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20232023..66..99 星期五星期五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曹曹 歌歌
美术编辑美术编辑：：陕陕 璇璇

二O

二
三
年
第
十
七
期

总
第
四
十
七
期

市
委
宣
传
部

市
文
旅
局

荆
州
日
报
社

荆
州
广
电
台

市
文
联

市
社
科
联

联
合
出
品

知
荆
州

爱
荆
州

兴
荆
州


寻味荆州

楚国到西域的三条“路”
□ 张卫平 何川

在家乡江陵县的美食里，“绿豆皮”是传统特

产，它是我们农家冬季农闲时精心制作的绿色年

货。每年冬至以后，正是农村各家各户腌制腊菜筹

备年货的最佳时节。大家都赶着冬日里难得的晴

天，将精心制作好的各类腊货晾晒风干收藏，以便

春节期间与家人亲朋品尝分享。如果腊货制作得

多，收藏好了的话，还可以一直吃到来年农忙季节。

我本是湖南衡阳人，上世纪 60 年代落籍江陵

县龙渊湖，自此，我有幸品尝到了颇有地方特色的

绿豆皮。

入冬时节，龙渊湖畔，苇絮飘白，北雁南飞，农

家摊制绿豆皮的时节就如期而至。一如往常，我们

家在能干的老伴儿指挥下，摊制绿豆皮的工作和其

他人家一样，开展得井然有序。

绿豆皮之所以称之为传统美食，自有制作它的

传统工艺流程。首先，须将制作绿豆皮的原材料绿

豆、大米用清水浸泡 24小时，并淘洗干净。然后是

磨浆，即用传统石磨将浸泡好的绿豆、大米一勺一

勺磨制成精细的豆浆。这磨浆可是最耗费体力最

磨性子的工序，这等活路自然非我莫属。老伴一勺

一勺将绿豆、大米不停的往石磨里喂，我则不停地

一圈一圈奋力推动石磨，豆浆便不停地往下哗哗流

淌，直到三更半夜，满满一盆豆浆才磨完。此时的

我早已是汗流浃背，腰酸背痛，气喘吁吁。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在灶火大锅里

将磨好的豆浆摊制成豆皮。此时，我们一家三口按

照老伴的吩咐各司其职：我的老岳母提前准备好干

稻草把子，坐在灶门口专管司柴把握火候。老伴俯

视大锅，将肥肉泡在烧得冒青烟的锅里擦上几把，立

即舀上一碗磨制好的豆浆，贴锅一圈洒下，然后用大

蚌壳将豆浆厚薄一致地涂抹均匀，待到一面炕至金

黄色，则又翻转至另一面，随后起锅将摊制好的绿豆

皮放在筲箕上，至此，一个绿豆皮成品制作完成。

等到筲箕上积攒到五、六个时，便由我将它们

端到堂屋准备好的案板上晾着，等豆皮不沾刀时，

再将它们卷起来用菜刀切成一公分左右宽的条状，

然后散开摊在簸箕或门板上。经过几个小时紧锣

密鼓地忙碌下，绿豆皮终于摊制完工，大家虽然疲

惫不堪，但闻到满屋绿豆皮扑鼻的香味，一切劳累

顿消。

每次摊完豆皮，老伴都要留下几十个，送给左

邻右舍的老人煮着或炒着吃。如有串门的乡邻好

友，老伴总要热情招呼进屋，按其喜好口味精心炕

制绿豆皮，里面或包糖或包葱花蒜苗杂胡椒，折成

长方形，供客人品尝新鲜绿豆皮。这刚出锅的绿豆

皮，金黄酥脆，透出一股清香，客人吃得有滋有味，

直夸我老伴好手艺！

次日清早开门，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各家门前

都搭着架子，铺上竹垫子，晒着各类腊菜。有腊肉、

腊鱼、豆腐干、萝卜干……当然少不了绿豆皮。

偶尔，老伴给我煮上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绿豆

皮，碗面上有肉码，底下有荷包蛋，佐料香喷喷着实

好吃！我和老伴每年回衡阳老家探亲，总要带些送

亲人共同分享！他们大赞江陵特产，原汁原味的

“绿豆皮”，更有一种特殊的湘鄂亲情！节假日儿媳

孙辈回家看望我们，总说家里的豆皮吃起来味道格

外香，对比在外面吃的“山珍海味”更美。老伴每年

也为孩子们各自准备一份，让他们带回去与老乡、

亲朋聚会，大家吃着家乡的特产，聊着乡情往事，思

乡之情得以慰藉，彼此谊情更浓！

冬味腊香绿豆皮
□ 张次文

随着中亚五国峰会召开和一带一路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汉代
“丝绸之路”研究已经取得相当多的成果。同时，战国时期楚国的
“玻璃之路”“玉石之路”以及早期的“丝绸之路”也逐渐浮出水
面。“玻璃之路”比“丝绸之路”早 400年左右，而“玉石之路”则比

“玻璃之路”更早。

驼手擎铜灯，开启郢都中西交流

人骑骆驼手擎铜灯出土于荆州地区后港楚墓，器高 18.5 厘
米，灯盘径 8.8厘米，盘深 1.7厘米。整器由豆形灯盘和人骑骆驼
形灯座两部分构成。

双峰骆驼呈昂首前行态；骑驼人上身挺直，两手曲肘前伸托
住插有灯柱的管形铜圈，高擎灯盘，昂视前方，似将远行，其造型
新颖独特。灯身与人骑骆驼灯座均为铜质，可拆开，系分别铸造，
用铅锡合金焊接为一体。灯身素面，骆驼颈下有斜线纹，前腿上
部有直线纹用以表示驼毛。

战国至秦、汉时期，贵族阶层盛行青铜灯具，形制有鸟形、兽
形、扶桑树形等。这种人骑骆驼形灯具在南方楚地考古中为首次
发现。骆驼是在沙漠生存的动物，地处长江中游的楚地，按常理
推断，是不可能以骆驼为造型制作青铜器皿的。

文献记载，早在周成王时期，中亚、新疆、蒙古等地的骆驼，就
与中原地区进行贸易或作为礼品馈赠。春秋时期，骆驼已作为在
沙漠地区军用与民用的重要交通工具。而这盏驼形灯，鉴证了三
条千年荆楚丝路的繁茂，讲述了楚文化与西域文明交流的故事。

“人执龙形玉佩”，楚国神玉源自“瑶池”

荆州博物馆馆藏的“人执龙形玉佩”，包含龙、人、太阳等元
素，共同构建楚人的对光和热的崇拜；这块玉材质与“和田玉”籽
料相似，可猜测其来自“天山瑶池”。

崇拜，祭祀，太阳石人文化，楚文化和西域文化巧然重合，草
原流传的萨满教则延续楚国祈福的舞蹈。这件来自“王母瑶池”
的天山玉料，则勾勒出“玉石之路”最初的文化交流的形态。

楚文化或许早在一带一路上传播，不断对周边国家产生影
响，千百年来，从人文到宗教，方方面面。在新疆自治区博物馆展
出的玉器与荆州熊家冢发掘出来的玉器文物极度相似，包括玉
戈、玉鹰、玉璧、玉璜等，他们侧面印证了“玉石之路”的存在，以及
楚文化透过中原，传播西域，影响欧亚。

“琅玕”尽显浪漫，“玻璃之路”爱意情深

一句“随信送上玉佩一枚，问候春君，千万不要两相忘。”情深
意重。“琅玕”，别名“蜻蜓眼”，这句情深意浓的诗句出自斯坦因在
新疆尼雅遗址（精绝国故地）发掘出土的汉文木简。

无独有偶，公元前504年，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随
夫出征的夫差妻子楚国番地暴病夭折。夫差就地厚葬妻子，并随
葬一些楚国的“玻璃珠”。

这些“玻璃珠”，在2479年后引起了轰动。1975年，河南固始
县侯古堆 1号墓中出土了几颗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东西——“蜻蜓
眼”式玻璃珠。专家分析研究发现，这是我国首次在楚墓中出土
玻璃制品，从西方传入楚国。

在上世纪 70年代，楚地荆州与中原河南先后出土的越王勾
践剑、吴王夫差剑，研究人员都在剑格上发现了玻璃饰品。令人
惊讶的是，这两把君王宝剑上的玻璃却并非西方的舶来品，也不
是吴越之国产物，均为楚国制造。

夫差为太子时，抢来的是楚人拥有的西方舶来品；而当夫差为君
王后，其佩剑被楚人抢去，装上了楚人自己造出来的玻璃饰品。

同一人，同一物品，不同年代，得到不同结论，无论是西域
的尼雅还是东方的夫差，无论是“琅玕”还是“蜻蜓眼”，都是定
情信物。

“蜻蜓眼”玻璃珠是“眼睛文化”的产物，其发源于西亚或印
度，盛行于草原文明。“蜻蜓眼”是古埃及的一大发明。江陵地
区战国中期前后的楚墓中出土的、带有泥芯的“蜻蜓眼”式氟
昂斯珠，就是楚人使用已掌握的制造工艺仿制西方产品的实
物证据。

楚人至少在 2500年前就与西方建立了某种联系，进行了某
些方面的文化和经济交流；楚人，通过学习和消化，技术创新，将
如此浪漫的器物制作，并“出口”。楚地大量出土的“蜻蜓眼”式玻
璃珠，似乎说明了2000多年前楚国与西方之间的交流。由此，专
家提出了“玻璃之路”命题。这浪漫的背后，我们看到楚人的“玻
璃之路”的贸易之繁盛和楚人工艺技术的先进。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玉堂先生曾说：“‘蜻蜓眼’玻
璃珠虽然小，却是中国境内已知年代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物
证，负载着联结了东方和西方两大世界的宝贵信息，意义非同寻
常。东方的楚国与西方有文化联系，这比汉武帝时张骞的‘凿空’
壮举早了约 4个世纪。”

凤鸣飞影薄纱，尽显“丝路”荆楚风华

《考古学报》1957年第 2期有一篇论文谈到了中国与阿尔泰
部落的古代关系，文中写到：某些巨墓中出土的中国织物，有用大
量的橪股细丝线织成（每平方厘米为 34×50 支）的普通平纹织
物。俄罗斯巴泽雷克第 5号墓出土的茧绸，特别精致。这是一块
鞍褥面，制作技术为平纹的，一平方厘米为 40×50支纱，宽约 43
厘米。上面的刺绣是用彩色丝线以链环状的线脚绣成。刺绣主
题——凤栖息于树上，凰飞翔于树间的形象是极其多样化的。对
于这一重大的考古发现，曾参与马山一号楚墓考古发掘的彭浩先
生，在研究中得出了其“组织结构与我国传统径锦相同，纹样与楚
地常见的菱形花纹锦相似”的结论。他在《楚人的纺织与服饰》一
书中特别指出：“巴泽雷克第 5 号墓出土的刺绣纹样构图与马山一
号楚墓的舞龙飞凤纹绣品相同，以花草枝蔓连接着形态各异的凤
鸟，左右对称。”

但这件藏于新疆自治区博物馆的丝绸绣品残片也与俄罗斯
巴泽雷克同为楚国丝织品类似，但是与马山一号墓出土丝织品更
为接近；该残片于 1976-1978年发掘于新疆吐鲁番托克逊县阿
拉沟编号为M28的春秋时期墓葬。

综合分析这件丝织品文物特征，结合有关碳 14测定资料，墓
地延续了相当一个历史阶段，主要在春秋、战国时期，最晚到汉。

测定为春秋阶段的第二十八号墓（碳 14 测 定 结 论 为 距 今
2620±165 年），此件凤鸟纹刺绣。在长、宽均二十多厘米的素色
绢地上，用绿色丝线锁绣出凤鸟图案。由于原件已残破，完整图
案形象已难明，残余部分仍可见到凤鸟的躯体、微曲的腿、爪（原
物现在新疆自治区博物馆陈列）。

这件文物的刺绣工艺和荆州博物馆馆藏的马山一号墓出土
的刺绣工艺如出一辙，均为锁绣工艺；其面料为平纹绢，用辫子股
绣针法绣出花草、凤鸟等图案。其花纹风格和刺绣技法与荆州战
国楚墓中出土的刺绣丝织品，竟然完全相同，是典型的楚国物
品。这也间接能佐证，当时楚国的丝织品在丝绸之路沿途，甚至
西域均非常受欢迎。

有人认为，这些出土丝织品有可能是楚国、郑国或其它国的
商人带到北方去的。这是否能说明，长江流域的丝绸同域外的交
流早于传统的丝绸之路呢？

在发掘该丝织品的墓区，有一个测定为战国至汉代阶段的
第三十号墓中（测定数据一为距今 2345±75 年），出土了除丝织
品外包括漆器等文物，该墓地M18、M23、M30出土了战国时代
的漆器。

2005年，玛纳斯黑梁湾的一座战国中期墓葬中，发现了一面
楚文化风格的四“山”字纹铜镜。巴泽雷克第 6号墓出土有一面
四“山”纹铜镜，在阿尔泰山西麓也发现过一面相同花纹的铜镜。
这种铜镜原产于楚国，流行于战国晚期至秦代。它与具有浓郁楚
国风格的织锦、刺绣同出于一地，说明它们的时代相近。

楚学大师张正明先生从物资流通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
为：“从楚地到阿尔泰山北麓，所要经历的困难比楚地到恒河中游
大得多。假如当时北方各国出产的丝绸不比楚国出产的逊色，商
贩尽可从北方各国采，何苦跑到南方的楚国来，又回头运销到遥
远的阿尔泰山北麓去呢？离北方各国近的出口丝绸尚且是楚国
的，离北方各国远而离楚国近的出口丝绸就一定也是楚国的了。
这虽是推测，但顺理成章。”

中国社会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刘克祥先生依据考古文物做出
了这样的结论：“近几十年来，在欧洲和中亚一些地区，相继有早
期中国丝绸实物或同丝绸有关的历史文物出土。德国南部公元
前 500 多年的古墓中，发现古尸骨骼上沾有中国丝绸衣服的残片；
公元前 5 世纪象牙板雕刻的‘阿芙罗狄蒂’，上身穿着透明衣服等，
其手法表现均为轻薄的中国丝绸服饰。”

据此，他非常肯定地说，“这些历史记载和出土文物都说明，
最迟公元前 5 世纪以前，即春秋后期，中国丝绸已经向西传到了
欧洲。”

这三条贸易之路见证了楚文化的传播，以及对一带一路
周边国家的影响，伴随这些文物的发掘，三条贸易之路也浮
出水面，让世人了解春秋战国时代，楚人就已通过贸易将楚
文化传播到西域甚至更远的地中海地区，中华文化的光芒早
在 2500 多年前，就已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上绽放出绚烂
的光彩！

凤鸟纹刺绣残片（现藏于新疆自治区博物馆）。

荆州籍开国将军④
少 将 谭 友 林（1916 年 - 2006 年）湖 北 江 陵 人 。

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1934 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任红三军独立营政治委员，第六师十七团政
治委员。1935 年任红二军团第五师政治委员。1936
年任红二方面军三十二军九十六师政治委员。参加
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竹沟留守
处教导队队长，豫东游击支队政治部副主任，第二团
政治委员。1940 年任八路军四纵队六旅旅长。1941
年起任新四军四师十二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松
江军区哈北军分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三
十四师政治委员。1948 年任第四十九军一四五师政
治委员。1949 年任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副军长。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陆军第 39 军副军长。1950
年任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副军长。1951 年起任东北军
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1960 年任工程兵副司令员。
1966 年起任新疆军区副政治委员，乌鲁木齐军区、兰
州军区政治委员。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
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
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
一级自由独立勋章。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代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5 年在中国共产
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
2006年 5月 22日在北京逝世。

红色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