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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宁夏诗词中的 （之九）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汉唐两个
强盛的王朝皆立都于长安。长安地处
关中，地势开阔，八水绕城，颇具皇家
气象。周围有四关拱卫，进退有据，固
若金汤。正是有东函谷、西散关、南武
关、北萧关四面因天然地貌而形成的
屏障，据险而守，才成就了田地肥美，
民富殷实，沃野千里，蓄积多饶的关
中。且说长安之北的萧关，它就位于
今宁夏固原市的境内，关以六盘山为
依仗，处于地形险要的瓦亭峡至三关
口一线，这里不仅是丝绸之路东段北
道必经之地，也是朔北通往长安的主
要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年代
久远，萧关具体关址已经湮没，据专家
考证，萧关遗址大致位于今固原市泾
源县大湾乡瓦亭峡附近，旅游部门近
年也在瓦亭古城边修建了一座仿古的
萧关建筑，立碑怀古，刻诗忆往，也算
是为历史上“声名卓著”的萧关在现实
中找到了一个归宿，满足了后人寻古
猎奇的心理需求。

萧关的设置自有其历史成因。西
汉初，北方匈奴频频南下侵扰，危机京
畿，西汉王朝遂决定在秦时的焉氏塞
旧址上设置萧关，以加强军事防御，护
卫长安周边安全，萧关也就成了汉与

匈奴交锋的前沿阵地。据《史记卷十·
孝文本纪》记载，汉孝文帝十四年匈奴
单于率十四万骑侵入萧关，北地都尉
孙卬战死，朝野为之震动。此后为进
一步加强防务，汉武帝曾六出萧关，巡
视边塞，亲自指导训练军队、倡导马
政，以抵御外族入侵，这在历史上是罕
见的，对以后宁夏地区的发展产生了
深远影响。萧关不仅扼守着中原通往
塞北甚至西域的重要通道，也是一直
以来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交战争
夺的险关要隘。因为由此出关北去，
道路艰险，满目苍凉，给人有一种离家
去国之慨。随着时间的演进，到唐时
萧关的关址虽也发生了变化，但诗人
们的追忆凭吊之情却没有因此减退，
尤其是有唐一代，许多诗界大咖都为
萧关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能够查
到的诗作就达四十首之多。他们有的
确实在人生的旅程中到过萧关，但有
的诗人并没有“到此一游”，只是在诗
里借用了萧关这一名词，以表达边塞
的冷寂荒凉或对戍边亲人的思念之
情，从而也使萧关在边塞诗中的象征
意义更加地凸显了出来。

关于萧关的名称及所属，《民国固
原县志·关隘》记载：“古道未辟，滋多

萧草，古关以萧名。萧者蒿也，关之东
五里，迄今犹以蒿店名之云。”清代《地
理志略》：“甘肃关隘，萧关属固原县。”
唐宋以后，由于军事和政权建制的变
化，关隘的作用也发生了变迁，直至废
弃。但萧关曾经显赫的地位依然坚挺
在历史的深处，让人浮想联翩的同时
心生敬仰。回望岁月深处，秦昭襄王
北游戎地经此去往黄河的车辇仿佛还
在列队行进；丝绸之路上中西交往的
驼队发出的铃声仿佛还在隐隐作响；
唐与吐蕃战斗的刀光剑影、宋和西夏
厮杀的血腥场景仿佛还在依稀闪现。
蓦然之间，一切都悄然进入了历史，远
远地散去了。追读时节，几声感慨，就
已经超越了十多个世纪。山河依旧，
萧关无觅；山石突兀，水流急切。辉煌
了两千多年的萧关虽然在风雨的侵蚀
下一点点地湮没了，没有留下过多的
痕迹。但与它相关的诗作，却长留于
此，深深地隐于萧关的风骨之中，灿若
星辰，闪烁明媚。王维《使至塞上》中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的壮阔画
面，王昌龄《塞下曲》中“八月萧关道”

“处处黄芦草”的萧索景象，卢纶《送韩
都护还边》中“今来部曲尽，白首过萧
关”的落寞寂然，陶翰《出萧关怀古》中
“驱马击长剑，行役至萧关”的壮烈情
怀，张蠙《过萧关》中“晓戍残烽火，晴

原起猎尘”的狩猎情景更能勾起人们的
无限遐思，王驾《寄夫萧关》（又名《古
意》）中“夫戍萧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
忧夫”的无尽悲思之情，那大雁、那黄
芦、那落寞、那长剑、那猎尘、那悲思就
能把人深深地撼动并感染。雄奇的萧
关是古代边塞一道耀眼的文化风景，有
多少“出塞复入塞”的文人骚客、达官显
贵甚至是过往商贾、戍边兵士在这苍凉
的萧关之地发出了心中的感叹，寄寓着
他们的情思，萧关无疑是他们吟咏不尽
的一种意象。千年的风霜雪雨可以让
一座坚固的关隘荡然无存，却无法使它
承载着的文化泯灭。萧关是以那些优
美苍劲的边塞诗词的化身挺立在人们
的心中的，它是那样的神圣、神奇，让后
来的人们凭吊、怀思，追寻前辈诗人的
足迹，使后来者从中获得人生的感悟。

站在瓦亭古城边萧关遗址的高
处，举目四望，碧草连天，西面的六盘
山高耸入云，南流的泾河水声如弹筝；
昔日的萧关古道已成为宽阔的陆上通
道，连接着南北，也在不断拉长着人们
的思维。征蓬出塞、商旅驼铃、萧关夜
宿、征夫怨妇已经消失在了历史的深
处，不复再现，让人感慨岁月无情的同
时，又不得不赞美现代文明带来的进
步。萧关无疑是幸运的，它以古人悲壮
优美的诗句作为化身留存在了人们永
久的记忆之中，并时不时地闪现而出，
依旧夺目。“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从头越”，在新的伟大时代，萧关迎来的

是历史文化的春天，它也将
以另外一种存在的形式
进入现在、走向未来。

萧萧关隘诗中隐
张 嵩

为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 130周年，日前，首都文明
工程基金会与《文明》杂志社联合北京体育大学等有关机
构共同主办推出“《奥林匹克宣言》全球文明传播：向奥林
匹克精神致敬”活动，活动从北京“奥林匹克宣言广场”起
跑。截至 7月 4日 12时，已有超 27万人参与，总里程超 360
万公里。

《文明》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娄晓琪介绍，这是一项以
传播奥林匹克文化为主题的文明工程公益活动，今年奥林
匹克日在北京和全国各个城市的各种运动场、户外公园及
学校社区体育场等各类不同的跑步健身场所用“6.23 公
里+”跑步的形式启动活动第一阶段，整个活动将在 2024年
7月 26日巴黎奥运会开幕时结束。

第一阶段活动于 7月 2日收官，解锁华东+华南区域，
全员累计里程 2733377公里。7月 3日，第二阶段开启，共
持续 10天，将解锁华中+华西区域。从 7月 13日起，活动将
进入第三阶段，解锁华北区域。

娄晓琪表示，此次活动从上线开始就取得了令人欣喜
的成绩，反映了奥林匹克文化在全国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今年冬奥会成功举办，北京成为全球首座“双奥之城”以及
奥林匹克文化传播互动的中心平台，如今有更多人特别是
青年一代受到奥林匹克精神的激励，积极参与到此次活动
中，生动诠释“参与比取胜更重要”的奥林匹克格言。

（据《光明日报》）

7 月 2 日，在贵州省剑河县“六月六”民族文化活动中，
少数民族群众在跳芦笙舞。

7 月 2 日至 5 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
举行活动庆祝一年一度的民族传统节日“六月六”。各族
群众身着盛装欢聚一堂，参与水龙狂欢、非遗集市、民族歌
舞展演等活动，欢庆节日。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成都电 一面看似斑驳朴素的庙墙里，隐藏
着文物。日前，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公布，在位于文物区中
轴线上的武侯祠诸葛亮殿新发现 8通清代碑刻，丰富、印证
了武侯祠的人文历史。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已有近 1800年历史。成都武侯祠
博物馆副馆长马萍在当天的新闻通气会上介绍，在今年 2
月的武侯祠博物馆陈列提升工程中，诸葛亮殿北面墙壁抹
灰层剥落，露出碑刻的一角。经专业机构墙体扫描和清
理，共发现 15块碑石，根据空间位置和碑文内容，判断其分
属 8通碑刻。

碑刻的年代最早为 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距今 350
年；最晚为 1821年（清道光元年），距今 201年。全部碑刻
前后跨度约 150年。其中 5通碑刻在清道光年间纂修的武
侯祠历史专志《昭烈忠武陵庙志》中有所记载，另 3通碑刻
未见记载，是对武侯祠历史的重要补充。

碑文内容多样，包括当时的四川主政官员题记、清代
状元书《出师表》、武侯祠祭祀活动记录、文人墨客访谒留
书画等。

作为有“三国圣地”美誉的蜀汉英雄纪念地，武侯祠凝
结着“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品
质。历史上武侯祠经历过多次修缮，一些碑刻艺术精品被
前人出于保护的目的藏在墙体中。

因所处正殿正位，武侯祠诸葛亮殿北面墙壁素来为人
所重。加上本次的新发现，该墙体内共有 25通碑刻，年代
上至 1518年（明正德十三年），下到 1930年（民国十九年）。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保管研究部主任安剑华告诉记者，
新发现的碑刻在经过保护之后，将全部展示给观众。

新华社石家庄电 记者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
悉，考古人员日前在邯郸赵窑遗址发现了商代火炕，这一
发现将我国使用火炕的历史从西汉提前到了商代。

“火炕是我国北方居民的取暖设施，此前我国有
关火炕的最早记录是 2006 年在保定徐水东黑山遗址
发现的西汉火炕，此次赵窑遗址五号房址发现的则是
商代火炕。”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商周考古研究室
主任魏曙光说。

赵窑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是河北省参与“考古中国—
中原文明化进程研究”的专题研究项目。2021 年经国家
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邯郸市文物保
护研究所、武安市文物保管所组成考古队，对赵窑遗址
进行全面调查、重点勘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一系列新的
重要认识。

魏曙光介绍，2021年 10月至今，赵窑遗址已完成发掘
面积 340平方米，部分揭露出商代聚落。截至目前，共发现
房址 9座，大体呈 3排 3列，其中有 4座房址为前后双室形
制，多数房址有台阶式门道，部分房址的人祭现象，体现了
较高的等级。其中五号房址前室的发现最为重要。

“向奥林匹克精神致敬”
跑步活动参与人数已超27万

河北赵窑遗址新发现：

商代就有火炕了

成都武侯祠新发现8通清代碑刻
此前被藏入墙体

行 走 岭 南 大
地，似乎总可以在
被 遗 忘 的 青 墙 黛
瓦 间 找 到 历 史 痕
迹：祠堂古园、老街古
巷，还有那精致的门楼
巷口，岭南的美被定格
在这些古老建筑之中，而
构建它们的主体材料——
一砖一瓦从何而来，常常
被我们忽略。发现岭南古
建之美，我们探寻一块砖、
一片瓦的生命淬炼过程。
在广东四会，有着这样数
十年如一日地潜心探究砖
瓦烧制技艺的传承人，他
是第二届“广东传统建筑
名匠”钟伟磷以及他的师
弟卢国辉。在他们心中，
烧制一砖一瓦不仅仅是一
门技艺和生计，而是一段
鲜活的历史、一颗坚持的
匠心。

400多年前，在广东四会龙
江河畔，勤劳朴实的匠人们用窑
火烧红了一段古砖瓦传奇，这里
出产的砖瓦远销海外。

沿着龙江河，往四会河西
村与河东村位置前行，一边是
河，另一边是池塘，中间是仅
能勉强通过两辆车的村道，不
久就来到这间百年老字号“四
会白土砖瓦厂”。领着我们去
探访的是砖瓦厂的负责人钟伟磷，
他是广东省传统建筑名匠。

“这里的窑有四百多年历
史了。”钟伟磷介绍，据四会县志
记载，早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
已有“四会白土砖瓦”名称。此

地位于旧龙江河下游，水源充
足、水路交通便利，且盛产优质
青白土（又称“善泥”），质地细腻，
适合制作阶砖、黏土瓦，冲积层
泥土内含有的铁质及其他矿物质
均匀，是烧造青砖的优质材料。

1949年，因国家建设的需
要，砖瓦厂复兴，很多新的砖瓦
厂如雨后春笋般“长”了出来。
那时沿着龙江河边，5公里范
围之内都是烧砖、烧瓦、烧陶器
的窑。1956 年，原“广盛昌”

“永昌盛”“友记”等多家瓦窑合
营为四会县白土砖瓦厂。2015
年，改名为四会市伟麟建筑材料
厂，一直维持经营。

钟伟磷的父亲是一名砖
瓦厂的师傅。钟伟磷从小跟
着父亲学艺。20多岁，他就学
会了烧造砖、瓦、装窑、烧窑等
砖瓦制作的全部流程，成长为
一名初级烧造师。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砖
瓦厂最兴盛的时期。当时，砖
瓦主要供给普通人盖房屋，市
场需求很高。钟伟磷回忆道，
砖瓦厂最多的时候有近1000名
工人，手工生产砖瓦，一年能生
产3000万片。

1996 年，钟伟磷担任砖
瓦厂的生产厂长，正式接手砖
瓦厂，传承百年老字号工艺，
专心从事传统黏土青、红砖
瓦、阶砖、黏土异形砖瓦的设
计及烧造。接手砖瓦厂那一
年，砖瓦厂收到了一批“滴水
瓦当”的订单，但此前砖瓦厂
生产的皆为单一红砖、阶砖、
瓦三类品种，近四十年没有生
产过“滴水瓦当”，也没有相应
制作的模具及方法。厂里只
有一块年代久远分辨不清图
案的旧木模具作为参考。

钟伟磷先从滴水瓦当包
含的寓意着手，走访珠三角各
地特色传统建筑，理解构图寓
意，发现几乎每个精美的园林
古建都有着独有的滴水瓦当。
计算好尺寸和泥土的烧成收缩
比例，自己雕刻瓦当模具，用糖
发酵泥土让泥质更细腻、出模
图文线条更清晰，黏合更好，出
坯、晾干、成功烧造。复兴了这
门失传了三十年的技艺。

目前，这座砖瓦厂是目
前珠三角地区唯一可全面生产
各规格红砖、青砖、阶砖、黏土
瓦、水泥花阶砖，手工滴水瓦
当、异形砖瓦的工坊，“现在这
座厂，就我和师弟卢国辉两人
资历老，能够全流程胜任砖瓦
烧制。”钟伟磷说。

师弟卢国辉不善言辞，却
是烧制砖瓦的好手。“什么样的
泥能够烧制怎样的砖，我师弟
抓一把泥捻一下就有数了。”
钟伟磷说，过去，传统砖瓦烧制
靠的是经验积累，并没有流程
精确数字，现在正在编写砖瓦工
艺的烧造流程作为传承资料。

“我 19 岁就从事砖瓦烧
制和瓦作，就算是最困难的
时候仍在默默坚守。”钟伟磷
说，三十多年来，他和他的团
队烧制的各类型砖、瓦、阶
砖、滴水瓦当等产品被广泛
用于岭南传统建筑上。

四会白土砖瓦厂烧造的
砖瓦装点了世界各地的岭南
建筑。由建筑大师莫伯治主
导设计的泮溪酒家、北园酒
家、南园酒家为“食在广州”
岭南传统建筑增色，这些项
目使用了四会砖瓦。改革开
放之初，四会砖瓦走出国门，
为 1983年德国慕尼黑园博会
广州“芳华园”建设提供砖瓦
材料。此外，工厂从 1981 年

起就一直为广州陈家祠修缮
提供砖瓦产品，为孙中山大
元帅府、广州六榕寺、广州五
仙观、广州锦纶会馆等多家
国家及省、市级文物单位烧
制砖瓦，为活化传统建筑、保
护历史文化发挥了作用。

为传承烧造砖瓦技艺，
钟伟磷开设工作室、进校园讲
课、组织高校学生实地研学，

“我们从不缺‘鲁班’，因为血脉
里流淌着那股工匠精神。”钟伟
磷呼吁更多工匠大师传授技
艺、传承文化，同时让岭南传统
建筑走进课堂，融入生活，鼓励
和支持后备工匠人才，充分结
合现代化技术，进一步传承和
发扬岭南传统建筑技艺。

钟伟磷说：“一边是黄泥，
一边是白泥，两者充分混合后，
就成为制作砖、瓦坯的原材
料。”只见一个个泥墩，被工人

分割后投入出砖机，随着传送
带滚动，一块块砖坯就出来了。

据介绍，传统砖瓦的生
产流程包括：选土-净化-陈
化-堆踏-炼坭-制坯-晾坯-
整形-上幢-阴干-入窑-小
火温焙-大火烧成-封窑保温
（青砖饮窑）-降温-出窑-选
品-打磨等17-23个工序完
成。选用土质为先决条件，各
层泥土的分量调配比例直接
影响产品的质量，一些产品更
要对泥土的特殊处理。

砖瓦是怎样炼成的

砖瓦烧制匠人坚守古窑烧制一砖一瓦

泥火交融 淬炼匠心

一匠 师兄弟两师傅 撑起百年老字号

一心 “血脉里流淌着那股工匠精神”

（据《广州日报》）

钟 伟 麟 制 作 出 了 失
传多年的瓦当模具。

四会白土砖瓦厂制作的各式滴水瓦当。

砖瓦厂的窑已有400 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