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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安 未 央 区 变 迁 史
朱文杰

西安未央区得名于西汉的“未央宫”，
未央宫是大汉开国宰相萧何主持修建的，
命名参考了《诗经·小雅·庭燎》中“夜如何
其？夜未央”的诗句。

“未央”，即没有尽头，未央宫即象征着
西汉王朝绵延不绝，没有尽头，而该宫本身
也规模宏大，面积是北京故宫的六倍。这
里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华文明的重要
发祥地。张骞先后两次从这里出发，凿通

“丝绸之路”，打开了中外通商和大范围国
际交往的大门，使长安成为国际大都市。

历史上，有秦汉唐等 11个王朝（秦、西
汉、新莽、东汉<献帝>、西晋、前赵、前秦、
后秦、西魏、北周、隋<文帝初>）在此建
都。龙首原一带集中分布着以秦阿房宫、
汉未央宫、唐大明宫和汉长安城“三宫一
城”等三大遗址区，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

“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首原
被称为“帝都龙脉风景线”，而未央区域内
古遗迹数量之多、面积之大、价值之高，成
为全国区县之最。

未央路位于城北，是西安城市南北中
轴线上最具影响之路。1956年拓宽南段，
命名为草滩路，1993 年 2 月更名为未央
路。其实西安的历史上先后有两条未央
路，早先的汉城路在 1956 年时初名未央
路。《莲湖区志》记载说：“汉城路位于西
郊。北起大兴西路西段，南止昆明路接丈
八北路。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为‘一五’
重点工业项目配套拓建，初名未央路，后以
位于西汉长安城以南得名汉城路。”

为什么初名未央路，又改名汉城路？
稍加考索，即可肯定是草滩区改名为未央
区后，当时位于南北中轴线上的草滩路于
1993年 2月更名为未央路，市政上应是为
了避免重复，而改汉城路的。

未央于 1954年建区，历经 5次区划调
整。《未央区志·大事记》载：1954年 9月 25
日西安市第八，第十一区建置撤销，合并建
立未央区。中共未央区委设在黄金庙街，
书记王治福，未央区政府设在自强东路，区
长齐旺高。当时号称小未央。《未央区志·
大事记》还记载：1957年 4月 22日，经报陕
西省人民委员会同意，西安市人民委员会
撤销未央区（小未央）建置，将其大部分辖
地划归原来的草滩区，并将草滩区更名为
未央区，7月 1日对外办公，而原来的草滩
区是 1954年 9月 25日西安市人民政府通
知，将长安县的第七区（渭滨区）划归西安
市后，与小未央区同时成立。机关驻地在
东扬善村（后迁到张家堡），1955年 1月正
式对外办公。

1960年，根据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批复，
西安市调整区划，撤销新城、碑林、莲湖三区
建制，莲湖辖地大部并入阿房区，并按新区
划对外办公。北关、红庙坡又划入未央区，
为大明宫人民公社的两个分社。1960年 5
月 22日撤销新城区建制，除长乐西路公社
划入灞桥外，其余 7个公社划归未央区，未
央区机关驻地也由张家堡迁至尚德路。

新中国成立初，红庙坡街办辖区环城
北路西段与北关街办为邻，北至龙首北

路，西隔沣惠渠与桃园路街办相望，归西
安市 11 区 1 乡，1955 年归未央区大白杨
乡。1957年 6月，大白杨乡、红庙坡、纸坊
村、火烧碑、白家口村一带划归莲湖，成立
红庙坡街办，1958 年合并于北关街办，
1959年又恢复红庙坡街办，1960年 5月归
未央大明宫人民公社为红庙坡分社。
1962年 7月莲湖区建制恢复，北关、红庙坡
又归莲湖区所辖。

如此折腾，由此可见，新城区的大部分
辖区（包括大明宫）与莲湖区的北关及红庙
坡地区曾从1954年至1957年，及1960年至
1962年约 7年时间归未央区所管辖，而现
今的大明宫实际上并不全属未央区，而是
以龙首北路为界，北归未央区，南归新城
区，但现在的《未央区志》仍记载的未央区
有秦阿房宫、汉未央宫、唐大明宫和汉长安
城“三宫一城”等三大遗址区。

为什么还包括唐大明宫遗址呢？极可
能是因为历史上的唐大明宫曾有 7年在今
天未央区的辖域之内。“大明宫遗址地跨新
城、未央两区”，具体则是“前朝建筑均在新
城区辖域，北部内廷建筑全在未央区原炕
底寨、孙家湾一带”。

1962年 4月 7日，经上级有关部门批
示，恢复新城区建置，未央区辖域恢复到
1960年 5月以前界线。1965年 9月 20日，
撤销未央、灞桥、雁塔、阿房 4区建置，又将
其合并成立西安市郊区。

1980年 3月 2日，经上级有关部门通
知，撤销西安市郊区建置，恢复未央区建

置。原西安市郊区所辖阿房宫人民公社，
莲湖区所辖三桥街道办事处，新城区所辖
徐家湾街道办事处及辛家庙工厂、居民聚
集区划归未央区。未央区共辖大明宫、谭
家、草滩、汉城、六村堡、未央宫、阿房宫 7
个人民公社和徐家湾、三桥 2个街道办事
处。未央区机关驻地迁回张家堡，同年 7
月 1日对外正式办公。2002年，未央区总
人口 4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近 20万人，辖
10个街道，共有 212个行政村、41个社区。
区政府驻龙首北路西段1号。

2010年，未央区跻身“新中国 60年县
域经济最具投资潜力十大县市”。未央区
是西安市总体规划“九宫格局”的中心、西
安市行政中心，是陕西省“五强区”、全国

“百强区”。辖区东至灞河，与灞桥区为邻；
西依漆渠河，与咸阳市秦都区交界；南接龙
首北路，与新城区、莲湖区毗连；北临渭水，
与高陵区、咸阳市隔河相望；西南部与雁塔
区、长安区接壤。

未央区境内有国家级西安经济技术开
发区、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和浐灞生态区。
未央立交获鲁班工程奖，是未央区标志性
的建筑。未央区是西安贯通东西、连接南
北的必经之地。2011年 1月 11日，西安北
站在未央区建成使用，衔接陇海、西银、西
大、西成、侯西等几条干线铁路，为亚洲最
大的火车站之一。

西安未央区在 70年的发展历史中一
花独放，一枝独秀，让世人在敬服中亮眼，
在惊叹中震撼。

青铜盂
镌刻千秋仪礼的吉金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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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咸阳城中有两座关帝庙，一座在县北
街（今北平街）东侧，称北街关帝庙，旧址位于今
果子市小学以东。另一座在县中街（今中山街）
偏北，称中街关帝庙，旧址在今安国寺西侧。

据清乾隆十六年《咸阳县志》记载，北街关
帝庙是崇祯年间总兵贺人龙主持修建，康熙十
四年（1675）重修，翰林院刘元勋撰记。雍正十
年（1732)，知县冯运栋，庠生魏执珂等重修北
街关帝庙。乾隆八年（1743）监生赵登云等亦
重修。据有关资料记载，北街关帝庙有正殿、
春秋楼、牌坊等建筑，布局精巧。另据民国二
十一年《咸阳县志》记载，北街关帝庙在康熙十
四年重修后，其后历年多有重修，俱竖碑。庙
外木坊极其精巧。

据民国二十一年《咸阳县志》记载，中街关帝
庙于明万历二十三年由张致远主持修建，康熙
四十五年（1706）元贠振重修，乾隆十五年
（1750）张懙等重修，碑记俱存。据有关资料记
载，中街关帝庙有正殿、戏楼、遇仙桥等建筑。
中街关帝庙原址现存殿宇一座，面阔3间，进深
3间，通面阔 14.9米，通进深 8.44米，青砖墙体，
屋顶单檐硬山式，屋顶结构为七架梁，屋面覆盖
青灰筒瓦、板瓦，檐下施简单斗拱。现存殿宇为
20世纪90年代重修。民国二十一年《咸阳县志》
记中街关帝庙外有座小石桥，俗名遇仙桥。据资
料记载，原遇仙桥现已埋于地下。留有明代石
狮一对，现存渭滨公园办公处，明石鼓一通，现

存原址。据清乾隆十六年《咸阳县志》卷十《官师志》记载“（训导）
扈国安（明）隆庆五年（1571）与邑丞李承芳铸关帝像”，又据民国
二十一年《咸阳县志》卷五《官师志》记载“（训导）扈国安，隆庆五
年任。与邑丞李承芳铸关帝铜像，今像在县立第一民众图书
馆”。因民国时期咸阳县立第一民众图书馆前身为清代咸阳中街
关帝庙，故李承芳与扈国安所铸关帝像应为中街关帝庙内关帝像。

根据民国二十一年《咸阳县志》卷五《官师志》记载，北街、中
街关帝二庙均设关帝祖庙，关帝祖庙，祀关帝曾祖（某）先照王、祖
（审）裕昌王、父（毅）成忠王。

关帝庙供奉三国时期的大将关羽，也称“关公”。关公是忠勇
仁义的象征，备受历代帝王和民间的尊崇。关公是儒道二教共同
敬奉的神明，儒家称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道家称关帝。民国二
十一年《咸阳县志》还记载了关帝历代封号及每年祭祀时间，关帝
历代封号为：汉建安五年封汉寿亭侯，嗣拜前将军，假节钺；景曜
三年谥壮缪；宋哲宗赐庙额曰显烈；徽宗追封忠勇公；孝宗封义勇
武安英济王；明太祖封真君；神宗封协天大帝，赐额显佑，嗣加三
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清顺治初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
加灵佑二字，改谥忠义，并封三代王爵；嘉庆六年列中祀，仪同文
庙。道、咸、同光以来；历代加封二字或四字，称忠义、神武、灵佑、
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诩赞关圣大帝（神牌高二尺四
寸、广六寸、厚七分，座高五寸，广七寸，厚四分，朱地金书）。关帝
庙每年仲月吉日及五月十三日祭祀。因关公信义俱全，明清商贾
视关帝为财神，诸多会馆、商号、店铺均有供奉。由于关公备受各
界尊崇，明清时期全国各地都建有关帝庙。

鉴 藏

张程鑫

陕北方言里的那些助词
身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陕北人，家乡方

言对我来说绝对是意义非凡的，因此平时
有闲暇时间，我总是热衷于去探索家乡方
言里的很多有趣现象，比如陕北方言里那
些特别的助词。

陕北晋语方言体系中助词是非常发达
的，而且与现代汉语普通话有很大的区别，
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结构助词“的”的不同。现代汉语
普通话中的“的”一般可以跟在名词或者名
词词组的后边，表示一类事物，例如“做饭
的”“开车的”“打扫卫生的”等等。其特点
是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其后一般可以加上
中心语，构成“定中结构”，如“做饭的师傅”

“做饭的小伙子”“开车的女子”“打扫卫生
的后生”等等，具有一定的类推性。

但是在陕北方言中情况却很不相同，
如“大哥的”“娘的”“媳妇的”等，这些词后
不能加上中心语，而且在语义上就等于“大
哥”“娘”“媳妇”。因此就形成了“名词+的
=名词本身”这一特殊结构。而且一般表示
第三人称，例如普通话：“他大哥回来把他
家的钱偷了。”陕北方言：“大哥的回来把他
家的钱偷了。”

普通话：“他家媳妇厉害得很。”陕北方
言：“媳妇的可厉害了。”

之所以出现这种语法现象，我觉得主
要是因为这一结构是“做……的”的简化形
式，“媳妇的”就是“做媳妇的”简化形式。

二是另外一个结构助词“得”的不同。
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会有“动词+得”的结
构，表示“可能、允许”，例如“吃得”“看得”

“用得”，如果是否定形式就在其中加上

“不”形成“吃不得”“看不得”“用不得”。该
结构后面还可以加上补语，构成“动补结
构”，例如“治得好”“弄得了”“好不了”等。

但是在陕北方言中却形成了“得+动词
或形容词”的结构，例如普通话：老王，你看
这件事成得了吗？陕北方言：老王，你看这
件事得成不？

普通话：就你这种态度，你的学习成绩
还能好得了？陕北方言：就你这种态度，你
的学习成绩还能得好了？

普通话：没有门禁密码，小区大门能进
得去吗？陕北方言：没有门禁密码，小区大
门得进去不？

三是体助词“着”的不同。现代汉语普通
话中的“着”附在动词后面，表示动作进行或
者状态持续。但是陕北方言中的“着”却与普
通话有很大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陕北方言中有表示陈述语气的
“动词+名词+着+呢”的特殊结构，这与普
通话中“动词+着+名词+呢”的结构不同。
例如普通话：张三正在玩着游戏呢。陕北
方言：张三正玩游戏着呢。

其次，陕北方言中有表示祈使语气的
“动词词组+着”的特殊结构。例如普通话：
你先走，我随后就来。陕北方言：你先走
着，我随后就来。

再次，陕北方言的“动词词组+着”
结构还可以表示普通话中的“先做……
再做……”例如普通话：先写作业，写完再
去。陕北方言：先写着，写完再去。

还有，陕北方言的“动词词组+着”的结
构还可以表示一种特殊的反讽语气。例
如：你等着，看钱能从地里长出来不（意思
是你不要想等着地里长出钱来）。再如：玩
着，作业写完了吗（意思是你现在这么潇洒
地玩，你的作业却还有很多没有完成）。实
际上用普通话就是“你就玩着吧，别写你的
作业了。”

四是时助词“来来”“来”的用法。“时”
指动作行为或事件发生的时间，如过去、现
在、将来等。

陕北方言中的时助词最常用的是“来
来”，它的用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和普通话中的“来”或“来着”类
似，可以表示最近的过去。例如“这几天不
见，你去哪来来？”除此之外，还可以表示较
远的过去，例如“三十年前，我上内蒙古去
来来，结果没挣着钱”。

第二，用在否定句当中，表示未完
成。例如甲问：“你作业写完了没？”乙
答：“没来来。”

第三，可以表示刚刚看到的结果。例

如“老张下来来”，表示说话人看到了老张
从某个地方下来了。类似的用法还有“过
来来”或者直接说“来来”。

第四，用在疑问句中和普通话不同，
约等于“了吗”。例如普通话：“你最后去
天津了吗？”但在陕北方言中为：“你去天
津来来没？”

第二个常用时助词是“来”，但是和“来
来”意义不同。“来”表示将来。例如“快 12
点了，咱们吃饭去来”，表示将要去吃饭，相
当于普通话中的“咱们去吃饭吧”。

第五，表数助词“来回”的用法。“来回”
表示概数，相当于普通话的“多”“开外”。
可以表示度量衡，如“五公里来回”；可以表
示货币量数，如“十万来回”；可以表示年
龄，如“八十来回了，身体还这么好”。

第六，比况助词“上的”。表示“跟……
一样”，例如“你就跟猪上的”意思是“你和
猪一样”还可以表示“似的”，例如“他表现
那么积极，就跟这是他们家的事上的”方言
中，还有另一种表达“就跟这是他们家的事
似”，陕北传统方言一般不用“似的”，而直
接使用“似”放在句尾。

总而言之，对于自己家乡的方言，我总
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不看不知
道”是因为，作为陕北方言的母语者，我们
总是浸润在母语的环境中，所以有时候会
不自觉地忽略自己方言的特性，而“一看吓
一跳”是因为，只要你仔细地分析这些听起
来“土锃锃”的方言，你都会从中挖掘出很
多地方特色，并感慨
于陕北方言的博大
精深与独特魅力。

民 俗

商周时期贵族在祭祀、宴饮前都要进
行庄重的洗盥之礼，因此，青铜水器自可
归于礼器。在众多水器中，有一种名为盂
的器物，它的形体稍显庞大，比接水的青
铜盘更深，比倒水的青铜匜更加厚重。近
日，笔者走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扶风县
博物馆、宝鸡周原博物院，探秘在宝鸡出
土的青铜盂背后的故事。

刻“天”字族徽的天盂
青铜盂最早见于商代，西周时期颇为

流行。《公羊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古者杅
不穿。”杅通盂，是盛水器。《说文解字》提
到：“盂，饭器也。”由此可见，盂在古代同时
可作为水器和食器。

“妈妈，你看这件青铜器好像一口大锅
啊。”近日，笔者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第一
展厅内采访时，一个孩子指着一件硕大的
青铜器对妈妈说。“这可不是大锅，是青铜
盂，名字叫天盂。”一旁的妈妈耐心地解
释。这件庄重典雅的器物，便是 2003年出
土于眉县杨家村青铜器窖藏的西周天
盂。该院工作人员郑苗向笔者介绍，这件
青铜器通高 48.5厘米、口径 56.6厘米、腹
深 32厘米，重达 34.5公斤，看起来形体庞
大，侈口，直腹，高圈足，两侧附耳高出器
口，前后都有兽首象鼻耳。“仔细观察会发
现，器物的主体花纹刻镂较深，突出器表，
也显示出西周青铜器朴素大方的特点。”
郑苗说，主纹饰为环带纹，也是西周晚期
青铜器上最流行的纹样，它实际上是龙纹
的一种变形，一般见于大型器物的腹部，
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壮阔之美。

那么，这件器物为何以“天”命名？面
对笔者的疑问，郑苗解释，这件青铜器底部
的铭文中有一个“天”字族徽。值得一提的

是，当年杨家村青铜器窖藏出土的 27件青
铜器中，仅有的一个族徽就是这件天盂上
的，同时它是唯一一件没有考证到器主人
的器物，也是唯一一件有完好云雷底纹的
器物，因此就以族徽“天”来命名。以前研
究认为，“天”字族徽是姜姓使用的，从同窖
藏发现的众多器物铭文看，单氏家族属于
姬姓，那么这件器物究竟是姬姓还是姜姓
所有，抑或是以前研究有误，这些问题有待
新的发现来解答。

纹饰华丽的环带纹盂
在扶风县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件西周

时期的环带纹盂。据扶风县博物馆馆长汪
玉堂介绍，这件器物是 1973年从扶风县法
门镇庄白村刘家组征集而来的。环带纹盂
通高44.5厘米、口径56厘米、腹深33厘米、
腹围145厘米，重36.5公斤。“这件盂体形庞

大，敞口折沿，深腹圈足。”汪玉堂
指着这件青铜器说，它的口沿下
有对称的附耳，颈前后有象首纹鋬，
两侧饰窃曲纹，腹部饰宽大的环带纹，
圈足饰回首夔纹，在主体纹饰下均以纤
细云雷纹填底，整件器物稳重典雅，纹饰层
次分明，显得美观大方。

谈到青铜盂的用处，汪玉堂引经据典
地解释。他提到，《韩非子》中引用孔子的
话：“为人君者，犹盂也，民犹水也。盂方
水方，盂圆水圆。”意思就是，统治者是什
么样子，百姓就是什么样子，体现出统治
者对百姓的引导和影响，这里的盂显然是
作为盛水器使用的，而汉代许慎《说文解
字》中则称：“盂，饭器也。”按此说法，盂也
作为盛饭的食器，与簋等器物共同使用。
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中有“操一豚蹄，
酒一盂”的记载，可见盂这种器物也被用
作酒器，只是在汉代，盂的外观可能与西
周相比变化较大。

“作为西周青铜器一个重要种类，盂不
仅具有华丽的外观，而且作为财富和身份
的象征，在古代贵族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出现在祭祀、宴饮等场合。”汪玉堂说，
与其他青铜器相比，青铜盂的存世量相对
较少，主要出现在商代晚期到西周时期，这
也使得它更加稀有珍贵。

铸八字铭文的王盂
时间拨转到1994年12月17日，扶风县

法门镇刘家村村民在村南栽植苹果树时，
挖出了一件极为特别的青铜器——王盂。
只可惜，这件器物仅剩下盂底，现藏于宝鸡
周原博物院。该院工作人员权瑞雪告诉笔
者，这件残盂的盂底为圆形，底径有 40厘
米、圈足径44.6厘米、残高14厘米，重17公

斤。圈足的下部为一高 5.2厘米的素面凸
圈。圈的上部呈缓坡状向内收缩。王盂的
底部中间下凹，呈锅底状。

权瑞雪说，最为特别的是，这件器物
的底铸有铭文两行共 8字：“王乍（作）京中
寝归盂。”据专家考证，从铭文“王”字最下
一笔呈钺形、“中”字作六条旗形等字形和
圈足上的饕餮纹图案看，此器为西周早期
之物，其时代大约在西周成康之时，故器
主人可能是成王或康王。铭文中提到的
（páng）京，是西周时期一处重要的都邑，
在整个西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
有关青铜器铭文中亦有所反映，指出“京”
是周王学宫，是习艺、学射、风俗教化、行飨
射之礼的学宫，同时也是朝会诸侯、献俘、
祀祖的场所。

权瑞雪介绍，铭文中的“中寝”即皇后
所居之中宫，参考《汉书·哀帝纪》注引《汉
旧仪》“皇后称中宫”，以及《汉书·哀帝纪》

“食邑如长信中宫”，可以推断中宫属皇后
宫寝，此“中寝”应为周王于京为皇后营建
之寝宫。由此可见，这件铜盂应指成王（或
康王）在京迎娶皇后时为其所作之用器。

这些古老的青铜盂作为珍贵的文化遗
产，既凝结着古人超凡的铸造工艺，也承载
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祈
愿，而其蕴含的历史记忆，也将继续闪耀光
芒，启迪着后人不断
探寻文明的脉络。

西周环带纹盂西周环带纹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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