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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听评书或者爱看古代背景小

说的人可能对銮铃耳熟能详，有达官贵

人出场时，常会有“马挂銮铃”“銮铃马

蹄之声”之类的话，路人听到这声音，就

会赶紧避让开来。其实，这銮铃正是配

置在古代马车上的，相当于现在汽车上

的喇叭，但可比喇叭讲究多了。

这次，我们通过宁夏博物馆的馆藏

文物兽头銮铃，一起了解古人如何出
行，以及文物背后的故事。

铃象鸾鸟之声
銮铃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常与马联

系在一起，很多人以为这是挂在马脖子

上的，其实不然。

马车是古代主要的交通工具，有身

份的人一般都驾车上路。而銮铃，就是

安装在马车上的响铃，插在车衡和马轭

上，是车驾仪仗的一种配置。

“古代的銮铃一般用青铜制成，分

为上下两部分。銮铃整体又可分为铃

体、铃球和銎座三部分。”宁夏博物馆副

研究馆员母少娟介绍，銮铃的上部是铃

体，下部是一长方形的銎座。铃体内是

铃球，铃球由两个半球扣合而成，或者

就是一颗用石头做成的弹丸。马车一
走，铃球晃动碰撞铃体，銮铃就发出清
脆的响声，悦耳动听。銮铃出现在西周
早期，一直流行到战国时期。《说文解
字》讲：“铃象鸾鸟之声，声和则敬也。”
所以，銮铃也写作“鸾铃”。

数目多少体现身份
豪车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这件事古

已有之。先秦时期，士人的必修课叫作
“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
能，其中的“御”就是驾车的技术。

“当今社会，‘宝马’是豪车，其实在
古代，能乘坐装饰豪华的马车往往是
封建统治阶。一匹骏马加一辆豪车，
这种香车宝马的配置就是有身份地位
的人讲究的排面。”母少娟说，配有銮
铃的马车，一方面走起来叮当作响和
音悦耳，马蹄銮声节奏十足，行路漫
漫，有清脆的銮铃声陪伴，也能给旅途
减少些许疲惫。

作为马车上的配置，銮铃也扮演起
象征着主人社会地位的角色，最高级别
的马车上可装八个銮铃，在一些墓葬中，
亦可通过銮铃数目推测墓主人的身份。

兽头銮铃
宁夏博物馆收藏的这对銮铃为兽

头銮铃。这种銮铃在西周时期开始流
行，其上部为动物形象，兽首鹰喙，立
耳，弯颈低头作角斗状，形象生动，造型
逼真。

可是，这种形状的“兽”似兽又似
鸟，它到底是什么动物呢？母少娟介
绍，相似的形象在宁夏固原和陕西也曾
发现过。固原西吉县新营乡陈阳川村
战国墓中曾出土一件鸟首纹铜带钩，整
个图案由两种动物构成，上部动物似
鹰，下部动物看似蜷缩的狼。细看之
下，和宁夏博物馆的兽头銮铃有相似之
处。陕西神木市曾出土过一件金怪兽，
也是鹰喙兽身。专家认为，这件器物出
自北方草原匈奴人之手，可能就是史书
中记载的神兽“兹白”。另外，2017年，

美国著名的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收藏家
尔文·哈里斯收藏的一对兽头銮铃曾在
佳士得拍卖，那对兽头銮铃与宁夏博物
馆的这对非常相像，应该都属于北方青
铜文化系统。

专家推测，宁夏博物馆的兽头銮
铃，佳士得拍卖的銮铃，固原博物馆的
鸟兽纹铜带钩，以及陕西神木出土的金
怪兽部分相似，可能都只表现了神兽

“兹白”的局部。

神兽“兹白”
那么，“兹白”是何方神圣呢？
《逸周书·王会》中记载：“正北方义

渠以兹白，兹白者若白马。锯牙，食虎
豹。”说北方的义渠国崇拜一种叫作“兹
白”的动物，这种动物似马又非马，牙齿

锋利似锯齿，以虎豹为食。
到了唐代，诗人张说写了一首诗，

叫作《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其中有一

句“不因兹白人间有，定是飞黄天上

来。”意思是，人间怎会有“兹白”这种神

物，它定是从天上飞临人间的神兽。

母少娟说，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

看出，“兹白”的形象像马又不是马，和

“飞黄”一样，是一种神兽，具有美好的寓

意。现在我们常用的成语“飞黄腾达”，

说的就是“飞黄”这种神兽腾云驾雾的样

子。总而言之，“兹白”是北方青铜文化

中义渠戎常用的艺术形象，宁夏固原一

带在春秋战国时期正属于义渠戎的统治
范围。这对兽头銮铃制作精美，为我们
了解义渠戎的文化特色和文化水平提供
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弥足珍贵。

兽头銮铃——古人马车上的“喇叭”
本报记者李尚

兽头銮铃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文物。长11.5
厘米，宽5.5厘米，高18厘米，銎径3厘米。

文物小档案文物小档案文物小档案

兽头銮铃。宁夏博物馆提供

得名源于明代堡寨
张亮村位于贺兰县北部的常信乡，

从贺兰县的如意湖公园出发，沿着金京
公路北行约4公里，就到了张亮村的地
界。当下的张亮村绿意正浓，有名的

“张亮香瓜”大部分已经收获完毕，只有

一些零星地块还在做收尾工作。和张

亮村的人闲聊，大家都知道“张亮”这个

名字的由来。

“都说是过去有个叫张亮的人在这

守边，还建了个堡子。”一位村民笑着

说，他们这个地名，可是有历史的。村

民说的没错，“张亮村”的得名，的确和

一位叫“张亮”的人有关。《朔方道志》所

附的“宁朔县疆域分图”上，赫然标注着

“张亮堡”。资料显示，在明朝时，仅宁

夏就有驻军的屯堡156个，张亮堡便是

其中之一。至于它的得名，《乾隆宁夏

府志》载：“宁夏堡寨，或以人名，或以事

名，以地名。”张亮堡，就是以当时守堡

将官或屯长的名字命名。

如今的张亮村，昔日屯堡已不见踪

迹，眼前一片广阔的绿色。村民感慨

说，过去这里什么样子他们不得而知，
而眼前的张亮村一片生机。

这里有宁夏古八景之一
历史上的张亮村“鼎鼎有名”，因为

它的境内有宁夏古八景之一——月湖
夕照。

跟村民聊起月湖，许多人一头雾
水，都表示从来没听过什么月湖。说是
湖泊，但此处也早已无半点湖泊的影
子，放眼望去，视野开阔，良田万顷。他
们对此处湖泊的记忆，是过去的一个叫

“张亮广湖”的湖泊。

关于“月湖”最早的记载，出现在《嘉
靖宁夏新志》：“月湖在今宁夏贺兰县张
亮堡北，以形似月亮而得名。”明太祖朱
元璋第十六子庆王朱栴曾赋诗赞美此
处：“万顷清波映夕阳，晚风时骤漾晴
光。瞑烟低接渔村近，远水高连碧汉
长。两两忘机鸥戏浴，双双照水鹭游
翔。北来南客添乡思，仿佛江南水国
乡。”诗句中，可以看到当年的月湖碧波
万顷，水鸟众多，还有村庄在旁，也能看
到诗人对于家乡的思念之情。按照地理
位置判断，月湖和“张亮广湖”的位置相
近，这个月湖，是否就是“张亮广湖”呢？

“老百姓口中所说的张亮广湖，其
实就是月湖。”宁夏地名专家郑济洧说，
至于何时改名无从考证，但改名张亮广
湖，就是因为明代此处的驻军屯堡——
张亮堡。“月湖夕照”的景象让人浮想联
翩，能得到庆王朱栴的赞美，昔日的张
亮村，想必是一处美丽的地方。

如今的特色产业多姿多彩
《贺兰县志》中，记录了张亮村的一

些变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张亮堡隶属于贺兰

县第一区，1950 年 5月改属第二区。
1955年10月撤区并乡，设立了张亮乡，
1956年并入王澄乡，之后又几经变革，于
2003年7月并入常信乡。如今的张亮
村，为贺兰县常信乡14个行政村之一。

说起过去的日子，许多村民都印象
深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地老百姓
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撒一葫芦收一
瓢”。意思就是播下一葫芦的种子，最
后的收成还到不了一瓢。主要原因是
这里地势较低，湖泊多，盐碱大，土地贫
瘠，种粮食得不偿失。

日子开始好起来是在上世纪80年
代以后，那时的张亮村还隶属于当时的
四十里店乡。据《贺兰县志》记载，1985

年全乡共种蔬菜6000余亩，面积将近
全县种植蔬菜面积的一半；种瓜1308
亩，总产457.5万余公斤。当地还充分
利用湖泊众多的特色发展养鱼产业，
1985年共有鱼池3600亩，在被称为“鱼
市”的包兰公路和银汝路口，一年四季
鱼商不绝。“鱼筐就在路边一字摆开，叫
卖声此起彼伏，有些人还用鱼和路过的
拉煤车换煤。”一位村民说。

上世纪90年代起，“张亮香瓜”成了
张亮村的一张鲜亮名片。这里出产的香
瓜肉厚而细腻，口感脆而香甜，果糖、蔗
糖比例适中，多年来一直是村里的特色
产业之一，也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
品。“我们这里昼夜温差大，灌溉有黄河
水，所以生长的香瓜脆甜脆甜的。”聊起
香瓜，不少村民笑着说。除此之外，村里
还大力发展无公害蔬菜产业，打造“五彩
鸡蛋”产业新名片……用一幅幅新图景，
描绘一个新的多姿多彩的张亮村。

塞上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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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亮村：无论古今，名声响亮
本报记者刘旭卓

一说起贺兰县常信乡的张亮村，人们总会想到“张亮香瓜”，这里因为香瓜产业而被人们熟知。其实，除了香
瓜外，历史上的张亮也是鼎鼎有名的宁夏古八景之一——“月湖夕照”中的月湖所在。从古到今，许许多多生动
鲜活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处小村落所在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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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

可赏可食，花叶皆美
本报记者王敏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
叶 子 。 叶 子 出 水 很 高 ，像 亭 亭 的 舞 女 的
裙……”荷花历来为文人墨客所歌咏，因其脱
俗的气质，高洁的品格，让赏荷变成了一种文
人的情趣雅事。当下正是赏荷的季节，我们就
来说说荷之滋味。

酥炸荷花。受访者提供

张亮村。资料图片

50005000年前就是人类食材年前就是人类食材
从很早开始，人类为了生存，就会采集野

果充饥，这其中，荷花的野果和根节（即莲子与
藕）就成了夏日里不可或缺的美味食材。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张訸说，荷花
除了可以观赏、食用，它在人类发展史上，也
有重要的意义。公元前五六千年的新石器
时代，随着农耕文化的出现，人类对荷花开
始了进一步的了解。当时，河岸湖畔或有天
然泉水的沼泽地带成为人类生存的首选之
地，而这些地带恰是野生荷花主要的分布区
域。“比如在河南省郑州市北部大河村发掘
的‘仰韶文化’房基遗址，就发现室内台面上
有炭化粮食和两粒莲子，经测定，距今有
5000年的历史。”

张訸介绍说，人类在生产劳动中，对荷花
的生长习性、生存环境等积累了丰富的感性
认识，而这些也为中国古老的荷花文化的产
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酥炸荷花难在火候酥炸荷花难在火候
不说历史说美食，在银川工作的孟凡可

以说是“专家”。孟凡会做很多以荷花为食材
的美食，如炸莲藕、荷花酥、荷香拌菜，还有比
较有难度的酥炸荷花……这样的夏日，如果
能在赏荷时品尝荷的味道，那真的别有一番
趣味。

真正打开孟凡对荷花宴的探索，是因为
一次去济南出差，期间品尝了当地特色美食

“酥炸荷花”，从此便对荷花怎么变成美食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说起那盘让自己记忆犹新
的美味，孟凡笑称，“为了这道菜，可以再去一
趟济南。”

酥炸荷花是济南的一道名小吃。取新鲜
的荷花中间最嫩的花瓣为原料，过浆勾芡之
后油炸即可，烹饪步骤简单，其重点在于油炸
时对时间和温度的把控。炸好的荷花口感外
酥内软，唇齿留香，甘美异常。

“我是在当地一家开在荷花池旁的私房
菜馆品尝到的，太绝了，看着窗外盛开的荷
花，口中被荷花的香甜滋味充盈着，那种感受
非常奇妙。”孟凡的手机里，还有当时拍下的
照片，只见雅致的盘子中，摆放着六瓣荷花，
中间还有一个可爱的莲蓬。桌面上，一枝含
苞待放的荷花让整个菜品格外雅致，虽然未
曾入口，香气已扑面而来。

“我自己试着做过，发现最重要的就是火
候的掌握。”孟凡说，虽然做法简单，但因为选
取的是最嫩的花瓣，所以想要做出正宗风味，
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浑身是宝成就美味浑身是宝成就美味
虽然酥炸荷花比较难，但孟凡用荷花、荷

叶和藕拌的凉菜，却是十分有滋味。
这道凉菜除了采用荷本身的三个部分为

食材，只需再准备香菜、胡萝卜等配料即可，
再加上少许盐和香醋，就是这道菜的全部。
均匀搅拌后，香气瞬间被激活，吃上一口清香
无比，浓郁的味道留在口中久久回味不散。

“现在银川正是赏荷的好时节，不过本地
没有餐厅专门做荷花宴，所以我就从网上买
食材自己做。”孟凡说，这道菜是自己琢磨着
试做的，食材都是从网上购买，很方便也很新
鲜。其他食材好买，但藕芽却难寻。藕芽是
莲藕的根茎与叶子之间相连的部分，口感鲜
嫩的，特别适合清炒后食用，能为人体补充丰
富的营养，还有清热凉血止痛止血的功效。

孟凡说，网上多是卖酸辣藕芽的，就是已
经包装好的小菜，很少有卖新鲜藕芽的，所以
特别让山东的朋友通过快递发来，也算是费
了一番工夫。不过，这样的“麻烦”，也让孟凡
更加期待自己的“作品”。一番折腾，这道酸
酸甜甜的凉菜简直太适合盛夏食用了。当
然，荷花浑身都是宝，孟凡还会用莲子熬一锅
莲子荷花粥，清香爽滑的莲子配上甘甜的荷
花，不仅味道独特而且清凉解暑。

“现在网络很方便，要是想多学几道荷花
宴，网上找一些菜谱都可以尝试。寻香之间，
真的是一叶一花皆美味！”孟凡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