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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南县洛源镇因地处洛河源头而得名，年平均气温 12.0℃，
夏季平均气温 21.8℃，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一河两岸土壤肥沃，
因农户习惯施用农家肥，这儿出产的黄豆颜色纯正，籽粒饱满，富
含蛋白质，豆香味十足。

独特的小气候孕育出了洛源黄豆独特的品质，也为洛南豆腐
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在海拔 2646 米的草链岭上，经高山草
甸，穿冷杉苔藓丛林，过流峪飞峡，洛河缓缓走进人们的视野，流
入了千家万户。洛河水清澈见底，纤尘不染，掬一口沁人心脾，可
解舟车劳顿之苦；存一缸磨成豆浆，便开启了黄豆与水的完美融
合，只待用浆水完成画龙点睛之笔，洛南豆腐便呼之欲出。

过去，洛河两岸或大或小的自然村，都能找到能工巧匠打成

的石磨、一人高盛浆用的木桶和粗纱做成的四方浆包。秋收时
节，人们用山上采摘的野菜或自种的青菜叶子切成条，在烧开的
洛河水里焯 3 到 5 分钟，沥干水分，装入瓷瓮，倒入放凉的面汤。
半个月后，酸味醇厚的浆水菜便端上了人们的餐桌。更为奇妙的
是，用石磨将黄豆磨成豆浆，煮沸后点入缸里的浆水，便成就了独
一无二的洛南豆腐。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要做豆腐，大家相互
品尝，比比各自的手艺，拉近邻里之间的感情。久而久之，洛南豆
腐成了人们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一道美味，洛南豆腐的名声也不胫
而走。

洛南豆腐被誉为北豆腐的代表，与南豆腐软嫩、易散的特性
相比，其硬度、弹性、韧性均较南豆腐强，含水量较南豆腐低，香味
更浓。加之切面整齐，易于造型，更适宜于烹、炸、炖、煮、烧等。
当地人最传统的做法，是用原城关八里村陶土制成的砂锅或家用
铁锅，搭配时蔬酱肉，做成砂锅粉条炖豆腐、萝卜粉条炖豆腐，或
者用油炸豆腐切丝凉拌等，做法简单实用，更保留了原始食材的
风味。为了让更多人吃上洛南豆腐，洛源当地的老百姓还把鲜豆
腐压制成了豆腐干，用山里的葛根穿成串，风干后在集市上销售，
方便人们携带，进一步扩大了洛南豆腐的影响力。

洛南豆腐源远流长。据史书记载，洛南豆腐曾被乾隆皇
帝钦点为御膳贡品。“洛南豆腐宴十三花”也曾被空运到北京
人民大会堂，走上国宴。如何把洛南豆腐产业做大做强？洛
南县委、县政府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
历史传承与改革创新相结合，打造了“洛味缘”区域农产品公
用 品 牌 ，将 洛 南 豆 腐 、洛 源 豆 腐 干 等 洛 南 豆 制 品 纳 入 保 护 范
围，在县城设立 4 家、西安建立 3 家“洛味缘”农产品直营店，

让洛南豆腐从“小餐桌”走向“大市场”，不断扩大洛南豆腐影
响力；紧紧抓住洛南被列为国家大豆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
进 县 机 遇 ，出 台 了《洛 南 县 大 豆 生 产 扶 持 办 法》，县 财 政 列 支
600 万元用于扶持大豆生产，完成大豆扩种 8 万亩，为洛南豆
腐产业发展解决了后顾之忧；在洛源镇规划建设洛南县现代
豆腐产业园，取缔环保不达标的小作坊，整合豆制品加工企业
和合作社，制定洛南豆腐标准，组建洛南豆腐加工销售运营公
司，建立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促进豆腐产业转型升级，让洛
南豆腐走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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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河位于秦岭南坡商州北部，沿着清明山的西山脚
蜿蜒而南。

清明山被视为商州著名的道教胜地，在大荆镇街道北
边约一公里处，海拔近千米，系东秦岭支脉西峪山的末端峰
峦。山后有十几公里的东峪、西峪，溪流潺潺，令人神往。

一

春和景明，暖阳高照，清明山老柏嫩枝满目葱茏。缘羊
肠土路盘旋而上，半山腰一块相对平缓的地方，有三座小道
观。中间一座，殿内敬的是药王孙思邈，左右两边分别是灵
官殿、黑虎殿，有两三个道士在此修行。庙侧的林木，荫翳
着一大块空地，宁静安然，可品茗、对弈、抚琴……

距此处不远，山背后有一株树龄 500 年以上的石生老
药树，树身粗大，枝繁叶茂，悬空而出如在云中，两条根系似
两条虬龙，深深扎入完全裸露、状如斧削的岩石缝隙，让人
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神奇。

后山腰原有个玄武洞，传说玄武大帝曾云游至此，在洞
内修行，因此清明山也叫玄武山。

玄武大帝又称真武大帝、荡魔天尊，是神话传说中的北
方之神，也是道教中赫赫有名的神仙之一。湖北武当山是
玄武大帝的道场，据说他的诞辰日是农历三月初三。

据民间传说，吕洞宾在长安酒肆上被钟离权“十试”之
后，点化成仙，跟着师傅到庐山去的时候经过此地，也在玄
武洞修行。

登上清明山顶，眼前出现三座道观。耸立在悬崖边
上的是金花夫人送子娘娘殿。金花夫人也叫金花娘娘，
是道教送子女神。娘娘殿东边里侧的一座叫三官殿，西
边最高处的一座是无量天尊殿。也就是说，这里敬祀的
都是道教大神。

道教弟子又叫“三清弟子”，缘于道教的三位尊神，他们
分别是道德天尊老子、元始天尊和灵宝天尊通天教主，所以
三清弟子在施礼的时候通常会说“福生无量天尊”。

清明山上的道观里一直敬祀着道家八仙：铁拐李（李
玄）、汉钟离（钟离权）、张果老（张果）、吕洞宾（吕岩）、何仙
姑（何琼）、蓝采和（许坚）、韩湘子（韩湘）、曹国舅（曹景休）。

八仙的故事丰富多彩，生动有趣，在民间流传很广。虽
然得道成仙后云里雾里，可他们的前身都来自凡间、有名有
姓，身上都带着人间的烟火气息，而且其中有贫有富、有老
有幼，有乞丐残疾，还有皇亲国戚。他们常常出现在年画、

刺绣、瓷器和戏剧中，深得民众喜爱。
关中的道教圣地在西安，那里有座八仙庵。西安有几

句民谣：“说东关，道东关，东关有个八仙庵。蒸馍笼，大无
边，蒸馍笼里坐八仙。”西安东关的八仙庵，就是汉钟离点化
吕洞宾的原址，始建于宋，地处今西安市东关长乐坊。八仙
庵前有石碑记之，旁刻“吕纯阳先生遇汉钟离先生成道
处”。据说当时有人见八位异人游宴于此，认为是“八仙”显
化，同时也为了纪念吕祖，遂建八仙庙祀之，称八仙庵。

1900 年，慈禧和光绪皇帝避难西安的时候，驻跸八仙
庵。慈禧还给了八仙庵 1000 两白银，并赐名“敕建万寿八
仙宫”，所以现在也叫“八仙宫”。

八 仙 的 传 说 起 源 于 陕 西 ，至 于 说 他 们 到 过 山 东 蓬
莱，那是去海上斗宝显本事、旅游玩耍去的，无意间成就
了蓬莱仙岛。

八仙中实有其人的几位高道，主要的活动地域都在长
安、关中一带。如铁拐李梦游华山随老君修道。清代的《八
仙全传》说，华山紫霞洞为铁拐李的洞府。后铁拐李在终南
山修炼，并点化了汉钟离。汉钟离为咸阳人，点化了吕洞
宾，又相携在终南山修炼，眉县汤峪就有“钟吕坪”遗址。

《旧唐书》《新唐书》中都有关于张果老的种种异能记
载。相传秦岭之巅的牧护关就是韩湘子修道成仙的地方，
湘子洞内还留存有修道的石桌、石凳、圣水池等遗迹。

据说韩湘子为韩愈侄孙，隐居蓝关，幼随韩愈居长安，
西安也有湘子庙街为证。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有
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示侄孙湘”自然是
当面写诗交给冒雪而来的韩湘子了。

手持紫竹长笛、风度翩翩的韩湘子，就是跟着师傅吕洞
宾深山悟道才位列八仙之一的。想必那时候吕洞宾正好住
在清明山，从牧护关到大荆的清明山，师徒二人来往起来不
远吧？

笔者小时候，在商州北乡的田间地头，即使没有文化的
老爷爷，也能把有关八仙的故事说得头头是道，眉飞色舞。
然而，道教文化博大精深，笔者乃凡夫俗子，知之寥寥。站
在大殿里的各位尊神面前，唯有颔首默敬。敬神仙，也是敬
文化。

二

收回放飞的思绪，走出殿门，发现自己还在高山之巅。
蓝天白云下，大荆川、清明河一览无余，白墙红瓦的村落错
落在绿荫之中。从古到今，商州北乡的清明会年年在这里
举办，热闹三天。

民国时期，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方圆五六十里的人都来
赶会，从大荆街南头的河滩到清明山下，游人络绎不绝。

河滩搭起两座戏台，秦腔、二黄连唱三天。吃食摊子顺

着河岸摆成一条长龙，各种小百货的摊子也是一家挨着一
家。周围十几个村子，村村都有社火表演，舞狮子、走高跷、
跑龙船。

清明会，实际上也是乡村青年的“情人节”。平日里侍
弄庄稼的青年男女，虽够不上鲜衣怒马，但也着红挂绿，有
的兴致勃勃地上到山顶，求神许愿；有的悄悄溜达到丛林深
处，燕语呢喃。下游的河滩上，捡石头打水漂的少男少女们
嘻嘻哈哈，笑语喧哗。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杜甫描绘的是唐
代长安上巳节的浪漫之旅。时光流转，文化留存，今天，曲
水流觞的余韵依然在秦岭南坡的清明河里低回婉转，成为
商州北乡一道亮丽的民间文化景观。

商州北乡从古至今一直流传一首民谣：“二月二，三月
三，清明河里转三天。”说的就是一年一度的上巳节。

那时候，民俗文化十分活跃，从腊月廿三到来年清明，
寺庙的民俗活动持续不断。各个庙会排时间、有名称，并且
有规模、有格调，人气旺盛。社火几乎村村都有，形成了跑
神赛会的热闹局面。庄户人一是祈福，二是释放辛劳，三是
有理由放开吃几顿。这是传统农耕文化的本色表现。

过去的庙会，实际上就是乡民的物资文化交流大会，可
以购物、嗨吃、看大戏。

三

过去，商州北乡规模较大的庙会有：双戏楼白龙庙，正
月十一，开山会；根斗湾十三社，正月十八，南堡子会；紫峪
口关帝庙，正月廿五，关公会；闵村药王洞，二月二，药王会；
大荆清明山，三月三，清明会。所有庙会，会期均为三天，内

容大致相同。
大荆三月三的清明会，就是北乡民众的上巳节。主会

场在清明河的河滩，也是沿袭了古代上巳节水边饮宴郊外
游春的传统习俗。

上巳节源于春秋时期，也称“女儿节”“桃花节”，是汉
民族的传统节日。该节日汉代以前定为三月上旬的巳
日，谓之“上巳”。魏晋以后，上巳节的日期改在农历三月
初三，因此叫“三月三”，是春浴日。人们结伴去水边沐
浴、采兰、嬉游，洗濯去垢，祛除不祥，称为“祓禊”。此后，
又增加了祭祀宴饮、曲水流觞等内容，是人们为消灾祈福
而举行的一种仪式。

清明山、清明河，恰好符合上巳节的历史文化和环
境要素。

在南方，传说神农氏远游云梦泽时，于三月三日这一
天，用“荠菜煮鸡蛋”医好了当地人的头痛病。在北方，民间
传说三月三是纪念黄帝的生日，有民谣“二月二，龙抬头；三
月三，轩辕生”。不管是南方的传说还是北方玄武的诞辰、
黄帝的生日，都昭示三月三是游春祈福的好日子。

关于上巳节，古人留下不少诗句。崔颢的“巳日帝城
春，倾都祓禊晨”，描绘了上巳节这一天人们倾城而出的盛
况。欧阳修诗云：“清明上巳西湖好，满目繁华。”汤显祖诗
云：“一回憔悴望江南，不记兰亭三月三。”历史上有关上巳
节流传最广的故事，是《兰亭集序》的缘起。

晋永和九年农历三月初三，王羲之与众文友兰亭聚
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
觞曲水，列坐其次。”酒杯置木盘，曲水回环，木盘流到谁跟
前，谁饮酒赋诗。一觞一咏，畅叙幽情。推杯换盏之中，玉
句金章，佳作连连。王羲之乘兴挥毫，欣然作序，天下第一
行书《兰亭集序》由此横空出世。于是，三月三“曲水流觞”
的活动与书圣一起名满天下。

那时候，从宫廷到民间，上巳节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盛大
活动，时间基本在清明前后，因此也叫“小清明”。

商州北乡上巳节的会址在清明河、清明山，大家就叫
“清明会”。庄户人的上巳节有自己的特色，他们把清明节、
上巳节、庙会融为一体，而在水边饮宴、郊外踏青的活动从
未更改，秉持了三月三这一传统文化习俗的原始风格。

也有人说，商州北乡的三月三，就是丹江源头的清明上
河图。

四

从民国末年到如今的 70 多
年 间 ，随 着 经 济 社 会 的 飞 速 发
展，各种庙会已逐渐淡出了庄户
人家的生活视线，只有商州北乡
的 上 巳 节 ，由 当 地 群 众 自 发 举
办，在清明河畔一直延续至今。

近年来，虽然青壮年大多外
出打工，农村只剩下老、妇、幼，
根本组织不起社火班子，可大荆
镇青桥村和周岭村的社火，一直
坚持年年表演，庙会上的大戏也
都是草台班子免费献演。

地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
脉，镌刻着一方水土风物人文的
生命记忆。有文史资料记载，殷
商晚期，楚人的先祖曾居于蓝田
县的灞源镇和商州区的大荆镇、
腰市镇一带（文史资料《先楚与
商洛》）。东龙山发现楚人的墓
葬及大量文物，就是佐证。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记载：“历史上荆州共有十一
处，其中在商（州）置荆州两次。”《直隶商州总志》亦记载：

“洛州上洛郡，北魏太延五年（公元 439 年）置荆州，治上洛
郡。太和十一年（公元 487年）更名洛州。”

由此可见，大荆与“荆楚之国”有渊源，人文底蕴厚重
深远。这里的上巳节、清明节、道家宫观、神仙故事，隐映
着民间原生态文化的叶脉色彩。听说大荆的清明会，准
备申报非遗文化项目，道教文化融入上巳节的内容应该
是一大亮点。

从目前各地的民俗活动来看，上巳节渐行渐远，几乎已
被遗忘，而在商州北乡“三月三，清明河里转三天”的习俗，
却是山乡民众在沧海桑田风云迭起的历史变迁中，传承至
今的唯一庙会，古风古韵，源远流长。

清 明 河 畔 三 月 三清 明 河 畔 三 月 三
郭明霞

商洛文史●
清明河两岸风光清明河两岸风光

清明山清明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