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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加

今年7月，我国现存最为完整的
传统都城中轴线“北京中轴线———
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北京城市
中轴线申遗成功。其实，早在两千多
年前汉代创立伊始，都城长安也规
划建设了一条鲜为人知的城市中轴
线，可以看出其蕴含的传统文化理
念。

我国城市最早出现于夏商时
期，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城市中轴
线的概念，据《管子·乘马第五》载：

“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
绳”，由此推测当时已有城郭中规
矩、道路中准绳的城市规划；战国时
期成书的《考工记》对周王城营建制
度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
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
右社，面朝后市。”这是说，都城每面
开三门，东西、南北各九条街，王宫
修建在中央大道上，左侧是宗庙，右
侧是社稷，王宫前面是朝会诸臣的
殿宇，后侧是商业集贸市场，体现了
以宫室为主体的中轴线布局。

汉长安城位于渭水南岸，龙首
山之北，部分宫殿修建在龙首山上，
有居高临下之意，始建于西汉初年，
面积36平方公里，共有12个城门。城
内分为东西两个大市和若干宫殿
区。汉长安城的布局充分体现了《考
工记》中关于古代都城建制的特点，
其皇宫是未央宫，位于城南，此外在
东、北、东北还分别建有后妃居住的
长乐宫、桂宫、北宫和明光宫。北部
则是都城的主要市场——— 东市和西
市。宗庙与社稷分别位于未央宫东
南和西南，这个布局，反映了都城

“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特点。而
未央宫总体上以前殿居中布置，符
合传统的“天子中而处”“王者必居
天下之中”观念。未央宫轴线南北贯
穿宫城，通过前殿东侧，轴线基本

“择中”而设。
未央宫轴线向南延伸至西安

门，继而穿过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
筑群，形成左祖右社布局。轴线向北
出北宫门与横门大街重合，至横门
大街北部，东市、西市分列左右，再
北至横门，横门临渭桥，北望咸阳原
上的高祖长陵陵寝。这条轴线就是
汉长安城的中轴线，对后代都城、宫
城轴线设置原则产生了深远影响。

早在汉高祖时，已经对汉长安
城布局进行了规划：东西二宫建成
后，沿二宫中间道路继续向北扩展
至渭水，方便都城供水。这个布局，
一方面符合“前朝后市”的传统理
念，再就是二宫以北多为秦宫旧地，
建城基础好。这个布局基本决定了
汉长安城的城市面貌，而两宫之间
的道路即后来惠帝时的安门大街不
仅统率两宫，将二宫分为东西，更是
汉长安城北扩的轴心。

长乐宫是汉长安城的第一座宫
殿群，也是汉初的政治中心，其位置
对汉长安城的布局具有重大影响。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七年)二
月，高祖自平城过赵、雒阳，至长安。
长乐宫成，丞相已下徙治长安。”未
央宫建成后，“(刘邦)自栎阳徙都长
安。置宗正官以序九族”。从此，长乐
宫与未央宫成为汉长安城的主体建
筑。

到了汉惠帝时，他决定扩建都
城，强化城内北侧建筑格局，巩固安
门大街的中轴线地位。惠帝所筑城墙

与高祖时沿二宫中间大街北向扩建
方向是一致的，城墙建成后，二宫中
间大街便成为安门大街，从安门向北
延伸至宣平门大街，长约5500米，宽约
45米，长安城基本建筑都是在其两侧
展开的。城内大街将汉长安城分为若
干区块，这些区块分列安门大街两
侧，安门大街的中轴线作用不断明
晰。

安门大街作为汉长安城的中轴
线作用巨大，也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内
涵。长安城市布局就是沿安门大街呈
现尊卑有序的序列。安门大街在位置
上居中，从南墙中门向北延伸，基本
平分全城，其在位置上居于最尊贵的
中部，代表中央和权威。

沿安门大街自南向北呈现帝后
住所、后妃和宫女住所、市场及百姓
住所这一地位逐级下降的建筑序
列。长乐、未央二宫分列安门大街两
侧。长乐宫初为高祖布政之宫，后为
太后所居，地位几可比肩未央宫。未
央宫为惠帝至平帝时的布政之宫，
是长安城最尊崇的建筑。二宫向北，
桂宫、北宫立于安门大街之西，明光
宫在街东，此三宫均为后妃、宫女所
居，地位次于长乐、未央二宫。继续
沿安门大街向北，东西二市在西，闾
里集中区在东。北侧主要为市民生
活和活动的区域，其地位继续降低。
九市大致以安门大街为中轴线，东
市、西市为最大的两个市场，与其余
七市均匀展布于城北。

再就是，以安门大街为中轴线
的都城布局符合西汉尚右原则。按
照南为正位的原则，安门内大街以
西为右，以东为左。以安门大街为
界，其右侧自南向北依次为未央宫、
桂宫、北阙甲第、北宫、东西二市，左
侧自南向北依次为长乐宫、明光宫、
闾里。左右对比，右尊左卑。通过对
比，汉长安城以安门大街为轴线，右
尊左卑、南尊北卑的布局理念显而
易见。在尚南尊右理念下，汉长安城
以安门大街为统率南向而建，东西
大致相称，自南向北建筑等级逐渐
降低的布局格外鲜明。

此后，我国城市中轴线，经过
东汉三国、隋唐宋元，至明清达到
鼎盛，目前北京的中轴线就是在明
清遗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已经成
为当代北京城的重要城市地标和
世界遗产。

（本文作者为枣庄市台儿庄区
融媒体中心编审委员会编审、文史
学者）

【字说节气】 霜降：霜花映照里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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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恩俊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
霜。”《说文》释：“霜，露所凝也。士气津液
从地而生，薄以寒气则结为霜。”霜降，顾
名思义，就是霜气降落的节令。

甲骨文的霜字，上面是“雨”，下面画
的是植物经霜后凋零枯萎的样子。篆文的
写法又加上了果子的象形，雨字下面由木
目(代表植物和果实)纵向结构排列组成，
后变为木目左右结构组成。“降”的古文
字，是由两只朝下的左右脚与表示山陵意
义的“阜”组成，本义就是从高处向低处
走，引申为降落、下降等。霜的古文字象形
表意为水汽凝结成导致植物凋零枯萎的
白色冰晶体，这样的“霜”和“降”组合，似
乎怎么看也不是好事。人们常说“霜降杀
百草”，如此秋霜打过的植物，会顿然失去
生机。白露为霜，在古人眼中，露是液态的
霜，霜是固态的露，但露是润泽，霜却有着
双重意味。在农人那里，“霜打”是让他们
警觉的一个词，突然秋霜至，来不及收获

的禾蔬会受到损失，如“霜降不起葱，越长
越要空”“霜降不摘棉，霜打别怨天”“霜降
不割禾，一天少一箩”等。然而，“霜打”在
农人眼里，更多的还是喜事，某些果蔬是
被霜打后才更为甜美可口的。常言道：“梅
兰竹菊经霜脆，不及菜薹雪后娇”，霜打后
的果蔬居然能凌驾于花中四君子之上。所
以，霜降在文人那里，不光是悲秋的伤感，
也留下了许多“霜降美”佳句。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秋正向季节
的深处走去，草木黄了，叶儿落了，凝在菊
花上的露珠也打起寒战，摇身变成霜花。
这霜，就有了一个挺美的名字，叫作“菊花
霜”。“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经霜的
菊花有着不同寻常的文化意义，被认为是

“延寿客”“不老草”。所以，霜降所处的九
月，被称作“菊月”，而处在此节令段的重
阳节，被称作菊花节。

霜花映照里，不仅菊花美，还有一花
与之争艳：“千株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
自芳。唤作拒霜知未称，细思却是最宜
霜。”在霜至百花凋萎的时节，木芙蓉却迎

霜开花，清姿雅质，乃秋色之最佳者。
而在霜打叶落纷纷的残秋，依然有一

叶红得令人沉醉，那就是枫叶。这一叶在
诗人笔下，似乎比菊花和木芙蓉花伸展得
还美。杜牧的《山行》里说：“远上寒山石径
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
叶红于二月花。”

霜来了，秋风萧瑟，万木凋零，让人觉
出一种逼近的凉。在诗人笔下，即便是悲
凉的抒情，也催生出许多优美的不朽诗
句。最美的霜花是开在寒山寺的那朵，那
场早秋的淡霜，成就了历史上不朽的失
眠：“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清霜
浸润滋生出这位落第者的别样情思，写出
了千古绝唱———《枫桥夜泊》。而另一首不
朽的失眠，应是北宋范仲淹的《渔家傲·秋
思》，那爱国激情和浓重乡思兼而有之的
不眠秋思：“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
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
征夫泪。”读之，催人落泪。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

□赵春万

唤头，是民间职业风俗中招揽生
意的招牌，有的是响器，有的是旗子，
主要用于流动的商贩或服务性行业的
经营者招徕顾客。随着时代发展，某些
市井乡野熟悉的唤头正在逐渐消失，
但唤头中积淀的历史文化却依然在流
传。

《儒林外史》描述范进中举时说：
范进去省城乡试回来，他的老母在家
已饿得头眼发昏。母亲让范进赶紧抱
着下蛋的母鸡到集上卖掉，换点米回
来充饥。范进中举的讯息报来后，邻人
到集市上找范进，只见范进抱着老母
鸡，手里插束草标，正在沿街寻找买
主。《水浒传》“杨志卖刀”一节，说杨志
身困汴梁，想把祖传的宝刀卖掉，换点
盘缠到别处谋个出身。主意打定，于是
拿了宝刀，插了个草标儿，上市去卖。
草标插在物品上，何以成了待售的标
志？有学者考证，最初的草标专用是麦
秸草，中原大地是小麦主产区，麦秸随
处可见，“麦”“卖”同音；且草有贱的意
思，所以在待售物品上插上麦秸草，就
表示该物品贱价出卖。时间久了，麦秸
草泛化，草标就成了物品待售的标志。

《大宅门》中的白景琦，年轻时被
母亲赶出家门，闯荡济南。在济南的创
业阶段，白景琦手摇响铃，走大街，串
小巷，靠街头行医维持生计。白景琦手
摇的响铃就是江湖郎中行医的招牌，
北京人称之为手镯铃铛，又称虎撑子。
传说药王孙思邈用一个手镯形的圈子
撑开虎口，为老虎拔除了卡在喉咙的
异物，老虎感恩，为药王看守杏林，留
下了虎守杏林典故。手镯铃铛的圈是
中空的钢管，内有两个弹丸，摇动后发
出清脆的响声。江湖郎中以手镯铃铛
为招牌，表示自己是药王真传，医道高
明。但游走郎中经过药店时不得晃动
响铃，因为药店里供奉着药王，任何郎
中不得班门弄斧，这是尊师的表现，也
有同行业礼让的意蕴。

笔者的邻居是位农畜阉割专业
户，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常外出做
牲畜阉割的活路。每次外出，他的自行
车把上会绑定一根粗铁丝，上边拴一
条半尺长的红布条，骑起车子来，红布
条飘飘，挺招人眼的。据他说，阉割行
业是有祖师爷的，那就是华佗。华佗为
曹操治头风病，被曹操下到大狱。一个
狱卒精心照顾华佗，华佗临死前把自
己编著的医书全部给了狱卒。华佗死
后，狱卒在家精研所得医书，准备改行
从医。谁知狱卒的妻子不同意狱卒从
医，要偷偷地烧掉医书。狱卒发现妻子
在烧医书，赶忙去抢，可惜仅抢出有关
阉割牛马术的部分，这才传下了阉割
术。阉割术虽是华佗正传，但被人视为
不登大雅之堂的末技，难以发展。到了
朱元璋当皇帝，除夕晚上，朱元璋微服
出访，发现家家门上贴有对联，唯有一
阉割户没有对联，于是就在红纸上大
笔一挥：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
非根。为了纪念朱皇帝题写对联，从此
阉割行业就以红布条作为行业招牌。
久而久之，人们认可了这一招牌。谈到
近年变化，他说：出于环保考虑，猪羊
散养的习惯没有了，现在时兴规模养
殖，养殖专业户有需阉割的家畜，都是
电话联系，也就不用挂着红布条招揽
生意了。

（本文作者为德州市陵县第二中
学退休教师）

远去的唤头

【阅书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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