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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壸门座银波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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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 藏 这件文物虽定名为鎏金壸门座银波罗
子，但更准确地说它应该叫作鎏金银樏
（lěi）。所谓樏，是一种内有隔断的盘状食

具。1987年法门寺唐塔地宫后室就出土 2套 10件此类器物，它
每件通高 3.8厘米，口径 10.3厘米，底座径 11.2厘米，重 250克，
由银质鎏金精心打造。浅腹平底的器身，内部焊接“十”字形格
架，圈足镂刻六个火焰形壸门，壸门间饰以忍冬纹，纹饰线条流
畅，鎏金工艺精湛，可单独使用，亦可上下相叠使用。这种可单
用可叠摞的模块化设计，既满足了宴饮时食物分类盛放，又能通
过叠加节省空间，兼具实用性与灵活性。

追溯樏的历史渊源，其早期形态可一路探寻至春秋战国时
期，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的淹城遗址出土的原始瓷戳印纹
多子盒便是有力证据。该多子盒内部以三只小盂（yú）进行分
隔，此设计展现了早期樏分隔设计的雏形。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随着贵族饮食生活的日益趋向奢华，樏频繁现于各类宴会。如
西晋文人左思的《蜀都赋》中所描绘的“金罍（léi）中坐，肴槅（gé）
四陈”，生动展现了宴会的盛景，其中“槅”指的便是樏；南朝刘义
庆著的《世说新语》里，既有“族人大怒，便举樏掷其面。夷甫都
无言”这般因情绪激动而以樏作为“武器”的场景，又有“襄阳罗
友有大韵，少时多谓之痴。……在益州，语儿云：‘我有五百人食
器。’家中大惊，其由来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百五十沓乌樏。”
其中的“沓”在《玉篇·日部》载：“沓，重叠也。”樏以“沓”作为计
量单位，不难看出出现了可叠加的樏。及至唐代，受佛教文化、
波斯文化的影响，樏绽放出多元化的魅力，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鎏
金银樏上的壸门和忍冬纹便是佐证，五代王处直墓《侍女图》中
侍女手捧海棠花樏，作为唐风樏的延续，说明樏的器型多样化，
而且多层樏在唐代更受人们的青睐。

宋代，受商业浪潮席卷，市民阶层壮大，瓷质樏大量普及，其
造型五花八门，或呈娇俏的花瓣形，或仿灵动的动物状，还印上诗
词书画，实用之余尽显文雅，频繁现身百姓餐桌与市井酒肆，承载
日常烟火；元代，由于疆域辽阔，民族融合，为顺应蒙古族饮食习
惯，樏材质厚重，装饰融入繁复西域花纹，以盛放奶制品、大块肉
食，成为饮食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明清时，因为皇权独尊，宫廷
樏集珍稀木料、华丽髹（xiū）漆、璀璨宝石于一身，工艺繁复到极
致，是皇权赫赫威严的象征，民间樏却以质朴之态扎根乡土，竹
编、陶制樏穿梭于婚丧嫁娶、传统节日，延续民俗温情。

鎏金银樏，如今虽已淡出历史舞台，但其设计智慧与文化基
因仍深刻影响着现代生活。从日本漆器中的分层便当盒，到当代
模块化餐具的灵感来源，樏的“分格”哲学跨越时空，成为东西方
共同的文化遗产。其千年演变史，既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缩
影，也是人类追求实用与美学平衡的永恒见证。

赵淑华

留 坝 耍 狮 子

留坝虽是人口小县，却是文化大县，生态文
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宽不见边，深不见底。

留坝自古就有过年、过节耍狮子的习俗，
留坝的狮子耍得闻名遐迩。

据我所知，舞狮子在古时有个好听的名字
叫“太平乐”，自然是取其祥瑞太平、求吉纳福
之意。据县志载，“明清时期，留坝城关、江口、
马道一带舞狮子广为流行。民间以竹篾、彩纸
扎粘狮子头，以棉布麻丝扎成狮身。狮子一大
一小，为父子或母子成双成对。舞狮有文武之
分，文狮表现狮子掻痒、舔毛、逗乐、踩球、翻滚
等温顺憨态，武狮则表现跳跃、登高、翻腾、扑
打等功夫”。

在我的记忆中，老家江口的耍狮子当属
武狮，我曾亲眼目睹“耍方桌”，即狮子爬上方
桌与椅子三层叠加的高处，狮子四只脚要将
桌子四个角一一触摸到，之后再一跃而下。
这个时候为舞狮高潮，小小的方桌之上，考验
舞狮的两人之真功夫及默契度，稍有闪失则
后果不敢想象。此时鼓点亦高昂激越，看得
人心惊胆战，手心里满是汗水。每当狮子完
成高难度动作从高处跳下之时，所有观众才
得以松一口气。还看过一次“猴子捞月”，由
戴面具的“笑和尚”徒手爬上光溜的一根木
柱，取下其顶端挂着的红包，亦是有惊无险，
很是好玩。

彼时常听大人津津乐道地讲“布阵”与“破
阵”，诸如“乌龟抱蛋、太公钓鱼、海底捞针”等
高难动作以及入户拜年时主户布下“吉祥、进
财、家昌”等古时的阵势，再由狮子一一破解。
那些终是听听，没有亲见。

我有一小学同学，小名叫新友，系江口舞
狮队骨干成员。好几次春节期间到我们单位
拜年，看见老家的狮子和同学倍感亲切，总要
过去给他递上一杯热茶再闲聊几句。今年元
宵节汇演没看见他舞狮子，倒是看见邻居三兄
弟大平、七斤、春喜都在队伍里面，七斤跟我年
龄相仿，小时候没少欺负我。此次大平是采莲
船的艄公，戴着长胡须，有板有眼地启船、划
船、转弯、刨沙。其余二人则是锣鼓队成员，他

们专心致志地演出，只在街上游行时看到我
时，对我憨憨地一笑。

有个幼稚的问题在心里悬搁多年，即十二
生肖里为什么没有狮子？后来听人说，是因为
玉皇大帝给十二生肖排名时狮子迟到了，别的
动物注册报到满额了。但真实原因恐怕不是
这个，应该是狮子非华夏本土产物，属外来物
种，自然是不在十二生肖之列。《后汉书》曾记
载“是岁（章和元年，公元87年）……月氏国遣
使献扶拨、师子”，这是狮子传入中国之最早的
文字记载，说明东汉年间狮子才传入中国，这
是丝绸之路之产物。另一途径，就是随佛教
传入中国。在佛教中，狮子地位很高，为灵兽
形象。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佛教在中国
盛行，人们对狮子的崇尚逐渐发展为独立于
佛教文化的中国狮子文化，比如皇宫及达官
贵人家门口都立有石狮。最高级别的皇家石
狮头上有 45个疙瘩，代表皇帝的九五之尊，
而七品以下官员门口不得使用石狮，体现社
会秩序与等级。

狮子本为一猛兽，却因其蓬松茸茸的鬃毛
和其方方的脸、长长的胡须让其外形弱化了凶
猛危险，有了可爱的成分。又因其静默与庄
严，将驱魔避灾、祥瑞正义合二为一，成了与龙
同样作为图腾最独特的存在。

耍狮子之时，是人们辞旧迎新，一元复始
之时，此时人们总要告别过去的种种，总是想
要神力附身，拥有全新的勇气和力量，吓退一
切妖魔鬼怪。而狮子跳跃翻滚，左奔右突，无
所畏惧又活力无穷，无疑最符合人们的心意。

现在，舞狮已是江口小学的一项课外活动
课程。看见小孩子们将带卡通元素的狮子舞
得出神入化，真的是欣慰不已。所谓传承的意
义，如此而已。

这个时代，AI挤压着人的生存空间，替代
了人的许多所能所为，让人类有些危机和尴
尬。那么，像耍狮子这样的民俗会随着科技的
飞速发展而被淡去或消亡吗？我以为，不会，
耍狮子厚植于民族传统文化之中，深不可拔，
深不可除。

咸阳古城四关之历史变迁
任耀博

19071907年咸阳县城永绥街南口钟楼年咸阳县城永绥街南口钟楼。。

近代咸阳城垣四关勾勒了古城轮廓，
也是老城与新市区的基本界线，要想了解
现在咸阳市区的日新月异和繁荣昌盛，就
得从清末民国时期的咸阳城垣四关历史演
变说起。

九门九关九里山

关于咸阳古城，民间流传着“九门九关
九里山”的说法。其范围即现在常说的老
城区，最早建于明代初期，开始所建咸阳城
垣并不大，东墙在今花店巷西，南墙在今渭
阳东路北，西墙在今永绥街、清泰街略东
处，北墙在今仪凤西街略南处。明嘉靖年
间，咸阳城垣扩建后，城门增加到九座，城
垣面积也相应增加，至此形成“九门九
关”。据民国《重修咸阳县志》记载：“嘉靖
二十六年（1547），拓东西北隅，计广逾八
里，雄跨渭岸，屈曲不方，以象斗杓。渭水
东流，直横无际，以象天汉，捍外而卫中，金
汤甲它邑焉”。东墙北段在今东道巷，经谭
道巷与旧城垣东墙相接，西墙在今乐育南
路略东地方，北墙在今人民东路中间位置。

在此后数百年间，咸阳城垣时有修葺，
与此前修建扩建相比，多是以旧翻新增修
建楼，城垣面积实际并无明显变化。如清
道光年间的重修碑刻有记：“因亟择诚谨介
洁者董其事，陶司鄱瓳，工选木石，一时筑
砌并举，或全建新垒，或增修旧垣。又于城
之东南二隅，分建奎楼，以补文星。工成之
日，登陴四眺，河水环流，雉堞整齐，楼台耸
固，洵金汤之形胜也欤。”

所谓“九门”，东门，名曰朝阳，取向阳
之意，后改为东明；西门，名曰望贤，后改名
为西宁，取西方宁静之意；南门，名曰渭阳，

后改名为南阳；北门，名曰五陵，取北眺五
陵原之意，后改名为北平，取北方平安之
意；学道门，名曰文明，取崇尚儒道以臻文
明之意，后改名为昂霁，因咸阳每逢雨雪初
晴而天气放晴，而顿生昂霁之感，遂以此为
名；西北门，名曰乾清，改后名为永绥，取西
方永远平安之意；除此六门外，还有小北
门，名曰天任，取天干第九位之寓意；小南
门，名曰清泰，取清静安泰之意；新城门，名
曰迎旭，取迎接旭日东升之意。咸阳古城
九门正式建成后，历代均有不同程度的修
复，城门之名因而时有更改，以上略举大
端，不免挂一而漏万，但也足以管窥咸阳城
门及其名称之演进梗概。

何为“九关”，顾名思义，就是城垣九个
城门的关口。即古代城池的城门，因皆设
置重门和吊桥，以保护城中官民和防御城
外盗匪，故此实际上城关就成为据险而守
的关隘，民间习惯上将城门及周边按方位
称之为东关、北关等。应提及的是，明清时
期咸阳城内通向各城门的街巷名称，与所
对应的城门基本同名。而“九里山”，一般
指的是城垣周长约九里。

关于“九门九关九里山”，以及咸阳古
城，咸阳民间还流传着有关民谣，如“咸阳
县，两头尖，南有渭河北有原，九门九关九
里山”“身卧五陵原，头枕北莽山。背子怀
抱孙，肩挑两河川。”“三原桥，泾阳塔，比
不过咸阳冢疙瘩”“先进咸阳为君，后进咸
阳为臣”“南方才子北方将，咸阳原上埋皇
上”等等。

东南西三关之发展变迁

咸阳城垣虽有“九门九关”之说，但在

数百年历史长河中较为重要的只是其中
“四关”，即东关、南关、西关、北关。在清末
民国时期，这四关因地理位置迥异，以及路
桥修建、火车开通、商铺工厂落户等，其命
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有的逐渐萧条
没落，有的则趁势快速崛起。不过，近代咸
阳四关无论是没落还是崛起，都不是一蹴
而就，而是经过百年发展演变和历史沉淀
而来的。

东关以咸阳古渡知名。咸阳古渡是咸
阳著名景点，也是咸阳最繁华热闹的渡口，
每天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熙熙攘攘，船工
艄公的号子声此起彼伏，轮渡舟桥交替往
返穿梭于渭河两岸。东关临近渡口，不仅
有住户，还有饭店、商铺和马车店，故而人
气较旺。此外，东关和古渡每到农历八月
初二还有城隍庙会，庙会前后热闹非凡。
因庙对着渭河，故而祭祀活动内容中便有
纸扎的船、轿、马、衣等顺水而去，周边还有
数不清的小吃摊位，以及戏台杂耍表演。
同时，庙会当天既有吆喝叫卖声，还有唱戏
演戏声，更有鼓乐丝竹声，当然也少不了此
起彼伏的爆竹鞭炮声，总之就是鼓乐齐鸣，
沸沸扬扬，热闹至极。

再说南关。据记载，南关早先也比较
繁荣，但是到了近代，因渭河河床抬高北
移，而逐渐萧条，以至人烟稀少。清末时南
关尚有少量住户、店铺，民国时期则仅剩一
处会馆遗址，房屋数间。这就是南关在清
末民国时期以及解放前夕的情景。其次，
再看西关，原先也是穷村穷店，较为冷清落
寞。西关的发展则得益于近代西兰公路的
铺设开通。西兰公路是民国时期联通陕西
与西北各地的主要公路线，也是抗战时期

苏联援华物资入陕的重
要公路。随着西兰公路
运行，作为过境节点的咸
阳西关自然收获匪浅，加
上汽车站的设立，至此西
关住户商铺也就多起来
了，慢慢也就繁荣了。而
最终致使西关走向繁华
之路，并成为市区中心区
域，则是因为渭河大桥的
修建与通车。

北关的崛起发展

北关在四关之中最
为繁荣知名，北关发展崛
起源于陇海铁路线和咸

阳火车站。在铁路线未铺设到咸阳时，这
里住户较少，仅有人口二百左右，商铺数家
而已。但自从铁路开通和火车站运行后，
这里的发展突飞猛进，工厂商铺纷纷在北
关一带设厂开店，如陕西省酒精厂、尧山油
厂、中国打包厂、自来水厂等十余家企业。

咸阳火车站在北关的建成运营，给北
关的经济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活力，北关商
铺饭店旅社工厂的增加，又带动了住户
和人口增加，北关历经从人烟稀少到人
来人往的嬗变，至此一片繁忙景象，发展
速度可谓是一日千里，其面貌也因此而
焕然一新。由此可见，火车站的确给北
关的发展起到了招商引资作用，促进了
北关的经济发展，也给日后北关的发展
奠定了重要基础。

抗战时期，北关的工厂企业遭到日寇
飞机轰炸，严重破坏和影响了北关发展。
抗战结束后，除了商铺工厂外，北关还迎来
了一所高等学校，即国立西北工学院，该校
迁来咸阳，校址在北关原来的酒精厂旧
址。这是民国时期在咸阳县建校办学的唯
一一所高等学府，也是现在著名的西北工
业大学前身之一。在咸阳办学数年后，因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西北工学院迁往省城
西安办学。

近代咸阳四关既是咸阳城垣在旧时代
的轮廓边界，又是新时期咸阳城区扩建的
历史起点。历经百余年发展变迁，曾经的
城关早已无影无踪，但那些古朴的街道名
称大部分却都保留下了，至今咸阳老城区
许多街道里巷名称仍具有深刻的历史印
记，若追本溯源刨根究底，似乎可以说，古
城的每条老街都保留和承载着数不清的
咸阳故事。

俗语：“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
前。”反之，听了老人言，成全有经
典。寇准罢宴的事正好可以佐证，同
时也说明，老人不仅要颐养千年，还
有言传身教的职责呢。

清人杨潮观著有《吟风阁杂剧》，
其中《寇莱公思亲罢宴》（以下简称
《罢宴》）最负盛名。剧情大致是：寇
准庆寿，大摆宴席，相府则“比前异样
铺张，色色翻新换旧”，夜晚“列幕张
灯，如同白昼”。曾服侍太夫人（寇准
母亲）的刘婆被回廊的蜡泪滑倒，不
由感叹今日奢华却是忘了往日的艰
难呀。便试着劝说寇准，权当她“秃
尾乌鸦教凤凰”。刘婆追忆太夫人：

“挑灯伴读落叶寒窗，那有余辉东壁
分光亮。单仗着十指缝裳，继膏油
叫你（指寇准）读书朗朗，拈针线见
他（指太夫人）珠泪双双。”唱词一
转，不住反问：“到如今，怎金莲银炬
照不见你憔悴老萱堂？”刘
婆拿来太夫人遗画，原是太
夫人临危之际交她，并说：

“你的小官人，将来前程自
然远大，只是没爹的孩儿，
从小任性，我又失教，怕他
一朝得志起来，就这一件，
我做娘的放心不下……”话
犹未了，太夫人“几声呜咽，
两泪分流”，竟与世长辞！
但见画中“母子二人，孤灯
一盏”，太夫人“仪容萧
瑟”。寇准哭倒在地，自责

“忘亲纵欲”“忠孝两亏”，随
即罢宴。

《罢宴》旨在宣扬孝道，
正如该剧小序所言：“罢宴，
思罔极也。”

“罔极”源自《诗经·蓼
莪》。蓼莪指长得又高又大的草，这
种草丛生相连，俗称抱娘蒿，诗以蓼
莪比喻父母和子女的骨肉血亲。诗
有：“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大意是，
父母养育之恩大如天，我们做儿女的
须及早报答，否则会有“罔极之哀”，
恰如剧中寇准慨叹：“树欲静而风不
宁，子欲养而亲不逮。真是古今同此
一恨也！”

“寇准思亲罢宴”史书并无记载，
而杨潮观浓墨独创，源流大抵有三。
一是思亲之情，人皆有之，然寇准尤
甚。寇准（961-1023）七岁随父登华
山，居然写下“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
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的壮
丽诗篇，该是其状元父亲的书香熏陶
吧。寇准 10岁丧父，19岁中进士，但
次年丧母。司马光（1019－1086）《涑
水记闻》载：“寇莱公少时，不修小节，
颇爱飞鹰走狗。太夫人性严，尝不胜
怒，举秤锤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
节从学。及贵，母已亡，扪其痕辄
哭。”二是寇准位高权重，但“豪侈冠

一时”。欧阳修（1007－1072）《归田
录》有：“（寇准）尤好夜宴剧饮，虽寝
室亦燃烛达旦。每罢官去，后人至官
舍，见厕溷（溷读hùn，厕溷即茅厕）间
烛泪在地，往往成堆。”（元朝脱脱主
编的《宋史·寇准传》沿循此说）。故，
寇准设宴众所周知，剧中也有了刘婆
回廊被蜡泪滑倒的情节。其三，寇准
去奢行俭，闻过则改。邵伯温（1057-
1134）《邵氏闻见前录》有一段话，大
意是寇准富贵以后，把每月的薪资放
在堂上，任由大家去花，一老妇人哭
诉：“太夫人去世时家贫，连做葬衣葬
被的布都没有，现在却大不一样啦。”
寇准“闻之大恸。故居家俭素，所卧
青帷二十年不易”。不易即不更换。

至于剧中没有出场、全由刘婆叙
说的太夫人这一人物形象，却是呼之
欲出，感人肺腑，这可能与杨潮观个人
的生活体验有关。杨潮观出生后即过
继给伯母，其时伯父已去世，他正是在
祖母、继母守寡的环境下长大的，所以
他对母爱有着特别的深刻感受。

《罢宴》首经昆曲演出，
着即走红。乾隆二十五年
（1760年），杨潮观携《罢宴》
晋京演出，已为皇宫所欣
赏，后该剧于江浙四川一带
广为传唱。清代学者焦循
（1763-1820）《剧说》介绍：
“寇莱公罢宴一折，淋漓慷
慨，音能感人。阮大中丞
（阮元）巡抚浙江，偶演此
剧，中丞痛哭，时亦为之罢
宴。盖中丞亦幼贫，太夫人
实教之；阮贵，太夫人久已
下世，故触之生悲耳。”又，
周维培先生《曲谱研究》中
提到他赴哈佛大学研修时
所发现的两种工尺谱，为国
内所未见，其中一《曲谱》抄
录了《罢宴》的工尺唱腔及

道白，委实令人惊叹。
1957年，《寇莱公思亲罢宴》改编

为京剧《罢宴》，中国京剧院演出。
197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制作戏曲影
片，上海京剧团演出。2016年，天津
市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录制京剧《罢
宴》，入选《中国京剧像音像集萃》，天
津市青年京剧团演出，央视多次播
放。京剧中刘婆唤作刘妈妈，将太夫
人遗画命名为《寒窗课子图》，并赋诗
四句：“孤灯课读苦含辛，望儿修身为
万民。勤俭家风遵母训，他年富贵莫
忘贫。”之后寇准罢宴。剧末道白是：
寇准说“违母教豪华自享”，刘妈妈说

“崇节俭罢宴停觞”，寇准说“惭愧”，
刘妈妈说“好哇”。如此一来，该剧的
主题由“思罔极”变成了“戒奢靡，尚
清廉，守初心”。（2020年02月04日央
视《戏曲青年说》）

北宋名相寇准在“罢宴”这件事上，
听从了刘婆之言，知错即改，从而留下
了千古美谈，也让我们更加敬老尊贤，
并对“勤俭”这一家风有了新的体验。

2020世纪世纪7070年代咸阳老城区年代咸阳老城区。。

19271927年咸阳县城墙年咸阳县城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