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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史与丹墀：

常宁宫的空间诗学考

当时间以建筑为琴键，在神禾塬
的褶皱里敲击出文明的和弦，常宁宫
便成了一部镌刻在青砖黛瓦间的立体
史诗。这里的一口古井曾照见过唐代
僧袍的倒影，一截断墙仍回响着历史
密电的余韵，而柳青伏案疾书的窑洞
窗棂外，文旅融合的春潮正漫过千年
石阶。在历史肌理与现代性碰撞的
裂痕处，常宁宫以其独特的空间叙
事，完成了从岁月深院到文化原乡的
嬗变——它不是标本式的历史切片，
而是一场永不停歇的文明对流。

神禾塬畔的千年回响
长安以南五公里，神禾塬如一道

青灰色的屏风横亘于天地之间。滈河
蜿蜒如带，终南山层峦叠翠。此处名
曰常宁宫，一个将盛唐佛光、旧时风
云、红色文脉与当代文旅融于一身的
传奇之地。

唐贞观年间，李世民为母祈福的
“西寺佛爷庙”在此落成，灵感石上仍
镌刻着窦太后避匪脱险的传说。千
年后，塬上的建筑群在战火硝烟中兴
起，因“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格局
成为时代注脚。青砖黛瓦间，旧时议
事厅的皮沙发仍泛着冷光，梳妆台上
的雕花镜框蒙着时光的尘，而那株前
人手植的桂花树，依旧在秋风里撒落
细碎的金箔，仿佛在低语一段岁月的
繁华与苍凉。

历史在此折叠，文明在此沉
淀。常宁宫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
一册未合拢的史书。塬上的地下通
道蜿蜒千米，砖墙上斑驳的痕迹与
窦太后避难的唐代窑洞交错重叠，
恍若时空的迷宫。曾经的通道遗
迹，最终成了后人探秘的所在，而塬
上的一栋浅绛色建筑，虽外墙已褪
成温柔的旧色，却仍见证着乱世中
的一段佳话——当年的邂逅始于火
车上一份英文报纸的借还，终于神
禾塬畔的连理枝下。

文学圣殿里的泥土芬芳
若说历史建筑群是常宁宫的筋

骨，柳青则是这片土地的灵魂。1952
年，这位穿着粗布褂子的作家，携家
带口扎根皇甫村十四载。他蹲在土
崖上观察农妇骂街的神态，甚至不惜
泼水惹怒乡邻以求真实；他将《创业
史》的稿酬一万六千元悉数捐给公
社，自己却常年咳血，伏案于窑洞昏
黄的煤油灯下。

柳青的窑洞工作室至今保存完
好，木桌上摊开的笔记本里，字迹如刀
刻般遒劲：“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他将
马列主义文论与关中方言糅合，让梁
生宝们从土地里长出筋骨。在《创业
史》中，合作社的算盘声与终南山的松
涛共鸣，农民的汗珠与时代的风云交
织。这种“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
作精神，不仅成就了现实主义文学的
巅峰，更让常宁宫成为陕西文学的精
神图腾。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循着柳
青的足迹，将黄土地上的苦难与荣光
化作笔尖的星河。

文旅赋能的破茧成蝶
历史的烟尘散去，常宁宫在 1999

年迎来新生。三百亩山水间，一座园
林度假山庄拔地而起，但转型之路并
非简单的推倒重建。当大多数历史建
筑困于“保护性闲置”时，常宁宫选择
以文化为经脉，激活沉睡的基因。

策划者李洁深谙“文旅融合”之
道，将唐风宋韵注入现代酒店肌理。
2023年 4月，常宁宫推出西安城南最
大的无动力彩虹亲子乐园，六千平方
米的乐园内，百米彩虹滑道、考古探
洞、空中滑索等十余个项目，以无动力
驱动的自然探险模式，让亲子家庭在
攀爬与跳跃中感受生态教育的深意。
2025年，历经两年修缮的历史建筑群
重新开放，新增沉浸式历史场景体验，
游客可身着复古服饰，在复刻的旧时
场景中拍摄写真，或在雅致的空间里

聆听经典旋律的余韵。
文旅融合的实践更体现在节庆策

划中。2025年春日的“书画春天·诗
韵长安”文化艺术节上，画家泼墨终南
烟雨，诗词学会吟诵《常宁宫赋》，汉服
少女手持漆扇走过拱门下，投壶声与
古琴音在千年古柏下交织。同年花朝
节，十二花神巡游队伍迤逦而行，非遗
传承人复刻唐宋婚礼仪典，千盏河灯
载愿漂流星月湖，让传统文化在互动
中悄然“新生”。

李洁的理念清晰如滈河水：“从
‘有说头、有看头’到‘有玩头’，要让历
史活在体验中。”曾经的通道化身为沉
浸式剧本杀场景，柳青工作室开设写
作工坊，连旧时的议事厅也变为文化
沙龙场所。当年轻人在“槐抱柏”下打
卡拍照，他们或许不知，这株三百年的
共生树曾被附会为一段佳话的象征，
当他们触摸砖墙上柳青的手稿拓片
时，却能真切感受到文学信仰的温度。

常宁宫的文旅版图远不止于历史
场景的活化。2022年改造升级后，酒
店新增南山别居茶艺客房，推窗可见
终南云雾，案头备有唐代煎茶器具，住
客可体验陆羽《茶经》中的风雅；观南
山烧烤区将关中风味的炙烤与园林夜
景结合，烟火气中升腾着盛唐夜宴的
遐思；素心书屋则化身城市书房，三万
册藏书与柳青手稿陈列一室，成为作
家驻留计划的创作基地。

夜间经济同样别具匠心。魔幻激
光秀以神禾塬崖壁为幕布，投射出历
史传说、文人创作等文化片段，科技光
影与自然地貌碰撞出超现实叙事；啤
酒烧烤节则让游客在星空下举杯，滈
河潺潺的水声与炭火噼啪的节奏，构
成都市人难得的田园交响。

对于亲子客群，常宁宫打造了全
年龄段覆盖的体验链：无动力乐园释
放儿童天性，恒温泳池提供四季嬉水
空间，生态月子会所甚至将文化疗愈

延伸至母婴领域。这种“从 0岁到百
岁”的文旅生态，恰是文明传承最生动
的注脚。

文明褶皱里的启示录
站在神禾塬顶远眺，常宁宫的

四季在眼前流转：春日的连翘与前
人手植的桂树争艳，夏日的滈河倒
映着终南积雪，秋日的银杏为柳青
窑洞铺就金毯，冬日的秘洞则如时
光胶囊封存着岁月的气息。这里没
有非此即彼的割裂，只有文明层累
的共生——唐砖与 WiFi 信号塔并
肩。通道里的 LED灯带照亮窦太后
避难的石阶，作家手稿的扫描件与
数字传播同框。

这种共生，恰是中国文化韧性的
缩影。当策划团队将“常宁宫赋”刻成
二维码立于古碑旁，当非遗漆扇成为
网红伴手礼，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商业
智慧，更是文明传承的创造性转化。
正如柳青当年将理想与文学熔铸为
《创业史》，今天的文旅融合亦需这般
“双向奔赴”：既要有历史敬畏，又不
困于怀旧；既要有市场活力，又不失
文化本真。

常宁宫的故事，终究是长安的隐
喻。这座十三朝古都从不沉溺于历史
的辉煌，而是将秦汉烽烟、盛唐气象、
人文基因与数字文明编织成新的经
纬。从旧时深院的隐秘空间到作家柳
青的创作圣地，从历史遗迹到诗意园
林，常宁宫的每次转身都在证明：真正
的文化传承，从不是标本式的封存，而
是让过去与现在持续对话，让每一块
青砖都成为未来故事的扉页。

当暮色浸染神禾塬，常宁宫的灯
笼次第亮起。露台上，有人对着终南
山举起红酒杯；柳青窑洞的窗前，文学
青年在笔记本电脑上敲击着新的文
字。滈河水依然流淌，带着盛唐的佛
号、岁月的回响、时代的号子与数字时
代的节拍，奔涌向更开阔的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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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关街是渭南华州城区一条街道。它位
于城区的北面偏西，东起新秦路与华州路交
会处，西与龙山路相接。因地处古华州城的
西门外而得名。和临渭区的老城街一样，街
面都处在“三秦要道，八省通衢”的官道上。

若干年来，西关街都曾是华州最热闹、最
繁华的所在。据县志载，明隆庆六年（1572
年），西关街就有了商业贸易集会。后经多年
发展，特别是清朝晚期一些山西、河南商人在
华州相继开业经商，逐步走向繁荣。街道两
边，店铺鳞次栉比，各类门店应有尽有，服务
功能齐全，成为了商业贸易和文化的中心。

据一些老人回忆，上世纪初期，华县曾
流行一首民谣，单表以县衙为中心的县城周
围著名景物，说的是：“南门外五龙山实实清
雅，北门外箍搂匠（当时华州南山一带盛产
青竹，农闲时，城北的乡民带上用青竹破成
的竹篾，远走渭北各县及邻近的山西，河南等
地箍搂盆、瓮谋生，时称箍搂匠）走州过衙，东
门外郭子仪牌楼（原建于城东约 1公里处的
官道上，1966年被拆毁。1994年，华县政府重
建并移建于县城南）‘功盖天下’，西门外西关街灯火百家千家。”
足显当时西关街的繁荣景象。

上世纪三十年代，陇海铁路潼关至西安段竣工通车，因为路
过华州，给西关街的商业贸易带来新的商机。新中国成立后，随
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工农业产品日渐增多，集市贸易生意更显兴
隆。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关街每集赶会人数达一两万人。

进入腊月后，赶会的人更多，整个街面和店铺拥挤不堪。实
在无法容纳时，就沿西关街东头往北，即现在的新秦路往北，
开辟牛羊等牲畜市场。再从天门路口往南，开辟木材、山货
市场……正如歌谣所唱的：东卖粮油、布、米、面，西卖铁器、
葱、韭、蒜，南摆木料家具炭（木炭），往北牛羊猪娃子蹿。西
关街给当时的华州人留下的印记尽都是熙熙攘攘的喧闹场
景。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后，随着县城南移和城内新秦、新华、
文体、子仪等路的相继开通及主干道“三纵六横”的形成，西关街
才逐步失去了昔日的繁荣和辉煌。

西关街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当数街东头坐北向南的华州剧院
和华县剧团。华州剧院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专业性质的
华县剧团成立于 1956年元月，剧团结合本地的历史传说，创作
演出了大型秦腔神话剧《山塌金斗王》，并上演了《梁秋燕》《血泪
仇》等戏，深受群众欢迎，经常是一票难求。1957年4月，省文化
局曾在华州举行迷胡戏观摩演出。附近县、市的秦腔、迷胡、阿
宫腔剧团及河南、山西、甘肃等省的豫剧、蒲剧、陇剧也不时来华
州剧院演出。除秋、麦两季大忙季节外，剧院都经常演出。十里
八乡的乡亲经常携家带口观看。高塘塬区、沿（渭）河乡镇的群
众，为到县上看一场戏，提前几天就赶到城区周围的亲戚家，排
队买票看戏后才返回。剧院的演出为华州的父老乡亲带来了无
尽的欢乐，也为西关街增添了热闹和生机。1985年2月，华州剧
院失火焚毁，此后演出才转移到新华东路的影剧院进行。

在西关街，还有个坐南向北的“群益浴池”，也给无数的华州
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记忆。“群益浴池”位于“群益食堂”的
后边。过去，由于条件受限，老百姓很少洗澡，所以平日里到浴
池洗澡的人不多，主要是在政府工作的“公家人”及商人、教师
等。进入上世纪六十年代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和生活
水平的提高，到浴池洗澡的人逐渐增多。特别是每年农历腊月
廿三前后，农村里一些家庭主妇便会拖儿带女，相约到县城唯一
的澡堂子“群益浴池”去洗澡。因为洗澡的人多，所以她们总会
在严寒的凌晨四五点就在村子里打门摇窗叫人，然后成群结队
地走到西关街，再到浴池门前排队等待。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
洗澡人群，成为了当年西关街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西关街还是一个有历史故事的地方。当年，闯王李自成征
战的马蹄曾在这里经过，并在临近的露泽院村寄刀，留下了“闯
王寄刀露泽院”的佳话。

西关街中间的郑桓公陵园文化广场内，坐落着被称为“华夏
郑氏之根”“世界郑氏世祖”的郑桓公墓。

郑桓公，姓姬名友，周厉王少子，周宣王之弟，西周时郑国
的开国君主。周宣王二十二年（前 806年）封于郑，周幽王八
年（前 774年）任王室司徒，周幽王十一年（前 771年），犬戎入
侵，郑桓公报国勤王，殉难于骊山之野，后迁葬于今郑桓公墓
所在地。2008年郑桓公陵园修缮管理委员会成立，世界各地
郑氏族人纷纷捐款相助，2011 年秋，郑桓公陵园文化广场修
葺一新。现在的陵园占地 10 余亩，内有牌坊、前后照壁、陵
冢、殿堂、尊塑、连廊等。郑桓公陵园文化广场建成后，世界
各地郑氏族人每年都来此地举行规模盛大的祭奠大典，也给
西关街增添了新的气象。

西关街，这条昔日长期繁华热闹的古老街道，这个有深厚文
化底蕴的地方，随着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现在只留下了记忆。

冉学东

白居易诗曰：“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
覆陇黄。”端午节来临，渭北大地就飞来布谷鸟，则会神奇地发出

“算黄算割”的叫声，而此刻渭北台塬小麦就逐渐泛黄。很快，勤
快的庄稼人开始收拾场面，准备进入一年一季的夏收工作。

堡子里，婚嫁的女儿虽为人妻，又时时挂念娘家人，女儿要
回娘家的理由，就是三夏大忙关口。娘家人要过三夏，做女儿牵
挂爹娘，这个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媳妇回娘家，这是与娘家亲
情联系，而婆婆都是从媳妇过来的，她们给儿媳零花钱，叫她出
门买礼，挑好东西送娘家人，婆婆用心良苦，其用意是媳妇回家
体面，婆媳之间的微妙关系，因为一点一滴还能得到改善与巩
固，婆婆何乐而不为呢？因此，且不管家庭的贫与富，更不论身
份的贵与贱，生在关山的人们始终都能明白入乡随俗的道理，女
儿回娘家看麦熟，这个礼尚往来让端午节丰富了它的实质内涵。

堡子里，端午节还未来，准备走亲戚的女儿就会亲自上厨，戴
起围裙之后上案和面揉面，等到面发起来，她们给面馍中包了油
馅，这叫角角馍。送角角馍不仅礼轻人意重，更是饱含深情，此物
是女儿亲手做的，更是表达她对娘家人的敬重之心。

出门携带礼物，还根据自己的经济水平决定。要是经济宽
裕，回娘家多会考虑给娘家人买肉，还有菜油以及茶叶；经济不
够宽裕的女儿出门亦可买上点心、水果以及饮料。女儿富裕，
她们有心让娘家人心里舒坦，女儿家庭一般，她们出门的礼则
无需与其他人攀比，有的日子过于清贫，回趟娘家看麦熟送 6
个角角馍，也算一趟看麦熟了。不管福也好穷也罢，女儿回来
一趟就是自家娃娃，作为娘家人更不会因为女儿的礼轻，给自
家娃娃难看。

女儿回娘家看麦熟，进门之后就会心疼爹娘，她们要替爹娘
干些家务，女儿回来除了给父母缝缝补补外，还要下地干活，帮
娘家嫂子做饭，可谓一人分饰三个角色。女儿回娘家，女婿也要
进入角色，因为一个女婿抵半个儿，要是丈人家缺少劳力，这些
力气活都成了女婿的活路了，然而所做的一切都是作为女婿应
尽的一分力罢了。

关山街道女儿回娘家看麦熟，作为父母都识大礼，礼尚往来
是中国传统礼数，作为娘家人这点也不能含糊，因此，每年端午
节前女儿来看麦熟，而端午节后，娘家人
要给女儿送粽子以及油糕之类的东西，
这叫回门送端午。

高晓亮

《魏略》记载，李胜字公昭，青年时思维
敏捷，嘴皮子麻溜，喜欢与人辩论黄老学
说，经常把汉中玄学大拿怼得哑口无言。
日久，萌生了遨游京师洛阳的念头，于是，
他向父亲李休禀告。李休官拜关内侯，历
任上党、钜鹿太守，晓得江湖的险恶、宦海
的深浅，就严肃地对李胜说：“洛阳虽然繁
华，但鱼龙混杂，你年轻气盛，锋芒逼人，稍
有不慎就会栽跟头。汉中虽然偏远，但少
有战事，世道稳定，是读书养性的好地方，
为父希望你守分安常继承我的爵位，在本
地谋个一官半职，陪我安享晚年。”然而，李
胜倔劲上头，留下一封信悄无声息地直奔
洛阳。李休气得捶胸顿足：“我悔不该把逆
子从南阳老家接到南郑来，他不听我言，必
将招来灾祸。”

在此之前，李胜听南来北往的商贾说，
洛阳玄学大佬、美男才子何晏建了一个“浮
华交会”群，吸引一批崇尚《老子》《庄子》和
《周易》学说的士人，经常在私人会所搞沙
龙，或臧否人物、评论时事，或托物言志、抒
发人生理想。洛阳许多士人都以进群为
荣、结识玄学大拿为傲。李胜生性好强，自
命不凡，岂能落于人后，错过显姓扬名的大
好机会？所以，他怀着激动而紧迫的心情
奔赴洛阳。

李胜拜访何晏不按常理出牌。他甩出
大把银子，先为自己购置了一身光鲜亮丽的
行头，而后租了一辆豪华的马车，雇了四个
精干的随从。马车穿行于熙熙攘攘的繁华

大街，跟班随从忙前忙后，对他几乎是奉若
神明。他们古怪的行为引起路人的好奇，纷
纷驻足注目，揣想这是哪里来的大人物，而
李胜端坐在车里，面无表情，目高于顶，显得
很是神秘。几经迂回周折，马车终于在何晏
府前停顿下来。一个跟班挺直腰杆，迈着四
平八稳的步子上前洪亮地对门卫小哥说：

“老子第二十二世孙、关内侯之子李胜前来
拜访，赶紧通报你家老爷。”何晏搞不清李胜
究竟是何方神圣，生怕得罪了大人物，便一
路小跑出门迎接。眼前这位大袖飘飘、风度
翩翩的不速之客还真把何晏唬住了，他又是
让座又是敬茶，丝毫不敢怠慢。李胜完全掌
握了主动权，随心所欲地操纵着话题的方向
盘，从李耳谈到庄周，从乡野聊到庙堂，从现
实讲到未来，他俩越说越近，越谈越欢。几
个回合下来，两人亲如恋人，亲如兄弟，李胜
心花怒放——他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遇见
了知己；何晏心潮澎湃——他在茫茫人海里
找到了知音。

魏明帝曹睿坚信其父曹丕之言：“文章
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儒学才是王
道教化的正音，所以，曹睿决不允许玄学坐
上曹魏文化的主宾席，也不能容忍以何晏、
李胜为首的清谈家带偏舆论导向，带坏社
会风气，便颁布诏令，明确要求对博学高才
者要严格考核，从中选拔真正的优秀者予
以重用，而对那些华而不实的无能之辈，则
一律禁止提拔使用或免职罢退。

浮华集团虽然不受曹睿待见，但深得

热衷于玄学的武卫将军曹爽的青睐。曹爽
是明帝身边的红人，对何晏、李胜、邓飏等
人十分信任。

公元239年，明帝临终前委任曹爽和司
马懿为托孤大臣，共同辅佐年幼的曹芳打
理朝政。曹爽胁迫小皇帝曹芳册封跟他
一条心的亲弟族兄为列侯，担任要害部门
的领导，提拔何晏、邓飏、丁谧为尚书，任
命毕轨为司隶校尉、李胜为河南尹。就这
样，李胜与何晏等人跻身仕林，成为曹爽
的左膀右臂。

公元 244年，李胜与邓飏一同建议曹爽
亲率大军攻打西川夺取成都，以此来树立
威望加固权势。曹爽采纳了建言，统领六
万多人马，从骆谷向蜀国进发。但是，曹爽
硕大的肚子里并无多少智慧和谋略，加之
出兵仓促，后续粮草又供给不足，致使魏军
无法突破蜀汉大将姜维的防线，陷入进退
两难的境地。参军杨伟力劝曹爽及时止
损，赶紧撤退，否则，等到兵败一定会遭司
马懿的嘲笑。李胜和邓飏不乐意了，指责
杨伟给曹爽出馊主意，扰乱军心，应当就地
正法以正军纪。杨伟怒火中烧，回击说李、
邓清谈误事，理该当诛。曹爽斥责杨伟：

“李胜、邓飏是栋梁之才，为我大魏尽心竭
力，一片赤诚，容不得你说三道四。”话落，
挥手示意侍卫把杨伟拖出大帐。最终，曹
爽还是自己打脸，灰溜溜地撤兵退回长安。

公元 248年冬，李胜出任荆州刺史，赴
任前，特意拜访司马懿向他道别。司马懿

知道李胜话别是假，打探虚实是真，便将计
就计，装出一副病恹恹的模样，致使李胜自
信地以为司马懿病入膏肓，即将离世，不会
对曹爽构成威胁。曹爽闻讯欣喜若狂，从
此放松了戒备。

没了司马懿这个劲敌，曹爽更加肆无忌
惮，公然僭越礼制，饮食住行不但效仿皇帝，
而且把皇帝的才人、师工、鼓吹及良家子女
养在家中供自己取乐，将太乐乐器、武器库
中的兵器据为己有，甚至多次伪造诏书批发
官帽，大肆敛财。何晏、李胜等人拣样学样，
倚仗权势私分公田、攫取公物，强迫州郡官
员贡珍宝、献美女，逼迫百姓出钱出力，给他
们建豪宅、修亭台，惹得天怒人怨。

李休的话最终还是应验了。公元 249
年正月，曹爽带领一大帮兄弟及其亲信陪
同曹芳拜谒高平陵（曹睿陵寝），隐忍许久
的司马懿抓住时机，发兵控制京城，并奏请
憎恶曹爽的郭太后罢免他们的职务，由此，
曹魏大权落到司马懿的手中。随后，司马
懿逮捕了宦官张当，让他供述曹爽团伙的
罪行。经过一番严刑拷打，张当供认曹爽
被免职后怨恨朝廷，图谋造反，尚书丁谧、
邓飏、何晏，司隶校尉毕轨、荆州刺史李胜、
大司马桓范等人也参与其中。于是，司马
懿快刀斩乱麻，将这些人全部咔嚓掉，并诛
灭其三族。

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
李胜不听父亲忠言，最终成了权力角逐的
牺牲品。

人 物

民 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