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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 方 言

红 色 记 忆

抗日战争时期，阳曲县是省城太原抗击日军的前沿阵
地，也是保卫晋察冀、晋绥边区的一道防线，更是晋察冀、
晋绥两大根据地通向党中央的交通要道。

阳曲县境内的北同蒲铁路，南起皇后园，北至赤塘关，
从阳曲县 30 多公里的平川腹地穿越而过，被日军封锁后，
成为日军控制山西南北铁路运输主动权的重要支撑，给我
方军民抗日斗争设置了极大障碍。为了让党中央与晋察
冀边区党政军人员顺利通过阳曲县境内的北同蒲铁路线，
处于晋察冀、晋绥两大边区抗击日军前沿阵地的阳曲县八
路军、游击队、民兵和阳曲人民，直接参与了打通铁路封锁
线、建立红色交通线的激烈战斗。

破袭战捷报频传

1938 年 2 月 17 日，八路军 120 师受八路军总部的派
遣，执行破击同蒲铁路北段的任务。师长贺龙、政委关向
应在阳曲县大盂镇坐镇指挥。从 2 月 18 日至 27 日，东阳
曲、西阳曲两县组织 8000余名民兵、群众，配合八路军 120

师 715 团、716 团和游击队，在高村、平社铁路线之间的河
庄，袭击了由太原开来的一列日本军用列车，将掩护军车
的日军部队击溃，并破坏了铁路设施：拆毁桥涵 8 座、铁路
10余公里，攻占了高村、豆罗等火车站和石岭关等据点，歼
敌 400 余人。2 月 27 日，日军从太原出动 1000 余人，乘装
甲车沿铁路向石岭关、平社等地进犯，行至东阳曲县大盂
地区河庄村时，遭到 716团三营伏击。战斗从上午 10时打
到深夜 2时，八路军将敌人击溃，打死、打伤日军 200余人，
俘获 2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 30余支。

1940 年 8 月，八路军“工卫旅”21 团参加“百团大战”，
根据 120 师下达的作战计划，配合 120 师特务团破击太原

以北高村、平社之间的铁路。21团于子夜开赴豆罗、平社，
打响了袭击两站据点的战斗，并掩护当地民兵群众破坏了
豆罗以南、平社以北的铁路路基，拔掉了铁轨多段，炸毁了
平社桥，袭击了西阳曲县的关口据点，炸毁了敌碉堡。此
后，东阳曲、西阳曲县委多次组织县区干部、民兵群众数千
人，先后十余次破坏北同蒲马坡至河庄之间的铁路，共扛
走铁轨、道钉、夹板、螺丝、通讯电线等器材 5 万余公斤，割
断 敌 人 马 坡 至 石 岭 关 的 电 话 线 ，有 力 地 配 合 了“ 百 团 大
战”，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交通线安全顺畅

由于日军在阳曲县境内的北同蒲铁路沿线火车站和
较大村镇设立了许多炮楼据点严加封锁，造成我党我军军
政人员过往这段铁路封锁线十分困难。为建立一条保证
党中央与晋察冀边区能够顺利过往的红色交通线，1941年
1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共北方分局在定襄县窑泉村建立了

“西线秘密交通总站”。总站在晋东北境内建成四条经晋
绥边区到延安党中央驻地的地下交通线。其中的第四条
是由定襄窑泉到阳曲县，经杨兴、大盂，过同蒲铁路到岔
上，再经北小店到静乐，与晋西北交通线接轨，再到岚县、
兴县晋绥边区首府，经黑峪口过黄河到陕西，经佳县、吴
堡、绥德、清涧到达延安。

1942 年初，晋察冀边区冀晋区党委二地委，指示东阳
曲县委立即选派得力干部，到铁路以西开辟工作。主要目
的和任务是：充分发动群众，镇压汉奸特务，确保党中央和
晋察冀边区的密切联系，保证一切过往铁路封锁线的军政
人员的生命安全。根据地委指示，东阳曲县委派任荣、刘
凤璋、郭守瑞三位同志到铁路以西沿线的狭长地带开展组

建六区区委、区政府的工作。
新组建的东阳曲县第六区，是由铁路以西 60多个村庄

组成的狭长地段，东至北同蒲铁路，西至岔上、曹家山，南
至阳曲镇，北至忻州边。周围有十多个日军的炮楼和据
点，环境很恶劣，对敌斗争非常残酷，可以说是在敌人眼皮
子底下开展工作。

1942 年，敌人实行第三次“强化治安”，任荣等三位同
志只能通过村和村的基本社会关系，挨门逐户地向群众宣
传抗战必胜的道理。经过半年多的宣传，提高了群众觉
悟，打开了工作局面，大部分村庄可以召开数十人甚至上
百人的群众大会。在铁路沿线靠近敌据点的村庄，夜晚也
经常召开几十人的会议。

群众发动起来后，任荣等同志及时发展党员，建党建政，
建立青、妇、武群众组织。到了 1943年，全区 60多个村庄，有
27个村发展了党员，16个村建立了党支部，十几个村建起了
村政权和群众团体组织，还组建起了 20多人的区小队武装。

1944年春，为保证红色交通线安全顺畅，东阳曲县委又
把石家庄、岔上、曹家山到西南窊一带划为四区；大直峪、棋
子山到阳曲镇一带为五区。这条红色交通线建立后，一直
巩固坚持到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保证了党中央和晋绥、晋察
冀边区过往铁路封锁线军政人员的安全。如时任中共中央
北方分局书记彭真，时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副校
长罗瑞卿，时任中央委员李立三等领导同志，就是由东阳曲
县武装护送，通过这条红色交通线到达延安的。

阳 曲 红 色 交 通 线
王新德 崔振刚

通常，数量词都放在名词前边，表示事物的多少。
但在朔州市怀仁话里，有一个特例，就是在形容词前边
加数量词，表示程度。而且仅限于“一个……”。

比 如 ，“ 谁 说 三 黄 毛 愣 ，其 实 人 家 心 里 一 个 机
明”，表示心里很清楚；“二毛眼家安了 60 多个灯泡，
一个亮瓦”，表示很亮；“四黑眼打娄娄，一个准”，表
示很准。

最 具 怀 仁 特 色 的 是“ 倩 旦 妈 夸 倩 旦 ，一 个 倩
旦”。这里，“倩旦”的“倩”，本字“惬”，意为合适、恰
当。“旦”其实是“当”的音讹。属于方言后鼻音脱落，
也 有 学 者 提 出 上 古 汉 语 无 后 鼻 音 ，为 存 古 音 。“ 惬
当”，就是恰当、恰如其分、合乎情理。北齐颜之推
《颜氏家训·文章》：“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当，
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
傍人。”意思是现在的某些文人，一件事做得恰当，一
句话说得清新奇巧，就“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
赏”，浑然不知身边更有高明之士。有时候，“惬当”，
怀仁话也说“惬霍”，疑为“惬乎”。

接下来分析这组句式中的“一个”作何解。
在汉语语法中，形容词前一般是副词，用以表示

程度。为什么怀仁话里就冒出个数量词。
其实，这里的“一个”并非汉语中的数量词“一

个”，而是蒙古语的一种发音。蒙语中表达大、非常、
很的词的发音，汉语音译为“伊戈”，意思为“非常”。
自古以来，河套至桑干一线，长城内外，蒙汉混居，风
物相易，语言交织。对这种汉语中夹杂蒙语词汇、蒙
语中夹杂汉语词汇的语言现象，内蒙古的弟兄们有
一个非常形象的叫法：“风搅雪”。

现在回头来看，“一个倩旦”就是“非常恰当”。

族规碑是家族制定的法规，是自我约束的戒律。《蔺
氏族规碑》原立于运城市盐湖区上王乡上王村蔺家祠
堂，刻于清代，表现了浓厚的宗法观念，展现了古代以家
庭为范围的道德规范方式，即以家族血缘为纽带，通过
自我约束，实现家族兴旺。

关于蔺姓的起源，《元和姓纂》记载：“春秋时，晋
国公卿韩厥的玄孙名康，食采于蔺地，遂以邑命氏，称
蔺氏。”

百事孝为先，碑文首先告诫族人要认祖尊宗，这是
做人的根本。族规将“肆行不规议为不孝罪治”，就是把

“行孝”作为族人遵守的首要戒律。族规把“肆行不规”
当作“不孝罪治”，就是告诫族人，行为必须检点，不可以
违规，做人要守规矩，遵纪守法。一旦违规，就当不孝罪
来惩罚。同时，对于孝，指出不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祖
父母等先辈，而且包括家族的长辈祖宗等先辈。

族人要精诚团结。团结是家族兴旺的基石，故以
“家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警示众人。蔺氏家族多年来平
安无事，因“伶仃小户，支持门户，不居人上者也，皆因各
自守理”，从而说明团结是建立在族人“不居人上者”，不
竞争，不强出头，“各自守理”，互相谦让，做到团结一
致。如家人互不尊敬，侮辱攻击，必然造成家族破裂，而
被他人欺凌侮辱。正因“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
敌强”，说明不团结会陷于寡弱的地位，所以团结格外重
要，家族团结一致，才可立于不败之地。

严格族规，规定了“族议”制度。家族发现“人心不
齐”，于是寻找原因，发现是有族人“并不于众谪议”，遇
事擅自做主，不与大家商量，私自处置事情，却做得并不
合理，有失偏颇，不能服人，大伙有意见。于是，经过商
议，决定制定族规，约束族人行为。对于族内出现的各
种事情，都要“同到祖庙谪议”。如有外侮，“不得退缩不
随，若有不遵者以不孝论”，当合族共御之。

族规从教育劝诫的角度告诉族人，无论出现怎样严重
的问题，“莫入州衙与县衙”。意思是如出现纠纷，矛盾不
能上升，不要去州衙、县衙打官司，俱应在家庙里解决。

“劝君勤俭作生涯”，勤劳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族人要勤俭持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养成勤俭节
约的品格。

“ 池 塘 积 水 须 防 旱 ”，池 塘 积 满 水 ，是 用 来 预 防 天

旱的，要有防微杜渐的思想意识。不可在水源充足之
时浪费珍贵的水资源，提前做好预防天旱的准备。凡
事预则立，如此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田地勤耕足养家”，俗话说：人勤地不懒，只要勤
劳，种好庄稼，足以养家糊口。

“教子教孙并教艺”，族人要教育好子孙，培养子孙
德才兼备。要求各个家庭教给子孙知识、手艺。子孙学
到知识，就会提高人品素养和道德水准。艺，不仅是一
门技术，又可以是才能、技能、准则等。学会一门技艺，
会带来财富和收获。

“栽桑栽柘少栽花”，号召族人栽桑栽柘，从事实业
经济。《孟子·梁惠王上》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
者可以衣帛矣。”在古代，蚕桑在国民经济中占举足轻重
的地位。柘木是珍贵的树种，古有“南檀北柘”的称谓。
族规让族人栽桑栽柘少栽花，要求族人，不要贪图享受，
而要努力奋斗，通过栽桑栽柘，发展经济，发家致富。

“是非闲事都休管，饥只加餐渴饮茶”，生活中，常因
多管闲事而招祸，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族人应当做一个
老实本分的人，饿了吃饭，渴了喝茶，勿招惹是非。

蔺氏族规体现了一个家族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
蕴含传统道德文化，如今依然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里圪抓是晋东南地区独具风味的小吃，其中以晋城
高平的里圪抓最为出名。“里圪抓”在当地方言里是往里
抓的意思，类似馅饼。做法是把馅料抓到扯薄的面皮里
包好，用特制的小铁鏊烙至两面金黄。里圪抓饼皮非常
薄，口感焦脆。

在高平，关于里圪抓的来历有个传说：有一名姓李
的牧羊人常年为财主牧羊，财主喜欢吃羊肉包子，所以
厨师经常做羊肉包子。心地善良的厨师有时悄悄给穷
苦的李姓牧羊人一两个包子，可有一天被财主发现了，
于是财主给厨师规定了每日的羊肉份量和做出包子的
数量。厨师和牧羊人想了个办法，悄悄把羊肉分吃了一
多半，把剩下的羊肉拌上粉条、茴子白等馅料，因为心

慌，面和得软了，导致皮太薄太软，包出的包子不紧实，
只好用手摊平压实，再小心翼翼包严实，把蒸改成了煎，
放到小鏊上煎熟。端到财主面前，财主一尝，连声叫好，
问厨师这种食物叫什么。厨师没听清，以为财主要追问
羊肉，一着急，回答：“是姓李的圪抓了。”财主只听到“李
圪抓”三个字，说：“李圪抓，好。”时间一长，人们将李圪
抓叫成了里圪抓。

泽州一地相传以前农村人家都比较穷，每年只有过
年的时候才能吃一顿饺子，过了大年初二，剩下一点饺
子馅，农村主妇就利用起来，把粉条、白菜和饺子馅掺在
一起，做成里圪抓。

在长治，传说蒙古族来到中原后，留守在潞州（长
治）的蒙古族士兵常吃荞麦面为皮、牛羊肉为馅、用干烙
或水煎方法制成的馅饼。后发现潞州人用白面制作的
葱花烙饼香脆好吃，于是改用白面做皮、豆油煎制，做成
里圪抓。

也有人说，里圪抓的叫法和来历，纯粹是根据这种
食品制作时的动作而来的。

里圪抓的主要食材是面粉、粉条，再加少许肉和菜，
菜可以用韭菜、茴子白、绿豆芽、白萝卜、瓜等。高平里
圪抓用的是羊肉，菜以韭菜、茴子白、绿豆芽为最佳。做
馅的时候，肉块要大一点，蔬菜和粉条要稍长一些，用土
话说，馅做得要比包子馅粗一些，只有馅调得好吃，烙出
的里圪抓才好吃。烧的时候最好用底部突起的圆鏊，烧
出来的里圪抓形如小铜锣，皮如纸薄，透亮可见馅，表面
油润亮黄。因此，也有可能是在做馅饼的过程中，因为
剩下的面少了，馅多了，就将就着包住了，没想到这样一
来，比馅饼更好吃，这一小吃品种就出现了。

里圪抓
范 模

小店区西蒲村是个
古 老 的 村 庄 ，明 清 时 期
是汾河东岸的一个重要
渡口与驿站。西蒲村东
南 有 一 座 甘 露 寺 ，这 里
供 奉 的 龙 王 爷 ，有 一 段
与古太原县抬龙祭龙祈
雨民俗有关的故事。

太原县城自古以来
就有一项涉及汾河两岸
许多村庄、声势浩大、每
年跨时约半年的抬龙祭
龙 祈 雨 巡 游 民 俗 活 动 。
起 初 抬 的 是 九 龙 王（相
传 龙 生 九 子），明代成化
年 间 ，太 原 县 人 王 琼 在
外 地 做 官 遇 天 旱 ，就 把
家 乡 的 九 龙 王 借 去 祈
雨。适逢太原县境也大
旱 ，乡 民 便 重 造 九 尊 龙
王 木 雕 像 祈 雨 。 后 来 ，
借 出 的 归 还 回 来 ，加 上
重 造 的 ，这 样 就 成 了 十
八龙王。

每年四月中旬，河东
三贤村民拉开了太原县
抬龙祭龙祈雨巡游的序
幕。村民从西山风峪龙
王 庙 抬 上 十 八 龙 王 ，放
到 晋 祠 圣 母 殿 前 供 奉 。
之后锣鼓开道，经长巷、
东庄、蒿荒村、野庄过汾
河 ，又 经 监 军 庄 、西 柳
林 、东 柳 林 、同 过 等 村 ，
抬回村供奉在庙里。六
月 下 旬 ，辛 村 人 又 敲 锣

打鼓，从三贤村经小北格、北格、西北格等村，把十八
龙王抬到庙里供奉。六月底，太原县城南街人又携
鼓乐班前往辛村抬上十八龙王，经梁家庄、流涧、杜
家寨、孙家寨过汾河，经南瓦窑、晋阳堡等村，回到县
城东门外河神庙供奉。汾河两岸沿途所经村庄都要
在村口迎龙供奉，以求龙王普降甘露。七月初，太原
县城东、西、南、北四条街大闹社火，并迎请十八龙王
入城一起巡游后，安放在县城南关龙天庙供奉。七
月初十，古城营村人又将十八龙王迎请到九龙庙供
奉，秋后将十八龙王送回西山风峪龙王庙，由风峪八
村人供养。

这项民俗并未涉及西蒲村，但有一次发生了意
外情况，使西蒲村甘露寺与龙王爷有了故事。2006

年，南街村 81 岁的攸连冬老人回忆：大约是 1941 年
农历六月二十七，太原县南街人去河东辛村抬十八
龙王爷回太原县。从孙家寨过汾河到对岸南瓦窑、
晋 阳 堡 ，回 县 城 东 门 外 河 神 庙 。 由 于 那 天 下 了 点
雨，抬龙王爷的人走到河中心时，河水涨了起来，慌
忙中，朱氏兄弟俩抬的那层龙王爷被河水冲走了。
后来，打听到西蒲村有人捞去了，于是派人向西蒲
村要，西蒲村人说“你们也是供，我们也是供”，就没
有要回来。于是那年就抬了十七尊龙王爷像。古
城营村把龙王爷接去后，在龙王庙上摆放供养，阎
锡 山 的 兵 驻 进 龙 王 庙 里 ，把 龙 王 爷 木 像 劈 了 当 柴
烧，做了饭。

因此，十八龙王爷出行神像只剩下当年西蒲村
人捞去供在甘露寺里的那尊，以后太原县境内的抬
龙祭龙祈雨巡游民俗活动就此中断。

那年没有被河水冲走的十七尊龙王像，都被阎
军当柴烧了，而被河水冲走的那一尊龙王像却幸运
地保存下来。这真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这尊龙王像是太原县曾经的抬龙祭龙祈雨巡游
民俗活动的见证。

蔺氏家族的道德准则
张培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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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翁归（？——前 62），山
西 临 汾 人 ，西 汉 著 名 地 方 官
员，卓有政绩，后调至京畿任
职，秉公执法，重惩豪强恶霸，
威震京师，被称为“三辅第一
贤能”。

《汉书·卷七十六》载：“尹
翁归字子兄（音况），河东平阳
（今 山 西 临 汾）人也。翁归少
孤，与季父居。为狱小吏。晓
习文法。喜击剑，人莫能挡。”

尹 翁 归 善 于 以 法 治 世 。
是时，大将军霍光执秉朝政，
平阳是霍光故里，霍氏族人多
住平阳。霍家奴客仗势欺人，
经常身携兵器，在街上横冲直
撞，胡作非为。莫说百姓不敢
与之质对评理，就是地方各级
官吏对他们也都敬而远之，对
其恶行视而不见。后来，尹翁
归升任平阳治安官吏，法治严
明，虽霍家人等亦不能例外，
犯禁一律治罪，吓得这批不法
之徒规规矩矩，再不敢为非作
歹。世风好转，平阳大治。

霍光的得力亲信田延年
任 河 东 太 守 ，一 次 巡 行 至 平
阳，要面见县文武官吏。他令
文吏站东，武官站西，县五六
十名官吏各起拜就位，惟尹翁
归 不 起 ，呼 曰 ：“ 翁 归 文 武 皆
备，愿听驱使。”太守随从皆以
尹翁归为傲慢，田延年却不以
为然，令尹翁归起而答对，尹
翁归应对如流，当即被任为郡内缉捕顽凶的卒史。
田延年见尹翁归处理公务精明强干，诛锄豪强有胆
有识，对他益加敬重，甚至认为自己才不及尹翁归，
便提升尹翁归任督邮，督察河东郡汾南十四县，专
理治安和吏治。尹翁归执法无私，用法有据，定罪
得当。他严惩贪官污吏、恶霸豪强，使他们低头就
范，认罪服刑。“惩暴诛悍，治之盛也”，河东郡遂出
现安定的局面。

后来，田延年入朝任大司农，尹翁归随之升为都
内令和弘农都尉。不久，又征拜为东海郡太守。出
任前，他去拜访东海人廷尉于定国，以了解东海民
风民情。适于家有两个同乡后辈，欲托尹翁归带
去，安排官职。于定国同尹翁归交谈一日，见尹翁
归堂堂正正、毫不偏私，未敢提及此事。客走，于定
国对两个后辈说：“尹翁归当今贤吏，为人刚正，廉
洁奉公，不便以私相托，况你二人亦无能任事，我岂
好启齿。”

尹翁归到东海任后，首先细细查访民间诉讼，将
官吏和百姓中各种违法乱纪事件了解得清清楚楚，
分县登记在案，然后拘捕罪犯，亲自审理决断，按罪
行轻重，依法论处。该郡郯县有个叫许仲孙的大土
豪，向来目无法纪，称霸一方，无人敢惹，百姓甚受
其害，历届太守都对他无可奈何。尹翁归到任后，
很 快 将 其 依 法 处 斩 ，杀 一 儆 百 ，治 情 立 刻 大 为 扭
转。从此，东海郡法制严明，社会安定，百姓乐业。

“治国必由良吏”，汉宣帝选官入朝治事，闻尹翁
归政绩卓著，遂调他到京畿右扶风（三辅之一，辖秦
岭以北，户县、咸阳、旬邑以西地区，对京畿十分重
要）任职。尹翁归选拔重用一批清廉严峻官员，同
时采用在东海的做法，分县设立罪犯名籍，一有罪
案发生，很快就能将罪犯缉捕归案。他尤其注重惩
治豪强地霸，均依律治罪。

尹翁归清白自守，严刑治国。他走一处、治一
处，名扬天下。西汉元康四年（前 62），尹翁归病卒
于任上，家无余财，却流芳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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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重视德行修养

“一个倩旦”
宋 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