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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居 易 的 甘 棠 情 结
郭发红

燎花花

秦 味

胜 迹

民 俗

羊 肉 剁 荞 面
乾县过年风俗

史书中的西岐：古公迁岐 文王兴周

马 岗

蓝 田 玉
肖国芳

在蓝田，岭称玉山，川叫玉川。秦岭深处，
蓝田玉就静静地躺在那山岭之间、河床之上。
中国传统上的四大名玉，是指新疆的“和田
玉”、陕西的“蓝田玉”,河南南阳的“独山玉”及
辽宁岫岩的“岫玉”。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成就了
陕西的蓝田玉。山水的灵气与历史的厚重赋
予了蓝田玉独特气质。它成了历代文人墨客
笔下的精灵，常在美好的传说、典故中现身。

蓝田玉的名称初见于《汉书·地理志》，美
玉产自“京北（今西安北）蓝田山”。其后，《后
汉书·外戚传》、张衡《西京赋》《广雅》《水经注》
和《元和郡县图志》等古书，都有蓝田产玉的记
载。历史上，蓝田玉赫赫有名。秦始皇统一六
国，初定天下后，命丞相李斯采蓝田玉制玉玺。

秦之后，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应，奉
若奇珍，国之重器也。

汉武帝茂陵出土过一件四神纹玉铺首，有

35厘米，用一块完整玉料雕成，重十多公斤。
它融合采用了浮雕、线刻、钻孔等工艺，是汉代
蓝田玉雕中最为精巧华美的一件。玉文化是
东方文化的一个神秘符号，承载着太多的审美
信息以及隐喻象征。“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
珠。”这是汉乐府《羽林郎》中美人的标准配
置。有了蓝田美玉的映衬，更显女子明媚娇
艳。“太真善击磬，上令用蓝田绿玉制成一磬，
备极工巧。”从《杨贵妃外传》中记载，可知蓝田
玉不光具有观赏价值，亦能发出清越悠长的乐
音。对于蓝田玉的镇痛、镇定、养颜等康养功
能，《本草纲目》中做了细致说明。而在民间，

蓝田玉更被赋予益寿成仙的神奇幻想，唐代时
甚至兴起过餐玉之风。《说文解字》上说，“玉，
石之美兼五德者”。孔子则认为玉有仁、知、
义、礼、乐、忠等十种美德，将玉奉为君子必佩
之物。于是，古往今来能沾上玉字、玉意的人
或事物，就显得弥足珍贵。唐代上流社会风行
用蓝田玉装饰冠冕。蓝田玉文化的发展史，让
我们穿越了史前和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到今天。

蓝田玉文化是中国四大名玉文化的经典
代表，它浓缩了近八千年中国玉文化的发展
史，证明了一个时代的兴替、发展与复兴是与
民族文化变化分不开的。从玉的发展变化，看
到了一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历程。每个时代的
玉文化，也是这个时代民族文化的显著烙印。
2004年，蓝田玉被国家质检总局定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原产地地域保护产品》。几千年来，
蓝田玉文化一直在中华文明的根脉深处延伸。

乾县历史悠久，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商贸重
镇。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生活。秦孝公
十二年（前 350），置好畤县。王莽新朝，更名为
好邑。民国二年（1913），改为乾县，隶属关中
道。1949年 5月，乾县解放，隶属陕甘宁边区彬
县分区。1984年，乾县隶属咸阳市。在长期的
历史演变中，乾县在过年时形成了特有的风俗。

乾县人把春节叫“过年”，并流传下来一个关
于过年的故事。在远古时期，有一种叫“年”的猛
兽，新春来临的夜晚出来食人，人们不得安宁。
在与“年”的搏斗中，人们发现这种猛兽最怕火光
和响声，于是想了个办法，一旦“年”出现时，便燃
起大火，投入竹节，“年”一见熊熊大火，听见“噼
啪”炸响的爆竹，就逃遁得无影无踪。后来，便形
成了过年团聚、守岁、挂红灯、贴春联、放爆竹、吃
年饭的风俗。

乾县城乡腊月二十三即入年关，把过腊月
二十三叫“过小年”。这一天要“祭灶”，祭主宰
吉凶祸福的“灶王爷”，以求温饱。过罢小年，人
们便为春节作准备了，各家各户就开始忙着置
办年货。一般农家，杀猪宰羊，碾米磨面，做点
豆腐，购买蔬菜，吊挂粉条，准备好过年所需的
一切食物。腊月二十七到二十九，为家家户户
蒸馍和蒸碗子的时间，家家户户都要蒸好多年
馍、包子和碗子。

蒸碗子是乾县有名的一道美食，因为食材要
放在土瓷碗内用火蒸而得名。蒸碗子香味浓郁、
老少皆宜、耐存放，是过年待客必备美食。乾县
人过年常做的蒸碗子有糖蜜碗子、红芋碗子、蜂
蜜肉碗子和酥鸡碗子，有条件的人家还做带鱼碗
子、小酥肉碗子、条子肉碗子等。接下来，要蒸过
年吃的年馍，乾县有“正月十五以前不擀面”的习
俗，所以，蒸好的这些年馍，还有包子要吃到正月
十五以后。同时，妇女上街要为老人和孩子添置
衣裳鞋袜，老年人则购买红纸、年画、冥币、白麻
纸等大年礼仪用品。

大年前两天，不论县城还是农村，家家户
户要“扫舍”，城里人叫打扫卫生。家家房前屋
后，院里院外，连拐角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
窗户上重新糊上白纸，贴上大红窗花。年三十
早，家家户户贴对联和门神，屋里挂上年画，年
终于来临了。

大年三十晚饭前，家家户户把房子、院落、房
前屋后打扫干净，收拾整齐，贴好大红对联及门
神、窗花等，大门及堂屋、卧室、灶房、牲畜圈等处
都要贴相应的对联。一切准备就绪，便开始点蜡
烛、烧香、燃放爆竹、祭祀先祖。之后，全家大小
共聚一桌吃“团圆饭”。晚上，各家各户灯火通
明，炉火熊熊，老少彻夜不眠，围炉“守岁”。到了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视机逐渐普及，传统的

“守岁”习俗变为欣赏电视台的文艺节目。
在守岁的同时，全家人换新衣、包饺子、下

挂面，准备迎接新春的到来。待到子时（23点至
1点），万家鞭炮齐放，意为“接天星”“迎财神”，
有的还摆上香案行跪拜之礼。据说谁家最先响
的鞭炮，财神就先光临谁家，然后便是晚辈为长
辈磕头拜年，长辈们也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
给孩子。

大年初一是春节最隆重的日子。大年初一
讲究“水火不出门”，不能走亲戚，不能打碎东西，
不洗衣服不洗头，不能去别人家借东西，出嫁的
女子不能回娘家。这天，家家爆竹雷鸣，香火缭
绕。清晨，衣着簇新的孩子随家长及男性家庭成
员，去祭拜祖宗神位，再依次向族中长辈叩头拜
年，长辈及父母给孩子核桃、花生、糖果等。

大年初二是乾县特有的奠“新灵”，就是家有
亡人未过三周年叫有“新灵”。这一天，亲人要带
上香烛纸钱前往祭奠。大年初三，走亲戚拜年正
式开始，约定俗成的规矩是辈分低、年龄小的看
望辈分高、年龄大的。一般都是先走丈人家，出
了门的女子看父母。其他亲戚按辈分亲疏走，一
天走一家，在亲戚家早上吃酸汤挂面，中午吃蒸
碗子，两顿饭吃完，当天的亲戚也就走完了。天
天如此一直走到大年初九了。大年初十到正月
十五，称为“追节”，舅舅要带着灯笼和油炸麻花
到外甥家，给外甥“送灯笼”。

正月十五是仅次于正月初一的重要节日，庆
祝形式除与正月初一的情形相似外，这天晚上家
家户户大门上要高悬大红灯笼，有时还放焰火、
耍竹马。城内则张灯结彩，举办灯谜活动，欢庆
直至午夜。

正月十六就是乾县人说的游百病了，人们
除了吃元宵外，都要外出走动，目的是登高望
远，祛除百病。人们相约外出游乾陵、逛县城。
城内人山人海，乡村的社火队进城耍社火，表演
内容包括踩高跷、耍狮子、扭秧歌、跑旱船、铁芯
子、骑竹马等。

到了正月三十晚，“燎花花”这是乾县春节中
的最后一个节目。晚上每家门前燃一堆火，人们
从火上来来回回跳跃而过，据说可以燎去一切晦
气，保佑一年事事顺通。到了这个时候，年基本
就过完了。

乾县过年习俗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过年特有的民俗文化孕育在乾县广大群众中，
是乾县群众文化、心理和情感的载体。在浩瀚
璀璨的华夏文明长河中，乾县过年的习俗不断
成长、沉淀，融入了群众生活当中，向世人传递
着古老民俗的真谛与魅力，形成了逸趣横生的
地方节日文化，在乾县民俗文化卷帙上写下浓
墨重彩的一笔。

王 明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过去植被覆盖率低，
山体常年遭受雨水冲刷，就造就了千沟万壑
的地貌。由于草木稀少，这里的羊想吃饱，就
必须每天翻山越岭去寻找食物，因此当地出
现了一种特有的品种——“跑山羊”。

陕北跑山羊之所以有名，其一是羊长期
“锻炼”，肉多是瘦中挂肥，炖煮后油而不腻；
其二是羊长期食用一种名叫“地椒”的野生香
料，香料的味道和羊肉完美融合，使得羊肉香
而不膻，风味极佳，深受陕北人民喜爱。

小时候，只有到节令才有可能吃到羊肉
剁荞面，长大后，在省城求学，能够吃到陕北

“跑山羊”的次数少之又少，渐渐地，羊肉剁荞
面成了一种记忆中的味道。

陕北人做羊肉讲究现杀现做，一般都是

凌晨宰羊，早上入锅，中午上桌，与时间赛跑
能够最大限度地锁住羊肉的新鲜度，保证羊
肉上桌后的口感。设宴那天，父亲天不亮就
站在了羊圈旁边，挑选今天的“幸运羊”。父
亲是行家，宰杀过秤、剁块装袋，整套动作行
云流水。父亲平时不怎么进厨房，但炖羊肉
的功夫可不差，只见他时而揭盖撇沫，时而添
柴加火，配以辣椒、花椒、红葱、生姜、盐等作
料，顷刻间香味四溢。肉熟之后，父亲将羊肉
舀入盆里，点缀以葱花、香菜，更让人食欲大
增。倘若是冬季，他还会配上一盘解腻的酸
菜，使得羊肉锦上添花。

亲戚们上桌端起碗筷，准备大快朵颐之
时，母亲登场了。过去物资匮乏，食物单一，
智慧的陕北妇女变着法地制作美食，就将荞

面和羊汤搭配起来，最终成就了这两位“灵
魂伴侣”。

陕北有句名言叫“儿媳妇的双手巧不
巧，就看荞面剁得好不好”。母亲是地地道
道的陕北妇女，外婆教给她剁荞面的手法，
她早已烂熟于心，只见一米长的剁面刀在她
双手间挥舞，只听“噔噔噔……”揉好的荞面
团应声被剁成粗细相同的面条，整齐地码在
案板上。

母亲大手一挥，将面条投入锅中，面条在
热水中翻滚，母亲的脸上洋溢着笑容。再看
时，客人们碗中的羊肉已悄然谢幕，锅中的荞
面顺势捞出，浸入羊汤，整个流程无缝衔接，
丝毫不让客人忍受望锅之盼，这便是陕北人
最纯粹的待客之道。

杭州白居易纪念馆有一门联，是集白居易的诗句，上
联“但是人家有遗爱”，下联“曾将诗句结风流”。这表明
白居易不仅是位大诗人，还是甘棠遗爱的优秀代表。考
察白居易生平，他丁忧渭南紫兰村的悲苦经历，让他的诗
风一转，更让他的甘棠情结稳如磐石。

《诗经·召南·甘棠》有：“蔽芾（fèi）甘棠，勿翦勿伐，召
伯所茇（bá）。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大意是这
棵棠梨树郁郁葱葱，请不要砍伐它、毁伤它，因为召公曾
在树下歇息过。司马迁的解读就更恳切了，他在《史记·
燕召公世家》中说：“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
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
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
歌咏之，作《甘棠》之诗。”召伯即召公姬奭（shì），也称召康
公。周成王时，召公出任太保，他主管陕塬（今河南陕州）
以西。召公勤政为民，百姓爱戴他，歌颂他，也怀念他，这
便留下了“甘棠遗爱”这个成语。

唐贞元年间，渭南出了个闻名遐迩的“护林县尉”。
原是朝廷给渭南县尉张造下文，要求砍伐两京官道的大
槐树。“两京官道”即京都长安到东都洛阳的道路，渭南县
城正处其中。大道两旁盛植槐树，郁郁葱葱。张造认为
此举极为不妥，他上书直谏。其中一条理由就是“召伯所
憩，尚自保全；先皇旧游，宁宜翦伐思人爱树，《诗》有薄
言；运斧操斤，情所未忍。”这说的正是“甘棠遗爱”的事。

贞元二十年（804年）暮春，白居易安家渭南紫兰村，
距长安百里。官闲，往来于下邽与长安之间，想必白居易
知晓此事。诚然，白居易对“甘棠遗爱”最熟悉不过，因为
他的诗歌中反复使用着“甘棠”典故。

白居易出生在“世敦儒业”的基层官宦之家，他的祖
父、外祖父、父亲都是明经出身，当过县令。尤其是白居
易青少年时期曾随父亲、叔父在徐州、江南等地旅居多
年，父辈为官勤勉，政声极佳，对白居易影响巨大。白居
易 10岁时，其父白季庚任徐州彭城县令，但时局危如累
卵，因为徐州节度使李纳割据一方，蠢蠢欲动。白季庚力
劝徐州刺史李洧严防死守。果不其然，叛军重兵围城。
白季庚亲冒矢石，率领民众坚守徐州 42天。之后援兵赶
到，叛军溃逃。白季庚获朝廷嘉奖，升任徐州别驾。白居
易叔父白季康曾任溧水县令。据旧《溧水县志》记载，白
季康带领百姓“除三害”，使溧水“蝗不入境、火不延二、水
不停宿”。元和八年（813年），即白居易在渭南紫兰村为
母丁忧期间，白季康于溧水任上抱病而终。白居易为叔
父专门撰写了墓志铭，特别提及叔父“廉洁通济”和“慈于
子侄”。“通济”即“兼济天下”，甘棠遗爱也。白季康有善

政，“邑人思而俎豆之”，溧水人建了城隍庙来祭祀他。
白居易的科举考试正是从叔父任所起程的。这就不

得不说说白居易“学而优则仕”：溧水乡试遥遥领先，宣州
州试一挥而就（取得贡生资格），随后赴京（长安）大考，实
现了惊人的“三级跳”——进士考试（由礼部主持的常
选）、书判拔萃科考试（由吏部主持的科目选）和才识兼茂
名于体用科考试（由皇帝主持策问，由卸任守选者给出对
策，也称“制举”）。白居易“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
又课诗，不遑寝息”，他为的是什么？为的是青出于蓝胜
于蓝。他贯通儒学，入仕为官，又为的是什么？甘棠遗爱
也。言及于此，就不能不交代白居易丁忧紫兰村的经历。

元和六年（811年）四月初至元和九年（814年）十二月
底，白居易回到下邽渭村（今渭南高新区信义街道紫兰
村）为母丁忧（即守孝）。依制丁忧三年，实际操作一般是
27个月，即从得知丧事这天算起，经一周年（12个月）、二
周年（24 个月），然后过了第三年的第一个季度（27 个
月），就算丁忧完毕，丁忧者就等着朝廷诏命吧。但白居
易已超期七八个月，迟迟得不到朝廷召唤。要紧的问题
还在丁忧期间停发俸禄。先期尚有朋友接济，后期白居
易羞于“素餐”，决意扑下身子耕田务农，想着自给自足
吧。但严酷的现实让诗人明白，“筋力苦疲劳，衣食长单
薄”（《观稼》），如遇严寒灾荒更是惨不堪言，“回观村闾
间，十室八九贫”（《村居苦寒》）、“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
苦”（《夏旱》）。更有人祸，让白居易十分震惊，也极大鞭
策着他知难而进。如《纳粟》（约作于 812-814年）诗有：

“有吏夜扣门，高声催纳粟。家人不待晓，场上张灯烛。
扬簸净如珠，一车三十斛。犹忧纳不中，鞭责及僮仆。”这
还了得！“谁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权。”（814 年《赠友五
首》）甘棠遗爱，舍我其谁？白居易在《新制布裘》诗中大
声疾呼：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
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
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
白居易丁忧紫兰村的悲苦经历，让他走进了社会最

底层，走进了芸芸众生，也让他有了切肤之痛。痛定思
痛，要想把甘棠情结变为甘棠遗爱，还得入仕做官，如此
才能造福于民。

元和十三年（818年），白居易就任忠州刺史。忠州任
上 20个月，史志记载白居易“忠国事，劳民事，劝农生产、
鼓励农桑，身先躬行、省事宽刑、怜老爱子，开山修路、植
树种花、与民同苦乐”。白居易在忠州东坡种桃种李，安
居乐业，这使他成了苏轼的偶像，也被今人誉为忠州最早

的“绿色市长”。离开忠州时，诗人与东坡的花树告别，也
与小桥两边的翠竹告别。《别桥上竹》写道：

穿桥迸竹不依行，恐碍行人被损伤。
我去自惭遗爱少，不教君得似甘棠。
小桥通往东坡，竹子乃白居易手植。竹未及修剪，长

得有点冒失，有几丛刺斜里穿出，白居易生怕伤了行人。
要紧的是后两句，一语双关的描述。看似说我感到惭愧
呀，并没有留下什么恩惠，不能让这些竹子长得像芬芳的
甘棠花儿一样，实则是两句藏诗。白居易希望他能像召
公一样“甘棠遗爱”。

长庆四年（824年），白居易告别杭州。他在这里担任
刺史，带领百姓筑堤保湖，引水灌溉，复浚六井，政绩显
著，但他却反省自谦，《三年为刺史二首》感慨道：“惭非甘
棠咏，岂有思人不？”意思是说惭愧啊，我做得还不够，与
召公的甘棠善政差远了，真不知道离杭以后，还会不会有
人想念我？当杭州百姓扶老携幼、壶浆相送时，白居易又
写下《别州民》，诗有：“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意即我
乃职责所在，并无什么建树，怎么承受得了父老乡亲的惜
别热泪呢？

“苏杭自昔称名郡，牧守当今是好官。”白居易赴任苏
州，他主持修筑了东起阊门西至虎丘的山塘河堤，统筹兼
顾了苏州古城西北面的防涝减灾、农田水利和水陆交通
状况，成为造福于民的一大功绩。宝历二年（826年），白
居易作别苏州。刘禹锡赠诗，言说“苏州十万户，尽作婴
儿啼”。白居易不为朋友的过誉而自喜，反而越发冷静和
谦逊，《答》诗有：

为郡已周岁，半岁罹旱饥。
襦袴无一片，甘棠无一枝。
何乃老与幼，泣别尽沾衣。
下惭苏人泪，上愧刘君辞。
白太守认为他未能给苏州民众带来多少恩惠，在旱

灾荒年面前，百姓的温饱还没有解决，哪里还谈得上什么
善举美政，我只是愧对苏州父老，愧对刘禹锡的赞辞呀！

白居易离任忠州、杭州和苏州时，总是自谦没有做到
甘棠遗爱，甚或怀疑后人是否还能记住他。大诗人尽可
释怀。千年后的今天，忠州（今重庆市忠县）有“白公祠”
和“白公路”；杭州有“白苏二公祠”（白居易纪念馆），西湖
白公堤游人如织；苏州有“唐少傅白公祠”，门联“五水汇
阊门，千年仍咏江南好；一堤连虎阜，百姓犹思白傅贤”。
白居易为母丁忧的渭南紫兰村，正迈进在建设新时代美
丽乡村和历史文化名村的征途中。白居易的甘棠情结沁
润你我，激励着我们阔步前行。

巨 侃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
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诗经·大雅·绵》里反
映的这段古公亶父迁岐故事，是周族历史上的
重大事件。这段故事在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
史、司马迁所著的《史记》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
岐下。”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大约在公元前
12世纪前后，也就是商朝的后期，公叔祖类的
儿子古公亶父做了姬姓部落首领，当时周族人
已经在豳地（今陕西彬州、旬邑一带）居住了好
多代了。后来为了躲避外族骚扰和侵袭，古公
亶父率领他的亲属左右离开了豳，渡过漆水、
沮水，翻过梁山，定居在岐山脚下。

“所谓西岐，其位置就是现在的岐山、扶风
周原一带。西岐的得名来自《封神演义》，因为
岐山是西伯侯姬昌的封地，又在殷商国都的西
方，故称西岐。但是在历史文献中并没有西岐

这个名称，一般叫作岐周，意思是岐山下的周
代旧邑。”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辛怡华说。

《史记·周本纪》曰:“古公乃贬狄戎之俗而
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说
的是迁岐后，古公摒弃戎狄的习俗，建造城郭
和房屋，设置邑落让民众安居乐业。还设立
了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五种官职衙
署，奠定了一个国家的雏形。人民都创作诗
歌乐曲赞美他，歌颂他的恩德。《诗经·大雅·
绵》作为古公亶父的创业周原史诗，有对这段
故事更加生动形象的描述。

古公亶父凭“三十六计——走为上”，一
举奠定了周王朝的立国基础。他去世前后，
发生在西岐大地上的著名历史故事有泰伯奔
吴让弟、凤鸣岐山姬昌受命、招贤纳士周国强
盛，反映国家治理和谐、人民谦让有礼的“虞
芮之讼”的历史美谈也发生在姬昌治理的时
候，这些故事都记录于《诗经》《史记》。

“虞芮之讼”这段故事说的是当时虞、芮两
国的人有讼事不能裁决，故前往周请西伯侯姬
昌裁决是非。他们进入周的地域，看到种田的
人都互让田界，人民都以谦让长者为美德。
虞、芮两国的人还没见到西伯，已觉惭愧，相互
说：“我们所争的，正是周人所耻，还去干什么，
去了只是自取羞辱罢了。”于是返回，互相谦让
而去。诸侯听说，都说：“西伯当是受有上天之
命的君主。”

还有个体现文王姬昌敬畏生命、以人为
本思想的“泽及枯骨”典故出自《吕氏春秋》：

“文王贤矣，泽及骴骨，又况于人乎！”说的是
姬昌到野外巡视，见到路边有一具枯骨，便命
人将其妥善掩埋。有人不解，认为这具无人
认领的枯骨无须管理，但姬昌认为这具枯骨
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怎能忍心看其暴露于
荒野呢？百姓听说这事后，都称赞姬昌仁德，
纷纷前来归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