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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进”《白鹿原》　　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我仔仔细细地读过三遍。
每读一遍，我都有强烈的置身其中之感，就像是走进了《白鹿原》的世界一样，所以我就把这三读《
白鹿原》叫三“进”《白鹿原》。
这三“进” 《白鹿原》，就权当本书的前言吧。
我是在朋友的推荐下购买了首版《白鹿原》单行本。
这个单行 本一出版就在社会上引起轰动。
老实说，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时间读 长篇小说了，这第一次读《白鹿原》，我是怀着一种“看热闹”的
猎奇心理：因为《白鹿原》一面世，纷纷扬扬的说法是里面写了许 多稀奇古怪事儿，如什么白嘉轩娶
了七个老婆呀，能掐会算的朱先 生呀，公公杀儿媳呀，瓦窑里的奸情呀，土匪当县长呀，等等。
这 么多的稀奇事，足够促使我一睹为快。
然而读完之后，我并没有感 到什么稀奇和热闹，除了觉得十分熟悉和真切之外，倒有一种强烈 的沉
重和战栗，我不由得被深深地感染了。
《白鹿原》是近几年来最受读者喜爱并引起广泛而热烈讨论的小 说之一。
地理上的白鹿原跨越了西安市的灞桥区、长安区和蓝田县，这些地区的读者对《白鹿原》的讨论又多
了一个话题，都说《白鹿 原》写的是他们那儿的地方。
我曾在蓝田从事宣传、史料研究和档 案工作数十年，对《白鹿原》中的许多“影子”亦颇感“面熟”
，其中的一些人物、事件、故事传说及地方特点都似曾见过。
《白鹿 原》的作者陈忠实先生1994年在《蓝田县志》首发式上曾风趣地讲 过一个笑话：“为写《白鹿
原》，我曾在蓝田参阅了许多资料，不过 为借阅《蓝田县志》（指牛兆濂总纂《续修蓝田县志》）却
犯了难，因为人家不大方，每次只能借一本，我只好住在蓝田县，看完一本 再借一本。
”这说明《白鹿原》确实有相当多的素材取自蓝田县，当 然也包括中共历史和其他一些文史资料及轶
事传说等。
事实上在 《白鹿原》诞生前，陈忠实的确在蓝田“生活”了很长时间。
除了 看资料外，还经常进山、上原、越岭、涉川。
或骑车，或徒步，一 天行几十里近百里也是常事，采集了大量的风情典故。
因此可以说 蓝田是孕育《白鹿原》的摇篮。
再伟大的作品也不可能全为“空中 楼阁”，起码也得有些“捕风捉影”。
看来我觉得“眼熟”的一些影 子还是有些根据的。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刨根问底探原型的极大兴趣 和日益兴起的白鹿原文化研究热潮，1998年，《西安档
案》编辑部、西安电视台、“白鹿原文化研究会”曾同时约我写这方面的文章，这 就促使我第二次走
“进”《白鹿原》。
二“进”《白鹿原》，我是带着一点研究问题的理性进去的。
主 要是“找”那些似曾相识的“影子”，着重对那些人物、事件、事 件发生地及其背景以及一些故
事传说等进行研究。
结合平时对本地 区文化的研究和翻阅的大量史料，写出了《中的部分人 物原型和地名、事件出处》
一文，于1999年分别在《西安档案》 《陕西日报》《西安日报》及《说古道今》等报刊连载或综合发
表。
该文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了较大反响，在许多地方还出现了传抄、复印的情况。
由于10年来，《白鹿原》热一直有增无减，由这部小 说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日益明显，对白鹿原文
化的研究和开发也 更加引起各界的注意和重视。
就在本书稿撰写期间，一个在白鹿原 投资30亿的“中国西部影视城”项目已在蓝田签字启动。
2002年 底，北京某出版社因从有关刊物获知我发表的该文，希望在原作的 基础上作些加工和补充，由
该社出单行本。
正好也有许多朋友向我 提出这个意思。
我应承了这件事以后，就必须对《白鹿原》的原作 进行较深刻的研读理解，这就使我第三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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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
第三次读《白鹿原》足足用了20多天的时间。
这一次不仅是在 《白鹿原》的各个领域遨游，还要站起观察、蹲下琢磨、躺着思考，把自己完全变成
《白鹿原》世界之中的一员。
每当“跳”出这个世 界时，都不由得要拍案叫绝，那些出神人化的描写使我醉了：《白鹿 原》就像
一部震撼人心的雄奇史诗，每一节律都无不拨动和撞击着 人的心弦，令人思绪跌宕，难以平静；《白
鹿原》分明是一轴中国农 村斑斓多彩、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让人们伫立画前，叹息、沉思、战栗；
《白鹿原》又是一部历史教科书，它把关中农村发生的许多事 件，都紧密结合于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
大变革、大动荡之中，使人 们从关中农村的社会变迁中深刻了解了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
立这半个世纪旧中国的苦难史；《白鹿原》还是一座不可多得的 藏量甚丰的关中民俗陈列馆，让人们
真切地看到绚丽多彩的风土人 情及习俗活动，沐浴在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农村田野和庄园之中 看《
白鹿原》犹如吃甘蔗，一节比一节更有味，更有嚼头，使 我越觉得其思想内涵之深邃厚重，艺术特色
之明显坚实。
因而在三 读《白鹿原》时，我不由得作起了摘录和笔记——好在我也是白鹿 原人，故乡故土的情况
自然是熟悉的，再翻翻资料，汇集归类，就 整理出今天奉献于读者面前的《文学原型考释》，供希望
了解这方面情况的热心读者们借鉴、参考。
需要稍作说明的是：基于对本书内容的事先考虑，本次书稿仍 然没有对《白鹿原》艺术成就展开研究
，只是在原来已发表的文章 基础上作了较大的加工和充实，并试图从《白鹿原》中涉及的部分 地名
、人物、事件、传说、方言民俗的探讨中，用历史的真实突现 《白鹿原》的思想艺术价值，帮助读者
了解《白鹿原》产生的社会 背景和历史条件，增进读者对《白鹿原》思想性和沉重感的认识。
《白鹿原》所以如此真切感人，也与作者完全采用方言的语笔，逼真 地描绘了极具特色的地方民俗风
情有很大关系。
在本书的后半部分 增加这些内容，可以让读者从另一个角度了解《白鹿原》的艺术风 格和表现手法
。
《白鹿原》毕竟是小说而不是史书或教科书，它是集许多现象和 素材加工塑造的艺术品。
因此本书所指的一些“原型”“出处”和 所谓“探讨”，不一定符合实际；有些“影子”过于分散，
也很难 找出其明确的原型和出处；即便本书所论，也是笔者本人的一面之 见，是否《白鹿原》作者
另有人物原型或参阅了其他相似的材料也 未可知。
特别是对民俗方言之探解更易出现管见，因为秦中之大八 百里，十里乡俗不一般。
所以本书难免出现谬误。
亦请忠实先生和 读者批评指正。
如果本书能在探讨民俗风情、弘扬传统文化、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及宣传西部、宣传西安、宣传蓝田等
方面起到一点作 用的话，即愚愿足矣。
卞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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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原型考释》作者卞寿堂先生多年浸淫于陕西文史之中，通过对小说《白鹿原》的深入研读以及
对地方文献史料的多方调研与钩沉，用考据法为解读这部当代经典之作开辟了一条幽微蹊径。
小说中的“白鹿原
”在现实中到底原型何指、此名又缘何而来？
过往岁月中，在陕西特别是白鹿原地区，发生过多少铭史事件？
朱先生、黑娃、白灵等人物究竟原型为谁？
白鹿原上那些鲜为人知的神怪逸事又如何传诵民间？
林总万千，尽现《文学原型考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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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卞寿堂，陕西蓝田人。
现为陕西省作协会员，中国王维诗画学院名誉院长，西安白鹿原文化研究院院长，《蓝田县志》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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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白鹿原》中的部分地名原型与出处
　白鹿原与白鹿村
　——地理的白鹿原和文学的白鹿村
　滋水县与滋水县城
　——蓝田县与蓝田县城
　白鹿书院与四吕庵
　——芸阁学舍与吕氏庵（四献祠）
　姑婆坟
　——从姑婆冢到武则天陵（乾陵）
　韩氏冢
　——刘镇华的司令部与众说纷纭的韩森冢
　革命公园与抬死人
　——西安革命公园与“万人冢”的来历
　古关峪口
　——秦楚之要冲、雄奇蓝关道
　茂钦与南梁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两个早期中心照金与南梁
　滋水与滋水桥
　——灞河与灞桥
　润河与背河
　——河与专事背人过河的行业
　大王镇高级小学与非常代表会议
　——区立巩村高级小学与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
　南山脚下的温泉
　——“蓝田八景”之一的“石门汤泉”
　北岭
　——横亘蓝田北面的一道屏峰绣岭
　骊山
　——横岭的一部分、著名的游览胜地
　渭河、渭河渡口与渡口之战
　——关中母亲河及解放西安时的强渡渭河
　章坪镇与红三十六军覆没
　——红二十六军在张家坪遭伏失利
　朱家砭与朱先生的葬礼、葬地
　——新街村鹤鸣沟与牛兆濂先生的葬礼、葬地
　棒槌峰与棒槌神会
　——祝篑寺山与六月六古庙会
　麻坊镇哨卡与联络科长鹿兆鹏
　——癢湖镇与受敌盘查的联络科长胡田勋
第二编《白鹿原》中的部分人物原型与出处
　朱先生
　——清末举人、关中大儒牛兆濂
　张总督
　——西安辛亥革命起义领袖、民国陕西首任都督张凤
　清廷巡抚方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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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陕西巡抚端方与陕甘总督升允
　四进士、四贤
　——北宋进士吕氏四兄弟
　是人的“白狼”
　——河南反袁农民起义军领袖白朗
　刘军长与镇嵩军
　——祸陕军阀刘镇华及镇嵩军
　二虎守长安
　——杨虎城、李虎臣将军与守卫西安之战
　习旅长与习旅
　——许权中旅长与许权中独立旅
　黑娃救习旅长
　——警卫员黑娃与许权中旅长
　冯司令投蒋反共
　——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反革命
　于主席离陕与宋主席临陕
　——于右任离开陕西与宋哲元来陕主政
　十七师茹师长与中条山抗战
　——孙蔚茹、赵寿山中条山阻击日寇
　辛龙辛虎与南山土匪
　——旧时的南山土匪和党对土匪的政策
　鹿兆鹏
　——蓝田早期共产党员集体的化身
　胡达林
　——革命烈士胡达明
　廖军长与红三十六军
　——刘志丹与红二十六军
　姜政委投敌叛变
　——杜衡的“左”倾错误及其叛党投敌
　白灵
　——巾帼英雄张静雯烈士
　二营长焦振国
　——国民党伪保警起义人员齐振国
　白孝文起义受嘉奖——贺龙弄错了
　——李震受贺龙嘉奖与蓝田自卫团起义真相
　滋水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秦继贤
　——中共蓝田首任县委书记朱平和县长孙生贤
第三编《白鹿原》中有关事件的原型与出处
　滋水出勺勺客
　——久负盛名的蓝田厨师之乡
　西安“反正”
　——响应辛亥革命的西安反清武装起义
　白鹿村《乡约》
　——产生于宋代的《吕氏乡约》
　《乡约》成了官名
　——《乡约》之演变及旧时县以下政权机构
　鸡毛传帖交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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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初期蓝田的一次大规模农民交农暴动
　火烧粮台
　——党领导的西原青年捣毁镇嵩军狄寨粮台
　朱先生修《滋水县志》
　——牛兆濂先生与其主纂的民国《续修蓝田县志》
　国民革命培训班
　——围城期间的西安暑期学生训练班
　西安农民运动讲习所
　——陕西农协骨干的学校、农民运动的播火源
　滋水县人民自决委员会
　——大革命时期的蓝田县人民自决会
　滋水县一年换四个县长
　——蓝田人民的觉醒和斗争精神的反映
　中国北方最大的一次军事暴动
　——具有重大影响的渭华起义
　民国时期的三大灾害
　——十八年年馑、十九年蝗害、二十一年“虎疫拉”
　白鹿村取水伐马角
　——旧时农村一种大型社火祈雨活动
　白鹿原是本县的红窝子
　——中共蓝田地下党组织最活跃的白鹿原西区
　十几年后的革命烈士碑
　——张静雯烈士平反昭雪后的反思
　钟楼上迎风招展的红旗
　——西安解放的标志、人民胜利的象征
第四编《白鹿原》中有关故事传说的渊源探讨
　白鹿原上的白鹿与神鲸
　牛兆濂名字的来历
　牛兆濂游华山
　牛兆濂大晴天穿泥屐
　牛兆濂观星测成豆
　牛兆濂卜算丢牛
　牛兆濂的一句至理名言
　西安“反正”中的牛兆濂
　牛兆濂智斗刘镇华
　牛兆濂禁烟
　牛兆濂赈灾
　牛兆濂抗日宣言及抗日壮行
　秦传国玉玺的记载与传说
　蓝田玉和“玉种蓝田”
　“白狼”与“天狗”
　刘秀走南阳遇殷梨花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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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姑婆坟 ——从姑婆冢到武则天陵（乾陵）　　《白鹿原》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说的是西安“反
正”后，从 西安逃跑的清廷巡抚方升，在“甘肃宁夏拢集起二十万人马反扑过 来，大军已压至姑婆
坟扎下营寨，离西安不过二百里路，要决一死 战”。
小说在这里提到一个地名叫“姑婆坟”。
“姑婆坟”这个地名 显然是《白鹿原》作者“创造”出来的一个名称，因为这个地方根 本就没有一
个“姑婆坟”。
但从“姑婆坟”这个奇怪的名称来看，它应该是一个坟墓或陵冢之地，而且坟墓的主人也应该是个女
人。
这样看来，原来所谓的“姑婆坟”，实际应该是今咸阳市乾县北面的 乾陵——女皇武则天陵。
据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和史料记载：西安“反正”后，原陕甘总 督升允（即小说中方升的原型）从甘肃
平凉率清军南下攻西安，一 路破州陷府，直到乾州时遇到秦陇复汉军兵马都督张云山据城死守，不能
前进。
虽有一部分清军绕过乾州直逼咸阳，但取咸阳不成又退 回乾州。
前后两个多月，清军对乾州城实行了残酷的包围攻击，并 以乾州城北高地为据点，这里的十八里铺、
铁佛寺，特别是武则天 陵园都是甘军驻扎的营地，升允的总部就设在陵园附近的十八里铺。
这与《白鹿原》中所示姑婆坟与西安的里程数、方位都十分相符。
用“姑婆坟”来代称武则天陵真是别出心裁，非常符合“姑婆坟” 的含义，而且也给这次战争赋以荒
颓莫名之状。
乾陵位于乾县以北六公里的梁山上，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 合葬墓。
唐高宗李治一生体弱多病，昏庸懦弱。
但他的皇后武则天 却非常精明强悍，工于心计，颇具政治才能。
她在帮助李治治理朝 政中，逐渐培植起权力野心，以致李治还在位的时候，朝中已以 “二圣”称之
。
李治死后，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逐步取得了对朝廷 的绝对控制权，后来终于取而代之，自立为“圣
神皇帝”，并改国号 为周。
直到82岁临去世前才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与 高宗合葬于乾陵。
所以乾陵在中国历代帝王陵中，是惟一的两个皇 帝的合葬墓；两人既是夫妻，又都是皇帝，这在古今
中外也是绝无 仅有的特殊帝陵。
人们常把乾陵视为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 天的陵园，起码在印象上是如此。
在武则天执政的数十年问，她极 力排黜李氏宗裔，重用武家子侄。
武家子侄则依靠武则天这个“姑 婆”的靠山，飞黄腾达，权倾朝野，甚至武则天还有过把皇位传给 
其侄的想法，这种姑侄专权的特殊情况已被当时公认，这大概就是 小说作者把武则天陵称作为“姑婆
坟”的原因吧。
武则天原本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妃子，赐名“媚娘”。
太宗死后，按唐制武则天因为无子而削发为尼。
后因后宫之争，才被高宗迎回 并立为皇后，高宗后期的朝中大事，几乎全由武则天处理裁断。
高 宗死后，武则天亲掌朝政，最后干脆连傀儡皇帝也不要了，自己作 了大周女皇帝。
乾陵修建于公元683年，陵址是由武则天一手选定的，因唐高 宗当时死于洛阳，按照高宗遗旨和大臣
的意见，均主张于洛阳筑坟 安葬高宗，而武则天“独违众意”，决定送高宗灵柩回长安，并修筑 了
乾陵。
22年以后，武则天死，亦葬之乾陵，这究竟是武则天临时 决定还是早有其意，不得而知。
至此，乾陵工程才算告竣。
乾陵坐北向南，以山为陵，利用梁山主峰（即北峰）和南面两 座稍低的山峰为骨架布局。
海拔1000多米的圆锥形主峰即墓室所在，南面两座小峰东西对峙，构成陵园的天然门户。
整个陵区从南向北 呈斜坡上升之势，直至主峰，看起来就像一个巨人，脚南头北，仰 面而卧，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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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这个主峰是武则天的头，两座小峰是武则天的乳 房，所以也把这两座小峰称为奶头山。
陵园的南北主轴线长达4.9 公里，由内外两城组成：外城早已无迹可觅，内城面积2.4平方公 里，北有
玄武门，南为朱雀门，东称青龙门，西日白虎门，门外均 有石刻。
当年陵园内还有献殿、下宫、画像祠堂等建筑。
现在这些 规模宏大的建筑早已无存，仅剩下几对大阙遗址。
乾陵南面的主轴线，是由3200块黑玉石砌成的526级台阶和18 座平台，其规模比南京中山陵还要大出三
分之一。
这些台阶和平台 的设计都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如第一层34台阶象征唐高宗在位执政 34年；第二层21台
阶象征武则天即皇位21年；18座平台象征唐代 关中的18座皇帝陵墓等。
无论是登上台阶顶端俯瞰脚下，还是从脚 下仰望梁山皇陵，皆有巍巍磅礴之势，气象非凡。
在陵园主轴线沿途两侧，现存着华表、翼鸟、鸵鸟、石人石马，石狮、宾王石像、石碑等，雄伟高大
，精妙无比。
其中的两通巨型 石碑，一为“述圣记碑”，是武则天为高宗所立的功德碑；另一通为 “无字碑”，
是武则天为自己留下的。
碑向来为后人所刻，但武则天 死后，该碑始终没有刻上碑文，是功高无比呢？
还是无德名状呢？
 还是有言难表呢？
这里面奥秘极深，耐人寻味。
其实无字亦有字，她身后即位的李家子孙们对这位既是篡国皇帝，又是婆母祖宗的武 则天怎么说好呢
？
还是把“无字碑”留给后人们去猜谜、去评说吧。
宏伟的武则天陵园及其附近的17座唐王子公主陪葬墓，并没有 被历代发动战争者所珍重，反而成为其
战乱中所依托的理想庇护，这其中就包括升允率甘肃清军围攻乾州之战时的例子。
甘军在陵园 高地设置了许多炮台，轰击乾州城。
那些石人石马也曾是双方短兵 相接时互相利用的天然掩体，细心看时，至今犹存弹痕。
当年的武 则天大概连做梦也想不到她的墓地还能起到如此的作用，甚至还成 为用作升允司令部的“
姑婆坟”。
在西安草滩以北确实有个大冢，人称“姑婆冢”。
这个大冢是汉 宣帝刘询的生母王夫人的坟墓。
汉武帝时，武帝刘彻迷信鬼神，朝 中奸佞乘机制造了“巫蛊事件”，使武帝杀了太子刘据及其全家。
刘 据儿媳王夫人被杀后葬于娘家河南，惟王夫人幼子刘询因武帝念及 已是重孙，免于一死。
武帝之后，皇室乏嗣，流落于民间的刘询终 于继承皇位，即后来的汉宣帝。
宣帝刘询登基后，便把含冤而死的母亲王夫人遗骨千里迢迢迁 至汉长安城清明门外安葬。
随王夫人护柩的娘家人从此也于冢旁筑 室而居，守护坟墓；娘家人按辈分将王夫人称为姑婆，故而将
王夫 人的墓冢称为“姑婆冢”或“姑婆坟”。
这些守坟的娘家人世世代 代在此繁衍，便形成了冢后的王前村，而姑婆冢也就成了王夫人墓 冢的名
称，被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来。
《白鹿原》作者陈忠实肯定对姑婆冢是了解的，于是便恰如其分 地把姑婆冢的名称变为姑婆坟，移植
到埋葬武则天的乾陵。
从这个 细小的情节中可以使人看出陈忠实的多学博览和创作上的奇思缜密。
P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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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长篇小说《白鹿原》以其宏阔深邃的史诗品格与质实朴素的审美追求，为当代中国文学建构起了
一个独特的且极具震撼力的艺术世界，自问世以来广受好评，并于1997年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文学原型考释》以《白鹿原》中人物、地名、传说故事为挖掘对象，通过实地考证和多方调查
走访，还原小说中的文学原型与故事来源，帮助读者了解小说背景及真实的“白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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