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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时代，咸阳县民间浴池行业仅有2
家，分别是轱辘把巷口的健康园浴池和永
绥街的莲花池澡堂（也称莲花池浴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咸阳县的浴
池行业经过合并整顿，中山街的健康园浴
池正式开放营业，后改名为工农兵浴池，这
是咸阳县较为知名的公共浴池。早期咸阳
民间洗澡沐浴仍然比较困难，因为除了公
共浴池外，城区很多旧式住宅楼没有单独
的浴室。因此，为了缓解城区民众的沐浴
困难，咸阳县的机关工厂开始陆续自建浴
室。随着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市区的民间
公共浴池也逐渐多了起来，城区居民日常
洗澡也逐步便利。不过，与市区相比较，乡
下农村的洗澡则是在近几十年才发生了重
要变化。

早期，农村地区虽然落后，但是生火取
暖的燃料来源比旧时代方便些，有硬柴，也
就是木柴，还有蜂窝煤、煤炭、木炭等，这时
候很多农家平时就根据需要来生火烧水洗
澡。不过，也并非一年四季都是烧水洗
澡。在夏季，有些人家会在大大小小的盆
里和桶里盛满水，放在太阳底下暴晒，经过
太阳数小时的照射加热，在傍晚时也能满
足洗澡需要的水温。此外，随着社会发展
步伐加快，不少乡镇逐步建立公共浴池或
澡堂，设备虽然简陋，但是可以满足住在周
边村巷人的洗澡需要。村镇上的浴池澡
堂，每年在秋冬时节生意最为火爆，尤其是
过年前那段时间，洗澡沐浴的客流量最多。

还需提及的是，靠近渭河或其支流的
村镇，这里的人也经常会在夏天酷暑难耐
的时节下河洗澡，大人带上小孩，钻进水里

戏耍、打水仗，有的甚至在出水时还会捞些草鱼和泥鳅。不过，由
于很多野生水塘深浅不明，水底隐藏有硬树根、树枝或野草、藤
蔓、瓦砾甚至玻璃碴，因此不时有人会被划破手脚，甚至被绊住手
脚而陷入险境。在烈日炎炎的夏天，村里时不时会有三三两两的
小孩，趁着家里大人不在，偷偷结伴去河滩或池塘玩水、游泳，这
是闷热的夏天里经常出现的事情，与之伴随的便是令人揪心的安
全隐患。

新时代下，现在的咸阳城乡居民住房条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城市的生活条件自然不用多说，已经实现了自动化、信
息化，甚至智能化，平时洗澡沐浴更为方便快捷。同时，农村地区也
不遑多让，随着农村的发展，现在家家户户差不多都安装了热水器，
洗澡条件当然今非昔比，不再像旧时那样紧缺和匮乏。总之，现在的
城镇居民沐浴洗澡是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通的事情，不再像旧时那样
困难和奢侈，时代在进步发展，民众生活水平也在提高变好。

莲花池澡堂旧址。

余子俊：镌刻在榆林大地上的不朽传奇
张耀祖

在浩瀚无垠、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
中，明朝似一颗镶嵌在夜空中璀璨夺目
的星辰，散发着独特而耀眼的光芒，照亮
了华夏大地的一段征程。而在明朝那波
澜壮阔、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里，有一位
来自四川青神的名臣，他的名字就像一
座历经岁月沧桑却依旧巍峨耸立的丰
碑，深深地镌刻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榆
林的发展脉络之中，永远熠熠生辉，他，
便是余子俊。

余子俊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便在浓
郁的文化氛围中成长，家中满架的典籍是
他最好的玩伴。他每日手不释卷，晨曦微
露时，琅琅读书声便从他的书房传出；夜
幕降临时，昏黄的烛火下，仍可见他伏案
研读的身影。天资聪慧加上勤奋刻苦，让
他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少年时期就已声
名远扬。凭借着这份卓越的才学和坚持
不懈的努力，他顺利踏上了仕途，就此拉
开了他传奇人生篇章的序幕。

1466年，彼时的明朝正处于对官员政
绩严格考核与表彰的关键时期。在全国众
多能力出众、政绩显著的知府当中，余子俊
凭借在任期间一系列惠民利政的举措，以
及出色的治理成果，以斐然的政绩入列十
大杰出知府。当朝廷的表彰诏书下达时，
整个青神县都为之沸腾，家乡父老为他感
到骄傲。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仅是对他
过往兢兢业业、辛勤付出的高度肯定，更是
他传奇人生新的起点。

此时的明朝北方边境，局势如乌云压
城般紧张。鞑靼军凭借着骁勇善战的骑
兵，频繁南下侵扰，延绥地区首当其冲，成

为了战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为了守护百姓
安宁，朝廷经过慎重考虑，任命余子俊巡抚
延绥。接到任命的余子俊，没有丝毫犹豫
和退缩，告别了家乡的亲友，毅然决然地踏
上了这片充满未知与挑战的土地，肩负起
保家卫国的重任。

初到延绥，余子俊顾不上舟车劳顿，立
即投入到实地考察中。他骑着马，带着几
名随从深入了解当地的地形地貌、军事布
防以及百姓的生活状况。经过多日深思熟
虑，余子俊做出了一个极具前瞻性和战略
眼光的重大决定——大兴边墙。东起清水
营，西抵花马池，长达 850公里的边墙工程
正式启动。在那个没有现代化机械设备，
全靠人力和简单工具劳作的年代，修建如
此规模宏大的工程，其艰难程度超乎想
象。但余子俊凭借着坚如磐石的信念和卓
越非凡的领导才能，有条不紊地组织百姓
和士兵投入到建设中。

工地上，号子声此起彼伏，人们肩挑背
扛，搬运着沉重的砖石，余子俊与工人们同
甘共苦，及时解决施工中遇到的各种难
题。边墙每一块砖石都饱含着无数人的心
血与汗水，每一段城墙都见证着建设者们
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

历经无数个日夜的艰苦奋战，边墙
终于建成。它宛如一条蜿蜒盘旋的巨
龙，横亘在北方边境，将鞑靼军的铁蹄牢
牢阻挡在外。自此，延绥地区的百姓再
也不用整日提心吊胆了，夜晚能够安心
入眠，白天可以放心劳作。这道边墙也
成为了明朝“长城防御体系”中至关重要
的一环，在政治上，它进一步巩固了明朝

的边境统治，让边疆地区的百姓对朝廷
的归属感更加强烈，增强了整个国家的
向心力；在军事上，它极大地提升了明
朝的防御能力，改变了边境长期以来被
动挨打的军事格局，让敌军不敢轻易进
犯；在经济上，它为当地的农业生产和
商业活动营造了稳定的环境，商路得以
重新畅通，集市逐渐繁荣起来；在文化
上，它促进了边境地区与内地之间的文
化交流与融合，不同民族的文化在这里
相互碰撞、相互交融，绽放出绚丽多彩的
火花。

1473年，余子俊又做出了一个足以影
响榆林未来发展走向的重大决策——将
延绥镇由绥德北迁至榆林卫城。迁城过
程中，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百姓们故
土难离，物资转运艰难，但余子俊凭借着
耐心劝导和周密安排，最终顺利完成了迁
城大业。

迁城之后，余子俊在榆林城内大力推
行一系列发展举措。他深知，教育是一个
地方发展的根基，人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
核心力量。他积极奔走，多方筹措资金，创
办了多所学校。为了聘请到优秀的教师，
他亲自登门拜访，以礼相待。在他的努力
下，榆林的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学校里
书声琅琅，一批又一批的学子在这里刻苦
学习，汲取知识的养分，为当地的发展注入
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同时，他也十分重视
百姓的身体健康，大力兴办医学，建立医疗
机构，从各地请来医术精湛的医生，培养本
地的医护人员。从此，榆林的百姓在生病
时能够及时得到有效的治疗，医疗水平得

到了显著提高。
在城外，余子俊组织民众开凿红石峡

渠。他亲自勘察地形，制定开凿方案。工
人们手持简陋的工具，在坚硬的岩石上一
点点挖掘。遇到坚硬的岩石，他们便采用
火烧水激的方法，使岩石爆裂，再进行开
凿。经过漫长的努力，红石峡渠终于开凿
成功，涓涓水流顺着渠道缓缓流入农田，
滋润着干涸的土地。大片原本荒芜的土
地变成了肥沃的良田，农作物产量大幅提
高，百姓们的粮仓渐渐充盈起来，生活也
日益富足。

在余子俊的精心治理下，榆林这片曾
经饱受战乱之苦的土地，焕发出了勃勃生
机。曾经的荒漠小城，如今街道宽敞整洁，
商铺林立，一片繁荣；曾经文化落后的边境
地区，如今书声琅琅，人才辈出；曾经贫瘠
荒芜的田野，如今麦浪滚滚，硕果累累。榆
林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政治稳定、经济繁荣、
文化昌盛的重要城镇。

余子俊在榆林的为政功绩，历经数百
年的风雨洗礼，依然被今天的榆林人所铭
记和传颂。每当夕阳西下，余晖洒在古老
的城墙之上，人们漫步在榆林的街头巷尾，
看着那斑驳的城墙、热闹的街市，便会不由
自主、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当年余大人如何
带领大家修建边墙、迁城办学、开凿水渠的
故事。

余子俊的传奇人生，不仅是明朝历史
长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是榆林这座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
一代又一代榆林人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上努力奋斗，不断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安康麻辣烫夹馍
陈 旭

“麻辣烫还能夹馍？那不是把馍都
泡烂了，这能吃吗？”

“别急、别急，且听我慢慢道来……”
每每给同事普及安康美食，提到麻

辣烫夹馍时总是会遇到如上疑问，他们
实在很难想象这到底是怎样一个组合。
但麻辣烫夹馍的大名在安康可谓是家喻
户晓，和蒸面一样是每日必吃的，胃口大
的人会将两者搭配起来，一口夹馍，一口
蒸面，身上的毛孔都在跟着味蕾跳动。

炕炕馍又名芝麻饼，炕炕馍之所以
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真是炕出来的，卖
馍的师傅一般用老面，充分揉搓后放一
旁发酵，让面团充分醒发，让面的筋道一
层层呈现。炕炕馍中心有一层内瓤，内
瓤是有味道的，决定炕炕馍味道最重要
的一步就是内瓤所加油酥的制作。油酥
用面粉、香油、精盐、苜蓿、茴香、花椒等
调和成五香面团，捋成小坨将其卷入面
饼内，用木制擀面杖擀成中间薄、四周稍
厚的圆形饼坨，两面用小刷子均匀涂抹
清水，撒上一撮雪白晶莹的芝麻粒儿，用
木刀划几道痕迹，放入上下两面炭火的
铁鏊中烘烤，翻动一两次，饼面微黄后取
出，放于炉顶的平底锅上炕至金黄，芝麻
变色即成。

卖炕炕馍的师傅都会在门外摆上一个
大烤炉，一般会有两人同时制作，一人不停
平移开顶部的平底锅，掏出炉里的半成品
放至顶部炕熟，同时往炉子里放入新的软

面饼；另一位师傅不停擀制着新面饼，还要
负责把熟了的捡出来放到篮子里。

刚烤出来的馍即使不加任何东西都会
很好吃，很多人排队时就会忍不住拿上一
个先吃着。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看似
表面风平浪静的烧饼一旦咬开，会立刻释
放出空腔内的“三昧真火”，一不小心就会
灼伤嘴唇和口腔。有经验的人都会先用双
手捧着，轻咬一口赶紧挪开脸，再用力将饼
一捏，释放出里面滚烫的热气。

当然，馍也不是谁都能做好的，一家
有一家的诀窍，一家有一家的味道。打
馍是一项技术活，从面粉的选择到和面
的手法、发面的时间、揉面的力度，再到
成型，每一步都十分讲究。好与不好，吃
过就都知道了。南马道那家烧饼店自我
上学起，每天都排着长长的队伍，而母校
对面有一家烧饼店，来来去去换了好些
老板，却依旧贴着此店转让的提示。

夹馍的菜品有土豆片、木耳、豆腐
皮、蘑芋、海带等。将它们切好后穿串，
提前煮至七分熟，吃之前放进滚烫的锅
中加热捞出后，浸泡在由油泼辣子、芝麻
等香料调和而成的秘制浇汁中，充分沾
取浇汁后夹到炕炕馍里。浇汁有辣的和
三鲜的。你可以选择“辣浇淡”，也就是
菜沾辣汤、馍里浇半勺三鲜汁，或者“淡
浇辣”，即菜沾三鲜汤、馍里浇半勺辣汁，
此外还有全辣、全淡等组合方式。

入口时，先是菜品自身的味道充满

整个口腔，咀嚼中，炕炕馍内瓤的独特香
味混合着浇汁，随着鼻腔的呼吸愈发明
晰，这一口麻、辣、鲜、香，无以伦比。

我上大学时，有个早毕业一年的高
中同学，他和他母亲在我们大学后门开
了一家麻辣烫夹馍店，专门花了两万块
钱去学了打馍技术和蘸料配比。开业后
我们去捧场，那时他的谈吐间颇有一番
要让麻辣烫夹馍在西安遍地开花的豪
情，可半年后，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只留
下一个落寞身影。如此美味怎么就不被
西安人所青睐呢？后来才慢慢明白，其
实那位同学的生意不好也是有原因的，
一是确实他的手艺比不过那些日复一日
揉捏烤制了数十年的安康老师傅，最正
宗的味道依旧留在本地；二是因为安康
的旅游景点数量较少、名气不够响亮，比
不得各省市的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
来的人少了，美味被传出去的机会自然
就少；再者也许还与安康独特的水质有
关吧，毕竟即使是从安康带过去的萝卜
缨也泡不出地道的酸菜味。

我自从离开安康后，一直不遗余力
宣传着安康美食，从雪魔芋到安康炕炕
馍、汉阴炕炕馍、汉阴豆腐干……身边的
人从最初的疑惑，到品尝后的疯狂回购，
都让我无比欣慰与自豪。还有人发出感
慨“你们安康出的美食品种真多，没想到
质量贼好，味道贼香。”那一刻我脸上充
满了笑容，得意地扬起脸冲他眨眼。

可惜，现在的麻辣烫夹馍还带不出
去，别说一天，即使过了半小时，味道都
没有那么鲜香了。

我曾想，如果麻辣烫夹馍也能真空包
装且不变味的话，我愿意给所有认识的人
都带上，让他们尝尝，相信我真不是骗人
的。无论多么难拿，无论带多少，都让我
乐此不疲。因为这样的美食输出，是大家
对安康味儿的认可，也是对像我这样怀着
满腔赤诚和思乡情结的游子的慰藉。

秦 味

人 物

“送曲连”的由来
白来勤

在灞桥农村，一般在麦收后，舅家要给
外甥送曲连馍。

所谓曲连馍，就是圆环形烧饼，饼面上
会做出各种寓意吉祥美好的花纹和图案，
意在祝愿孩子长大后生活美满。孩子满
月，母亲必须在娘家立窝窝，临别时舅家要
给满月的外甥做一大一小的曲连馍，大的
直径约一尺五寸，能让外甥从曲连中钻过，
寓意平安渡过一生成长中的难关。小的可
套住外甥的脖颈，意为把外甥拴住，使其一
生中无病无灾，健康成长。

以后每年农历五月，舅家要给外甥送
曲连馍直到十二岁。

民谣曰：“麦场卸拨枷，娘去看冤家。”
所说的娘去看冤家，就是外婆给外孙送曲
连馍。不过这时的曲连馍不是一大一小，
而是二十个如同老碗口大小的，其中有十
个左右的花馍、十个左右的圆饼，饼中有时
添加油馅儿或糖馅儿。据说，以前给男孩
送的曲连馍中间不挖圆孔，给女孩送的曲
连馍中间要挖圆孔。后来演变成不管是男
孩或女孩，送二十个曲连馍中，其中十个是
圆环形的，十个是实心的。还有一项规程
就是不论几个孩子，只送一份曲连馍，直到
最小的孩子满十二周岁。

在灞桥农村，曲连馍都是用上好的麦
面粉，先将少量面粉和成酵面，待发酵后再
加入剩余的面粉，加盐、花椒叶末、碱面儿
拌和，合面成团搋好。然后用擀面杖擀成

圆形，做成薄厚适当的各种动物或植物花
卉、果实形状，放在鏊锅中烙，先猛火烙
皮，再文火烙半小时左右即成。这烙曲
连馍的诀窍一是要碱酵拿匀，就是比例
要恰到好处。不然酵面多了就有点酸，
少了又发不虚。二是要掌握火候。火
大，表面烤焦了，火小，就可能不熟。所
以，最好是用麦秸火，这样大小容易掌
握。上等的曲连馍，表面黄而不焦，里边
酥而不粘，再加有茴香、花椒叶等调料，
吃起来香荃可口。

送曲连馍这天，舅家人把曲连馍或放
在一种叫马蹄笼（俗称提烟笼）的竹篮中，
上面盖宽大的白羊肚手巾，再搭配上时兴
的水果（如桃、杏、李）或黄瓜、西红柿等，有
的还给外孙、外孙女带上五毒裹肚、五毒背
心等夏季换洗的新衣服。五毒裹肚、五毒
背心是关中地区传统的贴身服饰，用来驱
瘟辟邪，用红、蓝、黄、白、绿五色棉布剪裁、
拼接而成。上面绣有蟾蜍、蝎、蛇、蜈蚣、蜘
蛛五种具有毒性的动物图案，色彩鲜艳、栩
栩如生。人们认为，穿上五毒裹肚、五毒背
心可以以毒攻毒，百虫不侵，辟邪消灾。舅
舅要给小外甥送有“五毒”图案的裹肚、背
心，期盼孩子健康成长。

到了女儿家，女儿和外孙早在门口等
候，热情迎接、招待，外孙手套曲连馍，头顶
曲连馍，在院中或村头巷尾活蹦乱跳，吃着
玩着。女儿家盛情款待娘家人，以示隆

重。待送曲连馍的娘家人走后，女儿家里
就将曲连馍掰成小块分给左邻右舍的小孩
子吃，以共享口福，沾沾福气。

所以每到这个时月，有外孙、外甥的家
庭就忙活开了，自认为手艺不强的人家还
专门请邻家的能人专门来烙曲连馍，生怕
自己做不好让亲戚家笑话。

不过现在好了，大街上就有专门经
营曲连馍生意的门店，打个电话还可以
送货上门。也有蒸曲连馍的，更有以石
子馍代替的。但要说色香味美，还是烙的
曲连馍好。

送曲连馍一般在农历五月到六月，因
为紧接着是忙罢会和中秋节，该是女儿给
娘家送礼了。

关于送曲连馍，在灞桥农村还有这样
一段传说哩。

相传很早以前，有户人家生了一个儿
子，十分溺爱，热了怕热着，冷了怕冷着，
说得重了怕伤着，什么都依着孩子的性子
来。慢慢这孩子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
惯。都十几岁了，吃饭还要人喂，衣裳还
要人穿。

两口子出门办事，需要好几天才能回
来。一想起懒儿子离了大人咋办？就烙
了个锅盔给他留着，心想有这个锅盔就够
儿子吃好几天的。可想起儿子实在是懒，
平时吃饭也要人喂，懒得自己动手，要是
他不动手取咋办？就把锅盔的中间挖了

个洞，套在他的脖子上，这样吃起来就方
便多了。安排好这一切，两口子这才放心
出门了。

过了几天，两口子办完事回到家里，却
发现儿子已经饿死了。两口子感到奇怪：
挂在脖子上的锅盔馍没有吃完，咋能饿死
呢？走近一看，原来儿子把脖子前面的锅
盔馍吃了，也懒得转动曲连馍，就这样还是
饿死了。

这就是最早的“送曲连”，其用意是不
让小孩受饿，安排好小孩的生活。从此，
为了提醒大人，出远门时不要忘记安排好
孩子的生活，就在麦收后送曲连馍，后来
家家效仿，约定俗成。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步，送曲连馍已被注入了新的内容，除了
烙馍的讲究外，人们还在馍的表面印上了

“好好学习”“健康成长”“身体健康”等祝
福和鼓励孩子的简单话语，来表达老一辈
对下一代的期望。如此，更增加了送曲连
馍的文化内涵，赋予了新的意义。

有人说外婆给外孙送的曲连馍，应称
“曲莲馍”或“莲花馍”，因其外形很像盛开
的莲花。莲花与佛教的关系十分密切，可
以说“莲花”就是“佛”的象征。佛教有“花
开见佛性”之说，这里的花即指莲花。人们
希望佛祖护佑孩子们健康成长，在花馍上，
人们还可以看到雕刻着象征吉祥意义的花
纹，寓意女儿家吉祥如意、幸福美满。

民 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