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历代文人，往往有一种雅
趣，就是为自己的寓所、书斋起个室
名，或称斋名，以自我欣赏，自得其
乐。室名约在两晋时期出现，如：晋
代王子良的“古斋”，南朝梁代萧统
的“文选楼”、顾野王的“读书堆”
等。到了唐代，伴随着诗文盛世，文
人斋名增多，如：王维竹里馆、杜甫
草堂、刘禹锡陋室等。

唐代以后，文人间多以室名相称，
赋诗行文多以斋名自署。于是，室名就
成为与别号并驾齐驱的雅称。如：宋人
陆游双清堂、元人黄公望三教堂、明人

汤显祖玉茗堂等。到了清代，人们往往
用姓氏加室名相称，如：称姚鼐为“姚
惜抱”（室名惜抱轩），称王闿运为“王
湘绮”（室名湘绮楼）等。

现代文人刘半农的含晖堂、丰子恺
的缘缘堂、陈寅恪的寒柳堂、张大千的
大风堂、李可染的耕牛堂等，都是著名
的室名。也有单字室名的，如：王国维
的观堂、鲁迅的俟堂、孙犁的耕堂等，
亦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所熟知。

现代文人雅士的室名，有以树来
命名的。如冯友兰先生在北京大学燕
园的书斋名三松堂，因其庭院有三棵

松树。古典戏曲小说研究专家吴晓铃
室名双棔书屋，因其庭院有两棵棔树
（学名合欢树）。红学家俞平伯 20 世
纪 40 年代迁入北平时，因院内有一
株古槐，遂以古槐书屋为室名。

为表明志向、抒发情怀，文人学
者喜欢从诗文名篇中选取词语为斋
名。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在天津的斋
名“饮冰室”，源于 《庄子·人间
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
热与！”用“饮冰”之典喻指焦虑惶
恐的心境，表达对祖国前程的忧虑。
清代学者钱大昕书斋取名“十驾

斋”，源于荀子《劝学》名句“驽马
十驾，功在不舍”，昭示勤奋不息、
献身学术的志向。

抒发兴趣爱好或体现人生追求的
室名，如：沈钧儒先生一生爱石成
癖，乃以与石居为斋名。作家林语堂
书斋名曰有不为斋，林氏曾撰文
《“有不为斋”解》，阐明其“有所
为，有所不为”的安身立命原则。语
言学家王力室名龙虫并雕斋，表明其
既致力于创构博大精深的学术巨著，
又乐于撰写深入浅出的语言小品的治
学方式。

钱棍舞是河湟社火中人们喜闻乐
见的一种群体性舞蹈，多由青少年男
女表演，通过整齐划一的动作和灵活
多变的队形来呈现出一种欢庆、热
烈、祥和的节日氛围，其艺术性、审
美性和娱乐性丰富了河湟社火的文化
内涵。表演钱棍舞的演员们服装整
齐，节奏划一，精神饱满，朝气蓬
勃，动作古朴苍劲，舞姿舒展大方，
不仅洋溢着一种浓厚的地域文化气
息，而且表现出河湟地区劳动人民不
懈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风貌。

河湟社火中的钱棍舞表演叫“打
钱棍”，没有演唱，也没有乐器伴
奏，全凭领队的少年吹哨子指挥。其
表演的基本动作有击（用钱棍碰击身
体各部位）、拍 （用手掌拍打钱棍）、
踢 （用脚踢钱棍）、点 （用钱棍的两
端点地使其发声）、转 （手握钱棍转
动）、抖 （手握钱棍，通过手臂的力
量使其抖动发声）等。传统的打法有

“一打泰山来压顶，二打罗汉两肩
平，三打黄龙来抱柱，四打臂膀两根
筋，五打和尚盘腿坐，六打广寒月洞
门，七打金鸡独立式，八打猛虎出山
林，九打玄武太极图，十打还原闹新
春”之说。河湟社火中的钱棍舞常见
的套路有“上八套”“下八套”“踢脚
尖”“缠脖板”等。

演员在进行表演时，用拇指、食
指、中指作握笔状将钱棍握于掌心或
用五根手指握于掌心，按哨声节拍依
次击打肩、臂、肘、背、腰、胯、
腿、脚掌、脚背、脚跟等部位，也可
棍与棍、棍与地面碰击，并由此引动
上半身的扭、摆及下半身的起、蹲和
跳跃，从而形成挺胸、抬头、前躬、
后仰、转体、弯腰、屈肘、屈膝、甩
胯、旋转、摆动等动作，同时还可进
行长形、方形、圆形、蛇形等各种队

形变换，要求演员做到步调一致、快慢
结合、动作整齐划一、击打部位准确，
无论是原地表演还是在行进中表演，都
讲究前、后、左、右的协调对称。

笔者从小便很爱看社火，能从人
家开始化妆一直看到“卸身子”（谢
神祇），钱棍舞自然也没少看。开始
表演的哨声一响，一根根钱棍就如同
粘在了演员们的手上，忽上忽下、忽
左忽右，时而打腿、时而击肘，演员
们也是时踞时立、时进时退、边打边
走……当表演进入高潮时，动作难度
增大，节奏也明显加快，但演员们一
个个气定神闲，穿插自如，把手中的
钱棍舞得风生水起，花样百出。但只
见钱棍绕身翻转，彩穗飘舞纷飞，铜
钱哗哗作响，气氛欢腾热烈，令人目
不暇接，不时引起观众们的阵阵欢呼
与喝彩。看钱棍舞，不仅可以欣赏到
具有河湟乡土风貌的舞蹈表演，还能
充分感受到河湟人民矫健粗犷、热情
奔放的性格特点。

过去的社火表演，因受经费所
限，服装和道具的制作都是因陋就
简。钱棍舞演员的服装，早年间男性
都是白色衬衣、黑色裤子，头扎白手
巾，有点像安塞腰鼓鼓手的装扮。女
性都是白衣黑裤或红衣黑裤，头发扎
成双纂，腰系彩绸，色彩对比鲜明。
后来，社火表演的经费越来越充足，
演员的服装也变得越来越多样。

关于钱棍的长短尺寸，有“金钱
棍，三尺三”的说法。找一根粗细适中
的木棍打磨光滑，两头挖槽凿空，用铁
钉穿上几枚铜钱，然后再用五彩绸布或
流苏装饰一番，一根钱棍就做好了。后
来铜钱日益稀少，人们就用铁片、垫圈
替代，但行家都说发出的声音不如铜钱
好听。这样一根简陋却不失观赏性的钱
棍，在舞动时哗哗作响，彩穗飘扬，格
外醒目好看。钱棍在表演过程中既是道
具，又是击节的乐器。其响声曼妙而独
特，隐然有金声玉振的艺术效果，给人
以昂扬振奋之感。

钱棍舞在我国流传甚广，在不同
地区的名称有“金钱棍”“霸王鞭”

“连厢”“连宵”“莲箫”“年箫”“花
棍”“浑身响”等等。钱棍舞在各地
的表演形式也有所不同，有的只跳不
唱，有的边跳边说，有的则是边跳边
唱。每个地方的表演基本上都会融入
一些本地的文化元素，具有鲜明的地
域特色。

钱棍舞究竟起源于何时？目前尚
没有明确的史料依据。关于钱棍舞最
早的文献记载，见于清代学者毛奇龄
的《西河词话》。书中记载：“金作清
乐，仿辽时大乐之制，有名连厢词
者，带唱带演，以司唱一人，琵琶、
笙、笛各一人，列坐唱词……此人至
今谓之连厢，亦曰打连厢。”这里的

“连厢”，即指钱棍。那钱棍为何被称
作“连厢”呢？在钱棍舞流传甚广的
川北地区有一个“莲香诉苦”的故
事。相传有一个名叫莲香的童养媳，
因受公婆虐待，背地里向邻居们诉
苦，一边指着身上的伤痕哭诉，一边
拿吹火筒比划被公婆毒打的惨状。人
们同情莲香的遭遇，相互诉说，一传
十，十传百，渐渐形成“打莲香”的
形式，即边说边用竹筒比划。后来，

“打莲香”被讹传为“打连厢”。
清乾隆时人李声振记述当时北京

及河北地区民间歌舞、杂乐、杂戏等
表演情况的竹枝词专集 《百戏竹枝
词》 中记载：“徐沛妓妇，以竹鞭缀
金钱，击之节歌。”这里的“以竹鞭
缀金钱”显然就是今天我们所见的钱
棍了。在我国北方许多地方，钱棍被
称作“霸王鞭”，据说与西楚霸王项
羽有关。相传楚汉相争时，项羽麾下
的将士们每攻下一座城池，便会站在
马上，挥舞马鞭，高歌而舞，借此表
达胜利的喜悦，场面极具张力。后
来，民间百姓有喜事时竞相效仿，于
是这种欢庆胜利的即兴舞蹈便从军营
传到了民间。不过，马鞭慢慢衍变成
了钱棍。如此看来，处处体现着阳刚

之气的钱棍舞，也可以看作是对战争
生活的某种写照。

如果追踪钱棍的民俗学源头，恐
怕就要提到“钱币辟邪”的传统习俗
了。在有着“中国钱棍舞之乡”称号
的重庆市城口县，流传着一种说法。
相传在清乾隆年间，湖北襄州有一巨
贾名叫曹卓。此人认为铜钱上有皇帝
的年号，而皇帝是真龙天子，因此他
在大门上挂了大量铜钱，以为风吹动
铜钱发出的响声能辟邪保平安。后
来，人们纷纷效仿，也在大门上挂铜
钱，作为辟邪之用。这种习俗实际上
是从汉代一直延续下来的，古代甚至
出现了专门用于辟邪压镇的厌胜钱。
古钱币不仅承载了封建社会的思想传
统和文化内涵，其实也蕴含了一些古
代社会的文化习俗，体现了人们对生
活的美好向往和精神诉求。河湟社火
中的钱棍舞，就含有敲打开四方财路
的寓意。

钱棍舞的起源很难详考，只能从
民间流传的故事传说中寻踪觅影。各
地关于钱棍舞起源的故事虽然有着不
同的版本，尽管其情节、内容各不相
同，但这些故事的主题思想却基本一
致，都体现着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智慧，
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期盼。

河湟钱棍舞有着丰富的文化内蕴
和深厚的艺术特质，但在今天的社火
表演中却很难见到了。其实，钱棍舞
舞姿优美，动作大方，简单易学，又
不受场地限制，具有很强的参与性和
普及性。与此同时，钱棍舞也是一项
可以活动身体各个部位从而达到强身
健体效果的绝佳运动。打钱棍既能够
促进血液循环，又可以改善关节的灵
活性，增加肢体的柔韧度，既适宜于
体育锻炼，又可以作为节庆时的群众
性团体文艺表演。据说，打钱棍已经
作为一种新的锻炼方式，在一些广场
舞人群中受到欢迎。希望历史悠久的
钱棍舞能够以这种方式永远流传下
去，而不是走进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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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湟社火话钱棍
□刘玮

古今文化名人的书斋名
□匡天龙

公元前 139 年，张骞奉汉武
帝之命，由大汉帝都长安出发，
率领一百多人出使西域，打通了
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张骞
先后两次出使西域，被誉为伟大
的外交家、探险家，是丝绸之路
的开拓者。历史学家范文澜称其

“在中国史上的重要性，绝不亚于
美洲之发现在欧洲史上的重要”。
关于西汉以后历代经略经营西域
的目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巫新华博士认为，首先是打击削
弱北方强大游牧政权；其次是使
得中原政权“威德遍于四海”；另
外还有保持丝绸之路畅通“致四
方异物”的强烈经济、文化要求。

某种程度上，古代只要是有
声有色、具有泛亚欧大陆影响力
的王朝，无一不以经营西域为
重。吐鲁番是丝绸之路上一颗耀
眼的明珠，是闻名遐迩的历史重
镇，其辉煌可以回溯至汉唐。随
着历史的变迁，一些曾经为东西
方文化交流、为人类文明发展发
挥过重要交通作用的吐鲁番丝路
古 道 已 经 湮 没 于 历 史 尘 埃 中 。
1995年至 1996年，巫新华较为系
统地考察过吐鲁番以及相关区域
的古城、烽燧、戍堡、驿站等古
代遗址、遗迹，并用车行、徒
步、骑马、骑驴等方式逐一考察
了吐鲁番地区沟通外部地方几乎
所有的在地理方面可能成为交通
要道的山谷、达坂、沙漠、戈
壁，出版了 《吐鲁番唐代交通路
线的考察与研究》这本专著。

巫新华最新出版的 《重走天
山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年 12月） 是其东天山吐鲁番古道
考察与研究的最新成果。本书包
括“吐鲁番盆地与天山”等六
章，作者以西域历史为背景、丝
绸之路的沙漠戈壁和天山腹地路
线为地理依托，以著名历史人物
和重大历史事件为主要线索，用
探险考察的方法从厚重的历史尘

埃中发掘这些沉寂的丝路古道，
揭开了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枢纽
的吐鲁番地区真实的历史面貌，
强调了西域十字路口重要的交通
作用，再现了古代丝绸之路重要
路段灿烂的文化与文明。

本书讨论的吐鲁番地区交通
所关涉的地理区域，以吐鲁番盆
地为主，同时还包括东天山以北
毗邻地区、哈密盆地、库鲁克塔
格、焉耆盆地等地区。作者将实
地考察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充分
结合，对吐鲁番地区的古城遗
址、烽燧遗址、古道分布情况等
进行了详尽阐述。在第四章 《与
古道相关的遗址》 中，作者谈到
吐鲁番地区现在仍然保存有高昌
古城遗址、七克台古城遗址等大
量的古代城堡、居住遗址和烽燧
戍堡遗址。这些古城遗址的性质
和准确的地理位置以及年代，对
研究古代交通路线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本书内含考古测绘图、
遗址遗迹图、古代交通路线图以
及旅友探险实拍图，图像资料丰
富，直观地展现了吐鲁番地区的
古道变迁。

作者指出，吐鲁番的一切历
史文化成就，都源于它作为丝绸
之路门户重镇的地位，都与吐鲁
番沟通天山南北、大漠东西的各
条古代交通路线有着直接而密切
的关系。通过追溯吐鲁番的壮美
历史，可以给游客历史的真实
感、亲切感，仿佛置身于丝路古
道，与古人同行。用探险旅游等
特种旅游方式开发这些失落已久
的丝路古道，准确把握重要历史
人物的经历、重大历史事件的发
展过程和对历史的重大影响，十
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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