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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新密县打虎亭，有两座砖石混合的多
室汉墓，西部编号为一号墓（M1），东为二号墓
（M2）。通过对墓葬和墓室画像的研究，墓主
应为东汉末年的大宦官，“十常侍”之首的张
让。

早期研究打虎亭汉墓的安金槐先生，根据
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载，提出打虎亭墓主是张
伯雅。郦氏记载：“张德，字伯雅，河内密人。”
但郦氏没有提到“两墓相连”这一最显著的外
貌特征。按照汉制，王侯级别的墓高为四丈，
约合9.2米，但M1封土今天尚存15米，已是帝
王陵的规制，这一明显的僭越现象郦氏也没有
提及。

郦氏记载张伯雅的墓门朝西，打虎亭二汉
墓的墓道都向南，正对段山（杨岭）。据调查，
打虎亭一带尚有10余座汉墓，故二者未必是
同一座。从打虎亭汉墓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墓
冢封土的高度分析，墓主比弘农太守张伯雅的
官爵高得多，权势也大得多。

《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张让，颍川人，
少时即在宫中做事。桓帝时为小黄门，灵帝时
迁中常侍，封列侯。”汉灵帝常说“张常侍是我
公，赵常侍是我母”。张常侍即张让，赵常侍指
大宦官赵忠。

皇甫嵩讨伐张角路过邺城时，见到中常侍
赵忠舍宅踰制，奏请没收入官。起初，张让曾
向皇甫嵩私下索要贿赂五千万钱，皇甫嵩没有
给，于是张让和赵忠联合起来，诬告皇甫嵩边
战无功，空耗国库钱粮，皇甫嵩因此被免除职
务并受到责罚。灵帝又以讨伐张角论功行赏，
认为张让、赵忠等十二常侍功劳最大，均封列
侯——这样颠倒不明的赏罚，让浴血奋战的将
士们都寒了心。

打虎亭汉墓所在的新密县，东汉时称密，
属于河南尹。密县与颍川郡为邻，史载“张让
父死，归葬颍川”，说明他们家族的祖茔本在颍
川。但是，作为一个阉割出家的宦者，张让死
后是没有资格入葬祖茔接受后人祭祀的，只能
在相邻的密县另置新茔地。

张让掌握权力长达30多年，他的父兄子
侄遍布州郡，颍川张氏族人中自然不乏生前依
附张让，死后也陪他入葬密县新茔地的人。在
绥水流经的狭长的平原台地上，张让墓冢居其
开阔的中部，最为壮观。

张让族人兄弟把持地方，造恶多端，史有
明载。桓帝时，张让的弟弟张朔为野王县令，
因犯法逃到京师，藏在张让家的密室“合柱”
中。司隶校尉李膺砸破密室，捉住了张朔。

从名字上看，张让和张德更像是兄弟俩，
张德字伯雅，很可能是张让的兄长。史书上找
不到弘农太守张德的名字，郦氏虽然看到墓
碑，但语焉不详。例如说张德是“河内密人”，
其实密县不属河内郡，记载多有误。有可能是
张德死后，张让为他的兄长向皇帝求来的“加
官”，是追认的二千石大夫的“哀荣”。

张让有机会为家兄营造墓冢，同时为自己
预先准备墓地。中平二年（185年），南宫云台
殿和乐成殿门火灾，张让、赵忠等趁机劝说灵
帝，让天下田亩加税十钱用以修葺宫室。

宦官奉诏验收木材、石料，他们从中谋私
自肥，把好的砖石木和技术工匠，都调去营造
自己的私宅和墓茔去了。这些宦官的墓冢工
程浩大，堪比帝王，而宫室却无人问津，连年不
成。

从打虎亭M1画像风格上看，张让墓室画
像的画师应该是黄门画者、宫廷画工里的顶尖
高手。M1墓室里的人物故事画像约有30多
幅，共200多人，反映了张让在现实生活中的

方方面面。
史载张让的家奴倚势弄权，收受贿赂、卖

官鬻爵，送礼求见者络绎不绝。在墓室首先可
以看到宾客盈门，家奴索要贿赂和拜谒者跪献
礼单的生动画面。

大宦官都有他们名义上的妻妾，墓主张让
和他的妻子坐在榻上，有一监奴秉烛，张让在
灯下观看监奴送上来的名刺（名片）和送礼清
单……墓主到死都忙着收礼，不以为耻，反以
为荣，反映了权宦道德沦丧，在生理和心理上
都极度扭曲变态（图①）。

还有几幅有趣的画像。北耳室有3个女仆
正向室外传递的垃圾，被靠近门口的女仆接
过，丢进一个狗形的陶制垃圾桶中。这个狗形
垃圾桶，大概是最早的“艺术造型垃圾桶”了
（图②）。

南耳室有一个“猴面人”驯马，拴马桩上和
马背上，还有几只猴子在戏耍。大概猴子有

“避马瘟”的神奇功效吧——“孙悟空”的形象
呼之欲出，令人称奇（图③）。

据嘉庆十七年（1812年）所立的《常十冢图
记》碑文记载，墓主人姓常名十，打虎亭村民习
惯称墓冢为“常十冢”，民间还流传着“常十救
驾”的传说：刘秀率兵攻打王莽失利，逃经农户
常十的家里。常十换上刘秀的衣服继续奔跑，
王莽追赶常十，刘秀从而得以脱险。后来刘秀
做了皇帝，为了报恩，建了一座报恩庙，把打虎
亭一带封给常十用做家族墓地。巧合的是，在
距此仅40公里的嵩山少林寺，也流传着一则
救驾与报恩的“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因电
影《少林寺》而闻名遐迩。

谁是谁非且不论，民间传说里极可能隐藏
着重要的历史信息。少林寺确有“十三僧助
唐”，得到唐太宗封赏的碑记，证明故事里有一
部分是史实。从清代流传下来的碑记和民间

传说来看，墓主“常十”，应该是“常侍”的讹音，
实指东汉末年的“十常侍”。M1的墓主应该是
张让，“常十冢”实为“常侍冢”。

中平六年（189年），灵帝崩。袁绍与大将
军何进合谋诛杀宦官，密谋泄露，张让、赵忠等
宦官反杀何进。袁绍兄弟闻变，冲进皇宫捕杀
宦官，张让无路可逃，被迫投河自杀。

第二年，董卓迁都长安，洛阳方圆100公
里绝无人烟，张让尚未完工的墓茔从此荒芜。
清代曾有人打开墓穴验看，发现墓室内空无一
物。发掘报告称墓室“被盗一空”，其实，打虎
亭汉墓本来就是两座从来没有使用过的空冢。

明清以来，小说《三国演义》在民间广为流
传，当地人没有把“十常侍”与“常十冢”联系起
来，也许他们不情愿承认张让就埋在自己的家
乡，而是演绎出更加理想化的、具有道德教化
意义的“救驾与报恩”的故事。无论怎么说，经
历了1800多年的风雨沧桑，打虎亭一带的百
姓还保存着“常十”的记忆，实在是一个奇迹。

新密打虎亭汉墓的主人是张让
汪海波

面条起源于中国，品种
数以千计，世界各地都有它
演绎的人生。我不是美食
家，却记得自己人生中的几
碗面五味俱全。

最亲切的当然是母亲
做的手擀面，小时候，白面
还很稀罕，常年吃玉米面、
高粱面、豆面和地瓜干，尽
管我们家祖上做过白面馍
生意，和面用的大陶瓷盆，
宽厚的面板，粗壮的擀面
杖，笨重的切面刀一应俱
全。

做手擀面先是和面，舀
上几瓢面粉倒在大陶瓷盆
里，慢慢加水，还要面净、手
净、盆儿净。和好的面稍微
醒一会儿，放到案板上揉
搓，擀成韭叶厚的面片，再
叠起来切成细条，下到开水
大铁锅里。

软糯细滑的口感，再配
上几根自己家腌的老咸菜，
那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啊。

“机器面条”适合做凉
面条，时节上非得等入伏以
后。吃的时候多加蒜，防拉肚子。母亲把面条下到
锅里，才呼唤父亲打水。父亲顶着烈日，把深井里
冒着凉气的水桶挑到灶边，面条刚好出锅。用凉水
过上三五遍，盛到碗里，加上黄瓜丝、香椿段、腌胡
萝卜丁等菜码，再淋香醋蒜泥麻汁，拌匀了吃下去，
如同炎夏里美味的冰淇淋。

后来，出去上学了，最难忘的是高三那年的“夜
面条”。那几年正长身体，活动多、饿得快，下了晚
自习，饿得前心贴后心，只好钻被窝睡觉。好在那
时候语文老师的夫人开始做“夜面条”了，在自家小
厨房做清汤面。虽然没有桌子、凳子，我们都是站
着或蹲在灶台边吃完那碗面条，我们却乐此不疲。

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去邻县城复读，伙食不
是一般的差。在这里就是好好学习的，哪能讲究吃
喝？每天就是做题考试，吃的什么已经没有记忆
了。

学习再忙也有松口气的时候，同学们就相约去
电影院旁边的兰州拉面馆去吃碗面。那个馆子是
一个很长的屋子，里面摆满了长条的桌凳，买面不
直接收钱，而是要先买一个类似于游戏币的面牌，
交给拉面师傅，才会给你一大碗拉面。

那是怎样的一碗面呢？一清、二白、三绿、四
红、五黄。清的是汤清，白就是白萝卜片，绿是香
菜、蒜苗，红是辣椒油，黄是面条黄亮，冒着热气，上
面漂着薄薄几片牛肉，趁热加上大量的米醋，还没
有入口，那股香味浸染着鼻腔的每一个细胞。

在这之前，没有过这种吃法，醋可以随便加，辣
椒油能随便放，居然不要钱。牛骨清汤的鲜香，大
量香醋的酸爽，豆瓣红油的辛辣，组成的复合味道
舒畅口腔里每一株味蕾。这种感觉刺激全身的每
个汗毛孔，有着通透的快感。

在复读班里，我们敢偷偷跑出去，吃这么一碗
色彩斑斓、味道丰富的兰州拉面，也稍稍给自己一
丝喘息。虽然这一顿“饕餮盛宴”要付出每天少吃
一个馒头饿肚子的代价，我认为也是值得的。我要
好好学习，上大学，找工作，挣了钱，天天吃拉面！

考上大学之后，天天吃面的理想却没实现。学
校驻地的主食是煎饼，水分少、较干燥，形态似牛
皮，却口感筋道，食后耐饥饿。

据说食用煎饼需要较长时间的咀嚼，因而可生
津健胃，促进食欲，促进面部神经运动，有益于保持
视觉、听觉和嗅觉神经的健康，延缓衰老。

这可能仅仅是一种说法而已，煎饼给我的感觉
就是直到牙齿嚼不动了，才算吃饱。偶尔在学校食
堂吃碗刀削面解解馋，就算吃面而已。

真正能够我行我素吃面条的时候，却是我对面
条最没好感的时光。刚上班的那一年，医院里没有
住的地方，亲戚给我找了一间破产公司的办公室当
宿舍。那间屋子在三楼，西面有个硕大的窗户，没
有窗帘，西晒厉害。

夏天我把凉席藏在床底下，晚上睡觉还跟烙饼
一样。在这样的地方吃饭就更不用说了，我有一个
在实习时买的小电炉，就在上面用小锅做面条吃，
吃的最多的就是“蒜香面”。在老家带来的一兜子
做种子剩下的小蒜瓣，当做“葱花”。

一般是早上不吃饭，午饭半斤“蒜香面”，晚饭
半斤“蒜香面”。这样的食谱一固定下来就是几个
月，但食物的搭配有它的规律，比如做面条，有水萝
卜丝、茄子丝炝锅面，最简单也得用香葱啊。

不管从味道上，颜色上，“蒜香面”都是个另
类。但是，没有办法，我的工资只有271.4元，单位
上的人情道往，女朋友还在外地上大学，又不好意
思给家里伸手要钱。就这样，只有女朋友来看我的
时候，我们炒上4个菜，开顿洋荤，剩下的时光，就只
有“蒜香面”了。

虽然被“蒜香面”恶心了不短的时间，我还是对
吃面无悔初衷。在济南进修时，我们喜欢去省立医
院后面的西市场吃手擀面。看来时光的流转是有
轮回的，依然忘不了小时候母亲做手擀面的影子。

那是一个夫妻小店，当街一个铁皮大案板，还
是一样的流程，但是面条切得很粗。有两种浇头，
一种是猪肉丁的，太过油腻；一种是鸡肉丁的，太过
辛辣。完全没有母亲做的手擀面的味道，去吃它不
仅是为了怀旧，更为了省钱，那时候还没结婚，日子
过得依然紧巴。

直到年逾不惑，虽然不敢说走过南闯过北，也
算是去过一些地方，品尝过武汉热干面、宜宾燃面、
北京炸酱面、山西刀削面、延吉冷面、河南烩面等许
多有名的面条，但终究没感觉到特别好吃。真应了
祖父在世时说的一句话，“吃好东西吃得牙根子黄
了，饿上3天，吃糠咽菜都觉得香。”

是啊！过去，吃碗面条就是一种奢望，一种追
求，甚至它竟成了我特有的度量衡，家人买稍贵一
点的东西，我就会用面条的标准去评判，“买这么个
东西的钱，得买几斤面条？够咱们家吃多少天？”这
样的口头禅就会不经意说出来。

今天想吃上一碗面条，已经是太简单的事了。
然而，一粒沙子可以折射一个世界，一碗面可以见
证一段历史。这人生的几碗面，融进了太多亲情、
爱情、人情，也融进了苦涩与抗争、知足与感恩，只
有不忘初心，憧憬未来，才能活出更精彩的百“面”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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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百
﹃
面
﹄

李
吉
芳

7月6日晚，由济宁杂技团演绎的国家艺
术基金资助项目原创杂技剧《梁祝》，在江苏省
宜兴市保利大剧院博得如雷般掌声。长达一
个半小时的演出，用独特的东方美学与视角，
将梁山伯与祝英台如歌的爱情故事，用杂技的
形式呈现得淋漓尽致。

这是济宁杂技团在结束了厦门、福州、长
沙、株洲、武汉和上海站的演出后，为宜兴观众
献上的精品力作。选择宜兴作为演出城市，主
办方是有独特考虑的。宜兴和济宁，有着数不
清道不尽的缘分。

济宁和宜兴，都是被运河滋养的城市。宜
兴境内的武宜运河，是战国时期越国大夫范蠡
伐吴时开凿的漕河，古名西蠡河，常州段又称
南运河，后用武进、宜兴两市首字为名。武宜
运河北接的江南运河，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南段
了。南北梁祝文化专家共同认可梁祝文化是
随着运河传播的。

梁祝传说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
流行在浙江、江苏、山东、河南4地。2006年5
月20日，山东省济宁市，浙江省宁波市、杭州
市、上虞市（今上虞区），江苏省宜兴市，河南省
汝南县联合申报的梁祝传说，经国务院批准，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济宁市微山县马坡镇出土的《梁山伯祝英
台墓记》碑，是在全国梁祝传说遗存地当中，立
碑人官位最高，记载梁祝传说内容最全，文字
最多、最详实的一块，记载了梁、祝、马故居村
庄和读书学习地。

祝英台的家在济宁九曲村，梁山伯的家在
西居村，马文才的家在西庄村。梁山伯祝英台
同在邹邑（今邹城市）峄山读书3年。宜兴的梁
祝文化也广为流传，且有相关佐证，明代作家
冯梦龙《古今小说》记载：祝英台为宜兴人，梁
山伯为苏州人。祝英台是哥嫂将其许于马家，
文中还有地裂、入坟、化蝶之说。

在梁祝文化的起源等问题上，尽管多地学
者至今仍有争议，但在7月6日下午的会见中，
宜兴市华夏梁祝文化研究会高度评价了济宁
杂技团。一方面，用杂技剧的形式长时间、完

整地演绎梁祝故事，在全国尚属首次；另一方
面，济宁杂技团的杂技剧《梁祝》通过对剧本和
节目形式的创新，以观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
济宁梁祝爱情故事深入人心，这让宜兴梁祝文
化研究专家十分羡慕。

济宁杂技团团长赵建刚在接受《文化周
末》记者专访时表示，杂技剧《梁祝》的创作灵
感，来源于杂技魔术《梁祝》。祝英台女扮男装
一秒换装的简单情节，催生了赵建刚要完整演
绎梁祝故事的想法。他请来多位专家参与制
作，由“梁祝之父”何占豪担任音乐总顾问，中国
舞蹈家协会主席冯双白担任编剧，国家一级编
导马志广担任总导演，国家一级作曲刘岩作曲。

“杂技和舞蹈有相似之处，但具体节目的
技巧和编排是不同的，这就很考验导演和演员
功力。”赵建刚说，杂技剧《梁祝》能深入人心，
一方面原因是梁祝故事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十分接地气；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剧组在创作过
程中融入了许多新元素和亮点，增加了戏剧冲
突。比如在传统故事中，梁山伯是翩翩才子、
文弱书生，最后相思成疾而病逝，而杂技剧中
梁山伯则是文武双全，侠肝义胆，既有柔情，亦
有侠骨的山东人形象。

老师教学生写字的情节，被设计成“飞叉”
技巧的舞毛笔。除梁祝爱情主线之外，剧中突
出了梁山伯与马文才的矛盾冲突，体现了正义
与邪恶的较量。马文才与梁山伯的对决，设计

成了黑白两方的比武。这些都是根据杂技剧
在舞台上的特点所设计的，概括起来就是“文
戏武演”。

剧中设计了几场对决：元宵节偶遇马文才
仗势欺人时梁山伯出手相助，基于杂技技巧的
一步步提升营造出双方激战愈演愈烈态势；学
堂中的楹联比武，以幡喻笔，两组演员通过中
幡技巧进行“写比拼”；求亲抗婚时马车化作的
摇摆爬杆上的对峙，梁山伯与众学子的表现都
令人耳目一新，尽显青春蓬勃朝气与侠义之
风。因为情节紧凑，动作设计富有张力，观众
就能融入其中。杂技剧《梁祝》突出了国风设
计和中式美学，一面大屏风，声、光、电的融入，
都让“济宁爱情故事”更有韵味。

时间回到7月5日上午。济宁杂技团的工
作人员早早地来到剧场，开始装台和相关调
试。这在此次巡演过程中，已是常态化工作。
济宁市杂技团副团长娄刚向记者介绍，6月初，
团队赴深圳参加了金菊奖比赛开幕式演出后，
开启了6省10市的巡演。演出时间紧、任务
重，不少场次间隔只有2天，这就意味着团队第
一天晚上还要演出，紧接着第二天上午就要到
另一个城市去装台，是真正意义上的“连轴
转”。剧组配备了两辆大货车，一辆7米，一辆
13米，装载着舞台道具，马不停蹄地在各个城
市间穿梭。

“观众反响非常好，可以说是场场爆满，上
海站虽然下了暴雨，却还是座无虚席，这是让
我们意想不到的。”灯光师骈洋说，因为每个场
地规格大小各不相同，灯光每场都要重新校
准。杂技剧和音乐剧、舞台剧不同，不仅要展
现艺术特点，还要照顾到演员表演，如果灯光
太刺眼，就容易导致演员发挥失误。

7月6日下午，宜兴市保利大剧院举办了
“探班”活动，不少观众来到后台，与济宁杂技
团的演员亲切互动，探究杂技剧幕后的工作。
在看到剧组精心准备的道具，了解到杂技演员
为了演出要用三四个小时化妆后，不少观众都
对济宁杂技团的专业和诚意竖起了大拇指。

7月6日晚的演出精彩纷呈，每有新的场
景转换和高超技艺，观众都会报以最热烈的掌
声。从祝英台女扮男装离家求学，到与梁山伯
偶遇、共读，最终梦断而化蝶，杂技中的单手倒
立、蹬技、手技、杆技、高空技巧等轮番变幻出
场，剧情节奏流畅，人物特点鲜明，让观众目不
暇接。

济宁是孔孟故里、儒家文化发源地、水浒
文化发源地，也是梁祝传说的发源地之一，自
古以来文武并重。据相关资料记载，梁山伯6
岁开始和母亲相依为命，从小爱读书，也爱习

武。杂技剧《梁祝》颠覆戏曲中梁山伯的文弱
书生形象，把梁山伯塑造成文武双全的人物，
突出了侠骨元素，让观众直呼巧妙。梁山伯与
马文才的对决，既是比武，又是比舞，将技巧与
情感巧妙结合，凸显了人物张力。

剧中有许多细节布满了剧组的“小心思”，
也给了观众诸多惊喜。比如马文才的手下殴
打梁山伯，临走前踢了梁山伯一脚。摇头晃脑
的他有着一个“放荡不羁”的发型，让许多小朋
友大喊“大坏蛋”。

“我们在对接演出安排时就向主办方强
调，一定要去南方，因为南方不少城市都以为
梁祝是他们的，并不知道梁祝也是济宁的。”赵
建刚表示，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将“济宁爱
情故事”带到全国各地，向大家展现济宁的梁
祝文化和杂技文化的魅力，推广济宁文化，讲
好济宁故事。

梁祝杂技剧在江南演绎济宁爱情
本报记者 刘帝恩 宜兴图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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