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奇怪奇怪真奇怪，香酥炒
琪土里来。”大多数食品制作，
或水煮、或油煎、或铁鏊烙、或
炭火烤、或石子烫，而山西运城
市垣曲县却有一种农家特产是
用土来炒。

炒琪，有些地方也叫面豆、
琪子豆、土馍、炒指等。主要由
面粉、白糖、芝麻、食用油等食
材 用 当 地 特 有 的 白 土（也 叫 观
音土，取之山壁高处或半山腰，
干净无污染）炒制而成，纯手工
制 作 ，不 添 加 任 何 防 腐 制 剂 。
其色泽焦黄，口感酥脆，养胃健
脾，香醇可口，味美余长。

垣曲炒琪是一种极好的休
闲食品。每每有亲人外出、儿孙远游，家中父母长
辈都要给炒制一袋带上，以防游子在他乡水土不
服。如今，炒琪作为垣曲县第一批县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统手工技艺类项目，得到了政府保护。

炒琪，土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要选用上好的
白土，选干净的地方晾晒砸碎，用细密的筛子筛得
软绵绵的、像面粉一样特别细才能用。这种土遇水
不易成泥，里面含有诸多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制作炒琪时，需先将半发的白面，佐以盐巴、芝
麻、精油、鸡蛋、花椒或五香粉等（口味不同，配料也
不尽相同），像揉硬面馒头面一样揉好醒妥，用擀面
杖擀成厚薄适度的饼，再切成或方或长的块状。

然后把筛好的像面粉一样细微的绵土倒进大
铁锅里，用柴火猛烧，到咕嘟嘟地翻滚着热气，像水
一样开了，才可以往沸土锅中下切好的面块。边下
边用铁铲不停地徐徐搅动。手法和炒花生、栗子一
样，反复翻炒。随着受热的不同，面豆不均匀地膨
胀着，像爆米花一样，噼噼啪啪响着嘣着，一股股面
香就弥漫开来。

炒制过程面块不与铁锅接触，保证食材不焦
不 糊 ，炒 好 后 口 感 酥 脆 ，带 着 特 有 的 黄 土 气 息 。
炒到琪子焦黄时就熟透了，用笊篱捞到竹筛里滤
掉余土，再用干净布料将附着在琪子上的白土擦
净 。 风 味 独 特 、爆 香 可 口 、外 焦 内 脆 的 炒 琪 就 制
成了。

炒琪品种各异、花样繁多,可以根据自己的喜
好制作不同的口味。比如：鸡蛋炒琪、芝麻炒琪、麻
辣炒琪、五香炒琪、油酥炒琪、奶油炒琪、豆油炒琪、
无味炒琪、奶粉白糖甜炒琪、咸淡炒琪、花生仁炒
琪、核桃仁炒琪等。

民间传统医学认为“脾虚伤食，补以脾土”，垣
曲炒琪用独有的白土炒制，因此具有健脾养胃、预
防和化解水土不服的功效。

土的味道，就是家乡的味道。
相传炒琪已有五千年的历史，炒琪的来源与舜

有关。山西垣曲是舜的故乡，简称舜乡。传说古时
舜帝携娥皇、女英两位妃子，畅游历山炒琪凹，在此
休憩用膳，突发灵感而制成了一种特色食品。其色
黄焦脆，爆香可口，口感香脆绵长。后来百姓得以
传承。因在炒琪凹制作而成，故名炒琪。

另据传说，当年愚公挖山时率子孙荷担者三
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
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
焉。因路途遥远，愚公妻子怕他们水土不服，在家
里做好“土炒馍”让愚公作为干粮携带。

商汤初都垣曲亳城，灭夏伐葛，军旅湿热不保，
垣民撮白土为其炒制
干粮，是为“炒琪”。

垣 曲 为 革 命 老
区 ，抗 战 时 炒 琪 被 誉
为“八路军干粮”。

旧时每年秋后是晋城高平民间祭祀庙会的高潮，各
村镇普遍举办“秋报喜”活动，时间为农历九月二十左右
收秋后。“秋报喜”主要是向神农炎帝报捷丰收、报答神
佑，届时要在炎帝庙里进行供献仪式，仪式后便给炎帝唱
戏，以感谢五谷老爷带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庆祝当
年丰收的同时也祈求保佑来年丰收。

“秋报喜”通常是一村或多村结社组织进行。
在每 家 每 户 ，则 是 将 五 谷 杂 粮 从 地 里 收 割 后 拉 回

村中，庄稼种得多的人家有粮仓，种得少的就在自家院
子里把庄稼围成垛，皆要在上面插上笤帚、簸箕、木锨、木
杈子（皆为与农业有关的打粮食的农具），开始烧香、磕
头、放鞭炮，庆祝丰收，敬谢五谷老爷。

一般在“秋报喜”庙会上，农贸集市是必不可少的，各
类货摊布满村街，有卖农具的，有卖日用品的，有卖食品
的，有卖杂耍玩具的，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是山乡村人一
年中最为喜悦的时节。

诸村“秋报喜”祭祀庙会中，以羊头山周边村社最为
典型、规模隆重。原团池乡“七社”庄里村、故关村、长畛
村、口则村、岭东村、北营村、换马村要在羊头山上祭五谷
老爷，摆上各种面食供品等，并要从五谷庙抬上炎帝像顺

神道而来，两面大锣鸣锣开道，有肃静回避牌、黄罗伞、飞
虎旗相护。此外，在庙会期间，还要用花轿抬上炎帝小塑
像到各村巡游降福，有老翁跪迎以示对始祖的敬仰，另有
一些娱神娱人杂耍活动。

又如羊头山脚下的中村，每年也同样举行“秋报喜”
祭祀活动。据村中一位老人讲，其 11岁的时候曾参加过

“秋报喜”祭祀炎帝的庆典，炎帝庙大殿内供有炎帝老爷，
人们收罢秋后，就唱“秋报喜”谢恩，全村人都要来到庙里
敬供五谷老爷。老人还讲到庙会仪式细节，一般在开戏
之前，要先在舞台上烧香，把香插进香炉点燃，表示请炎帝
来看戏，人们叩拜后就开始唱戏，有上党梆子《忠烈千秋》
《吴汉杀妻》《寇准背鞋》《诸葛亮》《下西村》等。

《礼记·月令》中所载“农乃登谷，先荐寝庙”在当地
民间几成传统惯制，农人一年辛勤，喜获丰收，故告慰
祖 先 、神 人 共 庆
的“ 秋 报 喜 ”成
为 高 平 诸 村“ 秋
祭 ”大 事 ，所 谓

“ 庆 今 年 ，盼 下
年”也。

农历九月秋报喜
侯文宜

晋 民 俗

太原古县城，明初始建时是按“凤凰城”营造的：北关
为凤首，南关为凤尾，南、北大街为凤身，东、西大街为凤
翼，凤身上还有一道道美丽的花纹。这些美丽花纹，就是
四条大街上的一座座牌楼（亦称牌坊）。

据明嘉靖《太原县志》记载，县城内共有 15 座牌楼，
在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上分布着 13 座，当初建造这些
牌楼，不仅使凤凰城更加美丽，而且是对太原县境内考取
科举功名后，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地位的名臣的肯定与表
彰，起着以名人激励后人的作用。

伴随着太原古县城的复建，10 座古色古香的牌楼又
在四条大街上亮相，为这座神奇美丽的凤凰城增光添彩。

东大街复建牌楼三座。一进东城门，一座四柱三门
三楼式木牌楼矗立眼前。中门上方匾额书“大司马”三
字。大司马是古代对最高武官的称呼，这是“为明成化进
士户部吏部兵部尚书王琼（太原县城内东街人）立”。牌
楼西面中门上方是“方岳重寄”匾额，这是明嘉靖皇帝封
王琼兵部尚书后、把边疆安危重任托付给他，并亲赐此
匾。原匾悬挂在过去的王府大门上，王府衰落后，原匾也
早已失传。

在东街中段路北是太原县文庙（孔庙），为古城内现
存的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文庙东、西各有一座
牌楼。文庙东面的牌楼东匾额书“德配天地”，意为道德
相等于天地；西匾额书“万世师表”，意为孔子是值得永远
学习的榜样。文庙西面的牌楼东匾额书“东方圣哲”，意
为孔子是东方儒家最崇高、最卓越有智慧的人；西匾额书

“道冠古今”，意为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古今最高的
学术。

古城十字街中心是新建的高耸雄伟的市楼（也叫旗
亭），穿过市楼，可看到西大街上复建的三座牌楼。从东
往西第一座是四柱三门三楼式全青石结构牌楼，其东面
中门上书“耄耋致仕”四字，意为八九十岁的老年人辞官
归家；其西面中门上书“刺史”二字，刺史是古代的官职名
称，是“为明成化贡士鄜州知州刘永振立”，他是太原县三
贤都人，“致仕九十四尚无恙”。

南街口的是一座二柱一门一楼式木结构牌楼，其飞
檐挑角，非常秀丽，叫“地官坊”。地官是对地方官职的彰
扬，是“为户部郎中浙江按察司副使高汝行立”，高汝行是
太原县王索都（今 晋 祠 镇 东 庄 村）人。牌楼北面匾额书

“不羁之才”，意赞扬高汝行是不受束缚的非凡之才。
穿过十字街市楼，就是北街的二柱一门一楼式木结

构“大司空坊”牌楼，是“为明永乐癸卯科举人工部尚书王
永寿立”，大司空，是明代工部尚书的别称，王永寿，是明
太原县人。牌楼南面匾额书“朝野推重”，是言其功绩和
才华受到朝廷与民间一致推崇。

综观太原古县城复建的这十座牌楼：东、西大街各三
座，南、北大街各两座；四柱三门三楼式为七座，二柱一门
一楼式为三座；除西大街有一座全青石牌楼外，其它九座
皆为木结构加石底座牌楼。这一道道“美丽花纹”，使凤凰
城更加多彩。而牌楼匾额文字，既彰显了“桐荫晋阳”的明
代太原县人杰地灵，名人辈出，又是对后人的激励。

静宁县设于 1940 年 9 月，撤销于 1946 年 5 月。在历
史的长河中仅存在了 5 年多，却谱写出了一部光辉壮丽的
史诗。

1940 年，日寇以 2000 余兵力侵占了岚县，企图进一
步向晋绥边区领导机关驻地兴县地区推进。日军将岚县
作为立足点，打通了忻岚 (忻 县 — 静 乐 — 岚 县)公路，并沿
此线设立了众多据点，形成了一条从东到西的控制封锁
线。这条控制封锁线将我晋绥三专署和三地委的辖区分
割为南北两部分：南面为静乐之一、二区（仍称静乐县）以
及岚县、阳曲（铁路西）；北部为静乐之三、四区及宁武、忻
县 (铁路西）、崞县（铁路西）。而且在此以前，日寇沿同蒲
路的封锁线将崞县之五区（轩 岗 以 南 ，楼 板 寨 以 西）也分
割开。

鉴于上述情况，1940 年 8 月边区召开的第二次行政
会议决定将静乐的四区划归宁武县领导，以静乐的三区

（忻静公路以北，汾河以东），宁武的四、五区（不久四区并
入五区，即现在的辉顺沟、怀道、东马坊、圪嵘等乡）组成静
宁县。

静宁县北起轩岗，南至忻静公路，东与忻县为邻，西
达汾河。境内山谷交错，沟壑纵横，森林茂密，是开展游
击战的天然场所。境内有条横贯腹地的交通要道，东可
达同蒲铁路，西可通往边区机关所在地兴县，战略地位十
分重要。日寇打通静（乐）宁（武）公路后，特意在汾河西

岸位处东西、南北两条交通要道十字口上的石家庄修筑
碉堡，妄图切断这条交通要道。但是，敌人始终没有控制
这条交通线，即使在斗争最艰苦、最困难的 1942 年，我抗
战物资、领导人员在军民的护送下，照样来往于这条交通
线上。

静宁境内敌人碉堡林立，据点成线，将位于静宁腹地的
任 家 村 、西 窑 、石 寨 子 沟 、大 端 地 沟 、曲 峪 沟 一 带 包 围 起
来。静宁县党、政、军领导机关就以这一带为依托，立住了
脚，开辟了抗日游击根据地。然而就整个静宁县来说都属
于敌我交错区，静宁县政府常驻扎的万华山寺院，四面都
有敌方据点，“扫荡”频繁。

1941 年 12 月以后，斗争更加残酷，敌人在疯狂“扫荡”
的同时，对游击区采取“蚕食”政策，并采用“分进合击”“铁
壁合围”“梳篦队形”等新战术，企图摧毁我静宁党、政、军
领导机关生存的基础。静宁党、政、军领导机关在人民群
众的掩护下，巧妙地与敌人周旋。日寇不但没有达到其恶
毒的目的，反而屡遭我静宁军民的痛击。

1944 年 7 月 20 日，赵尚高民兵连按照晋绥军区指示，
带领数千群众，趁大雨之夜，将静宁公路切断，阻止了敌方
运输。8 月 12 日晚，他们又发动群众一夜就将南沟口至宁
化堡之间的敌电线割了个精光，使敌陷入孤立，让群众抢
收抢打庄稼。

1944 年秋，南沟口据点日伪军到静宁三区“扫荡”，进
入史家沟村后，踩响地雷，炸死两名日军，并伤日军小队
长。敌人搜山，将百余名群众逼回村，列队逐个抽打，欲使
群众供出埋地雷的民兵藏在哪里。见无人答话，敌人气急
败坏地拉出李进明，当众在其身上练刺杀。群众义愤填膺

一拥而上，夺敌武器，与敌拼杀。静宁县委抓住此例，立即
在全县展开“要有中国人的骨气”的教育运动，使全县男女
老 幼 认 识 到 当 汉 奸 可 耻 ，出 卖 灵 魂 、出 卖 同 胞 是 背 祖 离
宗。不久南沟口据点自卫团长白保维带领 24 人携械反
正。石神据点伪班长赵万绿在老婆的协助下，杀死 3 名日
军，投向我 19 支队。据静宁三区的统计，32 个伪村长在半
月之内，有三分之一成为抗日两面村长。

1945 年 3 月，石神据点日伪军化装成我军到大端地沟
“扫荡”，伪班长张永三将日伪军出发的时间报告于我武工
队，驻扎于万华山上的我 19支队，设伏于万华山口处，将化
装成我军的 4 名（内有一名日军）日伪军就地生俘，后面的
日伪军也遭伏击，有 9名日伪军丧命。

静宁军民在歼灭敌人的无数次战斗中，涌现出了许许
多多顶天立地的英雄。如，班长王永年在大凹战斗中弹尽
药绝，飞脚踢死一个鬼子后，双手紧紧地擒住两个鬼子滚
下山崖，与敌同归于尽。连长宋宝玉被敌包围，身中数弹，
以身殉国。晋绥特等民兵英雄赵尚高在舍科村突围中，虽
身中两刺刀，仍打死伪军 11 人。区委书记武占国被包围，
为掩护同志突围，左臂中弹被捕，临刑大骂鬼子:“杀人的
野兽，你们一定要被中国人民埋葬！”……可歌可泣的英雄
事迹，不胜枚举，流传于整个晋西北。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晋绥边区召开的第四次群英会上，
来自静宁鱼脊岭村的“全家英雄（劳动英雄赵成成、纺织英
雄郝二兰、儿童英雄赵金梁）”受到表彰。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1945 年的夏季，静宁军民在党
的领导下，赶走了盘踞在静宁的日寇，获得了胜利。

1946年 5月，晋绥边区决定撤销静宁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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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日 烽 火 中 的 静 宁 县
静 文

太原古县城的牌楼
朱建荣

晋 之 味

春秋时期，秦晋两国为
了争霸中原，在黄河三角地
区不断挑起战端。

公元前 655 年，秦晋发
生了“河曲之战”（在今风陵
渡 附 近）。公元前 645 年，
秦晋发生了“韩原之战”，晋
国不但失去了河西之地，更
使秦国一度占有河东部分
地方。公元前 627 年，晋军
南 渡 黄 河 ，在 崤 山 伏 击 秦
军，即著名的“崤山之战”。
公元前 615 年，秦晋发生了

“羁马之战”（在今风陵渡附
近）。这些发生在黄河附近
的战役，以“崤山之战”影响
最大。

当 晋 国 和 楚 国 在 中 原
争霸时，偏居西陲的秦国，
虽然杂居戎狄之间，但经过
秦 穆 公 30 多 年 的 辛 勤 治
理，在百里奚、蹇叔的辅佐
下，国力渐强。原有的泾水
与渭水河谷之地就显得有
些狭小，周王室已经迁到中
原地区的洛阳，秦国要想在
诸侯国中扩大影响力，就必
须向东发展，参与中原地区
的事务，否则就有被边缘化
的 危 险 。 在 公 元 前 636 年
晋文公出兵勤王时，秦穆公
的军队已经到了黄河边上，
晋文公委婉地劝退了秦国
的勤王之兵。晋楚城濮之
战时，秦国和齐国一起支持
晋国对付楚国。秦国向东
发展的愿望已经十分强烈。

晋国要称霸中原，就地
理形势而言，西边必须控制
桃林塞（今河南灵宝县以西
至陕西潼关以东的地区）与
崤山、函谷关通道，阻挡秦
国由此东进中原；东边必须
控制郑国、卫国、曹国，阻挡
别的诸侯国称霸中原。桃
林塞与崤山、函谷关通道，
是晋国的命脉所在。这一
区域的南边是终南山脉中
的华山天险，由北而来的黄
河至此折而东流，由黄河与
华山所夹的狭窄险道就是
桃 林 塞 。 崤 山 、函 谷 关 通
道，西起桃林，东至渑池，全
长 300 余 里 。 其 间 大 山 中
裂，两侧绝壁，有路如槽，深
险如函，故称为函谷。函谷之东为崤山，崤山也
称崤陵，分为东西二崤，崤山的山谷通道称崤谷，
东崤至西崤 35 里，峻阜绝涧，车不得方轨，马不
得并辔，险绝异常。

晋国 作 为 秦 国 东 边 的 邻 国 ，在 晋 献 公 后 期
已经发展成为横跨黄河东西的一个大诸侯国，
黄河以西的洛水两岸（即今天陕西省大荔县、澄
城县、合阳县一带）也属晋国所有。原来为虢国
所 有 的 崤 山 、函 谷 关 通 道 ，随 着 虢 国 被 晋 国 兼
并，也为晋国所有。秦穆公想要东进中原，必须
通过晋国的地盘，所以与晋国通好。为了与晋
国结好，秦国与晋国联姻，秦穆公娶晋献公之女
为夫人。后来秦穆公又帮助晋文公当上国君，
并把女儿嫁给晋文公为妻。秦穆公两次与晋国
联姻，就是想借助晋国插手中原事务，但晋国只
是把秦国作为晋国自身强大的外援，对于秦国的
东出一直有防范之心，绝不允许秦国把晋国作为
东进中原的跳板。

因为晋国一直防范秦国，秦穆公虽然也派兵
参与了城濮之战，但心中不痛快，便没有参加晋
文公称霸的践土之盟。后来晋国的大臣狐偃代
表晋文公召集了翟泉会盟，晋国承诺秦国，以后
中原有事，晋、秦两国联合行动，借以安慰秦国。
公元前 630 年，晋、秦两国根据翟泉会盟的精神，
共同出兵讨伐郑国。郑国的地理位置很重要，东
面是鲁、宋，西北就是周王室所在的洛阳、卫、晋，
西南就是陈、蔡、许和楚。晋国讨伐郑国的理由
是当年晋文公流亡经过郑国时，郑国对晋文公不
恭，现在还耍两面派，表面上拥护晋国，却又和楚
国交好。晋国的真正目的是想削弱郑国，得到郑
国的土地。面对秦晋联军大兵压境，郑文公知道
晋、秦两国各怀心思，便派大臣烛之武晚上翻越
城墙，悄悄出城，夜见秦穆公。

烛之武知道秦穆公一直有东进中原的野心，
但在晋国的压制下，总是无法达到目的。烛之武
就从这点切入，对秦穆公分析形势、利弊。秦穆
公思虑再三，觉得烛之武言之有理，不能再寄希
望于通过结好晋国东进中原，原来的想法无异于
与虎谋皮。秦穆公与郑国结盟后撤兵回国，秦军
的将领杞子、逢孙、杨孙奉命率一部分秦军驻扎
在郑国，协助郑国加强防务。秦穆公单独和郑国
讲和，实际上表明他已经决定改变对晋国的战
略，要与晋国决裂，要在中原的霸业上和晋国一
争高下。

秦军的突然变卦，让晋国君臣十分气愤，狐
偃劝晋文公下令追击撤退的秦军。晋文公虽然
很气愤，但他不能因此和秦穆公撕破脸。晋文公
说：“假如没有秦国的支持，我是不会当上国君
的。依靠别人的力量执掌了政权，又反过来损害
他，这是不仁义；失掉自己的同盟，这是不明智；
本来两国一致对付郑国，现在却要刀兵相向，这
是不符合武德的。我们也撤兵吧！”但是晋文公
劳师远征，也不能无功而返。此前郑文公的儿子
公子兰流亡到晋国，晋文公提出要求，让郑国迎
回公子兰，并立为太子，郑文公只得同意。晋文
公这才与郑国讲和，撤军回国。这件事情在《左
传》里有详细的记载，也是《左传》中的名篇之一
《烛之武退秦师》。秦晋两国这次产生的矛盾，成
为几年后崤山之战的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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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庙东牌楼西匾额书文庙东牌楼西匾额书““万世师表万世师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