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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鲜卑与突厥政治联姻的尘封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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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桦

天元皇太后金质玺印

北周，南北朝时期的北朝之一，都
长安，历五帝，共二十四年。春节前，
笔者走进咸阳市渭城区文物保护中
心，探访北周第三位皇帝宇文邕在位
时期的一件珍宝。

天元皇太后金质玺印是文博界的
一颗璀璨明珠。它不仅是北周时期的
一件珍贵文物，更是中国历史上迄今
发现的唯一一枚皇太后金玺，其历史
价值和艺术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

这枚玺印是用纯金制成的，重量
达到了 802.56克，可谓是沉甸甸的历
史见证。它的玺面为正方形，长 46毫
米、高27毫米、印通高47毫米，整体造
型端庄大气。玺钮则是一只獬豸，这
是一种在古代神话传说中拥有很高的
智慧，懂人言知人性，能明是非辨曲直
的神兽，用它来作为玺钮，也寓意着皇
太后的英明和公正。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枚玺印的玺
面上篆书阳刻着“天元皇太后玺”六个
大字，字体圆润流畅，美观大气，充分
展现了古代篆刻艺术的魅力。

据了解，天元皇太后金质玺印为
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武德皇后阿史那氏

的印玺。印玺上面的神兽头似羊似
马，鼻孔清晰，双眼眉弓突起，二目圆
睁炯炯有神，鬓发两分，头顶有一向后
分叉弯曲翘起的独角。前腿俯卧跪，
后腿关节屈状向外撇蹲蹴势。前腿两
外侧饰翼形凸起纹，后腿两外侧则饰
云纹凸起，尾顺势盘向一侧身边，腹部
肌肉发达，爪为四趾。

印基与印钮分别制作，用榫卯结
构镶嵌而成一体。印文当前凿刻玉筋
篆阳文两行式“天元皇太后玺”。

咸阳市渭城区文物保护中心主任
刘征兵介绍：“它的发现是研究从秦汉
阴文铸造官印转向隋唐阳文蟠条官印
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也是研究北朝
帝后印玺十分珍贵的实物证据，在考
古学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枚金印见证了鲜卑和突厥政
治联姻的历史，是唐代以前唯一的可
信帝后玺印，也是史上发现最早最大
的皇太后金质玺印。该玺印的面世
牵出了一段鲜卑与突厥政治联姻的
尘封往事。

公元 551年，阿史那氏出生。其
父是突厥木杆可汗——阿史那俟斤
（一名燕都）在位时，突厥的势力日益
强大，成为北方草原新的霸主。时值
中原地区的东魏、西魏正在激烈争

夺，双方竭力与突厥争着
结成联盟。

公元 557 年，宇文觉
建立北周政权，560年，北
周武帝宇文邕即位（继
位），为联合突厥之力灭掉
北齐，前后多次派遣使者
与突厥邀约联络和亲，木
杆可汗才答应将女儿阿史
那氏嫁给宇文邕。正当北
周准备派人到突厥迎接亲
时，北齐为拉拢突厥也带
着大量贵重财物，前去提

亲。木杆可汗看到北齐大批量的财物
后，在北齐和北周之间左右摇摆，北周
听到这个消息后，赶紧派四位大臣带
领六宫以下 120 人出使突厥巩固婚
约。在此期间，木杆可汗在北周和北
齐政治联姻上反反复复，一拖再拖，迟
迟不肯答应。

公元 567年末，本来少雨的蒙古
国草原上，天气突变，雷电交加，大风
吹坏突厥人居住的帐篷，木杆可汗以
为是遭到天谴，感到十分害怕，才以礼
送女儿随使者归周。从周武帝即位迎
亲算起，为娶阿史那氏整整用了8年。

公元 568年，北周的迎亲队伍回
到了长安，宇文邕为了表达对这一亲
事的重视，亲自出城迎接，并且在册立
阿史那氏为第一皇后的同时，将原配
李娥姿（宣帝宇文赟之母）由“皇后”改
称为“帝后”，并以皇后为先，以表示对
突厥的尊重。

北周武帝宇文邕在位 19年，确立
了北周的巩固地位，灭北齐，定江南，
为统一天下作出了很大贡献。578年
（宣政元年），武帝宇文邕驾崩，宣帝宇
文赟继位，579年（大象元年）二月，登
基八个月的宇文赟禅位于静帝宇文衍
（后改名宇文阐），自称天元皇帝，尊生
母李氏为天皇太后，尊阿史那氏为天
元皇太后。

据史书记载：北周武帝宇文邕有
两位皇后，一位是李娥姿，宣帝宇文
赟生母；另一位是阿史那氏，为突厥
木杆可汗之女。阿史那氏与宇文邕
生活 9年多，据传没有留下子嗣，这或
许是宇文邕怕被突厥控制的原因。
582年（隋开皇二年），32岁的阿史那
氏病逝，隋文帝下诏，以皇后规格，将
阿史那氏与武帝宇文邕合葬于孝
陵。谥号“德”，即武德皇后。阿史那
皇后则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有史可
证的突厥皇后。

寻根东宫城

一座黄河古村落
的千年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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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北这片被岁月精心雕琢、被黄土深情滋养的土地上，
每一道沟壑都隐匿着故事，每一缕炊烟都蕴含着独特风情。
提及陕北人过年的年茶饭，脑海中便回荡起陕北民歌“热腾
腾的油糕摆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仅这两句，仿佛
一把神奇的钥匙，瞬间开启了一扇通往陕北烟火日常的大
门，那些深藏于黄土地间的温暖与美好，毫无保留地呈现在
眼前。

歌中所唱“滚滚的米酒”，正是陕北家喻户晓的浑酒，亦
被称为米酒、甜酒、黄酒。它是陕北大地孕育出的一泓暖金
色的琼浆玉液，静静地流淌在陕北人的生活脉络之中。

浑酒，其色泽淡黄，恰似被日光轻柔亲吻过的琥珀，温润
且透亮，盈盈一盏，就如同握住了陕北的一抹落日余晖。凑
近，微微的酸味率先扑鼻而来，仿若春日里被微雨滋润过的
泥土，质朴而清新；吸一口，一缕甘甜宛如微风拂过花海，悄
然在舌尖蔓延开来，裹挟着淡淡的酒味，恰似山间的晨雾，朦
胧且令人陶醉。这酸与甜、醇与香的完美交融，恰似陕北人
既爽朗又细腻的性格，在一饮一酌之间展现得淋漓尽致。

陕北人过年的年茶饭里少不了那一碗浑酒。犹记儿时，
每年一进入腊月，祖母就要开始筹备酿浑酒，她那双粗糙却
灵巧的双手，在盆里将黄软米淘洗干净，放入大锅中蒸煮。
灶膛里的火焰熊熊燃烧，映红了祖母布满皱纹的脸庞，也点
燃了一家人满心的期待。待米熟透出锅，装入大瓮，撒上酒
曲，搅拌均匀，蒙上棉被，放置在热炕头焐上两天。那两天，
全家人都仿佛怀揣着一个甜蜜的秘密，时不时地瞅瞅那大
瓮，似乎能够透过厚厚的棉被，看到里面的琼浆玉液正在缓
缓孕育。

终于，迎来了开瓮的日子。祖母揭开棉被的瞬间，一股浓
郁醇厚的香气汹涌而出，瞬间弥漫了整个窑洞。祖母面带微
笑，用一把勺子，将还带着温度的浑酒舀入粗瓷大碗，用细面
罗和水将大碗里的浑酒过滤，酒糟是喂鸡的极好食料。随着
灶里的火旺起来，酒液在锅中轻轻晃动，泛起层层金色的涟
漪。而此时，祖母拿出新炒制的炒米，轻轻抓起炒米，炒米在祖
母的手里如同一场细密的金色雨幕，洋洋洒洒地落入浑酒中，瞬
间发出“滋滋滋”声，那是美味相互碰撞融合的美妙乐章。

我迫不及待地端起一碗，先是被那热气腾腾的烟雾模糊
了双眼，待轻轻吹散那热气，浅尝一口，先是炒米的香脆在
齿间绽放，紧接着浑酒的酸甜与醇厚如同潮水一般涌上味
蕾，一路温热直至心底。一碗饮尽，仿佛浑身的毛孔都在欢
快地歌唱，暖流奔腾，一切烦恼与不快烟消云散，只留下满
心的舒畅与安宁。

在陕北，浑酒从腊月一直能喝到来年清明前后，它可不单
单是一种饮品，也是家人团聚时刻的欢声笑语，是邻里之间
的温情纽带，更是劳作归来后的慰藉与犒赏。在田间地头，
农忙间隙，人们围坐在一起，捧起一碗浑酒，谈天说地，分享
着庄稼的播种、生活的琐碎，浑酒入胃，化作豪迈爽朗的笑
声，在空旷的黄土地上久久回荡；家中的炕头边，婆姨们一边
喝着浑酒，一边飞针走线，缝缝补补，浑酒的暖意，让婆姨们
眼中的坚毅愈发闪亮。

岁月悠悠流淌，如今的陕北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柏油马路纵横交错四通八
达。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那一碗热气腾腾的浑酒，依旧能
够唤醒沉睡的记忆，因为在那一碗浑酒里，有陕北的山川日
月，有祖祖辈辈的爱与坚守，有永不褪色的家的味道。它承

载的温情岁月，正由新一代陕北人，用
创新与热爱续写传奇，向着更远的未来
奔涌不息。

自古以来，河流便是人类文明的
摇篮。

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的黄河，在陕
西境内东部的黄土高原上，顺着那个大拐
弯滔滔向南流，一路奔腾，形成雄奇、壮观
的黄河景观，可谓一步一景，步步雄浑。
而进入渭南合阳后，河面变得宽阔、水势
逐渐舒缓，方显出母亲河胸怀之博大和柔
性之美。人们依河而居，在河岸边及台塬
上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村落。

在黄河西岸，经历千年风雨的古村落
有很多，每一处都是一部装载着厚重历史
的“典籍”，它们是千万百姓安身立命的家
园，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也深深
影响着地方的发展和进步。

在合阳县黄河支流徐水河北岸的黄
土台塬上，距黄河3公里处，有一个名叫东
宫城的古老村庄，2016年被列入国家传统
村落名录。这里居住着 896户 4000多口
人，党姓居多，占到60%以上，还有雷姓、杨
姓、张姓等 23个不同姓氏。村中的古城
墙、古民居及独特的历史文化风情构成了
其历久不衰的魅力。

溯 源
合阳古称有莘国，是伊尹故里，东宫

城地处合阳县城东北 25公里，周边的莘
村、尹庄、阿场等村名和历史遗存都彰显
着这片土地的古老和底蕴深厚。

据《合阳县志》记载：北魏太武帝太平
真君七年（446年），析郃阳县，东北部置

“宫城县”，南部置“五泉县”。而宫城县的
县治所在地即设在现在的东宫城村。传
说村子早先叫织锦城，因当时种养桑蚕，
丝绸业发达而得名。后因一位东宫娘娘
贬居于此，生下太子，又改村名为东宫城，
沿用至今。

“村子最早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具体无
从考证，据说在南北朝时，这里官府民宅，
店铺门市，商贾云集，属一方政治、经济、文

化之重镇。”村党支部书记党创建说。
“东宫城村原来四边都有城墙，建有

东门、西门、南门、小南门、小北门。现在
东城门、小北门都没了，西城门是前几年
重建的，南门、小南门还在。”在村口，81岁
的党掌森老人告诉笔者。

如今东宫城大部分城墙，虽然随着岁
月变迁和风雨剥蚀，已成残垣断壁，但遗存
的一段段夯土筑的城墙，依然清晰可辨，记
录着村子的历史，也见证着村子的沧桑。

城墙基宽约8米，高约10米，顶宽约3
米。城墙均为黏土夯实结构，城门楼均为
砖混结构，城墙四角均有防护设施及更
楼，在城墙内侧一周有顺城巷道。目前看
到的城墙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原城
墙的基础上重新修建，历经修缮而保留下
来的，现存有2公里左右。

“古城墙北部，靠官道而筑，东西两角
设有歇脚茶房，供来往客商栖憩，说明这
里曾是繁华的交通要道。”66岁的村民杨
建民说，2005年，村民在改建东宫城小学
时，集资重修了小南门，当时他还撰写了
《小南门重修志》。

在东宫城村人的记忆中，古城墙不仅
是一段历史，更承载着人们的情感。站在
城墙上远眺，俯瞰远处的沟坡田块，草木庄
稼，一股浓郁厚重的古朴气息扑面而来。

旧时村中流传一首顺口溜：“七池八
井十二碾，排洪水路有一灌，庵观寺院都
有建，庙宇戏台佈角站，大庙木钵七十二，
高庙一百一十间，又有巷楼和城墙，防盗
御敌保安全。”“外面的人到村里来，如果
没有熟悉路的人引导，很难自己走出村
子。”党创建介绍。

这里还是一片红色的沃土，涌现出雷
振华等一批革命烈士。1938年，中共合阳
县委在这里成立，抗战时期，也曾是知识
青年奔赴延安的中转之地。

1941年 1月，雷振华带领本地自卫队
骨干力量参加了中条山保卫战。“最后一
次走的时候，爷爷给奶奶说，不把日本鬼
子赶出中国，自己绝不回家，让奶奶找组

织去延安，奶奶说‘我哪里也不去，就在这
等你。’这一等就是一辈子。”雷振华之孙
雷高升回忆说。

东宫城的村史是东宫城人自己写的，
村史的挖掘也是东宫城人自发进行的。

“由于暴雨的原因，村史馆部分坍塌
了，我们正在进行修复，今年就能完工。”
党创建说，不为别的，只为留住记忆。现
在人们安居乐业，村子的历史文化更应该
被人知道。

再 造
留古韵、焕新生，保护村落，就是守护

一脉悠悠乡愁。
“这栋房子建于 1735年，前段时间把

前院修葺了一下，换了一些废旧的瓦片。”
村民党升龙说，2021年八九月间秋雨连
绵，老宅部分倒塌。一段时间他曾陷入了

“抛弃”还是“修复”老宅院的“两难”之中。
年前，木匠出身的党升龙决定重新将

房子的梁木进行固定和粉刷。“咱不求高
大上的房屋建筑和装饰，但老祖宗留下的
东西还是想尽量保留下来。”党升龙说。

目前，东宫城村现保存古民居 54户，
其中保护完整并有人居住的四合院有 10
户。2020年，村上专门为这54户进行了挂
牌保护。

除了古民居，村里还有两块碑，一块
是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刻的《唐宗
室李公确墓》碑，一块是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年）重修城墙时所立的《东宫城村重
修城池功德碑》，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遗
存，如今已得到妥善保护。

东宫城村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反映在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戏曲文化活动就很
活跃。

78岁的村民党麦菊回忆，村里原来有
几处戏台，有自己的剧团，农闲时节排戏，
逢年过节，登台演出。

东宫城村子大，文艺人才多，不仅爱听
戏，也爱唱戏，还能编戏。他们把村里的真
人真事编成戏演出，很受乡亲们欢迎。

为配合申请中国传统村落，村民自编
自导自演了独幕剧《古城观灯》，把一幅东
宫古城闹元宵、玩花灯的美好景象呈现在
观众的面前。

今天的东宫城不仅是古老的，更是崭
新的。

乡村要发展，产业兴旺是基础。因地
制宜选择富民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在产业发展上，东宫城村引进了花椒产
业。大红袍、狮子头，一棵棵花椒树逐渐
成为群众增收的“致富树”。

随着水利基础设施的完善，网络销售
渠道的拓展，村里的花椒不仅增了产，还
不愁卖。村民姚金虎告诉笔者：“这几年

花椒效益好着哩，一亩地收入六七千元很
正常，作为东宫城人很骄傲，我们一定要
把产业发展好，也会把村子保护好。”

归 乡
1月 22日，农历腊月二十三，北方小

年。这一天标志着春节的序幕正式拉开，
家家户户都沉浸在忙碌而喜悦的节日氛
围中，忙着准备年货、祭灶、扫尘、剪窗花，
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

而对于远在他乡的游子来说，小年是
一个温暖的提醒——该回家过年了。“党
宏哥，回来了！”

“回来了，收拾收拾屋子，过年和老母
亲一起回来过……”寒暄过后，党宏回到
了祖宅。

党宏是渭南本地有名的诗人、作家，
也是杜鹏程文学奖的获得者之一。

去年，党宏专门把老屋修葺了一番，
依旧是具有关中特色的四合院布局，中轴
对称相对封闭，方方正正。“传家有道唯存
厚，处世无奇但率真”入口门洞两侧的看
墙上楹联引人思考。

门风正，家风正，一个家庭、一个家族
就会长久兴旺。

在东宫城，每一个家庭都有属于自己
的家规家训，用以劝勉后世子孙重视耕
读，做到勤劳耕作，读书上进。随便走进
几间院子，东西南北四面看似相同，却又
风格各异。

看着那些精美奇巧的门楣、木雕、砖
雕与壁刻家训……瞬间被民居蕴含的情
感所吸引，看到村里的人、事、物，才发现
这些竟成了游子离家后最大的牵挂。

千百年以来，很少有一个词如同“故
乡”一样，充满着那么多复杂又多彩的内
涵——它是游子们眷恋的家乡，亦是劳动
人民耕耘的热土，更是文人笔下肆意挥洒
才情的诗意世界。

“这是我生命诞生的地方，离开多久，
走到哪里，都在心里装着。”党宏说，自己
的很多作品都与家乡有关，对他而言，故
乡是儿时甘甜的井水，是村落历史文化的
积淀，是耕读传家的家训，是邻里守望的
乡风民俗，更是他根之所在、情之所系。

历经千年，这座黄河岸边的古老村落
有太多的地方值得去探寻。

“我们将继续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为引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和村落传
统文化，久久为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
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谈及东宫城村
的未来发展，党创建坚定地说。

岁月沧桑，世事变幻；变的是年轮，
不变的是情怀。厚重的历史是古村落的
独特魅力，也是镌刻在人们脑海中亘古
的记忆。

明成祖永乐四年（公元 1406
年），段信（字宗实）生于三原县一
个贫穷家庭。明英宗正统元年
（1436年）中进士，出任杭州司理
（州推官），职掌狱讼。初到任上，
就有许多士绅送来礼物，段信一
律拒绝。有一名乡绅，送来重礼，
并在单上写下“谨将规礼敬上，即
属规礼，定蒙笑纳。”段信阅帖
后，不由得大为震惊：原来此地
官风如此败坏，给官员送礼，已
成了惯例，还美其名曰“规礼”，
可见此行贿恶习已延续多时。
段信当即让这个乡绅将原物拿
回，并斥责他这样做影响官员清
廉，败坏社会风气。段信的敦信在杭州污浊的官场
中首开清廉风气。

段信执政勤勉，任职清廉，官声颇佳，一路升迁，
身为御史，奉旨巡按云南。当时，云南边地系土司所
辖，当地有不少名优特产，闻名于世，价值不菲，为各级
官员所喜爱。历来在云南任职的官员大都趁机巧取
豪夺，或据为己有，或赠送亲朋，或贿赂上官，官场腐败
叠出，百姓深受其害，苦不堪言。段信对此压榨、扰害
边民的恶习，除严加查禁外，将所查巧取豪夺的官员
以专案报奏朝廷，对他们绳之以法。云南百姓拍手称
快，执政官员心存敬畏，士林工商一片赞声。

段信任满离开云南之时，行囊简单，一仆一挑而
已。时值深冬初春，送他的百姓和士绅成群结队。
百姓送来当地土产，他一律拱手谢绝；士绅赠奉上好
的珍品，他一样不取。这样的清廉好官要走了，啥都
不取，人心难安。正当人们为难之际，忽然一阵清风
送来淡淡的梅花清香，段信微笑着美美地吸了两
口。一个送行的村姑看到此，折了一枝梅花，快步
上前，双手送给段信，段信不接。送行的人眼望这
样清廉为民的好官，心中大恸，泪眼婆娑，哽咽着恳
求道：“你就带上我们这儿的一枝梅花吧，也好留个
念想……”段信环视了一下送行的百姓和士绅，凝
视梅花片刻，心中感慨万千，双手接过这枝梅花，插
在随从肩挑的行李担子上，挥手转身而去。从此，云
南当地人赞美段信：“担头不带滇南物，只插梅花到
处香。”段信也被称为梅花巡按，美名不胫而走，成为
明英宗年间一位誉满神州的廉吏。

段信后来官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由于长期超
负荷履职，积劳成疾，于景秦元年（1450年），卒于马
关任上，享年46岁。他的英年早逝，不仅使其任职过
的地方百姓十分悲痛，也使其故里三原的乡亲遗憾、
伤痛，更使其故里乡亲自豪、骄傲。

段信的名字，将永远在历史的清官册上闪闪发光。

梅
花
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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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