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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 民 俗

晋源一年有十一个庙会，实属罕见。有句俗语
“城阖里人请客，一个手拽人，一个手推人”，把城里的
老百姓因赶会待客的繁多、无奈和应酬刻画得入木三
分。几乎月月有会，得耗费多少财力、物力、时间去应
酬。据老人们说，月月有会，还得根据不同时节，准备
不同饮食。

十一个庙会承载了怎样的信仰、追求和祈望？
正月十五，晋源东街，三官庙庙会。三官庙位于

县城东南，北向。东西宽约 30米，南北长约 75米。三
官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早信仰，渊源于中国古代先民对
天地水的自然崇拜。在原始时代，天、地、水是人们生
产、生括的必要条件，没有它们，人类无法生存，因此
人们常怀敬畏之心，虔诚地顶礼膜拜。同时也把对华
夏民族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尧、舜、禹称为三官：天官
唐尧、地官虞舜、水官大禹。

二月二，晋源东街，文昌帝君庙庙会。文昌庙位
于县城东关，南向，东西宽约 50 米，南北长约 70 米。
文昌帝君是汉族民间和道教尊奉掌管世人功名利禄
之神。人们借此表达文运昌盛、进取功名的愿望。

三月十一，晋源北街，关帝庙庙会。关帝庙又名
关王祠，俗称“老爷庙”，位于县城北街路西，坐西朝
东，占地约 4200 平方米。关帝是忠义、勇武的象征，
后人祈望其护佑一方平安。

四月二十八，晋源南街，药王庙庙会。药王是道
教俗神，由中国古代历史上或传说中的名医演化而
来。一为神农，尝百草，首创医药；二为扁鹊，洞晓医
源，深明医理；三为孙思邈。民间祀之，祈求治病祛
疾、身体健康。药王庙会通常要熬煮牺汤，一直喝到
端午节。

五月二十七，晋源南街，城隍庙庙会。位于县城
南街之东，南向，东西宽 120 米，南北长约 238 米。城
隍是城池的守护神，是负责阴司司法的第一关卡，维
系着地方安危。县城城隍庙规模很大，设有公座笔
砚，塑有城隍、判官、牛头、马面等，还有上刀山、下油
锅等壁画，显灵殿中设有机关，踩上踏板，就有小鬼将
铁索套住脖子。

六月二十八，晋源西街，尹公祠庙会。尹公祠在
县城西门外百余米处，路北，坐北朝南，占地约 2400

平方米，是一座四合院落，布局严谨整齐。尹公即尹
铎。晋阳古城创建者董安于死后，尹铎接任，治理晋
阳，加强城防，减轻百姓负担，民众安居乐业，后人立
祠堂祭祀。

七月初五，晋源东街，河伯祠庙会。河伯祠，又叫
河神庙，位于县城东关路北，南向，占地约 890 平方
米 。 河 伯 ，神 话 传 说 里 的 水 神 。 县 城 东 门 名 曰“ 观
澜”。不远处就是汾河，自有祈望河水平宁之意，也隐
喻晋水与晋阳的关系。

七月二十二，晋源西街，玉皇庙庙会。玉皇庙位
于县城西街，城门之北，坐北朝南，占地约 1500 平方
米。玉皇，亦称昊天上帝、玉皇大帝，统领三界十方诸
神与四生六道芸芸众生,并权衡世间兴隆衰败、吉凶
祸福，是三清之下、四御之上的大神。玉皇大帝在汉
族民间信仰中影响极大，祭拜仪式几乎超越了三清的
规格，比一般神明来得隆重。

八月十五，晋源东街，先农坛庙会。先农坛位于
县城东关南隅，南向，占地约 1554 平方米。先农，远
古称帝社、王社，至汉时始称先农。先农为国之六神
（风伯、雨师、灵星、先农、社、稷）之一，每逢开春，皇帝
率文武百官行籍田，礼于先农坛。各级官吏也循例行
之。南街城门外有迎春道遗迹，是籍农田场所。

九月十五，晋源南街，龙天庙庙会。龙天庙位于
县 城 南 关 ，隔 宝 华 阁 与 南 城 门 相 对 ，北 向 ，占 地 约
1660 平方米。龙天庙是祭祀汉文帝刘恒的家庙。据
史书记载“高祖十一年（196）立子恒为代王，都晋阳。”
刘恒治理晋阳十七年，施仁政，轻徭赋，发展农业，深
得晋阳人民的爱戴和敬重。后来他做了二十三年皇
帝，四次回晋阳，晋阳人立庙祭祀。

十月十一，晋源南街，财神庙庙会。财神庙位于
县城南街朱家巷西口，占地约 540 平方米。传统观念
中，财神爷是掌管天下财
富的神祇，倘若能够得到
他的保佑眷顾，便可财源
广进，家肥屋阔。

杨昌富，祖籍五台县。家境贫寒，欠下村里地主的
地租，无法偿还，在 1940 年，年仅九岁的他随父亲杨老
六与母亲范金莲，躲债来到晋源赤桥村。1948 年，十七
岁的杨昌富已长大成人，高高的个子，英俊标致的脸庞，
在村里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好后生。

太原解放战役期间，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
兼政治委员徐向前、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等领
导，以及前线指挥部，曾驻在赤桥村。地处晋源地区且
早已获得解放的赤桥村民，见解放军大军驻扎村内，莫
不欢欣鼓舞。男人们抬担架支援前线，女人们则为解放
军缝补、拆洗衣被。村里的年轻人，更是兴奋异常，踊跃
报名参军。杨昌富就是其中的一员。

据说，杨昌富家与兵团周士第所住的院子不远。有
一天，周士第见杨昌富从门前担水走过时，便叫住他说：

“小伙子，我调查来，你是贫苦人家出身，又是迁来赤桥
的五台人，与徐司令员是老乡。我问你，你愿不愿意参
加解放军，来指挥部当警卫？”

杨昌富听了，高兴地答应说：“我愿意！”
就这样，杨昌富当了周士第的警卫员。
晋中战役胜利后，阎军头目赵承绶被活捉。兵团

首长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立即派杨昌富等警卫战士
赶到平遥，将在平遥投降的一批阎军将领押回来进行
审 讯 ，让 他 们 提 供 太 原 城 内 及 城 外 的 兵 力 部 署 情 况 。
兵团首长们将所获口供细致分析后，把太原敌情向党中
央作了汇报。上级为更有把握拿下太原城，特意从四野
调来炮兵部队。

为了将炮兵部署在打太原的有效射程内，周士第亲
自带队赴西寨村东北处的汾河湾部署炮火。杨昌富也

随同首长前往。不料，他们在汾河湾的一条农渠上，突
然与阎军的一小股巡逻兵相遇。双方都没有思想准备
便迎头撞上，甚至来不及开枪射击。

只听周士第一声令下：“拼刺刀！”警卫战士们就冲
了上去。

这真是狭路相逢勇者胜！杨昌富个头大，出手狠，
接连刺倒两个向首长扑过来的敌人。

当他刺入第二名敌兵身上的刺刀还未拔出来的瞬
间，迎面又一敌兵端着刺刀朝他刺来。杨昌富来不及拔
刀，只好用双手紧紧抓住对方的刺刀。

就在这时，只听一声枪响，那个阎军脑瓜当即开了
花。杨昌富扭头一看枪响处，原来是周士第救了他一
命。杨昌富顿时就来了一股不怕死的勇气，他根本没有
觉察到自己的双手已被刺刀划割得鲜血淋淋，而是立马
从敌人身上拔出刺刀，护着周士第，与战友们一鼓作气，
向敌军杀去。

战斗结束后，周士第一看杨昌富双手鲜血淋淋，赶
紧让人给他包扎。

后来，为了进一步摸清太原外围敌情，杨昌富又随
周士第来到南堰村北视察战地情况。不料刚出村不远，
只听轰隆一声，周士第骑的战马踏响了地雷，连人带马
朝前栽了下去。

杨昌富立即扑上前去，把周士第从地上扶起来，着
急地问：“首长没事吧？”

周士第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急忙看他
的战马，只见马的一条腿已断了半截，倒在地上挣扎。
见状，周士第吩咐把战马先弄回南堰村里去，然后转身
要步行去前线。

当下，好几个警卫员都劝首长说：“要不咱们先不要
去前线了，先回村休息休息再说。”

周士第说：“怎么！你们怕了？”
众人一听，都知道首长那股不怕死的脾气又上来

了 ，谁 也 劝 不 住 他 ，只 得 跟 随 着 首 长 步 行 去 前 线 视 察
战况……

打下太原后，那个密告黄樵松军长起义的戴炳南，
见大势已去，为了保命，费尽心思，先是炮制了一个坐汽
车遭炮弹轰炸死亡的假象。尔后，又藏在他连襟家的隔
墙中逃避搜查。不想恶有恶报，藏来躲去，没过两天，还
是被解放军活捉了。

后来，杨昌富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说：“解放军抓住
戴炳南，把他从连襟院里揪出来时，我就在现场。”

晋 地 名

警 卫 员 的 故 事
梁计元

舟船鞍马，交替前行，白家
历时两个多月，行程数千里，一
天天接近了大运河最南端，即将
止步于杭州古城。

大运河春秋末年开掘，隋唐
通航洛阳，转广通渠可抵长安。
到元朝从淮水改凿向北，竣工京
杭大运河。运河开凿历时悠久，
给历代官员提供了一整套治水
教科书。做官不懂治水，则不懂
执政之道。白居易最心仪的官
职竟是“水官伯”，可惜一直未能
如愿。年轻时，白居易与元稹备
考策试制举，挥汗完成《策林》七
十五篇，第一篇专为治水谋策，
曰《辨水旱之灾，明存救之术》，
明 确 指 出 治 水 可 以“ 保 邦 邑 于
危 ，安 人 心 于 困 ”，并 说 减 灾 防
患，责在郡使。凡大难来临，天
灾 乎 ？ 人 祸 乎 ？ 唐 玄 宗 叹 曰 ，

“诸州遭涝之处，多是政理无方，
或堤堰不修，或沟渠未泄”，将水
旱灾害成因，归结到官政郡治才
是根本。

古代中国，水旱灾害频仍。
在 白 居 易 看 来 ，水 旱 灾 害 分 人
灾、运灾两种，人灾可以避免，运
灾虽然难以全避，但通过官民有
力措施，可以减轻损失。他告诫
高层乃至郡县官员，必须持公道
而施善政，调动各种手段，防灾
减灾救灾赈灾，拯救百姓于水火。而州郡刺史乃防救
灾害主要负责人，自当全力组织地方防涝抗旱，修筑堤
堰，固土祈福，以期有备无患，逢凶化吉。

白居易治水言论精辟，也是大唐帝国上下共识。
据研究，单以长江中下游地区统计，自春秋至隋朝，共
建水利工程六十四项，进入唐代，兴修水利工程达到一
百零四项。也就是说，唐朝治水，远超此前千年积累。
强国建立在治水功德之上，而诸州刺史正是指挥完成
各项工程的直接主官。每逢开工，刺史大举动员成千
上万民众投入劳作，如大和七年（833）河阳修堰，出动
役工达四万之众。就当时生产力而言，有多么艰难，又
何等壮观。

白居易途经南阳内乡之际，相逢老友张籍，二人彻
夜长谈。张籍时任工部所属之水部员外郎，此时正以
水务大臣身份巡视水利和漕运。而张籍上任水部，制
书乃白居易所撰写。江淮旱灾十分严重，万千“疲民”
嗷嗷待哺，白居易恰恰前往杭州灾区上任，他们此刻相
逢，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接下来，白居易过了洞庭湖口，随即到达故地江
州，与同龄刺史李渤相聚。昔元和十年（815），白居易
贬为江州司马，与这位李渤同日黜官，李改为资议参
军，分司东都。眼下，白、李竟在江州相聚，二人百感交
集，共上庐山，交流尤为深入。目前李渤江州任上，“管
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顷，今年旱死一千九百多顷”，年景
歉收现实严重，而财政昏官仍在横征暴敛，还要征收往
年拖欠，李渤拼死上奏，强烈要求皇室免除百姓当年负
担，并明确表示自己“不忍鞭笞黎庶”，如不准奏免赋，
则“特乞放臣归田”，甘愿弃官。穆宗这才批复“江州所
奏，实为诚恳”，准予免赋，州民得救。

就是这样一个好官，今夜举杯过头，郑重相告白
公，为了抗旱，他正在积极筹划治理本州甘棠湖，准备
筑堰安水，建桥定闸，调控湖水，以保旱涝灌溉之利。
居易闻言大震。史载当年十二月，甘棠湖工程果然如
期开工，“筑堤三千五百尺”，次年正月竣毕，“蓄水为
湖，人得其赢”。白居易与郢州王镒、水部张籍、江州李
渤等务实官员次第相逢于赴任途中，深入交流，对于执
政杭州大有深意。

这些朝官彼此激励互勉，可以迸发出惊人力量。
如韩愈、刘禹锡、柳宗元包括宋代苏东坡等人，皆在贬
后励精图治，为一方土地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卓越贡
献，书写了功德一页。白居易在忠州同样如此。他们
历经挫折不幸，却往往成为落后地区进步突变的难得
契机，给当地黎民带来幸运祥光。

张籍、李渤坐论治水，令杭州白刺史深受鼓舞。乐
天年轻时为民呐喊请命，如今更要为百姓兴办实事。

白居易一贯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
作”，此番赴任路上，诗人与诸友热议治水，又亲眼目睹
了洞庭浩瀚，“混合万丈深，淼茫千里白”，利可兴社稷，
害可吞黎民，他面对洪涛骇浪，胸中豪情不可平复。

长庆二年（822），居易途经洞庭之夏，“长江倒灌，
湖区大灾”。他写出《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充
分 抒 写 难 以 遏 制 的 治 水 情 怀 ，完 成 了 又 一 首 重 要 诗
篇。此诗撼人心魄：

江从西南来，浩浩无旦夕。长波逐若泻，连山凿如劈。
千年不壅溃，万姓无垫溺。不尔民为鱼，大哉禹之绩。导岷
既艰远，距海无咫尺。胡为不讫功，余水斯委积。洞庭与青
草，大小两相敌。混合万丈深，淼茫千里白。每岁秋夏时，浩
大吞七泽。水族窟穴多，农人土地窄。我今尚嗟叹，禹岂不
爱惜。邈未究其由，想古观遗迹。疑此苗人顽，恃险不终
役。帝亦无奈何，留患与今昔。水流天地内，如身有血脉。
滞则为疽疣，治之在针石。安得禹复生，为唐水官伯。手提
倚天剑，垂来亲指画。疏河似剪纸，决壅同裂帛。渗作膏腴
田，蹋平鱼鳖宅。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坐添百万户，
书我司徒籍。

据考，乐天此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首记载洞庭水
患之作。

全诗可分三部分赏析，第一部分写长江气势和大
禹功绩；第二部分写洞庭、青草两片大湖，侵蚀农田，乃
至“水族窟穴多，农人土地窄”；第三部分希望大禹复
生，实现“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的美好愿望。全诗
想象奇特，雄健豪迈，一气呵成。“水流天地内，如身有
血脉。滞则为疽疣，治之在针石”，说明白居易对于疏
导水流、掘开堵滞的治水原理，已有正确认识。最后两
句“坐添百万户，书我司徒籍”，采用了刺史公务用语入
诗，说的是大唐户部，执掌国家土地、户籍、赋税、军需、
俸禄、粮饷等一应财政收支相关之事，而州府刺史必须
完成户部各项年度指标，以对应考核。户部以及各地
节度使、观察使，对州级刺史年考首要指标，正是人户
田亩之增长。

张卫东在《唐代刺史若干问题论稿》一书中指出：
各地刺史对治下人口的升降变动，甚为敏感，无不以促
成本地人口田亩的迅速增加为首要施政目标。

白居易熟知刺史要务并亲履忠州刺史之职，此时
怀抱终止湖水泛滥、增添人户良田的美好理想，以期

“坐添百万户，书我司徒籍”，力图通过治水尽刺史职
责。正如陈子昂所说：“一州得贤明刺史，以至公循良
为政者，则千万家赖其福；若得贪暴刺史，以徇私苛虐
为政者，则千万家受其祸矣。”（《上军国利害事·牧宰》）

详读此诗，探讨白居易彼时执政情怀，心胸自见。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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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翻译的八十卷《华严经》是我国历史上一部十
分重要的佛教经典，这部佛典译毕不久，就镌于石上，置
于晋阳，至今大多保存完好。

晋阳镌经典

八十卷《华严经》这样一部堪称国宝的佛经，为什么
会镌刻、安置于晋阳，并得以保存千余年，这当然不是偶
然的。我们不妨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

其一，从晋阳的历史地位考虑。晋阳，自公元前 497

年建城，至宋初旧城毁，一直是北方重镇。五胡十六国、
北朝时期几度成为政治中心。有人总结，从北魏后期到
五代，四百多年间，几乎形成谁占有晋阳谁就可以得天
下 的 局 面 。 如 ：晋 阳 被 北 周 攻 陷 ，一 个 月 后 北 齐 就 灭
亡。晋阳是唐王朝的“龙兴”之地。武德二年（619）刘武
周攻占晋阳，李渊惊恐，甚至想“弃大河以东，经营汉
中”；新生的唐王朝亟亟可危，李世民率军出击，一路力
战，收复了晋阳，保有了新王朝的战略基地。五代时有
三朝以太原为都，后汉凭太原能和后周、北宋抗衡二三
十年，可见中古时代太原的战略地位。

其二，从武则天与晋阳的特殊关系考虑。从则天皇
帝当时政治环境看，长安是李唐的建国之都，李唐朝廷
的政治势力自然根基扎实，所以武则天长时间在神都洛
阳听政。洛阳虽然己培养了一批武周朝新贵，可根基如
何，尚来不及检验。晋阳，既是李家龙兴之地，又是武则
天祖籍，武家亲旧从龙之臣众，自然基础好。她立为皇
后不久的显庆五年（660）就与高宗一起巡幸晋阳，期间，
减免当地赋税、商税，给地方官加勋级，亲族故旧“赐帛
各有差”，版授当地八十岁以上老人为“郡君”，等等。她
称帝第七年，钦定太原为“北都”。这一切，政治用意不
言自明。

其三，我们还应特别留意晋阳一带浓厚的佛教氛
围。查历史上北魏至北齐是一段极为崇佛的时代，从高
欢掌控东魏，以晋阳为霸府，到高洋建北齐，以晋阳为陪
都，到北齐亡，前后不满 50 年，高家父子祖孙在晋阳西
山广建佛寺，开凿石窟，造佛龛，雕佛像，佛教极为兴
盛。北齐亡后虽经周武灭佛、社会动荡、战乱频仍，但许
多佛寺、佛像还是保存了下来，整个社会对佛教的信仰
依旧，或更加深入人心。显庆五年（660），武后和高宗登
龙山童子寺瞻礼，还赋诗抒怀。可以说，从北齐至唐，佛
教在晋阳从未衰竭过。

风峪藏石经

关于《华严石经》，官书也罢，地方史志也罢，为什么
很少述及呢？检点《华严石经》初刻原始记录，已邈不可
得。明《永乐大典》转引《元一统志》记载，元代晋阳古城
西 三 里 的 风 洞 石 经 藏 院 所 藏 为“ 唐 人 所 书《华 严 石
经》”。那么，初刻于武周后期的《华严石经》，风洞是它
原来的供奉处吗？如果是，为什么？

晋 阳《华 严 石 经》受 冷 落 ，恐 怕 第 一 是 政 治 原 因 。
石经的镌刻是在则天女皇亲自倡导督促下进行的，内
中包括了她新造的字。李家复唐后，哪怕从肃清政治
影响的角度，也不会大肆弘扬的。其后四十多年又遭
武宗灭佛，像这样的佛门之宝，能存在下来就属不易，
官、私都以不张扬为宜，故而官方各种记载基本没有相
关记载。唐代，私人笔记类著述还未成风气，石经逐渐
不被大众所知。

石经，从政治清理的角度已不宜张扬，但它又是佛
门重要典籍，是多少人的心血和精神寄托，猜想当时费
了一番筹划，将它们安置在了风峪口旧寺的大殿底层。

所说这座旧寺，要从北魏说起。史书记载，北魏迁

都前，平城（今大同）曾建有五级浮图，太原照此例曾建
有三级浮图。太原此浮图入史是因北魏末年尔朱兆为
其叔父报仇，攻占洛阳挟持孝庄帝回晋阳，在三级大寺
杀之。三级大寺建在哪里，无任何记载。具体样式也无
图例可寻。我们只能从当代张弓先生著《汉唐佛寺文化
史》的第一部《寻蓝记》中看到，在新疆库车县西北发现
的两处古塔寺遗址照片。而晋源风峪口藏石经的风洞
被彻底毁掉时的照片，与上述新疆两残寺外形极相似。
二者存在时间，大致同时，新疆的略早几年。

另，山西长治长子县有法兴寺（国保单位），有一石
殿，完全没有汉式殿宇风格，是唐初修复的。

据上世纪 50 年代初张友椿《晋祠杂谈》具体描述风
洞内里情景 ：“所说风洞就是从正殿（风神娘娘殿）神龛
后，下阶十数级即抵洞口，向内一观，黑暗无光，所以清
初朱彝尊记风洞文有‘燎薪以入’句。洞的当心处，筑一
石台，形如莲花，高达丈余，上撑顶蓬，即后院之地。四
面皆方，都垒有石碣两层，台的四围壁间，也是垒有石碣
两层。台和四面围壁相隔三四尺宽，游人进去，就是从
这三四尺宽的道路上转上一周。看看两面环列的经幢，
也 就 是‘ 朱 记 ’所 说 的‘ 惜 皆 掩 其 三 面 ，未 纵 观 其 全
也’。”“这些经幢十之八九系四面石柱，余则五角、六
角、小八角不等。高则三四尺间，有一二尺的，随着石块
高低而刻，不拘一格，字均楷书，遒劲有力。”以上记述又
与法兴寺石殿内部极相似。

又，风洞所在位置就在隋仓城西墙外。可见隋朝在
晋阳修仓城时已毁了残颓的三级大寺部分地表建筑。
北齐所建佛寺大率在西山，北魏建三级浮图当是在平川
边缘，又在峪口，自然与人为均使其难以保存。只留下
底层被乡人在上面盖起了风神庙，来掩护、保护地下宝
藏《华严石经》。

《华严石经》与晋阳
冯巧英 赵桂溟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一 则天皇帝亲序》拓片

晋源庙会多
希 夷

国练村地处娄烦县西南端约 16 公里处，为著名的米峪
镇战斗主战场。 1940 年 6 月，贺龙指挥八路军 120 师 358

旅在米峪镇一带全歼日军村上大队 700多人。
国练村应为圐圙村。《静乐县志》“圐”写作“口”字中放

一个“谷”字，“圙”拿“圞”代替。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普
净寺重修山寺碑记》即写为圐圙村。清同治五年（1866）续
修《静乐县志》，写为谷恋村，革命战争时期改为国练村，并
从此定型。

《汉语大字典》（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 2006
年 4 月第一版）第 722 页：“【圐圙】蒙古语指围起来的草场，
多用于村镇名，如马家圐圙（在内蒙古）。今多译作‘库伦’。”

娄烦境内，夏商周时期楼烦国“世为荒服”，长期处于汉
民族国家的边陲地带，曾为胡汉杂居地区。直到公元前
296 年以后，赵武灵王灭楼烦国，建楼烦县，娄烦境内的胡
人才逐渐退往北方。由此可知，“圐圙”的村名，就是北方少
数民族先民在这里养马时起的名字。从“圐圙”两字的字形
看，是两个会意字，把四方八面圈起来，不就是个圐圙吗？
它不是汉语词汇中的基本词，在当时来讲是个外来词，是有
了这个词后，才用汉字中的会意方式新造了这两个字。只
是因为“圐圙”这两个字比较生疏，人们为了方便，才把“圐

圙”写成“国练”。
以畜牧为业的胡人为什么要到这里放牧呢？因为娄烦

历史上水源充足，草坡广阔，地气寒冷，而且水草资源丰富、
稳定，在这种环境中定居
放牧，显然比在沙漠草原
地 区 追 逐 水 草 游 牧 要 优
越得多。

国练村
张贵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