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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 迹

刘 乐

李固家族
何人葬故里

东汉太尉李固自祖父李颉到父亲李郃祖孙三代人的县籍都
是南郑，《华阳国志》《后汉书》记载甚明，唯其故里失传不详。幸
有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以水证地，以地存史”的记述，给我们提
供了寻找的线索，注文云：“汉水又东，得长柳渡。长柳，村名
也。汉太尉李固墓碑铭尚存，文字剥落，不可复识”。这段文字
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李固死后就葬在南郑县境内，一处濒临
汉江叫长柳村的地方。按照古人落叶归根的传统丧葬习俗，归
葬之地就是其故里。因此，汉中文史专家陈显远先生在《李固
墓》一文中肯定地讲：“这里（长柳村）就是李固的故里。”

长柳村位于南郑县治（今铺镇）东三十里处，今属城固县柳林
镇。清末民初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考辨说：“《九
域志》，南郑有长柳镇。今有柳村堡，在南郑县东南三十里，与城
固县接界。”表明长柳村，到宋代置长柳镇，清代又称柳村堡的历
史沿革。民国时期还改叫过柳林铺，今为柳林镇。

史载，先秦置南郑、城固县，南郑县为汉中郡治，治所在今汉
中市汉台区东二里的铺镇；城固县，南朝刘宋改成固为城固，隶
属汉中郡，治所在今城固县东五里的湑水西岸汉王城。由于李
固故里长柳村介于南郑与城固两县毗邻处，地属何县，历史上区
划屡有变动。经查证，长柳村划归南郑县的时期有：东汉、南北
朝、清光绪时期、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8年。长柳村划归
城固县的时期有：唐代、宋代、明代、清康熙、乾隆时期、新中国成
立后的 1959年至今。

长柳村作为东汉名臣李固故里，倍受文士官吏爱屋及乌般地
关注。“初唐四杰”之一的诗人王勃，来到这里，作《长柳》五言诗留
下：“晚风清近壑，新月照澄湾。郊童樵唱返，津叟钓歌还”的优美
诗句。北宋兴元府知府文同，到城固寻访前朝隐士崔觐遗迹，在

“访问诸故老，寂无祠与坟”的遗憾中，拜谒李固墓。他十分敬仰
“此县汉唐时，诸公扬清芬”的风范，故而“刻诗子坚庙，来者期不
泯”，在李固祠庙刻诗传承，希望后来者知道先贤的事迹。

三国孙吴史学家谢承撰《后汉书》记载：“固临终，敕子孙：素
棺，三寸幅巾，殡殓于本郡墝埆之地，不得还墓茔，有污先公兆
域。”表明遵遗嘱，李固骸骨没有葬入李氏家族墓地，而是安葬在
了长柳村东边的“墝埆之地”。墓冢南北向，头北脚南，墓基长 42
米，宽23米，冢高6米，长14米，宽10米，呈覆斗形，这里正是一处
荒凉瘠薄的高坎之地。

那么李氏家族墓地又在哪里呢？经考证其在李固墓西十里
的七星台。据陕西省文物局编辑出版的《汉中卷·城固文物》一书
介绍：“七星台汉墓群，位于城固县柳林镇草寺村六组，村委会南
800米处。墓群所在地名为七星台，据当地老人讲，这一片共有
圆丘形封土七处，分布似北斗七星，故名七星台。后遭到破坏，
现存封土呈不规则长方形，长 9.5米，宽 5米，高 1.7米；在封土堆
发现带有花纹的汉砖。”民国以前流传“草寺有个七星台，李家先
人这里埋”的传说。查两汉时期长柳村一带的官宦大族，只有显
赫一方的李固家族。史载李固祖父李颉、父亲李郃、儿子李燮死
后均葬故里。如李固四十二世后裔李道、南宋淳熙八年修撰的
河南汤阴县《瓦岗村李姓族谱》记述：“溯忆我李肇迹陇西名族，
自东汉始祖颉，二世祖郃，墓南郑。”嘉庆《汉中府·邱墓》载：“南
郑县：汉司空李郃墓。京兆尹李燮墓。”七星台东汉李固家族墓
地，所葬七人应为李颉、李郃、李历之父（李颉子、李郃弟、李固叔
父），李固堂弟李历，李固三子：李燮、李基、李兹。

情尽义全话周仁人 物

任哲中任哲中《《周仁回府周仁回府》》剧照剧照。。

民 俗

白来勤白来勤

清明时节荡秋千清明时节荡秋千

荡秋千，就是揪着皮绳而前后摇摆。
其起源，可追溯到几十万年前的上古时
代。那时，我们的祖先为了谋生，需要上树
采摘野果或猎取野兽。在攀援和奔跑中，
他们往往抓住粗壮的蔓生植物，依靠藤条
的摇荡摆动，上树或跨越沟涧，这是秋千最
原始的雏形。至于后来绳索悬挂于木架、
下拴踏板的秋千，春秋时期在我国北方就
有了。当时拴秋千的绳索为结实起见，通
常多以兽皮制成，故“秋千”两字的繁写均
以“革”字为偏旁。后来逐步发展为用两根
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

《古今艺术图》说：“此（荡秋千）北方山
戎之戏，以习轻（敏捷）者”（见清翟灏《通俗
编》卷三一）。山戎是古代北方的一个少数
民族，属地在今天的北京市及其周围地区，
秋千原是其进行军事训练的工具。春秋
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带兵打败山戎后，将其
国土划归燕国，秋千也随之向南流传，后
来逐渐演变为中华大地上很多民族共同
的游艺竞技项目。

古代荡秋千是在清明、寒食节前后才
有所见，而且仅仅局限于豪门贵族家的红
男绿女，于传统节日的狂欢游戏之用。《艺
文类聚》中就有“北方山戎，寒食日用秋千
为戏”的记载。汉武帝时宫中盛行荡秋千；
唐人高无际《汉武帝后庭秋千赋》云：“秋千

者，千秋也。汉武祈千秋之寿，故后宫多秋
千之乐。”荡秋千在当时主要是为了强身健
体。唐代宫廷把荡秋千称为“半仙戏”，五
代王仁裕在其笔记《开元天宝遗事》中说：

“天宝宫中，至寒食节，竞竖秋千，令宫嫔辈
戏笑以为宴乐。帝呼为半仙之戏，都中市
民因而呼之。”唐宋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
发达，市民阶层的大量涌现，荡秋千逐步演
变成节日中的狂欢节目。杜甫有诗云：“十
年蹴踘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写的是
踢球、打秋千锻炼身体的习俗。刘禹锡亦
有诗：“秋千争次第，牵拽彩绳斜。”可见荡
秋千习俗流传之广之盛。老电影《芦笙恋
歌》中就有勤劳善良、淳朴勇敢的拉祜族青
年男女荡秋千的画面，尤其是插曲《婚誓》
的歌词非常唯美且具有画面感：“燕子双双
飞上天，我和阿哥（妹）荡秋千。秋千荡在
青空里，好像燕子云里穿。”

在宋代还出现了“水秋千”的杂技表
演，上自皇帝妃子、王公大臣，下至庶民百
姓，竞相观看。表演之前，先在水中置两艘
巨大画舫船头竖起高高的秋千架，表演时
船上鼓声大作，船尾的杂耍艺人耍练上竿
后，依次序登上秋千，奋力悠来荡去。当秋
千悠到和秋千架的横梁相平之时，他们双
手脱绳，借秋千回荡之力跃入空中，在空中
翻个跟斗，然后投身入水。因表演者姿势

各异，看上去惊险优美而又变化无穷。“水
秋千”类似现代跳水运动，是宋代杂技的新
发展，在中国杂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
世颇有影响。

荡秋千不仅仅是我国古代清明节的一
种习俗，更具有医治疾病的作用，据说还可
以“释闺闷”。《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五回开
头写吴月娘、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等在
花园里荡秋千的场面，并引用了据说是出
自唐伯虎之手的《秋千诗》。诗云：“二女娇
娥美少年，绿杨影里戏秋千。两双玉腕挽
复挽，四只金莲颠倒颠。红粉面对红粉面，
玉酥肩共玉酥肩。游春公子遥鞭指，一对
飞下九重天。”李清照亦填有一首《点绛唇·
蹴罢秋千》。一时间，荡秋千几乎成了女性
的专利。

在关中农村，荡秋千被称为“打秋”。
旧时，每逢清明节前夕，村里的青壮年秋千
爱好者，按惯例在族长或村干部的支持下，
在开阔乡场或街道上搭建起打秋千的木
架，将四根粗圆松木檀两两交叉栽埋于路
两旁地下，再在上面交叉处横架一木梁，再
将一根结实的绳索在横梁上缠绕垂下，距
地面半尺左右，再穿一套环上的牛扼头或
板凳面子作踏板，绳头另一端也绑缠在上
梁上，缚好后的“秋千”暂时加锁待用。清
明当日才能开锁表演。表演时人们里三层

外三层，像看戏一样热闹。只见表演“打
秋”者双手抓绳，一脚踏板、一脚着地，向前
猛跑几步，快速将脚收齐并拢，借着惯性与
动力，或收绳蹬，或扩绳坠，三五下便荡得
与横梁持平，甚是惊险。看得观众目瞪口
呆，掌声不断。这个人表演完毕，那个人接
着上，相互一决技艺高低。

打秋的运动方式不仅可以一人独荡，
而且可以两人（可两男两女或一男一女）面
对面互荡，情趣颇浓。其中有一种玩法是
一个人坐在秋板上，另一个人脚踩两边，靠
着推送之惯性来回晃荡。另一种玩法是让
年老体弱者坐在踏板上，靠人工快步推送
至半空松手，靠着惯性来回游荡升降。最
刺激的是坐在踏板上，别人双脚蹬坠至最
高处，然后自然下落的感觉。只觉得疾风
呼呼从耳边穿过，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不
少胆小的人，脸色发白、尖叫不止。农村人
把这叫惊险的“滋润”，说是可以疏筋通络，
还是较为妥帖的。

清明节的打秋活动，过去在关中农村
一般不超过一周。三四天后，秋千架便拆
除了，刚上瘾的娃娃们便盼着来年。个别
孩子，意犹未尽，回家缠着大人在门框或在
两棵树上用绳绑个小秋千，邀上玩伴你推
我送，交替晃悠，继续玩耍，只是缺少或根
本就没有村里大秋千的狂放与刺激。

刘晓东

明 清 咸 阳 城 的 钟 楼

明清咸阳城的钟楼，旧址在今清泰
街、永绥街与中山街交汇口，西距 2010
年新建的咸阳钟楼约百米。明清时期的
咸阳钟楼在县中西两街十字口，横跨中
西两街。

按清乾隆十六年《咸阳县志》收录的
乾隆八年咸阳知县姚世道“重修钟楼碑
记”记载，咸阳钟楼创建于明万历十八年
（1590）。清初顺治八年（1651）曾对钟楼
进行重修。但“岁久楼（钟楼）复倾”。乾
隆七年（1742）冬天，知县姚世道召集县邑
乡绅商议捐资重修钟楼，姚世道率先捐献
俸银百两，众乡绅踊跃捐助了重修工程所
需的其余银两。“工（重修钟楼工程）兴于
乾隆七年冬十一月，落成于次年（乾隆八
年）秋九月”。重修后的钟楼“自巅及基，
焕然一新。”“下分为四门，向作方形”。姚
世道还对钟楼下的泥道用废碾数十枚进
行了整修，道路才得以平坦，不会积雨。
姚世道还在钟楼西北的空地，修建了四间
房屋，并推举诚信严谨之人来管理，房屋

每年的租金作为疏通水道及将来修葺钟
楼的资金。据清乾隆十六年《咸阳县志》
续志及民国二十一年《咸阳县志》收录的
清道光年间咸阳知县陈尧书“重修咸阳钟
楼碑记”记载，自乾隆七年（1742）重修钟
楼后，“越今（道光十三年）又九十余稔
（年）。岁久材朽，上则破瓦断椽，巍巍欲
坠；下则轨途积潦，颠覆为虞。靡特观瞻
弗壮，亦行旅戒心也”。道光八年（戊子，
1828），知县陈尧书履任后，就开始谋划重
修钟楼，只因当时才商议要重修城垣，导
致经费紧张，无暇顾及重修钟楼，到了道
光十三年（癸巳，1833）秋九月，重修城垣
工程完工后，陈尧书偕同僚召集县邑绅士
耆老商议重修钟楼之事，陈尧书带头捐献
俸银，众乡绅纷纷响应，共计捐银三千二
百八十五两。重修钟楼工程历时十六个
月，至道光十五年完工。道光年间重修后
落成的钟楼“衢通四达，楼耸三层……栏
回檐舞，金碧交辉矣！”登上钟楼则可“望
九嵕，眺八川，山屏水带，历历可数”。记

载乾隆、道光年间重修咸阳钟楼的《重修
钟楼碑》及《重修咸阳钟楼碑》均已不复存
在，所幸清乾隆十六年《咸阳县志》收录了
乾隆八年“重修钟楼碑记”，清乾隆十六年
《咸阳县志》续志及民国二十一年《咸阳县
志》收录了道光年间的“重修咸阳钟楼碑
记”，两篇碑记弥足珍贵，为研究明清时期
的咸阳钟楼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民国二十一年《咸阳县志》记咸阳钟
楼用途“望氛祲察灾祥。上悬大钟，按时
撞之”，咸阳钟楼定点报时，声震数里，钟
鸣祥瑞。张德臣编《渭城文物志》记载，咸
阳钟楼上大钟高约 2米，上铸楷书铭文“秦
始皇帝制”，1952年拆楼时将钟移至凤凰
台。明清时期各地的钟鼓楼主要作报时、
报警之用。大多设置在城市的中心，大城
市钟楼、鼓楼分置，东钟楼西鼓楼对峙排
列，咸阳这样的小县城则只有钟楼，未见
鼓楼，有的小城市只设鼓楼，未见钟楼。
明清时期各地城市都实行宵禁制度，早上
钟楼敲钟，城门开启，万户活动。晚上鼓

楼击鼓，城门关闭，宵禁人息。这就是所
谓的“晨钟暮鼓”。按照姚世道《重修钟楼
碑记》中“（钟楼）盖以警晨昏”的记载，咸
阳钟楼早、晚都要负责报时，这就兼具了
鼓楼的功能。钟楼对当时人们的起居生
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明清咸阳钟楼的建筑概况，除两篇碑
记的记载外，民国二十一年《咸阳县志》记

“楼（钟楼）三层，高五六丈”，清光绪三十
三年（1907），法国人沙畹参观游览时拍摄
的咸阳钟楼照片，为最直观真实的清代咸
阳钟楼资料。根据文献资料记载，特别是
1907年拍摄的钟楼照片来看，明清咸阳钟
楼为楼阁式，砖木结构。楼分为三层，基
座为券洞式砖砌土墩，基座以上为两层重
檐。门洞地面铺青石。2010年新建成的
咸阳钟楼，基本参照了清光绪三十三年咸
阳钟楼的建筑形式。钟楼为明清咸阳城
最高建筑之一，登楼远眺，山水映入眼帘，
历历可数，美不胜收。是明清咸阳城的一
大景观。

周仁是谁？周仁是秦腔经典名剧《周
仁回府》的主角。“小可周仁，当年身做兵马
郎官之职，只因那年押解朝廷饷银，路过长
江（一说黄河）偶遭风浪，失却了皇家饷
银”，眼看着被问死罪，幸得杜公子（杜文
学）相救，后投杜门，两人义结金兰。如今
严嵩专权，杜家被抄。杜公子将妻托义弟
周仁照料，他即随另一门客奉承东出逃。
奉承东卖主求荣。严嵩管家（一说干儿子）
严年垂涎杜妻美貌，与奉承东定计，赚来周
仁，先强行与周冠戴（赐官），后逼周献嫂。
周仁要救兄命，又要保全嫂嫂，无奈以妻李
兰英代嫂上轿，他则携嫂夜逃。李兰英杀贼
不成，自刎身亡。后来杜家平反，杜公子凯
旋，却屈打周仁。周仁哭奔妻墓，泣血哀号：

“咱夫妻受人之托，嫂嫂临难，是你慷慨替
她一死，我只说情也尽了，义也全了，谁知哥
哥回来，见面不容开口，先是一顿饱打……”
杜公子一行追来请罪，杀严年及奉承东以
祭亡灵，并扶起周仁一同回府。

《周仁回府》久演不衰，而且屡出名角，
多有大师。新中国成立前三贤故里渭南下
邽，四月八庙会上唱擂台戏，这边请来了西
安易俗社的须生雒秉华，唱的正是《周仁回
府》，呼啦一下子观众都倒向了这边。再
后，任哲中得到东方莎士比亚、《三滴血》编
剧范紫东先生指点，将周仁由须生改为小
生行当，并扬长补短，遂成任派宗师。还有

将《周仁回府》演出 3000余场的李爱琴老
师和华阴籍的卫赞成老师，他们都是秦腔
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还
有梅花奖获得者李小锋、谭建勋等，他们今
天仍活跃在舞台上，都是“活周仁”。年轻
一代的“活周仁”当推 80后的杨升娟，她是
李爱琴老师的关门弟子，并依凭改编的秦
腔传统剧目《周仁》，喜摘中国戏剧梅花奖。

相形之下，新版《周仁》将有关的过场
戏和配角戏简化了，如杜文学“托妻”、奉承
东“献杜”、严奉二贼合谋“陷周”和杜文学
流放“起解”的戏，这该是受限于申报梅花
奖规定的两小时原因吧，对此观众尚能接
受。但让大家揪心又纠结的，恰如改编前
后的戏名之差：只有“周仁”，没了“回府”，
看到戏末，果然是周仁没有回府，他要给妻
子李兰英守墓。

这让执着的观众如何是好。周仁这一
悲苦又高大的形象早已扎根在他们的心
中。人们敬佩周仁夫妇的知恩图报和侠肝
义胆，为“李代桃僵”的剧情安排而痛心不
已，更为周仁委曲求全、仁至义尽的行为而
热泪滚滚。人们更期望周仁能够回府。此

“回府”不是剧中的“回府”，回到他夫妻和
嫂子临时居住的太宁驿，也不是回到杜公
子的府上，而是回到自己的官府，至少是官
复原职吧。如此有情有义的人当官，他肯
定会造福于民的。

周仁不回府，亦在情理之中。原因大
致有三：

其一，陪伴亡灵，与妻诉说。之前以桃
代李，周仁保护嫂嫂逃亡，即便在“冷凄凄
的荒郊外”，也只能悄悄地“哭妻几声”。在
面对老仆人的怒骂杖责，也不敢明辨，深恐
人心难测。终于盼得哥哥回来，却是一顿
饱打（新版是兵卒鞭打，原版是杜文学棍
打），这多日的挣扎和无奈、煎熬和不堪、郁
闷和委屈一股脑儿地都要向妻说出来，这
正是：“愿已偿债已还无有遗憾，问贤妻今
夜晚魂归哪边。生不能常恩爱百年相伴，
九泉下与贤妻共话团圆。”

其二，厌恶官场，不想自陷泥淖。周
仁当年押运银饷，浪里翻船，竟被人构陷，
差点丢了性命，后来受杜家庇护，也是好
景不长，险象环生。“叹人间多荆棘世途艰
险”，想我妻“孤寂寂埋荒丘隐恨长眠”，故
不回府者安。

其三，即便回了府，又能如何？周仁夫
妻相濡以沫，如今阴阳两隔，再让他每天见
到杜公子夫妻，不免悲从心来，所以还是遁
匿的好，“李兰英秉侠义人神共鉴”，有此心
灵栖息之所，夫复何求！

笔者认为，周仁当回府，如此才得圆
满。这不仅仅是满足人们的美好愿望，主
因还是儒家所倡导的社会担当。为什么他
就叫“周仁”呢？周，周朝、周公之“周”。周

朝奠基中华文明，周公制礼作乐，以德治
国。周人谐音周仁，仁者爱人，“仁”恰是儒
家的思想精髓，它与周公创立的礼乐文明
和德治思想一脉相承。孔子说：“志士仁
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曾子
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
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可见，仁者本有牺牲精神，还要投身到火热
的社会实践中去。

鲁迅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
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
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
梁。”我们期待这样的新周仁越来越多。

郭发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