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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REN WEN BAO JI

人文宝鸡 编者按：今日夏至，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宝鸡地区与“夏”字有关的元素不少，这里生活
着数以千计的夏姓人，还有古代皇家避暑胜地麟游九成宫，也有浆水、漏鱼、凉皮等许多夏季小吃。
这个夏天，我们不妨探寻宝鸡那些与夏有关的人和事 ——

“夏”姓是一个古老的姓氏，我

市几乎每个县区都有夏姓人分布，

夏姓人聚居的村落也不少。我们通

过翻阅家谱、采访老人等形式，探

访夏家村庄里的姓氏故事。

“我们村夏姓人是从‘大槐树’

迁来的。”扶风县法门镇冯家村夏家

组老人说，当地聚居着约 600 名夏

姓人。村民传说，明朝初年，山西一

带社会相对稳定，人口稠密，而关中

地区战争频发，天灾人祸不断，十室

九空，为了让人口分布相对均衡一

些，朝廷组织大规模移民迁徙。夏家

组夏姓人就是在当年的人口大迁徙

中来到扶风的，据传夏家祖先在山

西生活较为富足，衣食无忧，不愿迁

徙，但朝廷下了命令，夏姓祖先在平

阳府洪洞县广济寺登记完后，被强

行迁走，走前不断回望广济寺旁的

那棵大槐树，并告诉后人：“问我祖

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

巧合的是，陇县东风镇夏家湾

村的姓氏故事也与大槐树之说有

关。夏家湾村存有旧版《夏氏家谱》，

家谱记载，夏家湾村夏氏祖籍山西，

明万历五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

迁居陇州。刚开始，住在陇县石咀子

村的窑洞里，后迁徙

到东风镇下凉泉村

的水壕边居住，并在

当地留下一处夏氏

祖坟。后来，夏家人

迁移到二郎河口东

岸的崖湾里居住。长

年定居之后，夏姓人

口日益增多，原来的

地名崖湾被夏家湾

取代。至今，夏家湾

夏姓人已传承 18代。

夏姓是一个很古老的姓氏，主

要由姒姓夏氏和妫姓夏氏组成。其

中，姒姓夏氏出自百朝之首夏朝，

大禹为夏后氏部落首领，他治平

天下，建立夏朝，族名、国号为“夏

后”。夏氏得姓很早，随着时代更

迭，散居广泛。

扶风人夏乃平听父辈讲，在迁

徙过程中，官兵用绳索把迁徙者的

双手绑在身后强行带走，人要上厕

所就让官兵解开手上的绳索，久而

久之，“解手”成了“上厕所”的代用

词，背着手走路成为生活习惯。宝鸡

夏姓人的大槐树迁徙之说并非空穴

来风，《明太祖实录》中记载：“丧乱

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

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

而在山西“古槐后裔姓氏表”

里，夏姓位列其中。

麟游地处渭北旱塬的丘陵沟壑

之间，自古夏无酷暑，气候凉爽宜人。

隋朝时，隋文帝便在此建起仁寿宫，

用以避暑。到了唐朝时这里被修复扩

建，更名为“九成宫”，后来曾一度改

名为“万年宫”，但最终又恢复原名。

千百年来，无数帝王将相、文人骚客

在炎炎夏日来到九成宫，在感受清凉

的同时，也留下许多不朽诗篇。

最为出名的当数《九成宫醴泉

铭碑》。这篇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不

朽之作，一开始就点明了避暑的主

题——“维贞观六年孟夏之月，皇帝

避暑乎九成之宫”；接着便用一组排

比，“冠山抗殿，绝壑为池，跨水架楹，

分岩竦阙，高阁周建，长廊四起，栋宇

胶葛，台榭参差”，说明了九成宫的宏

伟壮观、气势磅礴。同时，还在文中提

到“至于炎景流金，无郁蒸之气，微风

徐动，有凄清之凉，信安体之佳所，诚

养神之胜地，汉之甘泉不能尚也”，称

赞九成宫在酷暑盛夏之时的清凉舒

适，还评价说汉代的甘泉宫都无法与

其比拟。无怪乎隋唐两朝的帝王都喜

欢来这里避暑。

到了唐开元六年（718年），著名

诗人王维在长安游历时，曾随岐王李

范来九成宫避暑。当时，九成宫已经

不再是朝廷行宫，而是岐王李范食邑

中的宫殿，但这并不影响九成宫的山

水之美。王维在《敕借岐王九成宫避

暑应教》一诗中提到“隔窗云雾生衣

上，卷幔山泉入镜中，林下水声喧语

笑，岩间树色隐房栊”，诗句中描写了

九成宫秀丽的景色，读来不禁感受到

一股清凉之意。王维最后称赞说“仙

家未必能胜此”。可见，在当时，九成

宫仍是达官显贵避暑的不二之选。

可惜随着岁月流逝，九成宫逐

渐不复当

年，到晚唐时

已是荒芜一片，

无人过问，引得李

商隐、吴融等诗人大

发感慨。

盛夏已至，虽然现代人有空

调降温，但扇子依然被人们拿在手

中扇风取凉。除过扇凉，扇面上的

书画、诗文成为人们咂摸品读的对

象。团扇与宝鸡汉代才女班婕妤有

一段缠绵悱恻的故事，她创作的团

扇诗至今被人们诵读。

扶风班家出了不少能人，左曹

越骑校尉班况以军功立身，但他的

儿女们却个个是“学霸”，三个儿子

班伯、班游、班稚知识渊博，就连女

儿班婕妤也是诗词行家。班婕妤聪

明伶俐，颇爱读书，加上容貌秀丽，

在汉成帝刘骜即位时，就被选入皇

宫，曾一度深得汉成帝的宠爱。《汉

书》里讲了个故事，汉成帝被班婕

妤的美貌和才情吸引，为了能和她

形影不离，特意命人制作了一辆大

辇车，让班婕妤和自己同车出游。

不料班婕妤婉言拒绝，她对汉成帝

说：“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

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

同辇，得无近似之乎？”意思是：

你看，古画里贤君旁边坐的都是名

臣，夏桀王、商纣王、周幽王身边坐

的才是宠爱的妃子，最后落了个亡

国的下场。汉成帝觉得有理，放弃

了同辇出游的打算。

此事传到汉成帝的母亲王太

后耳中，她把班婕妤比作春秋时期

楚庄王的夫人樊姬，樊姬贤惠，曾

辅佐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可惜，即使有班婕妤的苦心劝导，

汉成帝依然改不了好色的本性，自

赵飞燕姐妹入宫后，刘骜愈发荒淫

无度、不理朝政，冷落了班婕妤。赵

氏姐妹为了铲除对手，曾诬陷班婕

妤，班婕妤不屑于后宫争斗，自请

前往长信宫侍奉太后，自此远离君

王，过自己清净太平的生活，写下

了《团扇诗》：“新裂齐纨素，鲜洁

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

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

情中道绝。”你看那团扇，天热时与

人形影相随，凉秋时节则被弃置箱

中，情断意绝。团扇与自己的人生

境况何其相似！

明代军事家、文学家刘伯温读

到了班婕妤的诗句和故事，不免心生

敬意，刘伯温借诗宽慰班婕妤：“倾

城自古有褒妲，红颜失宠何须怨。”

宝鸡有许多小吃，从名字到口

味都和消夏有关，这让宝鸡人在酷

暑中得到了不少慰藉。比起稍显伤

胃的冰镇汽水和冰激凌，还是这些

美食更加适宜食用。夏日里，不妨

来点清清凉凉又美味的小吃。

不得不说的就是浆水面。俗话

说：浆水汤，清热败火格外凉。浆水

是流传于西北地区，尤其是西府的

一种特殊的消夏食物。初尝可能会

觉得有点酸，但仔细去品，却又和食

醋的酸味不同，带着一点清凉的感

觉。如果将面条加进浆水中，不仅能

饱腹，吃完还不见出汗，反而自内而

外体验到一种酸爽清凉的感觉。所

以夏日里，许多宝鸡人都喜欢吃一

碗浆水面，用来败火去热。

这两天正是麦收之时，辛苦了

许久的农人在享受收获喜悦的同

时，绝对不会忘了用新麦做一盆酒

麸。将麦仁淘洗干净后煮熟，等冷

却后撒进甜酒曲，搅拌均匀后用笼

布盖住，等上不到两天，就发酵完

成。掀开笼布一角，舀出满满一勺，

再浇上早已放凉的糖水，一口下

去，神清气爽，清冽甘甜。尤其是散

步完或是运动后喝上一口，感觉浑

身都凉快下来。

尤其不能令人忘怀的应该是

“鱼鱼”。这种小吃有很多名字，“漏

鱼”“河马蝌蚪”“河马鱼”等，但做

法都是一样的。当打好搅团后，趁搅

团还没凉的时候，将搅团通过漏筛

漏到凉白开里，一边漏一边搅动。这

样，搅团就会变成一条条小小的不

规则圆柱体，像小蝌蚪，也像小鱼，

所以才有了上面的名字。当“鱼鱼”

做好后，拌上韭菜，加入调料，有时

还放一点酸菜。就着凉汤不住地往

嘴里拨，口感润滑，有弹性有韧性，

而且格外凉爽。也有人用浆水做“鱼

鱼”，或是将搅团切块凉调。总之不

管如何制作，凉搅团、“鱼鱼”是西府

人最不能忘怀的消夏小吃之一。

还有诸如凉粉、凉面、面皮等

等，数十种小吃不但让宝鸡人的味

蕾跳起舞，还让宝鸡人的夏天不再

酷热难耐。

夏姓人聚居的村落
本报记者 张琼

九成宫避暑的诗文
本报记者 张家旗

团扇与才女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琼

宝鸡人的消夏小吃
本报记者 张家旗

与     有关的宝鸡二三事夏

为了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

年，激发广大个体工商户、民营企业热爱

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

讴歌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

斗历程，彰显新时代个体民营企业激情澎

湃、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繁荣和丰富我

市个体民营企业职工文化生活，为建设幸

福美丽新宝鸡凝聚共识，以实际行动迎接

全国书法展在我市举办，经研究决定，举

办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力兴杯”书

画展。现将展览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主办：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党

委、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市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

二、协办：市书法家协会、市美术家

协会、宝鸡展览馆、宝鸡大秦书院、宝鸡

工艺美术协会、民营企业支持单位等

三、展出日期：8 月底（具体时间、

地点另行通知）

四、参展要求：

1. 征稿范围：各县区个体私营企业

协会、民营企业协会推荐作品；本地各类

商会、协会推荐作品；个体私营企业协

会会员、会员单位职工；市县（区）民营

书画院推荐作品；个人书画爱好者；外

埠宝鸡商会书画爱好者；邀请名家作品。

2. 书法、绘画（国画）为主，必须是

个人近期原创，或以往创作的优秀作品。

尺寸为四尺整张，最大为六尺，竖幅。送

展作品经专家评选，入选作品由主办方

统一装裱。

3. 展览设优秀组织奖和优秀作品

奖若干名，入展作品颁发入展证书。参展

作品原则不退，结集出版《宝鸡民企》杂

志特刊。

4. 每人每类仅限投稿作品一幅。请

在作品背面右下角用铅笔注明：姓名、

单位、年龄、标题、联系电话、推荐单位。

五、收稿时间：6月20日至7月20日

六、收稿地址：宝鸡高新区高新大

道 63 号（力兴钛业集团院内）

收稿人：孟民 段孝勤 电话：（0917）

3628058、3620959

七、凡送作品参评、参展作者，应视

为已确认并遵守征稿启事的各项规定。
中共宝鸡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委员会

        宝鸡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

        宝鸡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19 年 6 月 19 日

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力兴杯书画展征稿启事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