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韵晋韵77责编 杨 斌 刘 刚 E-mail:tyrbyb@163.com 2021年 10月 13日 星期三

晋 之 味晋 方 言

西周末年，政局动荡，王
室的危机已经无法避免，《国
语》记载了郑桓公与史伯的一
段对话，预测西周王室衰落后
的 政 局 走 向 。 郑 桓 公 问 曰 ：

“若周衰，诸姬其孰兴？”史伯
回 答 ：“ 臣 闻 之 ，武 实 昭 文 之
功，文之祚尽，武其嗣乎！武
王 之 子 ，应 、韩 不 在 ，其 在 晋
乎！距险而邻于小，若加之以
德，可以大启。”

史伯分析、预测说，周武
王继承了文王的功业，武王的
后代应该兴盛，武王的四个儿
子，成王一脉继承了王位，被
分封到应、韩的两个儿子的后
代衰弱，只剩下河东地区的晋
国，地处形势险要之地，周边
都是小国，如果修行德政，就
可以强盛起来。

几年后镐京被犬戎攻陷，
晋文侯西赴关中勤王，辅佐王
室东迁洛阳。十年后，又是晋
文侯杀死周携王，结束了东周
初年“二王并立”的局面。地
处河东地区的晋国，因为“居
险”——地处关中与河洛之间
的山川险要之区；又因为“邻
于小”——在周边弱小诸侯国
的 环 绕 下 ，晋 国 的 号 召 力 明
显 。 在 周 朝 王 室 遇 到 危 难
时，作为王室的兄弟之国，晋
国 发 挥 了 非 同 寻 常 的 作 用 ，
起 到 了 定 海 神 针 的 作 用 ，史
书上说“晋于是乎定天子”。

春秋初年，在晋国的南面
有两个小国，一个是虞国，一
个是虢国，虞国在晋国和虢国
之间。

虢国虽然是个小国，但跨越黄河南北，地理位
置十分重要。虢国的疆域北至黄河之北的下阳城

（今 山 西 省 平 陆 县 南 部），西达今河南陕县、卢氏
县，南达今河南嵩县北部，东至今渑池县境，其都
城先在下阳城，后来迁都到上阳城（今河南省三门
峡市区李家窑村一带）。

晋献公时，晋国兼并了临近的许多小国，史称
其“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晋献公不满足于晋
国只做一个局限于汾、浍流域的地区性大国，他想
渡河南下中原开疆拓土，在晋国南边的虞国和虢
国就成为晋国的战略目标。

虢国和周王室的关系比较好，经常和晋国作
对。公元前 718 年，虢国的国君听从周王的命令，
干预晋国的内讧，兴兵攻击晋献公的祖父曲沃庄
伯，导致曲沃庄伯取代晋君的企图再次失败。晋
献公当上国君后，担心自己的同宗子孙学着祖先
的榜样，危及国君的宝座，为了一劳永逸，晋献公
设计消灭同宗的公族子弟，公族大多被杀，少数残
存者外逃到虢国。新仇加旧恨，促使晋献公出兵
讨伐虢国。晋国的大臣荀息对晋献公说：“虞国和
虢国的关系不错，如果我们攻打虢国，虞国有可能
出兵救援，我们晋国要对付两个国家，恐怕很难取
胜。虞公是个贪财的人，不如把我们有名的宝马
和美玉送给虞公，向虞国借道，以便我们放心去攻
打虢国。”

晋献公听说要把宝马和美玉送人，实在舍不
得。荀息劝说：“如果虞公得到这两样宝物，肯借
道给我们，虢国没有虞国的救援必定灭亡。虢国
灭亡之后，虞国也迟早是我们的，这两样宝物能跑
到哪儿呢？到时候还得回到晋国来。现在把您心
爱的宝贝送给虞国，就好像暂时把房子里的东西
拿出来放到院子里一样啊。”晋献公觉得荀息的话
有道理，就让他带着宝马和美玉去虞国借道。

晋国向虞国所借的道路，是向南翻越中条山
的河东盐池的运盐之道虞坂古道。尽管虞国的大
臣宫之奇一再反对，目光短浅的虞公贪图晋国的
宝贝，答应借道给晋国。公元前 658 年，晋军借道
虞国，攻克了虢国的国都下阳城，虢国把都城迁往
黄河南岸的上阳城。

过了 3年，公元前 655年，晋国又向虞国借道，
再次讨伐虢国。虞国的大臣宫之奇坚决反对再次
借道给晋国。虞公根本听不进去，答应再次给晋
国借道。这一年的冬天，晋军通过虞国，渡过黄
河，攻打虢国的上阳城，虢国的国君逃到了洛阳，
虢国灭亡了。晋国的军队在回师途中，顺手牵羊
灭了虞国，晋国不仅收回了属于自己的宝物，把虞
国的珍宝也一并带回晋国，其中有虞国的“虞侯政
壶”，其上的铭文为“虞侯政作宝壶，其万年子子孙
孙 永 宝 用 ”，十 分 具 有 讽 刺 意 味 。 这 件“ 虞 侯 政
壶”，现藏于山西博物院。

晋国先后灭掉虢国、虞国，南边的边界跨越黄
河，河东盐池的运盐通道被晋国掌控，南下中原的
通道已经打通；黄河南边的崤山——函谷关通道
也被晋国控制，这一点十分重要，等于扼住了秦国
的东出之路。晋国通过灭虢、虞之战，吞并了这两
个国家，晋献公为后世子孙称霸中原在地缘战略
上奠定了基础。

春秋初期，晋国在中原地区的亮相，从跨越黄河作
战开始。

中 国 人 给 孩 子 起 名
字 ，有 大 名 有 小 名 ，小 名
又 叫 奶 名 。 起 大 名 历 来
比较讲究，但是小名就比
较随意了。

在晋北各地，男孩小
名里带“hou”的很多，至
于该字的写法，各地就发
生 了 差 异 。 甚 至 因 为 引
据的材料不同，同一个人
的 小 名 还 会 出 现“ 二 后 ”

“二厚”的不同写法。
这本是小事一桩，但

认真考察了一下，发现这
类 现 象 还 很 普 遍 。 这 个
名字除了“后”“厚”的写
法外，还有写作“侯”的，
共同读音都是“hou”。

“ 后 ”“ 厚 ”“ 侯 ”到 底
写 哪 个 才 对 呢 ？ 这 要 从
家 长 给 孩 子 起 名 字 时 的
初衷说起。

给 孩 子 起 小 名 看 似
随意，却包含家长对孩子
的深爱，是一个久远的传
统文化现象。春秋时候，
晋文公耳朵大，名字就叫
重 耳 。 他 的 儿 子 晋 成 公
生 下 来 屁 股 上 有 一 大 片
黑色胎记，名字干脆就叫

“ 黑 臀 ”—— 黑 屁 股 。 孩
子的名字越低贱，寿命越
长，好多年里人们是这样
认为的。

小 名 怎 么 叫 都 没 问
题，问题发生在如何写。

就 小 名 中 的“hou”
而言，按爹娘当初起名字
时的意思，写作“猴”字是
最 合 适 的 。 但“ 猴 ”字 落
在纸上，脑海中很容易蹦
出 一 只 活 蹦 乱 跳 的 猴 子
来，写出来别人会觉得怪
怪的。

“ 后 ”“ 厚 ”“ 侯 ”三 个
字，“后”字最不合适。因

为在传统文化里，带“后”字的称呼一般都不亲
热，比如“后妈”“后爹”“后妻”“后儿”等。除非
是“皇后”“太后”之类，但这样的称呼一般人是
担当不起的。

再一个是“厚”，这个字的字面意思不错，有丰
厚、深厚、忠厚等意思，因此人名中有“厚”字的不
少。但在代县方言中，“厚”与“猴”明显不同。代
县方言读“厚”与“后”都读作“hóu”，阳平，猛一
听倒是和普通话里“猴”的发声一样，但代县方言
中的“猴”，与其他字组成词的时候发音是短促的
入声，单独念则是拖长声调的入声，悠悠的拐一
个弯，上去又下来。这是一个古音，普通话里没
有这样的声调。显然，写为“厚”字也不符合名字
的意愿。

最后，是“侯”字。“侯”与“猴”无论是代县方
言还是普通话里读音都一样，写起来也只差一
个“犭”旁。但这个“犭”，影响太大了。任何一个
汉字，只要加上这个反犬旁，立刻就让人联想到
跟动物有关，这和代县人写名字不愿意写“猴”
字的原因相似。而且这个“猴”字，写出来大家
都不舒服。

所以退而求其次，写为“侯”比较合适。“侯”
不仅与“猴”发音相同，而且是汉族大姓，司空见
惯，不会给人奇怪的感觉。尤其重要的是，“封
侯”是中国古人的一种追求。多年以前有一种
民间游戏叫“升官图”，就是从“白丁”开始升官，
一直升到“侯”就算到了顶，人生到了那一步，才
真是光宗耀祖了。

那就这样吧，以后不要“二后”“二厚”地乱
写了，也不要写成

“二猴”，还是写成
“二侯”吧，封侯进
爵岂不皆大欢喜。

在忻州市忻府区的双乳山下有个村庄名叫王家庄，这
是个古老的、只有 20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革命先驱李毓棠
就出生在这里。他从小聪明好学、过目不忘，1918 年 7 月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西省府当时有名望的中学——山西省
立第一中学（简称省立一中）旧制中等科第 20班。

读书期间，李毓棠结识了高君宇、王振翼、贺昌、张叔
平等志同道合的同学，开始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在高君
宇等人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为响应北京五四运动，李毓棠参加了太原大中学校学生
的罢课游行示威，聆听高君宇等人的报告，并于 1919 年 8

月，和王振翼一起在高君宇的具体帮助下，创办了山西第一
份进步刊物——《平民》周刊。该刊在创刊之初便说明其宗
旨是：“抱定为人民奋斗之宗旨，不断以山西实况报告世界，
代人民呼号，且不断地将世界新思潮输入娘子关内，供给晋
民以奋斗有效之径途。”

1920 年，高君宇受命回太原省立一中组织太原马克思
主义学习研究小组。李毓棠积极参与研究小组的创建工
作，并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1921年 5月 1日，
在高君宇指导下，以“唤醒劳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太原
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李毓棠与王振翼、贺昌等 8 人
成为全省第一批团员。

同年 10 月，李毓棠与贺昌、刘廷英等 21 位进步学生发
起组织了宗旨为“研究学术，服务社会”的青年学会，出版
进步书刊、设置图书室，组织进步青年学习、探求革命真
理。另外，青年学会内还设立了平民小学，由进步青年学
生上课，吸收附近的平民子弟学习文化知识。

1923 年 8 月，李毓棠作为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会议路过北京时，经高君
宇、王振翼介绍由团转党，成为一名中共候补党员。

1924 年 5 月，高君宇和贺昌先后从北京和江西返晋，
在太原团组织协助下成立了超龄团员由团转党资格审查
委员会。地委秘书潘恩溥、组织部主任张叔平、省立法政
专门学校团支部书记侯士敏、团地委宣传部主任张堉麟等
由团转党，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太原支部 (一说为小组，组长
李毓棠)，张叔平任书记。

这是太原及山西最早的党组织。
1925 年 7 月，李毓棠巡视石家庄地方团的工作回到太

原后，担任太原党支部的宣传委员。他很快便投入到领导民
众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当中，参与领导了“太原市民沪案后
援会”改组为“山西各界为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的工
作；与潘恩溥二人担负起了改组宣言的起草工作。10月，李
毓棠根据党组织安排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两年。

在苏联期间，李毓棠学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国
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史、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理论知识，参观
了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情况，接受了基本的军
事训练。之后提前回国，在国民革命军开展兵运工作。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阎锡山投靠蒋介石，开始“清
党”，大批共产党人被捕。李毓棠在这种情况下回到山西，
与中共山西省委的同志们一起坚持斗争。

1929 年 1 月，由于叛徒告密，李毓棠被捕，囚于山西省
第一监狱。1931年春，李毓棠一位在晋阳日报社工作的族
兄，经过多方周旋，终于将李毓棠营救出狱。

出狱后的李毓棠在街头偶遇贺昌，希望贺昌帮助他接
上组织关系，为他安排工作，贺昌答应回去马上派人与他
联系。但因贺昌的行踪被特务发现，为安全起见，贺昌不
得不迅速离开山西。李毓棠也离开太原回到忻县。

回忻县后，李毓棠在奇村小学任教，并改名叔荫。即使
如此，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心系国家大事，关注党的事业，并
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策略，在抗战时期做了
不少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太原市委考虑到李毓棠
的特殊经历，且又多年从事教育工作，于 1950 年邀请他到
太原第五中学担任校长。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管理学
校和教书育人中，几年后太原五中声名鹊起。

1960年 6月 21日，李毓棠在太原病逝。
纵观李毓棠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他是山西党团组织最早的领导人之一、太原社会主义青年
团和中共太原支部的第一批成员，对山西早期革命运动作
出过重要的贡献，我们应该记住这位革命先驱！

老太原的节日多姿多彩，一个节日里的主题并非唯
一，因此每个节日的名称也是创意多多，各有所需。如元
宵节里除了闹红火，还要张灯结彩，所以也叫灯节；端午
节除了包粽子，还要避瘟防疫，所以又叫重五节；中秋节
除了吃月饼、赏月，还要走亲访友，所以又叫团圆节……
可谓“节中有节，一节多样”。重阳节也是如此，除了登
高赏菊之外，还有一项以“待闺女”为主题的“女儿节”，
是乡村出嫁女子一年中最后一次“回娘家”。

说到“女儿节”，多数人知道农历七月初七的七夕
节 ，却 不 知 道 重 阳 节 曾 经 也 是 女 儿 节 。 七 夕 女 儿 节 ，

“女儿”指待在闺中的少女，而重阳女儿节，“女儿”则已
嫁为人妇，说的是人妇“归宁”。“归宁”即已出嫁的女儿
要回娘家省亲，父母则会在家里准备好米糕、菊花酒，
和女儿一叙离情，可见重阳里的女儿节与婚俗风尚不无
关系。

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记载：“九日，父母家必迎女
归宁，食花糕。”旧时女子成婚后，“回娘家”就是个奢望，
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相夫教子，服伺公婆，久而
久之，难免苦闷烦恼，重阳回家省亲，正好抽身而歇，在
娘家寻些慰藉。在当时，这甚至成为妻子的一种权利，或
是夫家的“恩赐”。据晋代《搜神记》记载，丁氏女遭恶婆
婆虐待，永无休息之日，不堪忍受折磨，于九月九悬梁自
尽，死后冤魂不散，托告世人，劝人家善待媳妇，请于重
阳节让她们休息。于是人们为丁氏女立祠祭祀。后来每
逢重阳节，父母都要把出嫁的女儿接回来团聚，称之为过

“女儿节”，实质上就是让妇女缓解身心压力。
重阳女儿节在明清时颇为盛行，一直延续至民国年

间。据 1935 年出版的《太原指南》记载：“九月初九日，
为重阳节，亦曰登高节……是日又为女儿节。”此外民间
还有“九月九，搬回闺女歇歇手”的俗语。《太原市志·民
俗》也有记载：“过去，农村妇女习惯于重阳节休息，不
做 针 线 活 。 嫁 出 去 的 闺 女 要 回 娘 家 吃 重 阳 糕 。”重 阳
糕，亦叫花糕，就是去皮的黍谷磨成面粉，俗称黄米面，
然后做成素糕或油炸糕，上面铺些红枣、核桃仁等，讲
究的重阳糕要做成九层，像一座宝塔似的，塔上还捏两
只“喜羊羊”，以迎合重阳（羊）之意。这在太原城北及
阳曲等地盛行，其实糕质还是那个普通的糕质，搁在重
阳节吃就叫“重阳糕”，其用意在于，一则九月的黍谷成
熟，用来待闺女恰好是应时的尝新食品；二则吃糕象征
着向上高升，祝愿女儿百事俱高。

老太原的女儿节并非仅此重阳一个，另有添仓、端

午及七夕等，如此说来一年至少有三四次专属女性特质
的节日，这些节日同中有异，相映成趣。但这几个节日
不一定要归宁，而九月九日则必须接闺女回娘家过节
的 ，这 是 应 了 老 太 原 的 一 句 俗 语“ 九 月 重 阳 ，移 火 入
房”，因为重阳节后天气逐渐寒冷，闺女出趟门并不方
便，不像现在遍地都是网约车，所以说重阳女儿节也是
出嫁后的闺女一年中最后的一次“回娘家”。

回娘家不易，相对地就有了“仪式感”，这种“仪式
感”的表现就是交通工具。近郊的大户人家有自家的

“轿车”，但动力是一头乖顺的小毛驴，这是一辆习俗约
成 的 女 性“ 轿 车 ”，只 有 在 相 对 平 坦 、街 巷 宽 绰 的 道 路
上，“轿车”才能跑得起来。乡村最实惠的就是骑驴，这
是多数人家普遍实用的交通工具。因为驴虽不像骡马
高大雄健，但性情温驯，听从使唤，尤其在山区里骑乘
稳当，不惧负重，还不失闺女们的面子。要说能骑得起
驴的，也算小康之家了；有些家庭没有驴子，也雇不起
驴子，闺女只好坐着独轮车，由女婿推着回娘家；闺女
步行走回娘家的也大有人在，但比回不了娘家的闺女算
是幸运多了。假如婆家有事不允，“（娘 家）母则诟，女
则怨诧，小妹则泣”。

尽 管 多 数 人 嘴 上 说 的 是“嫁 出 去 的 姑 娘 泼 出 去 的
水”，但在老太原人的骨肉亲情里，闺女回娘家歇歇还
是 自 在 得 多 了 。 在 夫 权 至 上 的 年 代 里 ，老 太 原 人“ 逆
袭”而上，为妇女争取“逢节回娘家”的权利，也可说为
维护妇女自身权益尽了最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上千年来
从未懈怠。如今的重阳节被定为“敬老节”，早已淡化
了女性特质，而这恰恰说明了妇女社会地位的逐步提升
和自我空间的日益扩大。

老太原重阳时的“女儿节”
彭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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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西 革 命 先 驱 李 毓 棠
张六金

说起大同，你可能会想到云冈石窟、刀削面以及贾樟
柯的《江湖儿女》，不过你绝对想不到大气的大同人却偏
爱一种特别“小气”的零食：兔头。

大同人吃兔头的习俗由来已久。不同于四川的麻辣兔
头，大同兔头是把兔头用姜、葱、辣椒、八角等十余种香料加
以红焖，至少熬三小时以上，直至香料的味浸透到软烂的兔
肉里，香料足，口味重，看上去色泽红润，引人垂涎。有些老
店熬制兔头的汤锅中甚至有 30多种调味佐料！

吃兔头很讲章法，如同上海人吃醉虾，虾肉吃掉，虾
壳还不破。啃兔头，需要充分调动口、唇、舌的各种功能，
才能品出兔头滋味的妙处来。

将兔头置于盘、碗或手中，先从嘴巴处掰成上下两
半，放下头顶的上半部分，先吃下半部脸上的肉，此处肉
最多。肉已很烂，嘴唇一吸，舌头一舔，就到了嘴里。之

后，从下巴处顶起舌头，咬到嘴里，柔软中带着韧脆。最
后拿起上半部分，因这里肉少且小，大多在头部的褶皱
里，需要你轻咬并吮吸，这个过程最长，也是品味兔头的
关键。到啃兔头的顶峰，便是从兔头的颈部用力吸食脑
花儿，嫩豆腐脑一样。不论是两腮儿的肉、脖根儿的肉，
还是兔脑儿，都十分香甜。

吃一个兔头是难过瘾的，因兔头骨多肉少，会越吃越
香，欲罢不能。

兔头的口味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爆炒的、香辣的、五
香的、红焖的。啃完骨头，再美美地吮一下鲜香麻辣的余
味，回味无穷，凡吃过者莫不想起都直流口水。

如今的兔头已经成为一种产业，著名的兔头一条街
更是被大同人熟知。兔头也已作为一道特色小吃被摆放
到星级酒店的餐桌上，外宾品尝后无不称赞。外地人每
到大同，也总会抽空去品味一番。

尽管一个兔头的价格已从几分钱涨到十多元，但人们
对兔头的兴趣丝毫不减，隔三差五就要吃一顿，乐此不
疲。每年的夏夜里，从晚上六点开始，直至凌晨三四点，吃
兔头的人络绎不绝，放眼望去，店里人头攒动，要上一盆热
气腾腾的爆炒兔头，每人来一杯清凉的扎啤，一块兔肉下
肚后，大家推杯换盏，怎
一个过瘾能够形容。

日暮时分，在老城里
点上一份兔头，配上一杯
当地的浑源烧酒，唇齿之
间，已过悠悠千年。

大同兔头
格 格

开栏语 黄 河 为 山

西 之 襟 带 ，是 晋 陕 、晋 豫
之间的天然界河，战略位
置极其重要。数千年间，
许 多 发 生 在 黄 河 两 岸 的
重大战役，都对历史的发
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今 起 ，本 版 开 设“ 黄
河 战 事 ”专 栏 ，陆 续 刊 发
李 广 洁 先 生 撰 写 的 系 列
文 章 ，以 期 回 眸 历 史
风 云 ，鉴 古 知 今 。

——编者

黄 河 战 事

小媳妇骑驴回娘家小媳妇骑驴回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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