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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色 记 忆

李商隐是晚唐著名诗人，其
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广为传
诵。李商隐是河南人，一生与太
原人有着紧密的联系。

李商隐 9 岁时，父亲去世。
幼年的李商隐陪同母亲回到故
乡河南，这里对于他来说是一个
完 全 陌 生 而 且 相 当 艰 苦 的 环
境。作为长子，家庭重担过早地
压在了他稚嫩的肩膀上。在他
11 岁时，跟随家族的一位长辈
读书，同时替人誊抄文字挣钱，
补贴家用。俗语说“是金子就会
发光”。 16 岁的李商隐在与当
地的读书人交往时，他的一些作
品开始受到关注。后结识白居
易、令狐楚等前辈。太原人令狐
楚在山东任天平军节度使时聘
请 李 商 隐 到 节 度 使 幕 府 为 巡
官 。 令 狐 楚 对 李 商 隐 精 心 栽
培 ，有针对性地指导李商隐，把
自己的写作心得毫无保留地教
给了李商隐，李商隐在令狐楚的
指导下有了飞速的进步。

令狐楚曾两次资助李商隐
进 京 参 加 考 试 。 唐 开 成 二 年

（837），25 岁的李商隐终于荣登
进士榜。李商隐对令狐楚满怀
感激之情，写下了一首《谢书》：

“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
龙韬。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
祥得佩刀。”诗中提到的王祥是
晋朝人，侍奉后母极孝，二十四
孝故事之一“卧冰求鲤”讲的就
是王祥。王祥意外得到一把制
作精良的佩刀，周围的人说这把
佩刀至少是太师、太傅、太保这
些 辅 佐 王 朝 的 重 臣 才 能 佩 带 。
李商隐这首诗把令狐楚教给自
己的这些写作心得看得比王祥
的佩刀还贵重，不仅仅改变和
提高了自己的写作方向与写作
水平，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的人生
指引了一条新的道路。

令狐楚与李商隐一直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令狐楚
在病危之际要给皇帝留下自己的政治遗言，这时首先想到
了李商隐，他将李商隐召唤到身边，让其帮助完成自己这一
生的总结，代他撰写上呈给皇帝的遗表。这足以说明令狐
楚对李商隐的高度信任，也说明李商隐对令狐楚的诚恳和
感恩。

李商隐诗歌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无题诗，具有朦胧的
特 点 ，典 故 多 ，旨 意 隐 秘 ，其 中 比 较 有 代 表 性 的 就 是《锦
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
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无论在当时还是后
世，喜欢这首诗的人几乎都能背下来，可列为唐诗中最享盛
名的作品之一。但《锦瑟》又是最不易讲解和理解的一篇
诗。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江西诗派开山之祖的黄庭坚
以此诗询问苏东坡。苏东坡回答：“此出《古今乐志》，云：

‘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
和。’案李诗，‘庄生晓梦迷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
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
一篇之中，曲尽其意。”山西金代诗人元好问曾吟道：“望帝
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
作郑笺。”望帝那美好的心灵和作为可以感动杜鹃，佳人追
忆青春恋爱的年华，心里充满哀怨；自古以来，诗人都爱好
李商隐的感伤诗词，只是可惜没人能像郑玄注释古文经典
一样给李商隐的作品作注与详释了。

清代王弘撰写的《山志》提到了一个《唐诗纪事》中的说
法：“锦瑟，即令狐楚青衣。”北宋史学家刘攽在《中山诗话》
谓：“李商隐有《锦瑟》诗，人莫晓其意，或谓是令狐楚家青衣
名也。”这种考证将锦瑟明确地指向了令狐楚家里的侍女。
李商隐进入令狐楚幕府年仅 17 岁，他 26 岁那年令狐楚去
世。青春的大好时光在令狐楚幕府度过。小伙子对于官宦
人家的锦衣玉食、花团锦簇肯定有着难忘的记忆，尤其是令
狐楚曾经官至宰相。“一弦一柱思华年”，锦瑟五十弦，每弦
每节，都是令人怀念的逝去时光。“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
心托杜鹃。”佳人与古琴一曲，将诗人从梦中惊醒，再也无法
安睡。回想那美好的情境，却只是虚无缥缈的一场梦。一
种迷失、困惑，美好的东西仿佛睡醒之后全都消失在梦境之
中。杜鹃悲凄的声音引起诗人无限的感慨。望帝杜宇托春
心于杜鹃，诗人倾心的佳人托春心于锦瑟。令狐楚前后两
次在自己的家乡任职十几年，家人应该是以太原人为主。
唐代时，山西方言就是官方的“普通话”。位至宰相的令狐
楚，其家里的侍女大概率是太原人。宰相之家又是文化大
家，出将入相伴随的是诗歌咏唱，这样的环境和氛围，宰相
之家女子的谈吐必然不凡。唐代时，太原是“北都”，地处游
牧民族和农耕民族衔接部，其开放的程度应该与长安不相
上下。唐代时很多女性都接受了教育。流传下来的一些唐
代侍女图，也可以见到风格十分大胆的唐代服装都是以清
凉风格为主。太原女子的言谈举止毫无疑问紧跟时代步
伐。在那个开放的时代，白居易写出了“樱桃樊素口，杨柳
小蛮腰”。李商隐对于自己恩师的侍女，不敢也不能像白居
易那样直白，所以以锦瑟寄托。李商隐诗中的锦瑟未必是
一个具体的人物，亦或是一个诗人心中的理想伴侣，诗人对
于这个青春时期的美好场景久久不能遗忘。“此情可待成追
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他追忆的那份情或许就属于一位太
原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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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阎锡山暗中勾
结日寇，对晋绥边区实行经济
封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边区党政军民实行“自力更生，
生产自救”政策，共渡难关。

静乐县委、县政府提出，由
县妇联主任王海香同志带头，
向临县学习，开展纺线织布培
训，先培训一批妇女骨干，然后
在全县开展纺织工作。县政府
派遣赵富堂同志帮助王海香推
进工作。

培训选址自然就成为首要
任务。当时，常里岩村（今属娄
烦 县 杜 交 曲 镇）驻扎着八路军
120师 358旅 6团、7团，以及静
乐县委、县政府领导干部，还有
以 王 海 香 为 代 表 的 一 批 女 干
部、女军人。王海香同志是交
城 县 人 ，1942 年 至 1944 年 间
长期住在常里岩村，常里岩村
是妇女工作的重点，自然也成
了纺织培训和生产地之一。

常 里 岩 村 地 理 位 置 有 优
势 ，后 依 石 楼 山 ，山 前 有 一 条
二 三 里 的 长 沟 ，地 势 险 要 ，易
于隐蔽，适合开展游击战。军
民 、军 政 关 系 亲 如 一 家 ，常 里
岩 村 一 时 成 了 抗 日 根 据 地 的
一个核心。

王海香积极工作，和常里
岩村妇女亲如姐妹。在她的带
领下，首期妇女纺织训练班轰
轰烈烈地办了起来。参加这期
培 训 的 学 员 大 部 分 是 干 部 家
属 ，还 有 本 村 青 年 积 极 分 子 。
培训班有了学员，还有几台破
旧 的 纺 线 车 ，却 没 有 培 训 教
师。王海香多方打听，得知有
一位曾经在平遥纺织厂工作过
的 青 年 李 年 生 逃 难 到 了 方 山

县，便把他请了过来。李年生带来了当纺织工人时
用过的旧织布机，还带着他的 5 名家人加入纺织训
练班。又经二区武工队介绍，请来了从娄烦逃难出
来的木工刘全桃师傅。

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大家聚集在老乡崔贵
银家的小屋里，王海香同志满面春风：“这真是万
事 俱 备 ，只 欠 东 风 ！ 这 个 东 风 就 是 棉 花 和 机 器 ，
今 天 终 于 到 位 了 。”小 屋 内 顿 时 响 起 激 烈 的 掌
声。她接着说：“在县委的领导下，经过县妇联广
泛发动，积极宣传，认真准备，第一期纺织训练班
即将开训！”

随着培训工作的顺利进行，越来越多的妇女加
入到纺织训练队伍中。新参加训练班的崔月娥说
服父亲崔贵银献出了价值 200 斤小米的一根旧的
大榆梁，以及小米换来的木材，作为制作织布机和
纺车的原料。仿照李年生的旧织布机样式，工匠们
做了几台织布机，还做了多架纺线车。

一时间，寂静的常里岩村响起了纺线车的“嗡
嗡”声和织布机传棱的“嗒嗒”声，富有节奏的声音
交织在一起，在石楼山山洼中不断回响。全村人加
入到火热的纺织工作中，军民热情高涨，掀起了比
学赶帮的纺织劳动竞赛高潮。

红 红 火 火 的 纺 织 热 潮 引 起 了 县 委 领 导 的 重
视，他们常来纺织训练班和大家交流，并对大家予
以鼓励和表扬。随着纺织学员的不断增多，纺织
机器也不断增添，规模不断扩大。由于常里岩村
住不开，纺织队伍转移到了小白石村（今属娄烦县
杜交曲镇）。随着形势的发展，到了 1944 年年底，
小白石村学员增至 40 多人。小白石村户户都住有
纺织训练班学员，家家院内都摆着手摇纺线车，纺
车和织布机声响彻小白石的上空。

根据地军民自己动手，纺线织布，实现了衣料
自给，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的封锁政策，为
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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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米 煎
饼是山西阳
城的一道传
统 名 吃 ，也
叫 “ 油 摊
摊 ”。 摊 煎

饼、吃煎饼是阳城人的家常便饭。早晨烙上厚厚的一层
煎饼，配一碗小米粥、咸菜吃，剩下的煎饼切成条状，加
入一些蔬菜炒着吃，也别有风味。

摊小米煎饼的工具为阳城独有，圆形，中间凸起，需
配备两个盖子，一个盖在鏊上，一个座在半火上，这种鏊
子和旧时山西人使用的煤炉子搭配，相当安稳。待鏊加

热后，涂抹上油，再将发好的糊舀入鏊内，随着“哧”的一
声，立即盖上盖子，接着两个盖子要不时替换，这样鏊内
的煎饼才能均匀受热。约 5 分钟，待鏊内的米浆凝固并
且颜色变成淡黄色，香气飘出，煎饼也就熟了。

阳城人对煎饼有特别的感情。在当地，不管你住在
县城还是乡村，谁家修建了新房，乔迁的时候都要连续
做三天煎饼，邀请亲戚邻居朋友到新房来吃，叫“发家
煎饼”。

“发家煎饼”还有个传说故事。很早以前，一家贫苦
农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搭起三间草房。搬进的第一天，
不少人拿着酒肉等前来祝贺。农民家没有什么好吃的，
家中只有小米八斗，为表心意，次日早起借了七八个鏊

围圈蹲在半边火上摊煎饼。正好 500名将士路过此地暂
停一宿。士兵们未曾埋锅造饭，路经门口，闻见香味，伸
头探望。老实忠厚的农民强拉硬拽着士兵吃煎饼，士兵
们军纪严明，他把煎饼往士兵手里塞，士兵摆着手摇着
头往后退，将领见此情景，下令允许一名士兵吃三个煎
饼，并留下 9枚铜元。但农民执意不收钱，士兵只好叮叮
咚咚往屋里扔钱，将士们走后，他将钱一数，正好是 4500

个铜元。农民用这些钱经营了一个小本生意，很快富裕
起来。

久而久之，“住新房盼兴旺，发家煎饼头一桩”，便成
了阳城的民间习俗。人们认为煎饼本身是发酵的，取

“发”的意思，再者“煎饼”的谐音是“尖饼”，“尖”是向上
冒的意思。“尖饼”发得快、冒得高，说明住新房喜临门，
家庭就能很快兴旺起来。

“ 红 火 ”
聂翠青

唐碑亭门两侧楹联傅山纪念馆两侧楹联

一对年轻夫妻正月十五看社火，丈夫肩上扛着孩子。
看到高兴处，丈夫兴奋地说：“今天这红火可真红火，你看来
喜那高跷踩得，多红火！我也想红火红火去，行不行？”妻子
不满地说：“一到红火的时候你就红火得放不下咧。你就看
见来喜闹红火，你就不看人家双庆陪老婆看红火哩？平日
老羡慕人家日子过得红火，你不说人家双庆多顾家？”

在山西方言中，“红火”有多重意义和多种词性，它可以
是名词，有“社火”“热闹”的意思；它可以是形容词，有“热
闹”“好”“精彩”“火爆”的意思；它也可以是动词，有“玩”或

“闹”的意思。“红火”甚至有更复杂的结构，有“心昏”“头昏”
的意思。

现在再来看那段对话，就很好理解了——丈夫说：“今
天这红火（社火，名词）可真红火（热闹，形容词），你看来喜
那高跷踩得，多红火（好、精彩，形容词）！我也想红火红火

（玩玩）去，行不行？”妻子说：“一到红火（热闹，名词）的时候
你就红火（心 昏）得放不下咧。你就看见来喜闹红火（社
火），你就不看人家双庆陪老婆看红火（社火或热闹）哩？平
日老羡慕人家日子过得红火（好，形容词），你不说人家双庆
多顾家？”

“红火”这个简简单单的词，让山西人随便一用，竟然用
出这么多的词性和含义来，难怪“红火（热 闹）”得让人“红
火（头昏）”了。

阳 城 发 家 煎 饼
格 格

晋晋 之 味之 味

临汾市大宁县旧时堡寨林立，成为黄土高原上一道
独特的景观。比较知名的有浮图结、阜城寨、小冯寨、罩
篱寨、南堡寨、风落寨、道教寨、东堡寨、仞梯寨、高山寨
等，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阜城寨，在清光绪版《大宁县
志》中有多处记载，也在大宁历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笔。

“阜城寨，在县西十里安阜镇之西，石城村之东，故
名阜城。”修建的时间是在明末。当时的文人写《阜城寨
赋》称赞它：“惟兹独秀奇峦，成城自昔；展浮图之右臂，
驻风山巨擘；结龙楼于绝巅，缀金鞍于背脊；宛灵龟之舒
头，如飞蛾之抗额；斩峭壁以设险，怅空青与顽碧。因而
凿洞穿云，卜居寄迹，风尚古公，守拒盗跖，一夫当关，坚
锄为戟，狐鼠屦惊，弗罹毒螫。”

大宁的堡寨文化，与它的历史地理环境密切相关。
大宁县地势南北高、中间低，由东向西逐渐倾斜。南北
群山环绕，中部丘陵、垣川交错，有“三川十塬沟四千，周
围大山包一圈”之说。昕水河、义亭河和岔口河三条河
流，在群山间开辟了大量的小块谷地，这些谷地为人们
的生存带来了便利，因此自古以来，大宁的城镇、乡村，
大多是在这些谷地中成长起来的，最典型的如大宁县
城，它在三条河流交汇处渐成现代的规模。这种聚居的
环境导致了大宁不适合容纳大规模的部族。以家族和
部落为主体的村落曾经一度盛行。建立堡寨，守卫部族
的财产和生命，就显得格外重要。

大宁虽然贫瘠，但是面临黄河。黄河两岸的陕西和
山西在历史上有时由一些敌对的割据政权所控制，一旦
陕西有事，或者流民涌入，或者流寇来犯；而在敌对政权
的争夺中，大宁也显得格外重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在
县域的险要部位建立堡寨，也显得格外重要。

在几千年的悠悠历史长河中，大宁也曾是少数民族
经常光顾的地方，春秋有狐人；西汉在大宁的周边地区
安置了不少归降的少数民族侯国，如永和狐讘为月氏
人，乡宁骐国来源不详，但骐侯驹几出身属国骑，应也是
少数民族……在两晋时，刘渊的后汉起初在不远处的午
城县建立政权；南北朝时，大宁又是各割据政权的争夺
之地。在大宁有胡城村，北魏时鲜卑人在此结寨；北齐
又在此建名为浮图结的堡垒，民族之间的对立和融合，
也是堡寨兴起的一大原因。

据县志记载，大宁的大部分堡寨兴建于两个时间
段，一是明代崇祯年间，二是清代同治年间。崇祯年间
的壬申之难，给大宁的社会经济带来巨大的创伤，县城
被焚毁，是以阜城寨才得以建立。而它的影响一直至清
同治年间，在捻军东进的压力下，大宁又一次面对着和
壬申年间同样的情形，从官方到民间再度大起堡寨。

大 宁 的 堡 寨
方 途

晋 方 言

走入晋祠，抬眼尽是楼台飞檐、殿阁倒影，入目多
有历代文人雅士的题咏。驻足其间，赏读古色古香的
楹联，不失为一件乐事。

楹联通常讲究对仗工整，平仄协调，是一字一音
的汉语独特的艺术形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瑰宝。一副
优美楹联可使古建添姿，名胜增色。

水镜台门口楹联：
水秀山明 无墨无笔图画
鸟语花笑 有声有色文章
这副楹联是清末贡生宁淳德所作，1983年现代著

名书法家刘柄森所书，楹联的两个“无”字说明晋祠是
无需笔墨装饰的纯天然美景，两个“有”字则说明此地
生机勃勃，鸟语花香。此联言简意赅，仅用 20 个字，
即描绘出一幅晋祠胜景自然景色的画卷。

圣母殿两侧楹联：
悬瓮山高 碧玉一湾分晋水
剪桐泽远 慈云千古荫唐村

此联由清代山西寿阳人氏祁 寯 藻撰写，联语工
稳沉郁，寓意深远。全联是对晋祠胜景和历史的概
括描写，上联指出高耸的悬瓮山下一股晋水分流而
去，下联概括剪桐封唐泽及民生的历史渊源。以“悬
瓮”山名对三晋历史来源“剪桐分封”，上联言地理，
下联言历史，穿越时空，纵横交织。一“悬”一“剪”，
动态十足。

圣母殿中门外侧长联：
溉 汾 西 千 顷 田 三 分 南 七 分 北 浩 浩 同 流 数

十里淆之不浊
出 瓮 山 一 片 石 冷 于 夏 温 于 冬 渊 渊 有 本 亿

万年与世长清
此 联 由 杨 二 酉 之 父 杨 廷 璇 于 清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1757）五月题书，全联 46 字，赞颂了晋祠泉水清泠如
玉，终年恒温，泽润苍生。此联对仗工整，朗朗上口，
为晋祠名联之一。“三分南七分北”，指晋水从南老泉
流出，流入石塘，在中流砥柱东建一道石堤，石堤上凿
有十孔圆洞，南三北七，作为南北分水标准。

傅山纪念馆两侧楹联：
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同人共乐千秋节
乐不可无 乐不可极 乐事还同万众心
此联是清末太原举人刘大鹏为晋祠“同乐亭”所

题，亭建于清乾隆初年（1736）。上联三个“同”一个
“乐”，下联三个“乐”一个“同”，以规则重字遥相呼应
主题，取士庶同乐、百姓同乐之意。“同声相应，同气相
求”原意是指音乐声相和，后比喻志趣相同者互相响
应。上联讲互相理解，精诚团结，求同存异，天下同
乐。下联讲“乐不可无”，又“乐不可极”，即喜乐、享乐
皆不能过度。因为独乐不如众乐，只有分享快乐，后
天下之乐而乐，才是君子之乐。

唐碑亭门两侧楹联：
文章千古事
社稷一戎衣
此联作者是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上联出自杜

甫的《偶题》：“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下联出自杜
甫的《重经昭陵》：“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全联以
十个字概括了《晋祠之铭并序》的作者唐太宗李世民
以武力取得天下，用文教巩固政权。这副楹联由于诗
书俱全，成为蜚声中外的雅联。

松水亭两侧楹联：
晋水源流汾水曲
荷花世界稻花香
此联是清代许荣所题，用一副楹联生动描绘了当

年晋祠一带汾水流曲、荷花映日、稻香四溢的美好景
象，盛赞晋水之美、稻米之佳。

廊腰缦回，檐牙高啄，这些铭刻在晋祠这座古老
建筑群内各个角落的楹联，被时光打磨得铮亮，留下
了关于历史的印记与思考。

大宁堡寨遗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