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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洒花雨  古驿映春晖
赵智宝

作为中国西部的一个商贸重

镇，岐山像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

镶嵌在古今丝绸之路经济带上。

岐山商贸年代久远，自古就是

丝绸之路要塞，繁华之地，人文荟

萃，物流不断。自周太王率族定居

岐山之后，便进行商品交换。

据考证，丝绸之路在岐山境内

主要通道仅有一条，这就是长安—

雍城—陇州道，在西周时称西方干

道、西方大道，西汉称长安高平道。

秦汉时期帝王西行郊祀，在沿途设

立扶风美阳宫、岐山李家道行宫、

凤翔蕲年宫、千阳走马棱行宫、陇

县回中宫等行宫，成为通往陇西、

西域的主干道之一。长安—雍城—

陇州道由长安出发，经今咸阳、扶

风、岐山、凤翔、千阳、陇县，之后入

甘肃境内。从周秦至明清，长安—

雍城—陇州道是历朝京都通往陇

西、西域的主干道之一，在历代政

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发挥了

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久负盛名的丝

绸之路的溯渭道。

岐山县境内的一些关隘、古镇

遗址及近年来发掘的一些文化遗

址，佐证了丝绸之路在岐山境内

的繁荣景象。岐山李家道行宫作

为丝绸之路沿途设立的一个重要

驿站，位于岐山县凤鸣镇李家道

村南，面积约 1 万平方米，距离岐

山县城 3 公里。1988 年文物单位

开展文物古迹调查时，发现该遗

址夯土基址、陶下水管道，还采集

到战国“双獾”“单獾”和云纹等瓦

当及大量砖瓦残片，应为一处秦

汉宫殿遗址。

新中国成立后，很快扭转了

旧社会商品匮乏、市场萧条、物价

飞涨的局面，逐步建立和巩固了

社会主义市场。尤其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生产发展

和商业体制改革，全民、集体、个

体多种经济形式活跃了市场，多

渠道少环节的流通体制，商贸流

通逐渐呈现多元化、购销两旺的

趋势。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

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岐

山县城所在地凤鸣镇更是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县城建设规模

迅速扩大。通过实施太平塔文化

街区、凤鸣湖生态湿地公园改造

等工程，城市特色风貌更加凸显。

新建市民广场、礼乐广场、大剧院

广场、交通广场、“凤鸣朝阳”游

园等公共开放广场，群众生活休

闲设施不断完善。如今，岐山这

座魅力古城面貌今非昔比，“容

颜”靓丽，全民素质不断提升，一

举摘得国家卫生县城桂冠。岐山

县城还建成了一组独具特色的

地标性雕塑周文化建筑群，展现

在人们眼前。

回首历史，我们仿佛听到了山

间回荡的声声驼铃，看到了大漠飘

飞的袅袅孤烟。唐太宗说 ：“以史

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是文明的

记忆，蕴含着照亮未来行程的智慧

之光。岐山作为古丝绸之路的商贸

重镇和重要驿站，过去曾经铸就了

古丝绸之路的荣光，今天一定会绽

放新光芒。

同峪河畔的变迁
赵红枫

同峪河发源于秦岭一脉的石

榴山（桃山）北坡，是岐山县和宝

鸡高新区的界河。流出山谷的同峪

河，东临岐山县的五丈原，西濒高

新区钓渭镇的红星村和东阳村，最

终从东崖村地畔汇入滔滔渭水。

数千年前，同峪河谷就有人类

活动。2021 年 8 月，省市考古专家

在钓渭镇东崖村附近发掘出了大

批古墓葬群。这些墓葬的年代，最

早可追溯到春秋中期，一直延续到

清代，时间跨度达 2500 年之久。通

过对墓葬的分析，可以知道这块地

方先后经历过地震、山洪的破坏。

墓葬又有上下重叠的现象，这就说

明，虽历经劫难，但古人仍旧不断

地在同峪河谷繁衍生息。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宝鸡全境

出现过旱涝不均的自然灾害。有些

年份夏季百日大旱，秋季却阴雨连

绵，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同峪河

沿岸的土地、村庄、堤坝也曾被洪

水冲毁过。经省市县各级水利部门

协调，政府决定在同峪河建设一座

大型水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

当时的公社党委号召全公社 12 个

生产大队的党员干部积极投身到

这项工程中去，并宣布由各大队组

织劳力，根据进度分期分批进入工

地工作。公社依靠政策和集体的力

量，使千军万马汇集在一起，形成

一股强大的合力，动工建设这座大

型水库。

经过全公社干部群众的共同

努力和奋斗，仅用了三年时间，同

峪河水库就竣工了。同峪河水库的

建成，拦截了雨季的洪水，为周边

各村的农田提供了充足的灌溉水

源，使得成片的肥沃土地旱涝保

收，粮食产量大大提高，各种水果

蔬菜在这里茁壮成长。水库也得到

了综合利用，在灌溉农田的同时还

发展了水产养殖业。

水库的建成也改变了周边的自

然环境。同峪河水库碧波荡漾，芦花

摇曳。库区及周围山青青，水清清。

河道两边修建了水泥路面，种满了

花草树木。上游塬区内，一片片猕猴

桃横成行、竖成列，郁郁葱葱；一排

排民房整齐有序，一派新气象。

方言撷英：

大雅大俗的指代词
袁敏杰

不知秦地乡党是否注意或意识
到，家乡男女老少包括我们自己，随时
会脱口而出一个指人指事指物，且是
几乎无所不指的指代词：“gai（去声）。”

这个口语指代词应用实在广泛极
了 ：诸如gai 人、gai 事、gai 什么的。

毋庸讳言，自己从小到大到老也
一直在脱口而出且是习惯成自然地下
意识地运用这个口语指代词，可以说
如影相随了自己大半生。

说实话，其实自己也是一直糊里糊
涂地随俗从众地使用这个口语指代词，
却也既没想过也不明白“gai”是什么意
思，更不明白是个什么字，且以为就是个
约定俗成“土得掉渣”的方言口语，也许
难有相对应的规范汉字。

孰料，有一天却忽然灵醒过来：家乡
男女老少人人嘴里随口而出的口语指代
词“gai”，不就是“该”么！

当刹那间明白过来后，不禁大吃
一惊，原来家乡男女老少人人脱口
而出的口语指代词“gai”竟是“该”！

“该”，那可是古汉语文言雅词呢！
查词典，古汉语文言“该”的义项，

其中之一，便是“这个”的意思。“该”，
也成为广泛沿用的现代书面语与口语
的规范指代词。

厉害了，我的父老乡亲，世世代代
祖祖辈辈男女老少都在传承着古汉语
文言指代雅词“该”，我竟误以为土得
掉渣呢，惭愧！

想想，却也就不难理解了 ：数千年
来，家乡世世代代祖祖辈辈繁衍生息所
立足和生存的这块大地乃西周故里，既
是周文化的发祥地，也是中华民族古汉
语的发祥地之一，也就滋养和熏陶了世
世代代祖祖辈辈生存在这方土地上的
子孙后辈的语言习惯及其传承！

不禁吟叹 ：哦，家乡父老乡亲男女
老少口语中大雅大俗的指代词“该”！

不禁又想到，家乡父老乡亲相互
之间询问时间的两个口语词，却有大
雅大俗分野 ：“几时？”“啥会？”

是不是前者大雅、后者大俗？

陈仓荟萃
三千年前中西方文明交流的见证——

在宝鸡发现的古埃及蜻蜓眼
王俏

与众不同的玻璃珠
“唰”的一声，军绿色的帐篷被拉

开，冬日刺骨的空气一下子涌了进

来，冻得人忍不住一激灵。工作人员

起身走向发掘区，被白霜覆盖的地上

延伸出一串褐色的脚印。这是 2018

年底的一个清晨，在宝鸡市考古研究

所发掘的宝鸡高新区马营镇旭光墓

地的工作现场。

天亮得晚，此时的天空还点缀着

几颗星星，工地在远处高楼的映衬下

更显安静。工作人员边走边思索当天

的发掘安排，工地发掘已持续了一个

月，当天要发掘的墓葬M4 位于发掘

区的东端，初步判断应为西周时期墓

葬，且有丰富的陪葬品。

天渐渐大亮，清晨的寂静被打

破，工地又恢复了热闹。工作人员沿

着事先明确的墓边向内向下发掘，可

以清晰地看到，这座墓在建造时留下

的铲印，那是三千年前人类的印记。

太阳升到半空，坍塌的木椁和木

棺露了出来，混在一起的还有人骨和

各种陪葬品。

发掘到底部，整个墓室的全貌也

逐渐清晰，葬具为一棺一椁，墓主人

仰身直肢，身上有大量朱砂，随葬品

众多。

按照以往的经验，有如此多随葬

品的西周墓里，墓主人胸前应该有串

饰随葬。岁月无情，原本连接串饰的

绳子早已朽化，细小珠子散落在泥土

中，清理须更加细致小心。

慢慢地，红色和绿色的珠子显露

出来，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熠熠生

辉。除了玉珠、玛瑙和绿松石，还有较

多的白色陶珠，这些珠子大都是常见

的管珠状或桶形珠。不过，与往常不

同的是，绿色的珠子里还夹杂着蓝色

的珠子，有的呈半透明状，质地轻盈，

表面光滑，不见瓷化纹路，似乎不是

天然制品。更奇怪的是，这些形状较

为一致的蓝绿珠子中间，夹杂着一个

“异类”——蓝色异形珠。

这颗珠子整体呈天蓝色，明显不

是绿松石的样子，形状也不是常见的

鼓状或柱状，而是在一个圆鼓的主体

上有三个圆形凸起，将整个珠子塑造

成了一个不圆不方的异形。

这奇怪的珠子材质非金非玉，甚

至不是自然产物，其来源不禁令人疑

惑起来。M4 还未发掘结束，工作人

员只能把疑惑暂存心底，也许后续还

有新的线索。

随着最后一个蚌壳装入塑封袋，

M4 的清理工作终于结束了。

工作人员回到驻地，整理当天的

发掘工作，从随葬品来看，M4 可能

是当前为止发掘到的等级最高、随葬

品最丰富的墓葬，因而也需要更加细

致的研究。

可以判断，M4 的墓主一定有较

高的社会地位，不然不会有这么多的

珍贵陪葬品。根据墓主陪葬品中青铜

器的组合和墓向，墓主是姬姓周人的

可能性很大。墓里的金箔似乎是受到

了草原文化的影响，说明墓主所属的

部族和外部有沟通，并受其影响。

那么，那颗蓝色异形珠会不会也

是外来产品？

来自古埃及的工艺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料珠——费

昂斯的制造工艺。

费昂斯，最早在公元前 4000 年

左右出现在古埃及，是由石英砂、石

灰石和助燃剂等混合在一起烧制而

成，由于烧制温度

不高，其表面只有

少量的玻璃釉层，内

部为少量玻璃态物质

将石英体连接在一起。

料珠的胎体均由石英砂

组成，因而区别其类别的关键点就

在烧制时使用的助燃剂。在埃及存在

大量的助燃剂——天然泡碱，其中含

有较多的钠，因而埃及的玻璃制品呈

现出高钠低钾的特点。

古埃及的釉砂制作方法主要有

三种，直接施釉法、渗透法和风干法。

故宫博物院与宝鸡市考古研究

所工作人员选取了与蓝色异形珠同

出的M4 中部分料珠碎片，通过专业

显微镜观察玻璃的内部结构发现，

M4出土的料珠的断面显微结构符合

古埃及风干法上釉的料珠特点，这种

制作方法是埃及费昂斯的主要制作

工艺。因而，M4 料珠无论从元素组

成还是上釉工艺判断，都为舶来品，

与它同出且明显不是中国传统的蓝

色异形珠自然也应为古埃及制造，其

身份实为“蜻蜓眼”。

文明交流的前沿
蜻蜓眼是在珠体上制造出以眼

睛图案或形状作为装饰的玻璃珠，其

最早于公元前 1500 年左右出现在埃

及，并在地中海周边广泛流行。

宝鸡旭光墓地M4 时代在西周

早期，比此前认为中国境内最早的新

疆轮台群巴克墓地蜻蜓眼玻璃珠时

代更早，因此，宝鸡旭光墓地出土的

蜻蜓眼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蜻蜓

眼，表明早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早期，

宝鸡的先民就与远在北非的古埃及

有文化、经济上的交流。

以蜻蜓眼为代表的中国的费昂

斯都是外来的吗？

埃及的费昂斯因使用天然泡碱

做助燃剂，为高钠玻璃，而中国缺少

这样的天然碱，使用草木灰或硝石做

助燃剂，这样生产出的费昂斯就含有

更多的钾而非钠，钠钾两种元素谁占

主导就成了判别费昂斯产地的重要

标准。

我国的费昂斯最早出现在西周

早中期的北方地区，目前境内最早

的费昂斯出自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

遗址，因为出现时间晚于西方，且目

前发现的最早费昂斯为埃及的高钠

类型，所以普遍认为我国的费昂斯

受到了埃及的影响。但西周中期我

国已出现了高钾费昂斯，发展至战

国时期，我们出现了独有的铅钡费

昂斯和钾钙费昂斯，甚至蜻蜓眼也

能独立制造了。

事实上，国产费昂斯的出现时间

甚至可能更早，西周早期的宝鸡弓鱼国

墓地出土的料珠，经检测含有很高的

钾和铜，甚至还含有微量的铅，这似

乎预示着早在西周早期就有自产的

费昂斯制品了。巧合的是，M4 的断

代也为西周早期，这表明西周早期的

宝鸡地区，既有产自埃及的蜻蜓眼费

昂斯，又有国产的高钾费昂斯。由此

可见，地处中原、西南、西北交会点的

宝鸡自古就是中西文明交流的前沿

之地。

（作者单位：市考古研究所）

始建于北宋元祐三年（1088 年）的岐山太平寺塔如今成为县城地标性建筑

马营镇旭光墓地出土的“蜻蜓眼”

还原后的串饰陪葬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