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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代晚期，饮酒风气极

盛，商纣王建酒池肉林，最终

导致了五百多年的商王朝轰

然倒塌。

西周王朝建立之后，吸

取了商朝纵酒亡国的历史教

训。周公颁布了有名的禁酒令

《酒诰》，其中“无彝酒”“饮惟

祀”“罔敢湎于酒”“群饮，汝

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

杀”等内容明确规定大小官员

不得聚众滥饮、沉湎于酒，违

者将被逮捕处以死刑。只有

在祭祀、宴飨等重大仪式上或

孝敬父母、兄长时可以有节制

地饮酒。周康王时的大盂鼎铭

文“酒无敢酖，有祡烝祀无敢

酬”，也印证了《酒诰》的记载。

西周不仅颁布了禁酒令，还设

立了“酒正”“酒人”等官职，严

格控制对酒的使用。这些措施

遏制了腐败奢靡，匡正了社会

风气，巩固了西周政权。

同时，禁酒也反映在青铜

器上，“禁”就是西周禁酒制

度的产物。“禁”是盛放酒器

的青铜案几，“名之为禁者，因

为酒戒也”，禁意为戒与止。

目前所见西周青铜禁共 3 组，

都出土于宝鸡，年代较早的

是 1901 年出土于戴家湾的

柉禁（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

物馆）和 1928 年在同一地点

发现的龙纹禁（现藏天津博物

馆）。2012 年在石鼓山三号

墓出土一大一小 2 件禁。大禁

长 94.5 厘米、宽 45 厘米、高

20.5 厘米，禁的四周装饰有

夔龙纹，禁上有一件方彝和一

大一小两件卣，小卣下置一小

禁。这些青铜禁不仅有实用功

能，也折射出警示的含义，反

映了西周王朝的禁酒制度。

西周铜禁穿越三千年的

时光，依然闪耀着周人政治

智慧的光芒，值得我们铭记、

借鉴、传承。以史为鉴，可知

兴替，西周铜禁时刻警示着

我们学习周人清正廉洁的传

统美德。
（作者系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宣教部主任）

陇州岍山书院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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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8 日，在宝鸡市

旅游协会“四届四次”理事会上，陕

西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等 33 家旅

游单位获得宝鸡市旅游协会“优秀

会员单位”荣誉。

去年以来，市旅游协会在市

文化和旅游局、市民政局和市社

会组织党委的精心指导下，经过

县区文化和旅游局、协会各会员

单位的共同努力，以“全市文化

和旅游工作会议”精神为动力，以

“品质旅游”为统领，抢抓机遇、开

拓进取，为助推全市文化和旅游

产业发展、旅游助推精准扶贫等

作出了积极贡献。为树立典型、表

彰先进，带动更多会员单位创先

争优，推动全市旅游产业发展再

创佳绩，市旅游协会在会员单位

申请推荐、协会秘书处提名、常务

理事会研究的基础上，特意授予

陕西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等 33

家旅游单位宝鸡市旅游协会“优

秀会员单位”荣誉称号，授予赵娟

等 10 人宝鸡市旅游协会“协会优

秀工作者”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唐晓妮

的故事村子

本报记者 张琼

在陇县提起

岍山书院，知者甚众，

一座明代书院距今久

远，且遗迹无存，为何让

今人念念不忘，甚至明代

大文豪李东阳都为其著文

作记？日前，记者前往岍

山书院所在地今陇县城

关镇店子村祁家庄，探

寻书院往事。

一古墓引身世
岍山书院是个啥样子

祁家庄是店子村一个自然村，

虽唤祁家庄，其实并无祁姓人。村里

一半村民姓阎，阎姓人正是明代岍

山书院的创建者。上世纪 70 年代，

村民在村东取土时，发现了一座明

代墓葬，该墓墓主与岍山书院有千

丝万缕的联系。

岍山书院前身是一个名为“静

乐堂”的私人学馆，故事要从明朝

举人阎璿讲起。陇县教体局退休人

员王明利介绍，阎璿号静乐，明正

统年间，陇籍举人阎璿在故里（今

祁家庄），以自己的号为名，建家塾

“静乐堂”。辞官后，阎璿自当教员，

用所藏书籍教授阎家子弟。《陇县

志》记载：“后其子仲实、仲宇各添

书籍，经、史、子、集皆备。”而阎璿

之子阎仲宇正是村民发现的墓葬

的主人。

阎璿另一子阎仲实致仕归乡，

秉承父志，明弘治八年，在“静乐

堂”原址和基础上创办岍山书院。岍

山书院什么样？王明利说：“书院

规模可观，院中设敦本堂，东西为养

正、复初二斋（学舍），两壁各置书

架，阁下设七贤像，左右为肆诵房。

敦本堂后建有崇经阁，阁中设孔子

等塑像。书院四周筑高墙，墙外有良

田一百余亩，收入供书院使用。”

岍山书院具体地址不详，县志

记载院外有百余亩良田，可能建在

开阔地带。1973 年，城关公社祁

家庄大队社员平整土地时发现墓

葬，经发掘，为一座明代合葬墓。

出土有墓志、金银器、玉带片

等 30 多件文物，墓志显示为

明兵部尚书阎仲宇及先配夫

人仲氏和继配夫人袁氏的

合葬墓。王明利依据资料推

测，书院旧址应在墓东几百

米处。

一门三代四进士
岍山书院成人才摇篮

岍山书院聘请学者讲学，

四方才子慕名而至，一时文风

蔚然。其中，受益最大的莫过于阎

家后代。

阎家出了哪些人才？阎仲实、

阎仲宇、阎价、阎钦等人皆中进士。

王明利说：“这几个人均受益于静

乐堂和岍山书院，享有阎门三代连

中四进士之美誉，足以见证阎氏家

族在明中后期之盛况，以及岍山书

院对当地重教兴学、崇尚知识之影

响。”当然，未必中了进士、当了官，

就能证明他们是人才。而阎家这

几位进士均德才兼备，做了

许多对国家和社会有益

的事。

阎仲宇在地方

任职时，曾平定洞

庭 湖 盗 贼 千 余

人，兴 教 办 学，

受到百姓爱戴。

据说，阎仲宇

升迁临行时，

数千名军民

号哭不止，不

忍其离去。阎

仲宇任兵部

尚书期间，曾

有权贵求为蓟

州总兵，阎仲宇

严词拒绝。阎仲

宇常告诫阎家子

弟不要利用自己的

职权谋私纳贿。阎仲

宇退休时，加授太子太

傅，从一品官阶。

阎钦也是个有故事的人

物。他刚正不阿，被选为吏科给

事中时，虽只是个七品官阶的小

官，但阎钦尽职尽责，他上疏劝谏

武宗临朝理事，遭到权贵忌恨，被

排挤出朝堂，任河南兵备道。他研

究诸葛亮的“八阵图”，写成《九曲

新书》，用来训练战士；还招募义

勇修筑城池，严守烽火台，保一方

平安。阎钦还断了不少冤案，信阳

两农人因地界纠纷，被恶少先后杀

害，杀人者欺骗知州，说是两人互

杀致死。阎钦查得真情，将凶手斩

首示众。

此外，阎价弹劾宦官刘瑾乱政，

事虽未成，但其勇气可嘉，后来病死

于四川参议任上。这些阎门子弟身

上，折射出了刚正、清廉、有为的光

彩，而这正是家学赠予他们的精神

财富，静乐堂及岍山书院用徐徐文

风，熏染了他们的品性。

     一篇 《崇经阁记》
李东阳文赞藏书楼

岍山书院不仅培育阎家

子弟成才，还兴教一方，使

乡邻受益。这也是陇县人

至今对岍山书院念念不

忘的原因，它掀起的尊文

重教、重视知识的好家

风，至今还在陇州山水

间涌动。

王明利说，从明宪宗到正德

年间的几十年，陇州科甲及第者

众多，曾任巡抚、布政司、知县等

大小官员约 30 人，陇州人才耀眼

一时，这些人大多受教于岍山书

院。在陇州民间，有条件的家庭纷

纷把孩子送入书院读书，岍山书

院还促进了当地州学、义学和私

塾兴起。

如此独特的人

文现象，吸引

了明代文化名流的注意。明

朝内阁首辅大臣、文学家李东

阳专门为岍山书院的崇经阁写了

一篇文章。崇经阁是岍山书院的藏

书阁，是陇州唯一的明代藏书楼。李

东阳开篇交代了崇经阁的位置：“崇

经阁者，岍山书院藏书之阁也，院在

陕之陇州。”文章描写了书院景象，

陇州四方俊彦聚到这里求学，此处

藏书丰富，名师执教，求学者日众。

细数了阎家人才后，李东阳

感慨：“盖其家学得于经书者如

此，陇之士视此而兴焉！”李东

阳为何给崇经阁作记？王明利认

为，李东阳或许是受阎价之邀，因

两人之间交往情深之故。不论出

于什么原因，能作

出 一 篇 如

此 言

辞恳切的文章，李东阳定然是被

阎家家学及岍山书院的文雅之姿

所吸引。

岍山书院至今被惦念，不仅因

它育才无数、藏书万卷，更因它传递

给读书人求学为人的精神品格。恰

如李东阳所说：“其大者以文学行

业效用于天下，而其小者，亦不失为

亲上死长之民，庶无负于兹阁之建

也。”而这，不正是对君子立身“达则

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生动解

读吗？

祁家庄

西 周 铜 禁 话 廉 政
翟慧萍

祁家庄民居

祁家庄民居上的砖雕

石鼓山墓地出土的西周铜禁

岍山书院在祁家庄已无踪迹可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