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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时评

●汉上钩沉

●诗说汉中

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和南
北朝郦道元《水经注》都有勉县出
产好鱼的记载。《华阳国志·汉中
志》说：“沔阳县州治。……又有度
水，水有二源，一曰清检，二曰浊
检。有鱼穴，清水出鱮，浊水出鲋，
常以二月、八月取。”《水经注·沔水
上》说：“汉水又左得度口水，出阳
平北山。水有二源，一曰清检，出
佳鳠；一曰浊检，出好鲋，常以二月
八月取之，美珍常味。”任乃强先生
认为度口水指的是今勉县旧州
河。旧州河是汉水的支流，它的两
条主要源流都发源于秦岭。这两
本书中所说的“鱮”“鲋”“鳠”都是
度口河所出产的美味鱼种。

唐代为《文选》作注的李善认为
丙穴在汉中勉县北。他在为左思的

《三都赋·蜀都赋》作注释说：“丙穴
在汉中沔阳县北，有鱼穴二所，常以
三月取之。丙，地名也。”勉县在唐
代一直被称为“西县”。今天的勉县
在汉代被称为沔阳县。南北朝北魏
统治时期也曾在梁州境内设华阳
郡，领华阳、沔阳、嶓冢三县。这个
沔阳县在隋朝建立后就裁撤了。

朱熹的《诗集传》为《南有嘉
鱼》作注说：“嘉鱼，鲤质，鳟鲫肌，
出自沔南之丙穴。”朱熹明确地说
南有嘉鱼出产自汉中的勉县。从

朱熹的注解看嘉鱼是类似于鲤鱼
的一种鱼，肉质像鳟鱼或鲫鱼。清
代顺治年间汉中知府冯达道主修
的《汉中府志·卷之三》记录汉中物
产时说到勉县、宁羌州产“嘉鱼”。
清代康熙年间汉中知府滕天绶主修
的《汉南郡志·卷七》中也将“嘉鱼”
记录为一种独特的鱼种。有许多学
者着力考证嘉鱼是什么鱼种，笔者
以为大可不必。从“嘉”字的本义就
可以理解什么是嘉鱼了。《说文解
字》对“嘉”字的解释：“嘉，美也。从
壴，加声。”“嘉”就是美好之意。嘉
鱼应是产生于秦岭南麓汉水流域许
多美味鱼类的总称，包括《鱼丽》中
所说的六种鱼及《华阳国志》《水经
注》中所记载的“鱮”“鲋”“鳠”都可
以称之为嘉鱼。清代顾祖禹《读史
方舆纪要·卷五十六》：“沔阳县，县
西南三十里。旧志云：在县东南十
六里。汉县治在此，隋省。”按李善
所说的沔阳县，产嘉鱼的丙穴在汉
中勉县境内。明代嘉靖年间赵廷瑞
主修的《陕西通志·卷三十五》也说：

“嘉鱼鲤质鳟鲫，肌肉甚美。食乳
泉，出于沔县丙穴。今汉中临江之
山多有之。穴口亦不甚大，每岁遇
江涨或霖雨时，穴中鱼出辄蔽江，不

可以量计。盖穴中山空，有渊在内，
鱼生子，长养其中，然终不能隐，有
时则出于江也。”这里不仅说勉县丙
穴出嘉鱼，而且汉中临江之山洞穴
中多产嘉鱼。清康熙年间汉中知府
滕天绶主编的《汉南郡志·舆地志》
记载：“嘉鱼洞，（沔县）西南八十里，
今属宁羌。”按滕天绶的说法，这个
嘉鱼洞就是今天宁强大安镇的大鱼
洞。大鱼洞是位于汉江北岸秦岭山
麓的一处溶洞，洞内石柱、石笋、石
钟乳形态各异，常年水流汩汩，无比
清澈。宁强大安当地人说 20世纪
60年代以前常有大鱼从大鱼洞中流
出。所以后世有人说丙穴嘉鱼产生
于勉县，也有人说产于宁强。清顺
治年间汉中知府冯达道主编的《顺
治汉中府志·卷三·食货志·物产》中
记载宁羌州物产中有“嘉鱼”。而

《顺治汉中府志·卷一·舆地志》记载
在宁羌州有：“丙穴，南一百里。秋
冬水涸，则鱼藏洞中，难觅。春夏之
交，水涨始出，味美似鲥。《诗》谓‘南
有嘉鱼’传云出沔。南丙穴即此。”
清康熙汉中知府滕天绶主编的《汉
南郡志·卷一·舆地志》沿袭了冯达
道的说法，说宁羌州：“丙穴，南一百
里，产嘉鱼，秋冬鱼藏，春夏始出。”

宁羌州南一百里地应在今毛坝河。
这是今天宁强人认为嘉鱼出产在宁
强毛坝河的根据。冯达道把毛坝河
的丙穴称为南丙穴，并没有否认其
他丙穴的存在。

而宋代史学家宋祁在《益部方
物略记》谈到嘉鱼时说：“丙穴在兴
州，有大丙小丙山，鱼出石穴中，今
雅州亦有之，蜀人甚珍其味，左思
所谓嘉鱼出于丙穴中。”宋祁所说
的大丙山、小丙山在今略阳县。明
代嘉靖年间略阳知县李遇春主修
的《略阳县志·卷一·山川》中说：

“大丙山，南二十里，下有石洞，名
曰丙穴。每岁清明，嘉鱼涌出，俗
名曰：‘鱼洞子’。小丙山，与大丙
山相峙。”《略阳县志》所说的南二
十里与真实的方位不相符。鱼洞
子在今略阳县城东部黑河镇境
内。这部县志卷二土产部分关于
鱼的介绍中说：“嘉鱼，赤尾、细鳞、
巨口，每岁至清明及冬月有。”按宋
祁和明嘉靖《略阳县志》的说法，丙
穴嘉鱼产自于汉中略阳县。

无论是左思、郦道元、李善、宋
祁、朱熹，还是后来的李遇春、冯达
道、滕天绶，他们所说的嘉鱼都产
自汉水上游的汉中。朱熹在《诗集

传》中明确地说：“南，谓江、汉之
间。”“丙穴嘉鱼”是汉中特有的美
味佳肴的一种，杜甫流寓蜀中时曾
吃到美味的蜀中鱼，立即想到了

“丙穴嘉鱼”的典故。他在给老朋
友严武的一首诗《将赴成都草堂途
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中写道：

“鱼知丙穴由来美，酒忆郫筒不用
酤。”用这个典故来赞赏蜀中鱼的
美味。

《隋书·地理上》说：“汉中之
人，质朴无文，不甚趋利。性嗜口
腹，多事田渔，虽蓬室柴门，食必兼
肉。”汉中自古就是鱼米之乡，盛产
各种鱼类。《汉中地区志·卷八水
利·渔业资源》说：“据1984年陕西
省水产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生物
系联合调查，汉中地区境内共有自
然鱼类 109种，占长江水系自然鱼
类 274种的 41％。其中经济鱼类
30余种，有鲤、鲢、鳙、草、鳊、鲶、团
头鲂等。鲤鱼为优势品种。”汉中
盛产嘉鱼，汉中人喜爱食鱼，善于
烹制各种以鱼类为主的菜肴。今
天来汉中旅游的人，依然喜欢品尝
汉中著名的“褒河鲜鱼”，这大约就
是今天的汉中人对《鱼丽》和《南有
嘉鱼》这两首诗最好的注脚吧。

《诗经》中的汉中美味嘉鱼（下）
李青石

张礼修堪称东汉末期汉中
好媳妇。

《乾隆·南郑县志》记载，南
郑女子张礼修出生于一个殷实
富裕的人家。父亲崇尚儒学，
知书识礼，期望女儿能传承家
风，修身养德，长大后做一个明
理守节、贤淑持家的女子，因而
给她取名“礼修”。当张礼修到
了上学的年纪，父亲亲自教授
她孔孟圣人之道，传授她吃饭
穿衣、待人接物等日常礼仪，同
时，让母亲或者女佣教她干些
扫地擦桌、浆洗缝补之类力所
能及的家务活。

成人之后，张礼修嫁给汉
中太守苏固手下当功曹的赵嵩
（字伯高）为妻。赵嵩少年丧
父，母亲依靠丈夫遗留的微薄
家业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赵
嵩感恩母亲，对她百依百顺，从
不惹她发火怄气。因此，赵嵩
结婚次日叮嘱张礼修说：“娘子
贤良至孝，美名传遍十里八乡，
娶你为妻是我的福分。母亲守
寡多年，吃苦受累数不胜数，日
后，希望娘子能够多多忍耐、担
待些，事事随她心顺她意。”张
礼修没有过多犹豫，当即只回了一句话：“夫君
尽管放宽心。”

张礼修婚后每天的生活都是从做早饭开
始的。天微亮，她便准时起床洗漱，尔后，一个
人忙碌着做早饭，整理丈夫的工装与公文包，
一切收拾妥当，这才轻声细语叫醒丈夫和婆婆
起床吃饭。丈夫离家上班，婆婆出门遛弯，张
礼修依旧闲不下来，或扫屋拖地，或缝制衣物
鞋帽，或清理院落杂草，把桌凳饭几擦拭明亮，
摆放得规规整整，把庭院走廊清扫干净，拾掇
得清清爽爽。张礼修做晚饭的时间掐得很准，
通常情况下，丈夫下班刚到家饭菜正好出锅，
偶尔丈夫加班或者应酬，她请婆婆先吃，自己
则边纳鞋底边等丈夫，直到丈夫回家她才动
筷。赵嵩特别感动，每次都劝说她不要等候，
与母亲一同先吃，可她就是不听劝，照样如此。

遗憾的是张礼修遇到了一个蛮横不讲理
的婆婆。老太太经常背着儿子在鸡蛋里挑骨
头，指责儿媳妇饭做硬了、汤熬淡了，递到她手
上的药要么烫了、要么凉了，更过分的是有好
多回，老太太竟然把张礼修晾晒的衣服扯下来
丢在地上，说没有洗干净，要她重洗。张礼修
本想与婆婆理论，可她一想到丈夫的叮嘱，硬
是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老太太见张礼修不犟嘴像个软柿子好拿
捏，就越发地上劲。结婚一年有余，张礼修的
肚子没有丁点反应，有一天，老太太当着张礼
修的面操根棍子边撵老母鸡边骂：“遭瘟的，光
吃食不下蛋。老娘留你何用。”这话如同针刺，
扎得张礼修心肝俱痛，她强忍着转圈圈的泪水
悄悄地躲进卧房。又过了十来天，邻居家的牛
啃食了赵家十多株玉米苗，邻居提着半袋子玉
米上门赔礼道歉。凑巧婆婆外出串门，张礼修
觉着都是乡里乡亲，一桩小事不必计较，便谢
绝了邻居的好意。事后，婆婆责问张礼修：“我
赵家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你眼里还有没
有我这主事的婆婆？”最后，张礼修被迫认错这
事才翻了篇。夜里，她几次想把委屈说给丈
夫，让他评评理，但她又担心丈夫夹在中间左
右为难，于是，她选择了沉默。

后来，张礼修与丈夫回娘家，母亲见她双
手粗糙，神情憔悴，就追问女儿在夫家是不是
受了欺负？张礼修怕母亲担忧，便紧紧挽住丈
夫的胳膊说：“夫君很疼我，经常给我买新衣和
饰品，婆婆也像你一样宠我，脏活、累活从不让
我插手，而且经常在亲戚和邻居跟前夸我孝顺
贤惠。”母亲心花绽放，欢欢喜喜吩咐女仆赶紧
杀鸡宰鸭，好好招待姑爷。

赵嵩返家，原原本本地把妻子的话说给
老娘。婆婆顿时愣住了，暗自思忖：我平日里
百般刁难儿媳妇，可她不仅不记仇，反而给我
脸上贴金。我真是老糊涂，身在福中不知
福。婆婆扑通一声跪在张礼修面前，责骂自
己，请求她原谅。赵嵩莫名其妙，连忙问老娘
究竟是咋回事。婆婆就把责难张礼修的一件
件、一桩桩旧事抖落出来。赵嵩明白了真相，
捧住张礼修的手愧疚地说：“我赵伯高对不住
娘子，让你受苦了。母亲已经知错，你就谅解
她吧！”张礼修抹掉眼泪，俯身搀起婆婆：“我
们是一家人，哪有那么多仇呀恨的。只要我
们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把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的就行啦！”

从此，婆婆像似变了一个人，每天早起给
儿媳搭手做饭，自己能干的活儿绝不让张礼修
插手，而且时常在族人和乡邻面前说菩萨眷顾
赵家，给赵家赐了个好媳妇。张礼修的名声在
当地传播开来，成了小媳妇、大姑娘学习的标
杆、效仿的榜样，常有街坊邻居说：做媳当如伯
高妻。

就在张礼修生下女儿憧憬未来生活的时
候，家庭突遭变故。

益州刺史刘焉的部下张修率兵攻破汉中，
残忍杀死太守苏固及其家人。赵嵩重感情、讲
义气，手持利剑独闯张修兵营为苏固报仇，却
因寡不敌众，被兵士乱刀剁成肉泥。张修听说
张礼修贤良貌美，想占为己有，便派出一小队
人马抄赵嵩的家。张礼修晓得灾祸躲不过去，
就把孩子藏起来，换上褴褛破旧的衣服，脸上
涂满青色的染料，弄乱头发并揉些草屑在上
面，怀揣菜刀做出一副病恹恹的模样瘫坐在客
厅里。领头的小队长见张礼修既脏又丑，并非
传言那般，就抢了些财物收队回营。

张礼修虽然躲过一劫，但她不敢久居婆
家，生怕张修再派兵逼迫，于是，她带上女儿以
及丈夫与婆婆的灵牌回到娘家。好在，没过多
久，张修被张鲁干掉，自此，张礼修那颗悬着的
心才完全踏实，与女儿相依为命，直到终老。

前不久，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全面改造提升的广州近代史博物馆
（广东咨议局旧址）主体陈列“红色
广州 英雄城市——广州革命历史
陈列”正式向公众开放。展厅内，一
条红布带被安放在独立展柜中，吸
引了来往观众的目光。原来，当年
参加广州起义的人员没有统一的服
装，为了方便识别敌我，大家每人一
条红布带，戴在脖子上或绑在手臂
上。历经岁月洗礼的布带，无声诉
说着革命先辈炽热深沉的家国情
怀，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和启迪。

知所从来，方明所往。革命文
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
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
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
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

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
材。浙江嘉兴南湖红船、中国人民
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的红一方面
军的第一部电台、井冈山革命博物
馆收藏的贺页朵的入党宣誓书
……今天，我们与革命文物的每一
次对话，都是一次思想的洗礼；对
革命历史的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次
精神的传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
理应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
承而不灭。新时代以来，从中办、
国办印发《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
利 用 工 程（2018—2022 年）的 意
见》，到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制定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工程实施方案，再到中央财政对
革命文物保护展示投入予以倾斜
……革命文物工作顶层设计不断完

善提升，部门协作、央地联动更加密
切，革命文物史实研究和价值挖掘
得以深化，革命文物保护级别得到
提升，保护管理状况显著改善。据
统计，全国登记的不可移动革命文
物达3.6万多处、国有馆藏可移动革
命文物超过100万件（套），全国革命
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革命文物
整体保护取得突破。

也应看到，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比如，革命
文物分布地域广、类型多，保存状
况、保护难度、展示水平不一，特别
是总量巨大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
物的保护状况有待进一步改善。
再比如，一些革命文物缺乏与公众
连接的有效渠道，教育功能和社会
影响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保护好、阐释好，是运用好的

坚实支撑。一方面，保护是革命文
物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应加强对革
命文物和革命文献档案史料、口述
资料的调查征集工作，做好馆藏革
命文物的认定、定级、建账和建档
工作，并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种类、
不同等级革命文物，科学制定保护
策略。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深化革
命文物的研究和阐释工作，深入挖
掘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再现革命
文物所承载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
担当、牺牲和奉献。

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也需
要进一步探索革命文物的创新传
播路径。在河南，鄂豫皖革命纪念
馆将馆藏资源与市场需求相结合，
开发“大别有礼”系列文创产品，收
获良好社会反响；在甘肃，南梁革
命纪念馆依托革命文物资源开展

“南梁精神”进校园活动，将南梁精
神传承与青少年思政课有机融合，
拉近了学生与革命文物的距离。
实践表明，坚持在保护中创新、在
创新中发展，积极创新展陈形式、
传播方式、产品形态，革命文物的
生命力和影响力将不断增强。

每一件革命文物，都是理想信
念教育的生动教材。用心用情用
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革命文
物，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
雄的故事，我们定能更好地从革命
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增强砥砺
奋进的信心和勇气。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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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好革命文物 用好生动教材
李铁林

巴人方国在城固
刘乐

拜将坛拜将坛

●读史解人

在商王武丁尚未拓疆西南之
时，汉中盆地里逐水而居的族群构
成只有巴人和当地原住民。

巴人先祖廪君后代的一支族
群，因生存而翻越大巴山，溯汉水
而上，来到汉水支流湑水流域一
带，漁猎生活，形成方国。巴人三
千年前在今城固县平川湑水河流
域定居的证据，有历史文献记载和
考古报告的结论支持。四川成都
文史专家童思正著《古代的巴蜀》、
汉中学者刘长荣撰《汉中古史考
论》，特别是发掘研究城固宝山遗址
十余载的陕西考古学家赵丛苍的

《城固宝山考古报告》确定了这样一
个历史事实：三千年前出现于鄂西
南“以刚勇尚武”著称于世的巴人部
落，离开发源地之后，先后迁徙到川
东、鄂西北，最后进入汉中盆地，生

活在城固县东北宝山为中心的湑水
河流域一带，史称“巴方”。武丁中
兴拓疆时期，统治势力越过汉江，经
过巴方之战后，汉中巴人最终归附
了强大的殷商王朝。

考古发现又为上述论断增添
了两件直接的实物证据，即巴人族
群在城固实际使用过的镂空虎纹
青铜钺和巴式柳叶青铜矛，一为礼
器，一作兵器。史载，巴人先祖廪
君死后，其魂魄化为白虎，护佑后
代，故巴人崇拜白虎，以虎为图
腾。他们自诩是虎之族，叫“虎（音
巴）人”。1964年在城固县湑水河
西岸五郎庙村出土了一件商代镂
空虎纹铜钺，钺刃部分被镂空透雕
出一老虎，虎口大张，作奔跑状。
器形独特，地方性特征显著，全国
独有。钺，又叫戚，古兵器，斧的一
种。既具兵器之形，实作祭祀礼器
之用。这件斧钺礼器，其上呈现的
虎文化元素，表明拥有使用该礼器
的族群，正是三千年前生活在湑水

之滨的巴人。1980年城固县龙头
镇出土一件商代柳叶青铜矛，被考
古学家命名为巴式柳叶矛。史载，
其兵器形制由“掷剑于石穴，奉以
为君”的巴人先祖廪君所创。代表
巴文化的兵器掷矛出土于城固，证
明是巴人在城固进行兵事活动的
遗存物。城固出土的虎钺和柳叶
矛，专家认为冶铸于汉中巴人未臣
服于武丁王朝之前，是居住在湑水
流域的巴人进行祭祀和战事的实
用器，为巴人三千多年前来到汉中
城固的最有力证据。

沧桑越千载，青铜终未朽。商
王武丁征服了城固湑水一带的巴
方，周武王又灭了殷商。巴人与城
固原住民，以及后来者的商周氏
族，不断融合，成为汉中盆地的主
人。汉代学者赞汉中人“其气刚
勇”，就是巴人性格遗风的传承。
沿用至今的大巴山名字，还保留着
古巴氏族人在此生活而得名的文
化记忆。

张佐周，生于 1910年，满族，
字郁文，河北省保定县人。1932
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系后，投身
我国早期公路建设，是沪杭、杭徽、
西汉、乐西、滇缅等多条干线的建
设和组织者。

1934 年，二十四岁的张佐周
代理西（西安）汉（汉中）留汉段测
量队队长，参与勘探、设计、修建西
北交通命脉西汉公路。在测到鸡
头关下时，西汉公路设计路线要经

过褒谷古栈道。石门作为世界最
早的通车隧道，内外遍布历代题
刻，内容多与石门开凿、古道兴废
相关，所书文字，构成我国汉魏至
唐宋书法演变历史。劈山开路，石
门摩崖石刻群定然不保。非常喜
欢石刻碑拓的张佐周认为石门碑
刻具有历史文化价值，提出“石门
绝对不能去碰”。为保护古迹，年
轻的张佐周大胆提出改变原有设
计线路，在褒姒铺以下附近建桥
（即鸡头关大型钢架桥）过褒河，走
“石门”对岸“石虎”脚下。又恐有
损“石虎”虎形，遂开凿连环三洞，
称为“新石门”。石门碑刻得以保
护，西汉公路顺利竣工。同时，在
勘探和修建西汉公路之际，张佐周

拍摄了很多照片，记录了 90年前
汉中的城乡风貌、自然景观、文物
遗迹，为世人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影
像史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佐
周历任上海市工务局副处长，上海
市市政工程管理局总工程师，上海
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所所长。他大
力提倡修建高速和高架道路，创建
交通工程学会，规划上海“三港二
路”，是我国著名的公路和交通工
程专家。张佐周一生修建了很多
公路，但他一直难忘修筑西汉公路
的三年，对石门始终怀有深厚的感
情，2005年逝世后按照其遗嘱，归
息褒谷。汉中市人民政府在褒谷
口为张佐周立碑刻像。

张佐周与石门石刻

汉乡秋韵
李俊青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