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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延庆

秦 味关 中 面 糊 糊

前段日子，读了一篇名为《阳坡底下
喝糊糊》的散文，文章全篇冒着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面糊糊的热气，我的记忆瞬间被
拉回到小时候的乡村。我和文章作者都
是地道的陕西关中人，有着与生俱来的

“碳水胃”，面糊糊是滋养关中人成长且经
典的面食之一，如今再忆起《阳坡底下喝
糊糊》的场景，似乎已经定格成泛黄的老
照片，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被珍藏且时不

时回味无穷。
受方言差异，面糊糊别称“糊涂”或者

“糊嘟”。关中地方盛产麦子，面粉被做成
千变万化的美食，向来都是备受青睐的，唯
独面糊糊像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物
件，渐渐地退出了时代舞台。面糊糊是我
们一年四季早晚餐最常见的主食，夏天母
亲偶尔会煮白米粥，寒冬时节会换成苞谷
粥代替面糊糊的单一，当然有客人的时候
碰上早晚餐，母亲绝不会用面糊糊来招待，
因为面糊糊不及白米粥和苞谷粥体面。

记忆里，母亲烹饪面糊糊的方式看似
很简单，实则是时间与火候、量与质的精准
把握。一大铁锅水烧开，加半碗凉水，让沸
腾平息后，点入少许碱面，然后左手抓一把
面粉从指缝间均匀洒在开水锅里，与此同
时，右手抄起长竹筷迅速顺时针搅动，直至
稀稠合适，盖上锅盖，用文火交替烧两开。
第一开待锅盖周围蒸气很充足的时候，也
是快要溢锅的时候，揭开锅盖进行放气。
然后再烧开，这时千万不要打开锅盖，让炉

膛里余热伴着锅内气压渐渐消退，约莫两
分钟后，一锅“基础款”面糊糊即可开锅。
浓浓的麦香味依着热腾腾的水蒸气便在厨
房里四溢开来，盛在碗里的面糊糊泛着微
黄，入口丝滑，浓而不糊、糊而不焦、淡而不
寡，伴着馒头，就着萝卜丝或者凉拌黄瓜，
喝一大碗暖心又暖胃。

烹饪过程虽简单但是也让我学了好长
一段时间，如果没有掌握其中的精髓，做出
来的面糊糊要么满是“珍珠疙瘩”要么形似

“燃搅团”，香味也欠缺。这其中的奥秘只
有经过不断实践才能领悟，母亲也是通过
常年日积月累的经验，才把简单的食材做
出了独特的魅力。

“糊嘟着盐，强出过年。”这是太奶奶最
经典的一句口头禅，每当喝面糊糊没就饭
菜的时候，太奶奶便给我们每人碗里撒点
盐，我们也附和着她“糊嘟着盐，强出过
年”，搅一搅喝进一大口，淡淡的咸别有一
番滋味。我小时候经常感冒发烧闹肚子，
太奶奶总会端来一碗热乎乎的咸面糊糊，

再用她温暖的大手揉一揉，口里无数遍念
着“糊嘟着盐，强出过年”，说来奇怪，我很
快就褪去疼痛活蹦乱跳的没一点事了，多
年后似乎渐渐明白了太奶奶那句口头禅
的含义。

随着时令的不同，面糊糊里烹入不同
的蔬菜，便能做出截然不同的“加强款”营
养餐，芹菜糊糊、菠菜鸡蛋糊糊和红薯糊
糊三种口味我都很喜爱。尤其芹菜糊糊
口感浓稠馥郁，色泽鲜亮清爽，像极了我
小时候的一条印花绸缎裙布，米黄色底布
上点缀着翠绿色的芹菜叶子，素雅至极，
让人至今难忘。

其实，面糊糊已有千年的美食传承，是
制作最简单、表现最质朴的面食，却承载着
上世纪八十年代独有的风土人情与美味传
奇，如今在多元时空风貌下，也逐渐淡出了
我们的生活。那时候的那个风味只有经历
过的人才深有体会，阳坡底下再喝一碗面
糊糊，不仅是在享受一道美食，更是在品味
一段乡愁，一段情怀。

鉴 藏

景龙池景龙池。。

冯兆龙

漫 步 景 龙 池

西周女性地位与土地制度的见证者

彬州窑洞溯源
梁长生 王英涛

窑洞是中国西北黄土高原上居民的古老居住形式，已有几
千年的历史。

大约八千年前，豳地就有原始人类居住。根据文物考古资
料，当时的人类多半采取地下穴居的形式。地下窑洞口多是半
圆形，直径约两米，仅能容纳两三人。三皇五帝时期，人们大多
还采用地下穴居的方式，这从 2005 年文物工作者对水北遗址
的发掘可以得到证明。窑洞的发明从夏末周祖居豳说起。夏
朝末年，夏帝孔甲去稷不务，诸侯叛之，不窋向夏王朝发动了军
事挑战，战败亡命逃奔于戎狄之间，这个区域相当于彬州到庆
阳一带的广大区域。行进的路线，大致是武功—永寿—彬州香
庙程家川—新堡子断泾—炭店水北—城关石龙窝—小章卧龙
—新民龙背头—西坡龙渊—北极龙门—雅店小王坪—长武马
莲河口—宁县—庆阳。这条线路，又为 2009年 10月陕西省进
行的文物普查资料所印证。周人在庆阳立足后，又逐步向东南
发展，由庆至宁，由宁至豳，至古公亶父时由豳迁岐，奠定了周
的发展基础。在此期间，鞠陶、公刘父子俩对窑洞的产生作出
了巨大贡献。古人有以其功绩作为命名的习惯。如后稷，后是
尊称，稷是职务，弃是名字。如公刘，公是尊称，刘是名，繁体
的刘字由“卯、金、刀”等构成，有杀伐之意，是以其军功起名
的。诗经中有“陶复陶穴”的记载，文中的陶，就是“窑”。建于
地面的窑洞，叫“陶”，音、意皆是“窑”，窑上面再修窑，即被称
为“复”，修于地下的窑洞，被称为穴，是传统的居住方式。

“陶，《广韵》：尸子云，夏桀臣昆吾作陶。《汲家周书》：神农
作瓦器……又陶正，官名，《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昔虞阏父为
周陶正。”“匋，作瓦器也”，“缶，瓦器”。缶，匋，同释为瓦器，但
古人既造二字，必然有所不同。如果把缶、匋、陶三字联系起来
看，似乎反映了一个制作陶器的全过程，“缶”在篆书中好像带
盖的陶罐，或者是两个扣着的陶器，它应是陶器的原意，或者是
指未入窑烧的陶器（当初可能是露地架柴烧）。而“匋”也为瓦
器，但读音变为“yao”，缶上加的“勹”仍是一个象形字。“勹，裹
也，象人曲形，有所包裹。凡勹之属皆从勹，布交切。”依《说
文》解释，勹可理解为窑或窟窿。勹、缶二者合二为一，则是指
把泥坯瓦器放在窑中烧。陶字中的耳旁原为阜。《说文》：“阜，
大陆也，山无石者，象形。”是为改变早先很原始的陶窑，为了
烧得更多瓦器而在高地上挖窑，或把陶窑做大。可以说，陶字
反映了陶器的制作已完全进入陶器窑烧时期。后来人们发现
烧过陶的陶窑也适合人类居住，就产生了窑洞。

窑洞是一种特殊的“建筑”，不是用“加法”而是以“减法”，
即“减”去自然界的某些东西而形成的合用的空间。流行在西
北及其邻近地区的黄土高原。深达一二百米、极难渗水、直立
性很强的黄土，为窑洞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同时，气候干燥少
雨、冬季寒冷、木材较少等自然状况，也为冬暖夏凉、十分经
济、不需木材的窑洞，创造了发展和延续的契机。

窑洞分为地窑、崖窑和箍窑三种。地窑是在平地掘出方形
或矩形地坑，形成地院，再在地坑壁横向掘窑，多用在缺少天然
崖壁的地段。人在平地，只能看见地院树梢，不见房屋。崖窑即
沿直立土崖横向挖掘的土洞，每洞宽约 3-4米，深 5-9米，直壁
高度 2米余至 3米余，窑顶掘成半圆或长圆的筒拱。并列各窑可
由窑间隧洞相通。也可窑上加窑，上下窑之间内部可掘出阶道
相连。箍窑不是真正的窑洞，是以砖或土坯在平地仿窑洞形状
箍砌的洞形房屋。箍窑可为单层，也可建成为楼。若上层也是
箍窑即称“窑上窑”；若上层是木结构房屋则称“窑上房”。

赵茁轶

旟鼎旟鼎。。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一展厅的玻璃
展柜内，一尊造型厚重庄严的青铜重器引
人注目。它，便是旟鼎。

“旟鼎所刻铭文是研究西周初期土地
制度的重要史料，具有珍贵的历史及艺术
价值。”近日，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谢双
双介绍。

旟鼎内的铭文共4行28字，记载了八
月初的一天，王姜将三块田和田中待收获
的禾稻赏赐给了旟，旟为了感激称颂恩
德，铸此鼎纪念。铭文中的王姜是谁？为
何能赏赐土地？

精雕细琢的礼器
1972年5月28日，宝鸡市眉县杨家村

村民在取土时突然挖到硬物。考古人员
研究后，发现这是一个青铜鼎，并根据鼎
内铭文，命名为旟鼎。

旟鼎高 77厘米，重 78.5千克，属于西
周早期常见的立耳兽首垂腹蹄足鼎。鼎
腹外鼓而下垂，内底与足对应处有 3个
直径 11.5厘米、深 4厘米的圆窝，圆窝周
围有明显的足与腹合铸时留下的铸缝。
颈部饰有一周饕餮纹，为浅浮雕式，花纹
凸起，有以细密的云雷纹为主纹饰的衬
地。三足装饰有饕餮纹。旟鼎形制浑
厚，铭文古朴，具有周初青铜器的特征，
铭文铸刻时代明确，被认为是周康王时
期的断代标准器。

鼎是中华文明发展中出现的一种独

特的器物，具有实用功能和象征意义。许
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鼎为“三足两耳，
和五味之宝器也”。段玉裁注曰：“三足两
耳，谓器形，非谓字形也。”从器形上讲，

“三足两耳”不一定能够概括鼎的所有特
征，但其对鼎“和五味之宝器”的功能界定
则是准确的。“和五味”体现了鼎的炊具与
餐具的本质，“宝器”则直接指明了其重要
的礼器功能。

关于鼎的产生有几种说法，为多数学
者所认同的是“产生于带支脚炊器”。从
考古发现看，陶支脚从磁山文化到河姆渡
文化都有广泛的分布，并和圜底釜配合使
用。后来，这些地区逐渐出现了陶鼎，鼎
的出现逐渐改变了支脚和釜并用的局面。

列鼎制度萌芽于西周初期，反映了古
人强调尊卑有别、上下有序的观念。鼎在
使用时有严格规定，使用不同数量的鼎代
表主人不同的身份和等级。《周礼》记载

“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
鼎”，如果僭越，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在先秦时期，鼎和簋通常是配套使用
的。鼎用来盛放牲肉，簋用来盛放黍稷。
所盛之物都是饮食中的主食。因此，鼎和
簋成为标志贵族等级的主要礼器。先秦
礼制中，鼎与簋相配使用的规则十分明
确，所以列鼎制度也常被称为鼎簋制度。

鼎通常被古人视为传国重器，象征着
国家和权力。同时，鼎还是铭功颂德的礼
器。在周代，国君或王公大臣会在重大庆
典或接受赏赐时铸鼎，以铭记盛事。旟鼎
便是这一象征的体现。

体现土地制度的铭文
旟鼎内壁共铸铭文 4行 28个字。大

意是说：某年八月初，王姜将原赐予师栌
的土地收回，转赐给旟。旟将这件事记载
下来，特意铸造鼎作为纪念。旟又称史
旟，是溓公的部下。旟曾奉周王的命令征
讨东夷，为周王立下汗马功劳。

西周建立之后，为加强对全国广大地
区的统治，实行分封制。分封制是指周天
子将土地和人口分给诸侯，臣属对君王所
赐的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即

“授民授疆土”。
大量分封诸侯，作为王室的屏藩。在

都城附近的王畿和岐周之地分封着许多
卿大夫的采邑，已知者有周、召、毛、毕、
成、郑、西虢、散、弭、芮、微等。被周天子
分封的有同姓诸侯，也有异姓诸侯。诸侯
服从周天子，有为天子镇守疆土、作战保
卫、缴纳贡赋和朝觐述职的义务。

“诸侯有权将各自的领地进一步分封
给卿大夫，称采邑。卿大夫在采邑内享有
统治权力的同时也对诸侯承担义务，卿大
夫之下再分封士。这样就形成了‘天子—
诸侯—卿大夫—士’的宗法等级。旟鼎内
壁的铭文恰恰印证了西周时期‘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土
地所有制。”谢双双介绍。

采邑制度是周代重要的政治制度之
一。有专家在论述西周时期采邑制度的

“采”字含义时表示，邑内的全部财物，包
括土地、人口等都由邑主所有。西周青
铜器铭文中赐土指的是将某土中一定范
围之地赐予贵族，而不是整个地域。在

“土”之上，有河流、可耕种之田，还有贵
族居所以及城邑，也包括附着于土地之
上的农民。

手握大权的王姜
旟鼎的铭文中提到了一个名叫“王

姜”的人。这里的王姜是西周康王的妻
子。与其他王后相比，王姜的记载较多。
旟鼎铭文中显示，王姜对土地拥有支配
权。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待遇，可见王姜
在国家经济管理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许多青铜器的铭文
中，都出现过王姜的“身
影”。1929年出土于河南洛
阳的作册夨令簋上的铭文记
载，周王南伐楚伯，作册夨令
是主帅伯懋父的使者，王姜
曾经召见他，并给予赏赐。
由此可知，王姜除了代替康
王进行赏赐以外，还随同康
王出征，接见前线使臣，犒
赏来使。王姜的军事权力
表露无遗。

扶风庄白窖藏出土的商
尊、商卣铭文中记载：昭王时
期尚健在的康王王后（王
姜），赏赐庚姬三十朋贝和丝
二十锊。王姜代表王室，从
大局出发，赏赐贵族之妻，以
彰显王室对臣下的关怀与体
恤之情。

金文中还有王姜参与王
室祭祀活动的记载。1951
年，考古人员在浙江杭州发
现一对叔卣。其铭文记载，
周王在宗周举行袚祭的时
候，王姜派遣史官叔到太保
那里参与祭祀，太保赏赐叔

三项物品：郁鬯、白金和芻牛。这段铭文
表明王姜间接参加由周康王主持的祭祀
活动时，史官叔奉王姜之命参加祭祀。王
姜能够支配史官叔，表明王姜有支配男性
史官的权力。

这些青铜器的铭文显示，王姜可以
随军出征、接见使臣、遣使诸侯、负责王
室有关土地财产等经济事务、主持或参
与祭祀等王室重大礼仪活动，享有很大
的权力。旟鼎等众多青铜器上关于王姜
的记载，让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西周时
期的社会结构。正因为有了王姜这位贤
能的王后，康王才能成就历史上著名的

“成康之治”。
除了王姜，许多青铜器铭文也显示出

女性的政治地位。如：王妊铜簋的铭文记
载了该簋为周王后妃所作之器；寓鼎的铭
文则表明，成王王后王姒因为寓前来献
佩，而赏赐了寓……通过这些铭文可以发
现，西周前期王室婚姻中的妇女在社会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受到国家和社会的普
遍重视。她们对维护西周前期社会稳定
有着重要作用，在社会各个层面都发挥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你在一个
城市生活了几十年，
自然会对这个城市

的脉络了如指掌。四十年前，我从关中一
个不起眼的小村迁居省城西安，几十年
来，就一直工作生活在碑林区，碑林的一
切早已融入我的血液。物本无情，可你用
的时间久了自然情随物起。看来，人视自
己的居住地就如同自己的故乡，有着难以
割舍的情感。

我生活的西安东关曾经是盛唐繁华
高地，这里有皇家园林、道教圣地还有皇
家寺院以及大唐东市等盛唐遗址。这里
的每一处建筑，每一个地名似乎都和盛唐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走进东关，仿佛整
个盛唐都成了你人生的背景，这里的一街
一巷都能找出当年盛唐的影子。景龙池
就是我今日要去探寻的目的地。

从柿园路东行左拐就进入景龙池。
如今在东关，经九路以西有多条南北巷
子，北面与索罗巷相接，唯有景龙池越过
索罗巷向南与柿园路相接。柿园路是新
中国成立后政府沿东关正街修建的一条
道路，它原是兴庆宫的中间部分，唐亡
后，此处成为居民区，明代称士元坊，清
末称四元坊，民国初为柿园坊，新中国成
立后拓宽为柿园路。柿园路建成后，就
将原兴庆宫遗址一分为二，路南的大部
分已经在兴庆宫的遗址上建起了兴庆宫
公园，路北成了居民区，景龙池也被分割
在路的北边，成了路北的一个巷名。

在古都中心的碑林区，街巷地名为唐

明清或民国时期依附的街道、学堂、寺庙
或古坊、古建筑等所在得名，多数都会有
一定的掌故或传说。一个初秋的午后，
我走进景龙池，改造后的景龙池古朴典
雅，仿明清的道沿给人一种视觉冲击
力。两旁的国槐郁郁葱葱，树影婆娑，阳
光从树叶间隙透过，投射到地上形成一
片片细碎的影子。我徜徉在斑驳的树影
中，就是想寻觅当年盛唐的繁华，但我看
到的只是市井人家的烟火气，小区门前
闲聊的居民悠闲自得，道沿上的摊点老
板笑迎顾客，闲散的游客穿梭于街头巷
尾。这里居住环境虽然逼仄，但弥漫着
恬静安闲的气息。只是在路南口矗立的
一条从井中腾飞而出的石龙雕塑，才显
出这条街的特别来。

景龙池在原唐代的隆庆坊，在兴庆宫
未修建之前就已存在，不过那时不叫景龙
池。据《长安地名录》记载，武则天在位时，
此地有户叫王纯的人家，院中有一眼青石凉
井供平日汲水。有一天，井中突然溢出水
花，银珠飞溅，汩流不绝，至唐中宗时，溢水
成池。传说池中常有云气，间或有黄龙出
没，被人们视为奇观。因此地叫隆庆坊，此
池也被称为隆庆池。又因是井水溢出，还被
称为井龙池。在武则天大足元年（公元701

年）的时候，相王李旦（即后来的唐睿宗）的
五个儿子被赐宅居这里，称为“五子宅”。当
时有很多人认为黄龙出没是大吉的征兆，说
明这里将来会走出天子。巧合的是，居住在
这里的三儿子临淄王李隆基，后来就登上了
天子的宝座。李隆基登上帝位后，人们就将
这里传说中出没的黄龙视为唐玄宗李隆基
当皇帝的先兆了。龙在中国封建社会是皇
权的象征，汉代以后，龙逐渐代表皇帝。龙
与皇权本无关系，很长时间以来，它只是一
种神话形象或者民间信仰。

李隆基登基后，为避玄宗名讳，隆庆坊
遂改为兴庆坊，隆庆池也改为兴庆池。至
于景龙池的由来，通常有两种理解：一是由

“井龙池”同音字雅化而来；二是因为该水
域是唐中宗在位时水面扩大，所以从其年
号“景龙”而来。此地虽然名称众多，但从清
光绪十九年的《清西安府图》上看，最后保留
沿用的是“景龙池”三个字，而且在这个时
期，景龙池已经是一条很明确的巷道了。

我站在巷道中央，已想象不出当年这
里的繁华，曾经碧波荡漾的景龙池早已灰
飞烟灭。走到路北口，发现有一处高台，高
台上是一座破旧的土坯建筑，墙体由青砖
包裹着土坯，房顶为木梁搭建。据传这是
当年唐玄宗和嫔妃们观鱼的地方，明清时

期人们在这里供奉着观音，被称为“老母
庙”，在特殊年月里，庙里的泥塑被砸了，庙
宇慢慢变成了民宅，直到现在还有人居住。

走出景龙池，回头再凝望这个千年唐
地，不禁顿生感慨，白云苍狗，沧海桑田，在
经历了千百年的变迁后，历史的烟尘早已
消散。景龙池这个称谓所指的内容已从皇
家宫苑里的一池碧水变成了人们对一处地
方习惯的称呼，而那些千年传唱的故事，
早已留在了历史的烟尘中，也留在了我
对历史的追忆里。我望不见历史苍远的
尽头，却能感受到脚下沉甸甸的厚重。

旟鼎铭文拓片旟鼎铭文拓片。。

往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