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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匜
凝水为礼凝水为礼 映照三千年文明的光辉映照三千年文明的光辉

麻 雪

青铜匜（yí）从悠远的周代踱步而来，
携着三千年前庄重的回响。在那个重视礼
仪的时代，匜作为水器，在祭祀、宴飨等重
大典礼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彼时，
在沃盥之礼中，宾客们正襟危坐，有人持匜
倾水，清水自匜中潺潺而下，洗过宾客们双
手后的水，接入下方的青铜盘中，象征对宴
飨的重视和对宾客的礼遇。

青铜匜，承载的不只是清澈之水，更是
礼仪文化的深厚底蕴；它不仅是一种实用
器具，更是礼仪制度的生动体现。如今，在
青铜器之乡宝鸡，出土和馆藏的精美匜打
破岁月的缄默，重现在世人眼前，引领我们
回溯那被历史尘封的礼仪华章。

历史长河中的青铜匜
宝鸡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众多、种

类丰富，其中的匜更是独具特色。1975年，

岐山县京当乡（今京当镇）董家村青铜器窖
藏出土了（亻朕 zhèn）匜。如今，（亻朕
zhèn）匜收藏于岐山县博物馆，是西周时期
盥洗器的杰出代表。

岐山县博物馆馆长徐永卫介绍，（亻朕
zhèn）匜是一级文物，通高 20.5厘米、腹宽
17.5厘米、腹深12厘米，腹底和器盖内有铭
文 157字，腹、盖铭文相连，虎头羊足、平盖
宽流、粗颈直口、屈舌兽面，口沿下饰窃曲
纹和一道弦纹，给人以狞厉威严之感。

（亻朕 zhèn）匜被誉为中国的“青铜法
典”，其铭文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篇
诉讼判决书，内容涉及西周中晚期的法律
判决等史实，对于研究西周法律史具有重
大意义。从铭文中可以看出，被告者“（亻
朕 zhèn）”胜了，并铸就了（亻朕 zhèn）匜来
记录这件事。

2003年，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的叔五
父匜也备受瞩目。叔五父匜现藏于宝鸡
青铜器博物院，其通高 18.4厘米、通长 36
厘米，整体呈瓢形、曲口直唇，前有宽流、
流略上昂，后置龙首鋬，下有四龙首足。
口沿下饰窃曲纹，腹部饰瓦楞纹，鋬上饰
凹弦纹和窃曲纹。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原院长陈亮介绍，
叔五父匜内底铸有 14字铭文“叔五父作旅
匜，其万年子孙永宝用”，从其四足和底部
有很厚的烟炱（tái）可以判断，当时的贵族
在天冷洗手时，不但用匜倒水，也可直接温
水。这为研究西周时期青铜器的实际使用
提供了珍贵线索。

说到匜的实用性，笔者还了解到，1976
年，扶风庄白二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出土了5
件放置有序的青铜器，其中也有匜。根据
青铜器铭文研究显示，这是一个没落贵族
的窖藏，匜也改变了用途，从行沃盥礼的礼
器，变成日常家用的烹饪器，甗（yǎn）、匜等
铜器的周身或底部，留有一层厚厚的黑色
烟炱，表明这批青铜器系当时正在使用的

生活器皿。
这些出土于宝鸡的青铜匜，不仅造型

精美、工艺精湛，更因其铭文内容为研究西
周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提供了
重要的实物资料。它们是宝鸡地区悠久历
史和灿烂文化的见证，也是中华民族珍贵
的文化遗产。

沃盥之礼的庄重演绎
西周时期的礼仪制度渗透于当时贵族

生活的方方面面。匜与盘配合使用，在当
时主要用于重要场合的“沃盥之礼”。

《礼记》中记载：“进盥，少者奉盘，长者
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描述的就是沃盥
之礼的场景：宾客在行沃盥之礼时，由一位
年轻人端着接水的盘，年长的人捧着装水
的匜，宾客洗过手后，再给擦手的毛巾。

沃盥之礼不仅是一种清洁行为，更具
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代表着对自然、祖先的
敬畏，以及对自身品德修养的重视。在西
周的礼仪体系中，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在使
用匜进行沃盥之礼时，也有着严格的规范
和程序。

说过了“沃盥之礼”中的匜，再来说说
其中用到的盘。从考古发现来看，与匜配
套使用的盘在宝鸡出土不少。例如，散氏
盘、虢季子白盘、史墙盘、逨盘，这四个青铜
盘出土于宝鸡，尤其受到关注。

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的逨盘，记录了
单（shàn）氏家族八代人辅佐西周 12 位周
王征战、理政、管治林泽的重要史事，具有
极高的历史价值。逨盘与叔五父匜等青
铜器为我们还原了西周时期沃盥之礼的
庄重场景，让我们得以一窥当时礼仪制度
的严谨与细致。

宝鸡地区出土的青铜匜是西周青铜器
文化的典型代表。笔者还了解到，在全国
其他地区，也有匜的出土，如河南三门峡虢
国墓地出土的多件西周至春秋时期青铜
匜、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出土的西周青铜匜、

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春秋晚期青铜匜、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早期青铜匜
等。它们与宝鸡出土的匜在造型、纹饰、铭
文等方面既有相似之处，又各具地域特色。

从青铜匜的地域分布可以看出，西周
时期的文化传播范围广泛，通过分封制、宗
法制等政治制度，以及经济交流、人口迁徙
等活动，促使西周礼仪文化得以在各地生
根发芽。

从匜看西周人的命名
在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中，如叔五父匜、

逨盘等，其铭文不仅记载了重要的历史事
件和礼仪活动，还为我们揭示了西周人的
命名方式。

以前文提到的叔五父匜来说，“叔”
在西周的称谓中，属于“伯、仲、叔、季”
的排行。

陈亮在《后土吉金——青铜之乡的国
宝重器》一书中介绍，出土于眉县杨家村窖
藏的叔五父匜，与窖藏同出土的单五父壶
的器主“单五父”以及逨盘的器主“逨”，应
该是同一个人。“单”是其氏，“逨”是其名，

“叔”是他的行辈，“五”是他的字。
在西周时期，人名往往与家族血缘关

系、家族的期望和个人的品德修养或功绩
等相关，通过名字可以明确家族成员之间
的辈分和亲属关系，名字还常常与祭祀、礼
仪活动相关。如，逨盘的铭文记载了单氏
家族八代人辅佐西周 12位周王的历史，逨
作为家族的一员，其名字可能蕴含着家族
对他的期望。

宝鸡出土的青铜匜，不仅以精美的造
型和精湛的工艺展现了西周工匠的智慧和
技艺，更通过其所承载的礼仪、文化以及命
名方式等信息，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生动的
西周礼仪文明之画卷。沃盥之礼沃盥之礼

（（亻朕亻朕zhènzhèn））匜匜

胜 迹

汉中佛坪县岳坝镇全镇辖域背靠秦岭
主脊，地势为“M”字形，西北高、东南低。
西北部与宝鸡太白县相连，北部以秦岭主
梁为界与西安周至县相邻，西部和南部与
汉中洋县接壤。境内是汉江一级支流——
金水河的源头区，峰峦叠嶂、溪流纵横。全
镇森林覆盖率达 95％以上，拥有大量的原
始森林，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生物基因库”。

第七批陕西省历史文化名镇——岳
坝，如同一座活的博物馆，将古道文化、传
统民居、原始农耕、红色记忆编织成秦岭最
动人的文明密码。

古道有遗韵
说起岳坝，必然绕不过傥骆古道。
傥骆道在连接关中平原与汉中盆地

之间的诸古道中，是最为便捷也最为艰险
的。初始于商周，秦汉时期完全形成，正式
开通是在三国时期，隋唐时最盛，沿途廊道
众多，十里一厅、三十里一驿。如今，古道
路基尚存，当初以黄桶梁作为驿站的黄桶
梁街道，仍保留着石板铺就的街面。

东河栈道较为平坦，是傥骆道的一

条主要支线。至今，栈孔、桥墩、庙宇等
遗址随处可见。目前有础石、断垣、石
条、碓窝、碌碡等房屋残基、生产生活用
具残存等。

据《佛坪厅志》载：清道光五年，大古坪
东河一带人口达 21830人；光绪年间，人口
达到8万余人；同治年间，草坪一带民间活
动达到鼎盛，货栈当铺林立，人口聚集
区，定居人口达数千人。目前遗存有一
些早年商旅往来的驿站和手工作坊旧
址，房屋残基栉比鳞次，长达数里。从蒸
笼场、骡马店、火地坝、老纸厂、牌坊沟、
花椒园等沿途地名及多处庙宇，可见昔
日的繁华场景。

民居现繁花
位于岳坝镇政府驻地一带的何氏民

居，现统称为何氏古建筑群，被列为第五批
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何氏一族的故事在岳坝一带家喻户
晓。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徽商何氏一
族陆续从安徽省六安市霍山迁入陕西，在
傥骆道从事商贾贸易。相传何氏家族通过
药材种植等完成财富积累，于嘉庆十七年
（1812年），从安徽老家请来工匠，选址岳
坝，修建徽派风格家园。最先建成的是厅

院，随着家族人丁兴旺，又相继在岳坝村坝
子四面依山而建了“书院”“夫院”“桂院”。
书院由二房何显德居住，并在院里建起私
塾，供何家子弟和周边适龄学童读书。桂
院则由三房何显铭居住。夫院由家中勤杂
人员居住。据说老大是一个候缺道台，居
住在厅院。

“厅院”保存最完整。该院子正门有一
座近半吨重的石匾，刻有工整楷书，正中横
刻有“耕读传家”，右边竖刻“大清嘉庆壬
申年”字样，左边竖刻“春王正月立”，此匾
于 1812年悬挂，墙体刻有“大清嘉庆庚辰
年建成”字样，即 1820年建成。匾后竖刻
有“造主何诏周、次子东阳、东明、长孙广
盛、大石匠胡贵芳、文朝魁”字样。据当
地老人回忆，当时，由院门进入院内共有
六门，四面共有厢房近 20 间，俗称“四面
合的天井院子”。南北山墙分三面合成，
每面山墙至八米时，呈“山”字形收顶，俗
称“金墙抱爪”。该院子为砖木结构，共
两层，城砖为厚、薄两种型号，加灰浆堆
砌而成，所谓的灰浆是黄泥和土灰（类似
石灰）的混合物。砖雕是八幅民间传统
故事，门窗均为名贵木料，雕有花卉、传
说故事等。因其砖瓦精美的雕饰，被当

地人叫作“花房子”。
红魂耀千秋

岳坝是一块英雄的土地，具有光荣的
革命历史。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转
战途经佛坪，在这块荒僻的土地上播下了
革命火种。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创建鄂豫
陕革命根据地，红七十四师及宁佛工委、陕
南抗日第一军坚持根据地革命斗争，在这
块土地上点燃了革命的熊熊烈火。英勇的
革命军队与坚强的佛坪人民并肩战斗，红
二十五军在佛坪期间，在岳坝镇境内的狮
子坝村、栗子坝村、女儿坝村、大古坪村留
下红色印记。

革命军队走到哪里，就把革命思想的
火种传播到哪里。狮子坝村戴世禄家院子
围墙上刷写有标语两幅，第一幅内容为“红
军是反帝国主义先锋队”，第二幅内容为

“红四方面军占领陕南”。一户农民家中，
至今还珍藏着红军送给他的扁担、米袋、香
皂盒等日用品。

新时代，勤劳勇敢的佛坪儿女在这片
红色热土上，继承先烈遗志，弘扬艰苦奋斗
的光荣传统，积极投身于波澜壮阔的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

跳动着文明密码的岳坝
肖景峰肖景峰 曹曹 庆庆 王王 琪琪

贺粲宁 计盼静 叶明亮

高亚东：

热心为群众服务的马栏医生

马栏时期，关中分区不仅涌现了革命
医师张治平、模范中医任和平等一大批医
术精湛、深受群众信赖的老中医、好大夫，

还有一批年轻的医务工作者奋战在救治群众的第一线。位于马
栏的关中分区驻军门诊部的医生高亚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44年 5月 28日，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以“关中医生高亚东
同志热心为群众服务”为题，做了专题报道。

高亚东是一个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锻炼和培养出来的模范医
务工作者，在革命前只念过四年多书。从民国二十四年起，他就
参加红军当看护，一直从事医务工作。1944年初春的四个月中，
25岁的高亚东已经给机关、部队和群众看病三千多次，他非常细
心负责，成绩显著。二月间关中分区司令部的一个女同志得了
很重的病，请高亚东去医治，他白天在驻军门诊部给病号看病，
晚上去给这位女同志诊治，就这样没有白天黑夜地工作了半个
多月，当那位女同志病到最危险的关头，高亚东整整有一个星期
没好好睡过觉，而且抽自己的血输给病人，最后这位女同志的病
情得以好转。

在高亚东医好的病人中，老百姓占了绝大多数。大部分老
百姓都是跑到门诊部来看病的，高亚东总是很和气地接待他们，
有些群众不知道看病的手续，没有带区乡政府的介绍信，他经过
简单询问调查后，耐心细致地给群众诊断、开药方。马栏区金盆
村一个新来的难民，得了眼毛倒卷病，开不成荒，十分焦急，高亚
东给他看了两次，眼睛就好了。另一个病人，鼻子上生了个大
瘤，高亚东给他开了刀，不久就治好了。有一次，高亚东有事去
马栏街上，遇见了鼻子生瘤的人，此人一定要拉着他去吃一顿饸
饹表示心意。石底子新来的难民老郭得了传染病，连他老婆都
不愿跟他一起吃饭，老郭在外面请医生看病，打一针“六〇六”要
花很多钱，病还是治不好，后来他到门诊部找高亚东，住了一个
星期医院，打了三针“拍夫拉文”，疮口就收缩了，高亚东没收
他一分钱，老郭非常感谢。有次老郭给高亚东送来肉和鸡蛋，
高亚东留他一起吃饭，老郭再三推辞，后来高亚东硬拉他坐
下，老郭说：“先生讲卫生，还不嫌我，真叫我感动！”老郭看见
高亚东吃了下午饭还要到地里去开荒地，他把镢头抢过来说：

“先生，你要治病，还能开地？哪有这样的先生。还是叫我给
你开吧。”老郭最后给高亚东开了五分荒地，还说要常来看他。
到门诊部看病的老百姓，最远的有从赤水、淳耀来的。淳耀柳林
的一个病人说：“咱这里看不好，就到马栏去看。”老百姓都相信
公家医生看病有办法。

关中分区驻军门诊部人少，不便出诊。有次马栏风子梁的老
百姓来，说梁上有好多病人，要请高亚东医生去看看，高亚东立
即就去了，到风子梁山脚下，就有很多农民在远远地迎接他。高
亚东出诊，在子午岭的山里跑了三个村子，每个村子都有许多
人请他去家里看病，家家都给他准备吃的，山东人、河南人、陕
南人还都做着他们本地的吃喝来招待他。这天高亚东看了十
几个病人，其中患轻感冒的最多，高亚东给群众开了药方、留
了药才离开。

1944年开春，马栏的老百姓急着找人给自己的娃娃种痘，街
上有些卖狗皮膏药的医生乘机骗钱，一个男娃种痘要一斗麦子，
女娃八升，于是门诊部叫高亚东去给娃娃们免费种痘，马栏小学
和校外的80多个娃娃都顺利地种好了痘。

由于高亚东热心地为群众服务，所以来请教他和到门诊部看
病的老百姓就越来越多。《解放日报》评价：“他做这个工作从来没
有不安心过，而且对上级的命令和指示都是叫做什么就做什么。
现在，他在医务和文化上都有飞跃的进步，但他却从来没有骄傲
过，今年他看过的许多病人中，有五个人的病症，因他学识和经验
的限制不敢轻易诊断，他就把他们介绍给医院院长，并向他虚心
地学习。高亚东同志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是值得表扬的。”

人 物

鉴 藏

冯兆龙

通义坊里的边家村
边家村对我来说一直很陌生，因为我

居住在西安东郊，以前在交通还不发达的
年代，几乎没有来过这个村。后来，单位
搬到了南稍门，知道边家村人行天桥十字
东北角有一家大盘鸡店特别有名，就常和
朋友前去美餐，吃完后还可以去边家村工
人文化宫看场电影。

如今，人行天桥早已拆除，工人文化
宫也早已变成了商业体。边家村也因城
中村改造而消失，仅仅成了公交站点的站
名。也许若干年后，边家村就像现在西安
众多的遗址名称一样，只是一个地名了。

在西安，以“大学”命名的道路有两
条，一条是大学东路，一条是大学南路，都
位于西北大学附近。大学南路位于西北
大学南侧，东起含光路北段，向西越过太
白路，止于西北工业大学。“大学路”得名
于西北大学，几乎人尽皆知，这足以看出
西北大学在西安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

边东街是原边家村的最东边，最西边
是边西街，这两条街之间就是城中村改造
前的边家村。其实，这两条街之间只是边
家村村民的宅基地，边家村以前的耕地最
东边到含光路，最西边紧靠太白路，只是
这些耕地随着城市发展不断被国家征用，
西北工业大学、陕西建筑第八公司、陕西
省公路局、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陕西省
友谊医院等单位纷纷落户这里，最后只剩
下这片宅基地。

我沿着边东街向南前行，经过铺设的
道路干净了许多，这和没改造前有着天壤
之别，那时的边东街车水马龙、摊点林
立。如今，幽深的巷子只有偶尔的车辆和
来往的行人。再前行就到了通义巷，这条
巷子原本是村道，是一条断头路，如今改
名通义巷，恐怕和边家村在唐代 108坊中

属于通义坊有关。行走通义巷，望着两边
的高楼，看着整洁的街道，我遥想当初这
里的喧嚣和拥挤，感叹这座城市日新月异
的变化。

边家村在唐代属于通义坊。这里曾是
唐高祖李渊的龙潜旧居，也是唐高祖的四
亲庙之地。唐时，上层社会流行舍宅置寺
观，为已故的人追福，为在世者资福。当时
皇帝把先帝古宅、自己在藩旧邸、外家之宅
及官宅多舍为寺观。唐太宗在贞观元年
（627年），就把唐高祖李渊在通义坊的“龙
潜旧宅”改为兴圣寺。唐睿宗李旦的女儿
薛国公主（又作蔡国公主），也曾居住于
此。通义坊也曾是右羽林大将军李思训、
朔方节度使李进贤的府宅。既是唐代杰出
画家又是著名政治家的阎立本也居住于
此。作为画家，阎立本为唐太宗画过像，著
名的“昭陵六骏”图样就是阎立本的杰作。
作为政治家，他官至宰相，位极人臣。由此
可见通义坊在当时是何等显赫。

说起村名的来历，边家村原村干部雒
学建介绍，传说唐朝时，这里曾是一个姓
边的将军的庄园，边姓后人一直居于此，
久而久之，人们称为边家村。宋以后，有
边、谭、刘三大姓氏在此居住，人们又将此
地称边谭村或边谭刘村。后来在清同治
年间，这三个姓氏逐渐离散，只剩下边姓
一户，住在村西墙外浦家巷，人们又改回
边家村。随着岁月流转，人员聚合迁徙，

边姓人家于民国初期也离开此地。现如
今，边家村已无边姓，主要有姚、郑、薛、
廉、雒、芦、王、陈、钟、冯等姓氏。

94岁高龄的雷金贤曾当过多年的村
妇女主任，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边家村主要有三个巷子，分别是中巷、南
巷和北巷。北巷也叫北村，主要居住着
王、雒、谭姓人家，读书人、生意人、开铺子
做买卖的居多，经济较为富裕。

北村冯姓是关中大儒冯从吾的后裔。
冯从吾是明长安（今西安）人，万历十七年
（1589年）中进士，由进士入仕，官至御史，
因谏神宗失政而被罢官还乡。归乡后，潜
心于宋儒理学，著书立说，并讲学于宝庆
寺。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在地方官员
的协助下，创办了著名的关中书院，讲学议
政，弘扬学术之风。天启七年（1627年），权
宦魏忠贤干政时，他遭到削籍处分，所建书
院也被拆毁，忧愤而死。死后葬于故里，墓
地在今边家村陕西省公路局职工医院院
内。其后人冯志远于民国九年（1920年）创
办了启智小学，并担任首任校长。

今天的大学南路小学是一所省级示
范学校，也是西安市首批一级小学。然
而，你也许想象不到当初的启智小学便是
大学南路小学的前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黄雁
村、边家村和张家村的孩子都在城内上
学，路程相对较远。三个村子便商议共同

出资出地，将原先的启智小学扩建为“黄
边张小学”，使附近的孩子能够接受正规
的学校教育。黄边张小学的校址就在现
在红缨路最南口的三官庙。20世纪 60年
代，陕西省财贸干校将三官庙作为校址
后，黄边张小学迁到了现在的邮电南巷。
几年后，又被迁到现在的大学南路，这就
是大学南路小学。

今年 73 岁的雒秋霞就嫁在本村，她
说，原先村里还有一大一小两座庙。大庙
在村西北位置，也叫“北极宫”，小庙在南
巷里，也叫“无量庙”。大庙占地 20多亩，
是当时南郊香火较为旺盛的庙宇之一。
1935年至 1936年间，张学良的东北军骑兵
团在西北大学驻军时，部分部队曾在大庙
驻扎月余。1952年，西安市九区六乡的群
众经常在大庙里举行大会，可见当时大庙
的影响、名气之大。

1958年，在农业合作化时期，边家村
与白庙村、何家村一起成立明星高级农业
合作社，先后由巨笼人民公社、永宁人民
公社管理。1959年，边家村与何家村、白
庙村、吉祥村联合组成永明生产大队，隶
属雁塔区曲江人民公社管辖。1965年边
家村归属郊区管辖，1961年年底，四个村
子又分别成立大队，边家村大队包括两
个小队，200 多户，400 余人，土地面积约
为 300亩。2006年，边家村村民委员会正
式更名为边家村社区。2009年开始城中
村改造。

碑林区的大多数村庄都有着丰富的
历史文化底蕴，它们不仅是口口相传的文
化符号，也是西安这个城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一部分。一个古老的村名往往就是
一段历史，记住了这段历史就是记住了乡
愁，记住了我们的根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