制行业乱象，确保行业
内公平有序竞争，维护行业整体利益和长
远利益。据花行重建碑所记，“大抵商无远

近，依店为主；店无论大小，赖商为利。利
之所在，能令智昏。务须协力同心，凡有利
于客者，悉力营之。凡有害于客者，悉力除
之。”同时该碑还阴刻行规，以供同行遵守，

“花行之弊窦多端，旧议章程十余条，书于
木榜。今择其尤要者，刻于碑阴，以垂久
远。凡我同行，恪遵可也。”碑文上的行规
主旨还是规范棉花行业交易。

花商会馆的兴盛与衰败

旧时代会馆是通过民间信仰祭祀体系
构建道德规范和行业秩序之地，也是解决
同乡同业各种经济和民事纠纷的重要场
所。在清代，向地方官府申报备案的会馆
受官府支持与保护，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社
会公共权力，花商会馆即相当于咸阳花商
与晋商的行业管理与民事仲裁机关。花商
会馆日常运营费用来源于咸阳以及西安、
三原、泾阳等地山西客商捐赠。因此，建成
后的会馆不但服务于咸阳晋商，而且还服
务于其他来陕之晋商，即凡是来陕的晋商
均可在会馆免费吃住，而且会馆还帮助办
理与商务有关之事，如介绍学徒等，同时还
协调处理晋商有关的借贷、婚丧及经济纠
纷等事宜。

此外，花商会馆也有很强的社会娱乐
作用，如会馆内修建的戏楼和转角楼，每逢
重要节日演出戏剧，届时馆内人山人海，熙
熙攘攘，男女老少都来看戏游玩，游人如潮
水般涌动，热闹至极，是旧时咸阳城著名的
游玩娱乐之地。戏楼和转角楼坐落于会馆

中门位置，中门两侧有东西偏门，都是磨砖
雕纹饰嵌的圆拱式建筑，戏楼雕梁画栋，飞
檐高挑，上面是琉璃瓦屋顶，地面是方砖铺
地，地上则是长廊屏风门环绕，门上“雕有
人物花鸟山水，凹凸分明，栩栩如生，为咸
阳木雕之冠”。

近代以来，陕西政局动荡，军阀混战，
花商会馆也常受战火波及。刘镇华率领镇
嵩军围攻西安时，也包围了临近的咸阳古
城，从而形成了敌攻我守的局面。匪军围
城数月之久，守城军队驻扎在咸阳城楼及
庙宇，还有花商会馆。恰逢深秋寒冬，守城
士兵为取暖保温，毁坏了会馆部分木质建
筑，抽取其中的木头，烤火取暖，花商会馆
至此破败不堪，开始走向衰败之路，从而失
去了往日的阔气与威风，留下的只有残垣
断壁和凄凉悲寂。衰败以后，因时局动荡
不安，花商会馆便再无重整旗鼓修葺复建，
残破的会馆建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曾一度被当作学堂教室，以及咸阳农民交
公粮和转运粮食的仓库之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花商会馆成
为军事单位用地，作为军用物资和军粮仓
库。五六十年代，由于城市建设规划等缘
故，花商会馆剩余建筑被拆除，其残存石雕
和建筑又因建设百货公司仓库而损毁殆
尽。至此，花商会馆经历了百余年的辉煌
发展历程后，彻底退出了咸阳城区发展的
历史舞台，但透过那些朴素简略的文字记
录，我们依然可以领略其曾经的恢宏大气
与雄伟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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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明城墙是西安的
标志和象征，而在城墙下的
秦腔自乐班犹唱出了西安的
厚度和魂魄。无论是东南西
北四门，还是沿城墙根的环
城公园，每天都人流不断，秦
腔绕城，火暴得比西北五省
秦腔“四大名旦”赛事还具
有群众性和持久性。

这里真是个多元开放
的秦腔王国，从护城河到城
墙根，从假山旁到古亭下，
这儿一圈，那儿一堆，像赶
庙会耍社火似的热闹非
凡。没有舞台，没有布景，
也没有灯光音响和广告招牌。一个圈就是一个班
底，一个堆就是一个流派，无数个圈和堆，就构成
了这个秦腔世界。有的文武场面全带，有的只带
文场面而不带武场面，还有的文武场面都不带只
是吊着嗓子干蹭；有的提袍甩袖吹胡子瞪眼，有的
无妆无台站着清唱，还有的不入圈不合流独自一
人唱“跑台子”。时而他给你指指点点，时而你给
他说说道道，谁都是演员，谁也都是导演。观众和
演员并无明显分界，只要有胆量，只要能露一手，
乞丐也可以登场亮相——这里看重的只有乡音和
演艺，全不在乎地位的高贵贫贱。

来到这里，无须担心找不到喜欢的角色，真
可谓生净丑旦，样样俱全。唱段更是应有尽有，
如藏舟、游湖、悔路、探窑、起解、赔情、祭灵、会
审、杀庙、辕门、逃国等，几乎囊括了秦腔传统剧
目的所有精华。任哲中、肖若兰、李爱琴、马友
仙、霍彩凤等秦腔名家的音容笑貌，随处可见可
闻，模仿酷似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秦腔也在改
革，原先可着嗓门吼的窠臼，正孵化出一只行云
流水的白天鹅。单在这里听听秦腔新派的唱腔，
如白蛇娘子的西湖山水、胡凤莲的耳听谯楼、苏
三的大爷容禀了、王仁厚的骂老蒋、韩英的洪湖
水等等，那哀婉缠绵的旋律，那柔肠寸断的韵味，
那高低急缓适度的行腔，听着听着，把人的脚指
头都快要融化了。

演唱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既有唱了一辈子
自乐班的老把式，也有民间小有名气的“料片子”，
更有初展才艺的新秀。特别感人的是，有的唱家
竟来自几十里外的农村，自掏路费，自带干粮，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像朝圣者一样痴迷虔诚。更有
那些刚从戏校艺校毕业，尚未找到工作的年轻人，
他们的加盟不但加速了自乐班的新陈代谢，也大
大提高了秦腔王国的“含美量”，所以备受老师傅
青睐和观众叫好。有了这番支持与鼓励，小子们
唱念做打的功夫尤为尽善尽美，惟妙惟肖。还有
那些伴奏的乐师们，无论一把弦、二把弦还是司
鼓、司铙，无论大爷、大叔还是小兄、小妹，一个个
摇头晃脑、全神贯注，纵使七级地震也丝毫乱不了
指法和板眼。

观众更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他们都是些
以秦腔为第一精神需要的人，一见演秦腔就心痒，
一听秦腔曲牌就跑神，所以每天都要来这儿过足
秦腔瘾。青年人的观念也在改变，他们只是不喜
欢秦腔本戏，那节奏慢得使人受不了。但他们很
爱听秦腔清唱，那旋律和情绪能引起他们的共鸣，
所以哥们、同窗、恋人常结伴而来凑热闹。对那些
耄耋翁媪来说，这里更是颐享天年的洞天福地。
瞧他们那耳朵竖得长长的，眼睛眯得细细的，整个
人都凝固在秦腔旋律里了，仿佛一不留神，就会圆
寂坐化了一般。

这些民间艺人，这些忠实的秦腔发烧友，没人
组织，没人领导，没人发饷，但他们却乐于斯衷于
斯，图的就是这种潇洒自在和对秦腔的狂热。

“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之
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
段精彩而富含深刻哲理的文字，是东汉李

固的名言。李固，汉中南郑（今汉中市南郑区）人，他刚正无畏，一
身浩气，是东汉中后期公认的忠臣楷模，时人以“北斗喉舌”誉之。

说起这段流传千古名言的诞生，还与东汉另一位名人黄琼的
出仕有关。《后汉书·黄琼传》记载，江夏郡安陆县（今湖北安陆北）
的处士黄琼，他的父亲叫黄香，就是“二十四孝”中“扇枕温衾”故
事的主角，其年仅九岁时便知事亲之理，孝子之名远播京师，有

“天下无双，江夏黄香”美誉。和帝、安帝朝，黄香历任魏郡太守、
尚书令等职。为此，黄琼最初也因父亲的影响被任命为太子舍
人，然而黄琼托病没有就职。到了安帝延光元年（122年），黄琼父
亲去世了，服丧期满之后，五府一起辟召黄琼，仍辞而不仕。顺帝
永建二年（127年），公卿再次共同荐举黄琼，进而皇帝下诏派公车
前往征召黄琼与会稽人贺纯、广汉人杨厚。当乘公车走至纶氏县
（河南登封市西南）时，黄琼又托病不行。因为多年来学识丰富，
名望很高的黄琼，看到很多有名望的人被征聘授官之后，才发现
他们的才能与名望并不相符，实为欺世误国之徒。所以黄琼产生
了只想做个清高的隐士，不愿出来做官的想法。

这时，身为处士的李固，久仰黄琼学识人品。闻知情况后。
李固希望黄琼能出来为官，认为名声过高的人容易受到攻击，名
声过盛的人容易被误解，激励黄琼用事实证明自己不是那种孤傲
自恃、名不副实的人。于是就写信给黄琼劝道：“闻已渡伊、洛，近
在万岁亭，岂即事有渐，将顺王命乎？盖君子谓伯夷隘，柳下惠不
恭。故《傅》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间’，圣贤居身之所珍也。诚
〔遂〕欲枕山栖谷，拟迹巢、由，斯则可矣；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
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
时矣。尝闻语曰：‘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
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近鲁阳樊君被征，初至，朝廷设坛席，犹
待神明。虽无大异，而言行所守亦无所缺。而毁谤布流，应时折
减〔者〕，岂非观听望深，声名太盛乎？自顷征聘之士，胡元安、薛
孟尝、朱仲昭、顾季鸿等，其功业皆无所采，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
盗虚声。愿先生宏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

李固从国家社稷出发，博古通今引经据典，劝诫黄琼审时度
势，“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黄琼听从了李固的建议，愿意为
国家效劳辅政济民，入京被拜为议郎。黄琼为官清贞守正，廉平
公正，政声卓尔。累官至司空、司徒、太尉等职，遍历三公。

解析这段名言，共由三段落组成，前两段落文辞语出有典，
是博学多才的李固融会贯通前人文辞章句的凝练之语，所以李
固以“尝闻语曰”表述，申明其为引用。第一段落“峣峣者易折，
皦皦者易污”句，出自收录上古至先秦的诗歌选本《古诗源》之
《古逸诗》卷，其中就有“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之句，缺，器破
也。引申为折。皦，玉石之白也。引申为皎洁。证明该俗语在
先秦时就已流行。第二段落“《阳春》之曲，和者必寡”句，源自战
国时著名辞赋家、楚国人宋玉《宋玉对楚王》文中所言，《后汉书》
注之曰：“宋玉对楚襄王问曰：‘客有歌于郢中者，为《下里巴人》，
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百
人。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第三段落“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句，为李固本人所创。《汉语成语辞典》：“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这一成语，最早出自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黄琼传》，也就是《李固
给黄琼书》中的语言。

胜 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