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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色 记 忆

太原和忻州地域相邻，交流密切。在漫长的岁月中，
不少名人贤达以他们特有的魅力和魄力，推动太原和忻州
文化发展和传承。

元好问（1190—1257），金元时期忻州人。他虽出生在
忻州，但却把太原同样视为自己的家乡。他一生多次经过
太原或在太原旅居，写了不少脍炙人口、影响很大的诗文，
为太原和忻州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元好问 4 岁学诗，7 岁在太原拜名家王汤臣为师。公
元 1203 年，元好问的继父元格到山西陵川做县令，元好问
随去，并拜陵川名家郝天挺为师，期间多次往返于忻州、太
原和陵川。公元 1205 年秋末，元好问在太原参加举人考
试，在太原汾河畔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摸鱼儿·雁丘词》：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期间多与太原名
士刘景玄、吴庭秀、吴庭军往来。公元 1214 年，蒙古军攻
陷忻州，元好问避兵阳曲。1216年，蒙古兵围攻太原，元好
问登上悬瓮山，眼望晋阳古城，写下《过晋阳故城书事》。
此后，奉母之命，移居河南三乡。在这期间，又写下《虞坂
行》《八月并州雁》等诗。1237 年，已成金朝遗民的元好问
从山东冠氏返回太原，短暂停留后，又回忻州，做诗《羊肠
坂》《太原》，作文《兴福禅院功德记》。从此开始，元好问多
次到山东、河南、燕京等地，在太原逗留期间，要么与文友
相会，要么看望亲人，要么为去世的太原先贤撰写墓铭，同
时也为太原写下了不少诗文。这些诗文，表达了元好问对
太原的热爱和留恋。

元好问对太原的深厚感情，从他所写的诗《过晋阳故
城书事》中可以欣赏、品味到。原文如下：

“惠远祠前晋溪水，翠叶银花清见底。水上西山如挂
屏，郁郁苍苍三十里。中原北门形势雄，想见城阙云烟中。
望川亭上阅今古，但有麦浪摇春风。君不见，系舟山头龙角
秃，白塔一摧城覆没。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镞。

汾流决入大夏门，府治移著唐明村。只从巨屏失光彩，河洛
几度风烟昏。东阙苍龙西玉虎，金雀觚棱上云雨。不论民
居与官府，仙佛所庐余百所。鬼役天财千万古，争教一炬成
焦土。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往来苦。南人鬼巫好禨

祥，万夫畚锸开连岗。官街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
几时却到承平了，重看官家筑晋阳。”

该诗借用历史上宋赵光义焚烧太原城的史实，表达了
作者热爱太原、憎恨战争、期盼和平的美好感情。开首八
句，就把太原美景呈现于读者面前，境界开阔，诗句瑰丽，
然而这样的美景却因北宋初年的战事而消失了，联想到太
原城成为一片焦土，作者十分痛惜，盼望今后重建太原城
的心情顿生，结尾句“几时却到承平了？重看官家筑晋阳”
表达的就是对太原未来的美好祝福。这首诗慷慨激昂，笔
力雄放，感情真挚，如果不是对太原有深厚感情的人，绝对
写不出这种况味的诗歌。

再看他在河南三乡时所作的五言律诗《八月并州雁》：
“ 八 月 并 州 雁 ，清 汾 照 旅 群 。 一 声 惊 晚 笛 ，数 点 入

秋 云 。 灭 没 楼 中 见 ，哀 劳 枕 畔 闻 。 南 来 还 北 去 ，无 计 得
随 君 。”

在这里作者借用八月雁子南还，表达了其怀念太原的
真挚感情。作者此时暂居河南三乡，秋雁南归吱吱的哀叫
声，唤起了他满腹的乡愁，但因战乱只得困居山乡，不能像
燕子那样，来回在南北天地间飞翔。既是对战争的无奈，
也是对家乡太原的思念。

元好问在太原结识了不少朋友，如寓居太原的岢岚学
子王汤臣、太原人李汾、张公著及其子张绰、崔卿。

在元好问所写的诗歌中，《四哀诗》十分著名，这四首
七律诗分别写给他的四位同僚。其中第四首诗为太原的
王仲泽所写，诗中写道：

“太学声华弱冠驰，青云岐路九霄飞。上前论事龙颜

喜 ，幕 下 筹 边 犬 吠 稀 。 壮 士 相 如 头 碎 柱 ，赤 心 嵇 绍 血 沾
衣。从来圣牍褒忠义，谁为幽魂一发挥？”

从诗中不难看出，王仲泽是一位才华卓著、有勇有谋
之士，诗中赞他有战国蔺相如赵秦不畏强暴、完璧归赵和
西晋名臣嵇绍拼死保卫晋惠帝、最终牺牲的义勇精神。王
仲泽（1186—1232），又名王渥，字仲泽，太原人，金兴定二年
（1218）进 士 ，先 后 任 职 寿 州 、商 州 、武 胜 。 金 正 大 七 年
（1230），出使宋朝，后任职枢密院、右司郎中。1232年汴京
被蒙军围困，他随金朝大臣完颜思烈增援，战死沙场。元
好问闻之，十分悲痛，后来写下这首诗。正因为元好问与
他平日相处较好，所以写诗悼念，末尾句“谁为幽魂一发
挥？”这个“发挥人”正是元好问。

同时，与元好问要好的太原文友，也同样对元好问充满
感情，经常诗词酬唱。王仲泽的《送裕之还嵩山》这样写道：

“高怀不受簿书侵，清颍鸥盟欲重寻。老去宦情知我
薄 ，闲 来 道 念 见 君 深 。 对 床 夜 雨 他 年 梦 ，满 马 西 风 此 日
心。嵩顶胜游谁得共，仙闻仙驭待知音。”

诗中，王仲泽将元好问说成是自己心中的知音。全诗
境界辽阔，充满离别伤痛之情。

后人注意到，元好问的文章结尾处，除署名自己是河
东人或新兴郡人外，有时也写太原元某书，直接称自己是
太原人，如在《陆氏通鑑详节序》《通仙观记》《太原昭禅师
语录引》等文中。与他交好的朋友有时也称他为太原人，
如元丞相耶律楚材给元好问写的诗《和太原元大举韵诗》
这样写道：

“魏帝儿孙气似龙，而今漂泊困尘中。君游泉石初无
闷 ，我 秉 钧 衡 未 有 功 。 元 氏 从 来 多 慷 慨 ，并 门 自 古 出 英
雄。李唐名相沙堤在，好与微之继旧风。”

在耶律楚材眼中，元好问就是太原人，又说“并门自古
出英雄”，在耶律楚材眼中，元好问就是并州的英雄。

元 好 问 的 太 原 情
张斯直

薛胄，字绍玄，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人，是北周至
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他执法公正严明，对百姓特别宽
厚，因此享有美誉。

薛胄出身名门世家，父亲薛端，曾任北周的蔡州刺
史。薛胄小时候聪明好学，每次阅读新奇的书籍，都能
通晓其中深意。他经常感叹某些书籍的编辑、考证和注
释者并没有领会古代圣贤的深刻思想，动不动就只是用
字面意思随意下结论。因此，当时的读书人，都赞美薛
胄治学严谨。他性格热情豪爽，从小就树立远大志向，
将来要为国家建功立业。

在北周明帝时，薛胄袭承父亲文城郡公的爵位，一
步步地升迁到上仪同的职位（魏晋之后，将军开府置官
属者称开府仪同三司），不久晋升为司金大夫（主管全国
矿冶和货币铸造的最高长官），后来又加授开府（享受三
公待遇）。隋开皇元年（581），隋文帝登基后，他被任命
为鲁州刺史；还未到任，又被任命为检校庐州总管事；不
久，又被任命为兖州刺史。上任时，他看到关押数百名
犯人的监狱人满为患，于是用 10 天时间就审结了历年
积压的全部案件，监狱顿时为之一空。正因为他处理事
情多怀平正宽恕之心，而不是一味严厉，因此有“平恕”
之名。

隋文帝开皇初年，陈州有个叫向道力的人，用冒名
顶 替 的 作 假 手 段 获 得 高 平 郡 太 守 的 朝 廷 委 任 状 。 这
位 假 太 守 在 赴 任 的 路 上 ，不 巧 被 兖 州 刺 史 薛 胄 碰 见 。
薛胄观察发现，这位赴任“太守”行迹有些异常，想要扣
留盘查。他的副手（官 职 司 马）王君馥劝他别管闲事，
于是放行。薛胄转念一想，后悔不该放过此人，立即派
出自己手下的主簿快马追赶，并拘禁了这名伪太守向
道力。

正巧薛胄有位部下叫徐俱罗，对王君馥讲述自己的

遭遇：“向道力冒充顶替我已经当上太守这么久，刺史薛
大人怎么还能怀疑他的假冒行径呢？”原来，徐俱罗曾被
朝廷任命为海陵郡守，而在他上任之前此职却早已被这
位向道力冒名顶替，至今任期已满，官府和百姓竟没有
察觉。王君馥就把徐俱罗的原话转告薛胄，又一再苦苦
哀求，请薛胄不要再管这种闲事。刚正不阿的薛胄闻
此，怒气冲天，呵斥王君馥：“我已经发觉并且掌握此人
假冒他人之名而骗得朝廷官职的重大案情，作为刺史副
职的司马，你敢包庇案犯，按照朝廷法律你也应当连坐
受刑！”王君馥被训斥得哑口无言，只好前往逮捕向道
力。向道力归案自知罪责难逃，就招供了自己冒名顶替
骗取官职之罪。

薛胄甄别案犯，果断将其缉拿归案，并使之主动认
罪甘愿受刑。

薛胄在兖州任职时，很注重兴修水利。兖州地势较
平坦，有沂、泅两条河流在州城之东汇合，向南流去，竟
然出现大面积泛滥区。薛胄到任前，这里经常发生水
灾。他下车伊始，就亲自到现场实地勘察地形和水势，
随后组织人力垒石为堤堰，使原本向南流的河水改道向
西流，大片被洪水淹没的土地变成良田。薛胄又开通了
当地水陆交通，畅通了淮河到东海地区的交通和贸易，
深得百姓信赖爱戴。为纪念薛胄的恩德，兖州百姓将沟
通淮河至东海的运河称为“薛公丰兖渠”（薛胄让兖州百
姓得到恩惠所修的河道）。

后来，薛胄出任郢州刺史，此后，又任卫尉卿、大理
卿。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俱有惠政”。

压饼是阳泉地区的一种地方风味小吃，当地人称它：“黄
金饼，薄如纸，入口碎，嘎嘣脆。”老一辈阳泉人回忆，小时候，
家家户户都有个“压饼鏊”。当夜幕降临，全家人围炉而坐，
调一碗面糊，不一会儿就能做出香喷喷、金灿灿的压饼。

关于阳泉压饼有不少传奇故事。唐王李世民的妹妹平
阳公主曾率兵镇守位于山西、河北两省交界的娘子关。在
某场战役中，娘子军被敌人包围在关内，被切断粮草供应。
为了拥军御敌，当地村民拿出自家的粮食，用泉水调制面
糊，烤制成便于储藏和运输的压饼，供娘子军渡过难关。在
村民的援助下，娘子军士气大振，守住了关口，而甘香可口
的压饼也流传下来，成为当地有名的小吃。

抗日战争百团大战时，阳泉百姓曾烙制大量压饼支援
狮脑山前线。

制作压饼时，先将两片压饼鏊抹上少许植物油，舀上一
勺调好的面糊，倒在其中一片上，然后将两片鏊压合，以炉
台为支点进行翻转烘烤。约一分钟后，伴随着浓郁的谷香，
黄灿灿、香喷喷的压饼就出炉了。将压饼举起来对着阳光，
可以看到阳光穿透薄饼，令
整 个 饼 呈 现 通 透 的 色 泽 。
把饼放进嘴里咬一口，声音
清脆，回味无穷。

本版综合整理

阳 泉 压 饼

薛 胄 识 假
王丹誉

晋 中 市 左 权 县 羊 角 乡
羊 角 村 有 一 座 奇 异 陡 峭 的
山峰，它的形状酷似山羊之
角，山下村庄由此得名。抗
日战争时期，八路军 129 师
很早就在这里建立党组织，
组建自卫队，历练后备军。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羊
角乡建立了兵工厂，研发了
第一桶油墨，试印了第一张
抗战钞票，为八路军抗战提
供了有力支撑。

一切行动听党指挥

1937 年 11 月 ，驻 辽 县
（今左权县）西河头的八路军
129 师政治部响应中共石拐
会议号召，快马加鞭成立“工
作团”，派出先遣队进驻各区
村，特别深入晋冀豫三省边
界地区的山村，发展党组织，
建立根据地。

1938 年 3 月，羊角乡的
第 一 个 党 支 部 在 羊 角 村 成
立 。 在 中 共 辽 县 委 员 会 的
统一领导下，羊角乡建立了
武 委 会 、动 委 会 、青 救 会 、
妇 救 会 、儿 童 团 、自 卫 队 等
群 众 抗 日 救 亡 团 体 及 地 方
武 装 组 织 ，并 坚 持 党 管 武
装，与晋冀豫其他根据地形
成以太行山为依托，西起同
蒲 铁 路 ，东 至 平 汉 铁 路 ，北
接正太铁路，南临黄河北岸
的抗日防线。

1938 年 4 月初，日军以
第 108 师团为主力的 3 万余
人，分九路向八路军根据地
疯狂扑来。 4 月 14 日，对辽
县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攻，
羊角村党组织领导当地武装
力量与人民群众开展了空室
清 野 、支 前 反 围 斗 争 。 22

日，我军收复辽县城，敌人阴
谋没有得逞，仓皇北逃。

军民共筑生产线

在羊角山上，八路军 129 师先遣队在百姓中间
发展了许多党员。1938年 3月，峰峰煤矿的一批工
人在先遣队的指引下，带着锤头、火剪等简陋的机
械，来到羊角山麓的梁沟村为前线修理枪械，生产
大刀、长矛、石雷、土枪等简单武器。

1940 年初，煤矿与昔阳李三窑合并，建立羊角
梁沟兵工厂，厂长陈志坚，以及刘贵福被称为“生产
战线上的英雄”。他们带领兵工厂改进的“八一式
步马枪”，集“捷克式”“三八式”及“汉阳造”优点为
一体，整体比一般步枪略短，射击相当精确，与敌人
进行肉搏战时，刺刀能自动弹出，八路军总部下令
批量生产这种步枪。敌人视羊角梁沟兵工厂为眼
中钉，于 1940 年 9 月、1942 年 2 月和 5 月三次进攻
兵工厂，厂领导陈廉如、警卫营长钟传流在保卫工
厂战斗中英勇牺牲。

为了建立更稳固的后方，革命根据地向更偏
僻更隐秘的边界山区深入。羊角石灰窑村就是这
样一个小小山村，距梁沟兵工厂只有一山之隔，约
20 多里山路，下羊角山，向西走古河道，入石门峡
谷，见一线天即到。1938 年 8 月，羊角石灰窑村来
了一支队伍，得到全体百姓拥护，他们天天在山地
堰头挖土窑，在地边路边打水窖，打出许许多多土
窑土洞，用来隐藏武器和粮食。如果站在河边或
者路边，没人提醒，根本察觉不出来。越是艰苦的
地方越能锻炼人，1939 年，常常有 30 多人的队伍
在村里的开阔场地格斗摔跤，练习瞄准。这是在
为 前 线 训 练 新 兵 ，当 地 百 姓 都 习 惯 叫 他 们“教 导
队”，其实这就是 129 师教导团的一个训练排，肩
负着多重任务。

守护马背上的银行

129 师 教 导 团 小 分 队 还 创 造 了 印 刷 业 的 奇
迹。 1939 年 6 月，129 师教导团团长张贤约接到
上级指示：尽可能地组织工人，筹集机器、纸张、
油 墨 和 版 …… 发 行 自 己 边 区 的 票 子 …… 为 此 ，
张 贤 约 不 惜 代 价 ，将 印 钞 技 师 张 裕 民 从 邢 台 监
狱救出。

教 导 团 通 过 地 下 采 购 组 织 ，用 驴 、骡 子 等 原
始运输工具穿过敌占区，从天津、新乡、长治等地
拉 来 石 印 机 床 、石 头 印 版 和 上 等 的 好 麻 。 但 是 ，
纸 、墨 的 供 应 问 题 只 能 自 己 解 决 。 于 是 ，战 士 们
就 用 当 地 的 松 香 和 石 灰 反 复 冲 刷 ，用 水 精 心 洗
涤 ，造 出 白 白 净 净 的 纸 。 土 法 制 造 油 墨 相 当 复
杂 ，很 多 民 间 高 手 纷 纷 出 主 意 ，把 自 然 界 中 的 五
颜 六 色 印 到 了 纸 上 。 战 士 们 在 老 百 姓 的 帮 助 下
成功地掌握了制造彩色油墨的秘诀，研制出了油
墨 ，生 产 出 的 纸 和 油 墨 ，源 源 不 断 供 应 着 抗 战 钞
票的印刷发行，同时解决了华北《新华日报》的材
料采购难题。

1939 年 10 月 15 日 ，冀 南 银 行 成 立 。 1940

年 春 ，银 行 材 料 发 行 处 材 料 科 正 式 搬 到 石 灰 窑
村，129 师教导团的保卫任务十分艰巨。上级要
求教导团专门拿出一个营，在日军“扫荡”期间，
负 责 冀 南 银 行 和 印 币 厂 转 移 的 安 全 问 题 。 银 行
和 印 币 厂 有 50 多 人 主 要 人 员 ，战 士 们 用 几 十 头
骡 子 将 票 子 、机 器 、币 版 和 纸 张 分 开 拉 运 ，在 太
行 山 的 邢 台 、沙 河 、涉 县 、武 安 ，山 西 的 黎 城 、辽
县 、和 顺 一 带 和 日 军 周 旋 。 到 10 月 底 ，百 团 大
战 结 束 ，终 于 完 整 地 把 银 行 的 人 员 和 机 器 交 给
部队。

羊角抗日根据地，连接太行山与冀南，发挥了
战斗堡垒的作用，是八路军抗战的坚实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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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过后，酷暑到来，在山西有这样一句农谚：
“一年的活路春打头，一年的收成夏打半。”这表明
了夏至时节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是重要时段。此时，
山西大部分的冬小麦已经收获，夏播工作开始扫
尾，农业生产十分繁忙。

在晋南，还有部分地区有夏至过后妇女回娘家
的习俗。妇女们不仅给娘家送去用新麦粉做的饼
子，向娘家传送自家丰收的喜讯，还为了在收完冬
小麦之后回娘家休息放松一下，俗称“走麦罢”。

关于“走麦罢”，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春

秋时，晋卿狐偃因是晋文公的舅父而自恃高贵，刚
愎自用，气死了亲家赵衰。赵衰是跟随晋文公多年
的功臣，有“以德让贤”的美名。赵衰虽已安葬，可
他的儿子（狐偃的女婿），一直难平心中愤懑，总盘
算着要替父亲出这口恶气。恰巧这一年晋国遭灾，
狐偃出去放粮，说定六月六日回家过寿。他的女婿
就决定乘祝寿之际，刺杀丈人，为父报仇。狐偃的
女儿得知这个消息后整天心惊肉跳，在六月初五这
天，悄悄跑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狐偃的女
婿知道事情败露，惶惶不可终日。

六月初六一早，狐偃来请女婿。到府后，狐偃
请女儿、女婿坐了上席，然后对众人说：“老夫今年
放粮，亲见百姓疾苦，方知自己近年做事有错。今
天女婿设计杀我，虽然过于狠毒，但事没办成。他
为民除害，为父报仇，我决不怪罪。女儿救父危难，
尽了大孝，礼当受我一拜。希贤婿看我面上，不计
仇恨，两相和好！”一席话，说得满座宾客又惊又喜，
女儿、女婿叩头谢罪，前仇尽释。以后，每年六月
六，他都把女儿、女婿接回家来，阖家团聚。这事传
到民间，百姓争相仿效，“走麦罢”的习俗就逐渐形
成了。

有趣的是，与晋南隔河相望的河南卢氏县的老
界岭以南地区也有这样的习俗。山西晋南和河南
卢氏都是主要产麦区，每年六月六前后，小麦收割
完毕，辛劳的农民稍事休整，正是探亲的最佳时期。

丈母娘招待女婿要做七八样菜，主食一般是烙
饼、凉面、凉粉或蒸馍，临走前还让带上一种烤制的
面饼“烙旋”。

在山西临汾和运城等南部地区，还流传着“尝
新麦”的习俗。“尝新麦”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人将
新收的麦穗煮着吃，还有的人喜欢用火直接烤麦穗
吃。新鲜的麦穗用火烤熟后清香四溢，香甜可口。

17 世纪中期，士人群体开始给
关 公 冠 上 一 个 新 的 称 呼 —— 关 夫
子。很显然，这个称呼是比照口语中
的“孔夫子”一词来的。“孔夫子”这
个词至少在 12 世纪就已广泛出现在
口语中，比孔子本来的称呼更加广为
人知。“关夫子”这一称呼最早出现在
一部 1657 年出版的佛教论集中，同
一时代出现的还有一个新的关公形
象。这一形象有一张不同寻常的红
色面孔，三缕长须，身着绿袍，膝盖上
还摊着一部书，代表关公所读的《春
秋》，这一形象从此流行开来，其流行
程度仅次于一手举偃月刀、一手抚摩
长髯的传统坐像或站像。

但“关夫子”这个新称呼似乎只
在士人群体中流传，大多数人依然继
续使用地方习俗中的称呼，特别是

“关公”“关帝”或者“关圣帝君”。
关公作为文士的新形象，为他在

大众中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助力，这
也说明士人群体并不想把关公视为
一尊仅供平民崇拜的神灵。

关羽的神祇圣迹有一个至关重
要的发展方向：他对《春秋》这部儒家
经典的研读能力明显在不断增强，最
终被大众视为解读《春秋》的大师。

《三国志》中有关关羽的传记只记载了他曾给诸葛亮写
过一封信。当然无论这封信是亲笔所书还是由人代笔，其
内容都早已散佚。

《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大量引用了《江表传》注释相关史
事，后者撰于 3世纪晚期或 4世纪早期，今已散佚。

《江表传》中提到，“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这句
话对后世关羽形象的建构产生了很大影响。尽管这段文字
并没有说明历史上的关羽经史水平到底如何，但后世文人
却都将其作为关羽精通文学的证据。

无论关羽最初的玉泉山神迹，还是解州盐池神迹，这些
故事关注的都是关羽的武力。从宋、金、元至明初，关羽显
圣的故事都是以这一要点为中心展开的。不过在 1204 年
的一块庙碑中，作者已经明确将关羽的历史形象描述为一
个可以阅读《春秋左氏传》的人。

16 世纪晚期十分流行的一则故事中有了对关羽“读春
秋”更为明确的描述。故事提到，关羽陪同两位义嫂时，夜
读《左传》以免扰乱心神。但无论是 16 世纪早期的《三国演
义》版本，还是后世对这个故事的引述都没有说明关羽夜读
的是《左传》，可见这点并不是关羽故事传统中的固定要
素。尽管“读春秋”早已包含在神祇形象的意蕴之内，但关
公崇拜真正系统性地吸纳这一要素并将其纳入文学叙事是
明末清初的事情，其背后的驱动力正在于当时士人渴望一
个更加文雅、更加士大夫化的关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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