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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鹏程探亲到宝鸡中学
何仲育

“快去看，杜鹏程来咱们学校看望

他岳父宋树藩老师了！”       

1956 年秋季的一天下午，宝鸡中

学（现宝鸡第一中学）校园里，这样一条

消息不胫而走。很快，正在上自习的学

生三三两两地走出了教室，争先恐后地

赶往学校会客室。会客室门口、窗户外，

挤满了闻讯而来的学生，大家都想一睹

杜鹏程这位因出版了反映解放战争恢

宏场景的小说《保卫延安》而闻名全国

的大作家的风采。会客室内，宋老师和

应邀作陪的副校长李生民侃侃而谈，不

时发出的笑声，随着弥漫屋子的香烟烟

雾溢出会客室。

满头银发、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宋

树藩老师，其实是杜鹏程的爱人张文彬

的养父。

1947 年 5月，14 岁的张文彬从汉

中儿童教养院辗转来到西北农学院（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投奔在该校上学

的姐姐。没想到，她姐姐早就和几个同

学去了延安。当时正是解放战争时期，

于是西农的地下党组织就把举目无亲

的张文彬送到在西农附设的高职学校

任教的宋树藩老师家，对外人佯称：宋

老师又收养了个干女儿。宋老师夫妇除

照顾张文彬的日常生活外，还送她到西

农附中读书。1949 年 5月，张文彬报名

参加了解放军，她跟随第一野战军，一

直打到了新疆。后来，张文彬与杜鹏程

在新疆结婚成家。五年后，他们夫妇调

离了新疆。1956 年春季，杜鹏程挂职铁

路工程队党委副书记，在宝鸡观音山铁

路工地参与修建宝成铁路。张文彬打听

到宋树藩老师已于 1953 年 9月调到宝

鸡中学任教，于是就请杜鹏程抽时间代

她去看望一下宋老师。但是筑路工地非

常繁忙，一直拖到 1956 年的秋季，杜鹏

程才借去上马营宝成铁路北线指挥部

开会的机会，到宝鸡中学看望宋老师。

由于时间关系，杜鹏程没有接受李

生民副校长要他给全校师生作报告的

邀请。但是，杜鹏程到宝鸡中学探望宋老

师这件事，却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当年宝鸡中学学生、后来成了陕西省

作家协会作家的色青，在 1991 年 10月

27日杜鹏程离世后，特意撰写了一篇缅

怀杜鹏程的文章《杜鹏程之旅》。色青在

文章开头这样写道：“上中学的时候，就

读过《保卫延安》。初中的《文学》课本上，

就节选有《周大勇和他的连队》。杜鹏程

的名字，就像用钢铁铸在心里。高中时，

读他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并且读了两

遍。忽一日，传说杜鹏程来我们学校看望

一位宋老师，我和同学们一下子关注起

白白胖胖头发花白的宋老师。但我们始

终未见到（杜鹏程）。而宋老师的形象，却

在我心灵中兀自高大了！”

探源
秦陇地处渭水中游河谷川

塬，秦岭陇山脉系，是周秦肇基、

汉唐畿辅。这里四季分明、物产

丰富、通衢四射、交通发达，人们

知礼重教，文化底蕴极深，是中

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饮食原料

方面，山区以玉米、土豆为主，辅

之以荞、莜、燕麦和小米，除养鸡

猪外，圈养或放牧牛、羊。川塬以

小麦、油菜为主，辅之以玉米、小

米、豆子，除养猪、鸡、役畜外，还

养肉驴、肉牛。河塘、潭池之地有

捕鱼之风，山区有冬猎之俗。在饮

料方面，虽不产茶，然由于交通发

达，饮茶并不缺茶。西府自古有

“酒乡”之称，有名酒“西凤”“太

白”“秦川”，宋代西府酒税占当时

国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可见

产酒之盛极。这一切为饮食提供

了丰富的食材，天长日久，也形成

了独具地域风情特色的馔食和饮

食风尚。

有语云 ：“国以民为本，民以

食为天。”吃是人们的第一物质需

要。孔子“人之大欲，食色，性也”

的观念，在民间表达得更浅显明

白 ：“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

酱醋茶。”正因为“吃饭事大”，在

人类文明演进中，便产生了饮食

文化。

随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

作为人类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表

现之一的饮食习俗也随之进步。

考察中华饮食史可知，人类由茹

毛饮血、生吞活剥的时代，进入燔

炙烹煮的熟食时代，无疑经历了

相当漫长的岁月。探寻其成因，中

国食俗主要来源于五个方面 ：

一是经济原因。食俗虽然是

种文化现象，但其孕育和变异无

疑会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

的制约。换言之，有什么样的物

质生产基础，便会产生相应的膳

食结构和肴馔风格。像早期猿

人时代茹毛饮血，北京猿人时

代火炙石燔，山顶洞人时代捕捞

鱼虾，河姆渡人时代试种五谷 ；

再如鄂温克族猎熊，哈萨克族牧

羊，高山族种芋头，土家族栽栗

树，无不与此有关。久而久之，食

物来源及其调制手段便会演化

成为食俗事象的主体。

二是政治原因。饮食民俗经

常受政治形势的支配，尤其是当

权者的好恶和施政方针，往往会

左右民间食俗风尚的兴衰。像唐

王朝崇奉道教，视鲤鱼为神仙的

坐骑, 加上“李”为国姓，“讲究”

避讳，故而唐人多不食鲤鱼，唐代

也极少见鲤鱼菜谱。又如元代对

各少数民族和宗教采取宽容、利

用的政策，重视边陲和内地经济

文化的交流，所以维吾尔食品、回

族食品、西夏食品、蒙古食品、女

真食品、高丽食品和南番食品得

以介绍到中原。还有明代宫廷时

兴用红木八仙桌宴飨群臣，清代

王公以能吃到御赐的“福肉”为

荣，上行下效，蔚然成风。

三是地缘和气候原因。饮食

民俗对自然环境有很强的选择性

和适应性，地域和气温不同，食性

和食趣自然也不同。像西北迎宾

多羊馔，东南待客重水鲜，朝鲜族

爱吃苹果梨泡菜，壮族会做竹筒

糯米饭 ；以及东淡、西浓、南甜、

北咸口味嗜好分野，春酸、夏苦、

秋辣、冬咸季节调味的变化，均与

“就地取食”“因食制菜”的生存习

性相一致。这种饮食上的地区性

差异，正是各种菜系或乡土菜种

风味特征形成的主要外因。

四是信仰原因。不少食俗乃

是从原始信仰崇拜或某些仪式演

变而来的。像蒙古族尚白，以白马

奶为贵 ；高山族造船后举行“抛

舟”盛典，宴请工匠和村民 ；布朗

族逮着竹鼠必须戴花游寨后方可

吃掉 ；水族供奉司雨的“霞神”完

毕后大伙才能分享祭品 ；还有广

州商人正月请“春酒”，厨师八月

十三朝拜“詹王”等食俗的出现，

皆源于此。

五是语言原因。语言既是人

们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又是食

俗世代传承的工具，同时语言本

身也是民俗事象之一。像刀工、

涨发、焯水、走油、火候、调味、

端托、折花这类烹饪术语的问

世 ；餐旅业中常见的店名、菜名、

席名、台名、楹联、字幌、厨谚和

歇后语的流行 ；以及某些食品的

传闻掌故，某些地区的饮馔歌谣，

某些菜种的方言土语，某些名师

的雅号美称之类，无不具有这种

属性。而且不少涉馔语言被各阶

层采用后，就变成全社会习用的

普通词语 ；随着这类词语的广泛

传播，它所体现的食俗也就逐步

地深入人心了。

古人说 ：“凡民禀五常之性，

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

之风气，故谓之风 ；好恶取舍动

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

俗。”意思是说，由自然条件促成

的习尚叫作“风”，由社会环境酿

成的习尚叫作“俗”。用今天的话

来概括：风俗是一个民族在饮食、

服饰、建筑、交往等方面最具有本

民族特征的表现形态。地方风情

食俗，是以风土人情作为显著标

志，流传在某一区域内的饮食民

俗。它们在气候环境、物质生产、

文化传统和烹调习惯的影响下产

生，其特色往往通过特异的食料、

食具、食技、食品、食规、食趣和

食典展示出来。这一食俗中又包

含活跃在千家万户的居家饮膳食

俗，依附于婚寿喜庆的人生礼仪

习俗，植根于茶楼饭馆的饮食市

场食俗以及孕育在东西南北的地

区乡土食俗。在居家饮膳食俗中，

三餐调配、四季食谱、祖传名菜、

养生古法、口味偏好与执掌中馈，

均与各自不同的家风家教和生活

习性相关 ；在人生礼仪食俗中，

无论“红喜事”还是“白喜事”，只

要是告知至爱亲朋，宾客无不携

带重礼登门表示心意，主家在举

行相应礼仪之后，所操办的盛宴

大多要讲究“逢喜成双、遇丧排

单、庆婚求

人、贺寿重

九”的排菜

规 矩，并 且

菜名注重“口

彩”，把酒席与

礼仪、祝愿结合

起来，以红火、风光

为满足 ；在饮食市场

食俗中，店堂装潢、厨务分

工、菜点制作、经销方式、服务

规程、接待礼仪等皆有常例，并努

力呈现鲜明的地方色彩和店家的

经营气派，与乡景、乡情、乡物、

乡音、乡俗、乡味、乡礼珠联璧

合，留下明显的经济地理痕印和

审美风尚的遗迹。

（摘自《宝鸡民俗集萃》）

秦腔进校园  文化润童心
11 月 17 日，我市东岭艺术中心

高亚玲戏剧艺术工作室的演员们走进
金台区东仁堡小学，为孩子们送上了
一场精彩纷呈的戏曲盛宴。

“这个叫什么？戏曲专业名词叫
髯口。”“每一件服饰上的图案都有特
殊的意义，戏曲演员宁可穿破也不能

穿错。”课堂上，秦腔表演艺术家高亚
玲围绕戏曲角色的服饰、妆容等，为
孩子们作了细致有趣的讲解。戏曲中

生、旦、净、末、丑五个行当纷纷出场，
调动起孩子们对戏曲的浓厚兴趣。

本报记者 周淑丽 摄

陈仓荟萃

食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