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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色 记 忆

《诗经》，不仅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一部记录
历史状况的文献。《诗经》中山西元素不少，熟读《诗经》，更
便于了解山西。

那么，《诗经》中的山西是个什么模样呢？
山西是中华文明的根祖之地，是中华始祖黄帝兴邦立

业的地方。夏商时期，这里曾演出中国历史上雄浑壮阔
的画面。西周以后的 600 年，从《诗经》里可以看出它的
一斑。

《诗经》展现了晋国发展史上四件大事：“虞芮让畔”
“荀侯辅周”“曲沃代翼”和“秦晋之好”。

《大雅·绵》中的“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之句，反映
了西周初年虞芮两国为争一块边地，互不相让，遂请周文
王评理的事情。

《国风·下泉》之“芃芃黍苗，阴雨膏之，四国有王，郇伯
劳之”句，披露了曹国臣子因感伤周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以
强凌弱，小国得不到保护，怀念周初四方诸侯前来朝觐，天
子令郇（通荀）伯出面慰劳的情景。

“ 唐 风 ”之《山 有 枢》《扬 之 水》，则 揭 示 了 晋 国 公 元
前 704 年 的 一 场 内 战 。 由 于 晋 昭 公 昏 聩 ，错 将 桓 叔 封
于 曲 沃 ，并 为 此 新 建 了 超 过 翼 城 国 都 规 模 的 城 池 ，导
致 曲 沃 小 宗 坐 大 ，进 而 发 生 长 达 67 年 的 子 祠 之 争 ，桓
叔 、庄 伯 、晋 武 公 祖 孙 三 代 杀 、逐 了 翼 城 大 宗 的 五 位 国
君 ，最 后 完 全 灭 掉 大 宗 ，成 为 晋 国 新 主 人 ，这 就 是“ 曲
沃 代 翼 ”。

“秦晋之好”反映的是春秋时期秦晋两国绵延几代的
联姻之事。《秦风·渭阳》中“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
之？路车乘黄”写的就是秦穆公儿子秦康公送晋文公回国
即位的事。《毛诗序》这样说：“《渭阳》，康公念母也。康公
之母，晋献公之女。文公遭骊姬之难未返，而秦姬卒。穆
公纳文公。康公时为太子，赠送文公于渭之阳，念母之不
见也，我见舅氏，如母存焉。”

上述四件大事，都是晋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
《诗经》还记录了三晋版图的变化。

《诗 经》里 提 到 的 山 西 诸 侯 国 共 有 四 个 ：魏 、唐 、虞 、
芮。这些国家在西周时，都还是不到“方百里”的小国。
自晋献公采取通商宽农、明贤良、赏功劳等政策后，晋国
逐步强大并在以后的群雄逐鹿中，先后击败霍、狄、耿、杨
等周边小国，然后挥师南下，于公元前 661 年攻灭魏国，三
年后灭掉芮国、北虢，前 655 年又以“假虞伐虢”为手段，
灭掉了南虢、虞国，将虞、芮等国土地划入晋国领导下的
新 魏 版 图 ，而 晋 国 则 成 为 囊 括 如 今 山 西 全 部 和 陕 西 、河
北、河南部分地区的大国。《诗经》真实记录了这些变化。
在《国风·魏风》《国风·唐风》和《大雅》中，《十亩之间》《葛
屦》《蟋蟀》《椒聊》等描绘的还都是这些“小国寡民”的生
活状况，而到《汾沮洳》《鸨羽》时，魏国早已越过中条山，
成为欣赏“彼汾一方”美景的国度，而它的宗主国晋国，更
成为比肩齐、楚、秦等强国的诸侯翘楚。由于连年征战，
士兵不能回家，因而担忧“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
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鸨 羽》）”《诗经》就是以这样
的鲜明笔触，记录了晋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地方小
国成长到诸侯强国的辉煌历史，把一个极具张力的三晋
定格在青史之中。

《国风·魏风》《国风·唐风》覆盖范围包括如今的山西
与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内蒙古中部地区，约 35 万平方公
里。诗作者涉及各个阶层，既有“不狩不猎”的奴隶主、“王
事糜盬”的中小官员和“不能蓺稷黍”的前线士兵，也有“掺
掺女手”的缝衣工、“坎坎伐檀”的伐木工和“逝将去女，适
彼乐土”的贫苦农民。题材涵盖国家政治、军事、爱情和家
庭小事。文字简洁优美，比兴手法自如，风格各有特色。
或直呼“彼其之子，美无度”，或讥讽“不稼不穑，胡取禾三
百廛兮？”或影射“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
弗驱”，或寄意“彼君子兮，噬肯适我？中心好之，曷饮食
之？”在各种吟放中，以直击政治和讽刺挖苦、鞭笞剥削的
内容为主。这种全民能诗局面的形成，与三晋大地深厚
的文化积淀密不可分。 4500 年前，黄帝一族在此耕耘播
种 ，建 国 立 业 。 尧 舜 禹 时 代 ，这 里 更 打 下 了 古 中 国 的 根

基。中华民族的文脉，一直在这里盘桓。中国政治的舞
台，一直在这里展现。著名的《南风歌》《卿云歌》是它的
源头，圣人傅说的《说命三篇》是它的筋骨，遍及三晋大地
的学堂是它的基石，蓬勃发展的经济是它的动力。终于
融成了诗意勃发、风格独秉的文化洪流，烂漫在千年圣诗
的高雅殿堂之中。

《诗经》诞生的时候，中华大地正经历一场从寒到暖的
转变过程。这个暖期特别长，一直持续了 470 多年。温润
的气候，使得黄河、汾河、涑水等河流交相辉映，中条山、吕
梁山青翠巍峨，王泽、云泽、董泽、晋兴泽、张扬泽宝石般清
透，整个晋国大地一片奇艳瑰丽。那时的黄河水是清的，
有“河水清且涟漪”作证。那时的溪水是透明的，有“扬之
水，白石凿凿”为佐。而介于黄河、溪流之间的汾河，自然
是清澈见底的。弯曲的河岸边，是大片草木茂密的滩涂，
上有“莫”“藚”等鲜嫩野草（见《国风·汾沮洳》）。它见证了

“窈窕淑女”“见此良人”的动人场面和“静女”对心仪之人
“美无度”“美如英”“美如玉”的由衷赞美。那时的山是青
色的，有“陟彼岵兮”等诗文铺垫——岵，即绿色覆盖的山
峦。遮天蔽日的森林里，分布着檀、枢、榆、栲、杻、漆、栩、
棘、栗等杂木（《山有枢》《伐檀》），还有大片大片的荆、葛、
椒 等 蔓 草 ，时 有 貆 、特 、鹑 、鸨 箭 矢 般 窜 过（《魏 风》《唐
风》）。其景象与《山海经·中山经》所记载的“渠猪山多
竹，甘枣山多枢，历山多橿”，首阳山“其阴多彀、柞”惊人
地契合。结实的檀树在“置之河之干”后，被运到京城做
了反击“玁狁”的战车。《大雅·大明》之“牧野洋洋，檀车煌
煌，驷騵彭彭”就描写了征夫坐着檀车参战的情形。而其
他树种，则作了“庭”“室”和重重宫殿的建筑材料。《诗经》
就这样一面潇洒地描写着三晋大地的生态美，一面深刻
地揭露因“坎坎伐檀”“子有车马”“子有庭内”而毁坏生态
环境的过程——使得今天在面对生态问题时，能够吸取
历史教训，充分认识人类进步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
的，从而总结经验，反思错误，重建优美生态，努力提高人
们的生活质量。

记忆中，腊月是代县一年中除秋收外最忙碌的时
节。每到腊月，孩子们便掰着手指一天一天等春节，因
为在春节可以穿新衣服，可以吃到很多平时吃不到的好
东西，而父母则为了孩子、为了全家过上一个好年，也一
天比一天忙碌。

缚笤帚、穿荆柄。过去过年讲究弃旧换新，所有的
用具，包括碗筷、荆柄、笸箩、笤帚、锅刷、抹布等，都要换
成新的，这些新用具自己能做的就自己做，做不了的就
要买新的。

扫炕的不带柄叫笤帚，用黍子头或狼梭制作。扫地
和院的带柄的叫扫帚，扫地的用龙须或茭头制作，扫院
的用笈笈制作。笤帚用皮筋勒紧后用麻绳缚，扫帚用铁
环束缚后，用栽橛撑开填入木把。“缚”，有捆绑之意，因
此制作笤帚叫缚笤帚，制作扫帚叫栽扫帚。在很长的一
段时期内，代县农家的笤帚都是自家缚的。平时顾不
上，到了年底各家要以新的姿态迎接新的一年，所以笤
帚也需要全部换成新的。于是缚笤帚基本上就是男人
的活了，当然用黍子头缚的扫炕、扫家具的笤帚也有由

家庭妇女完成的。
“荆柄”相当于农家炊具中的简易笼屉，新的一年即

将到来，使用了一年的荆柄已经焦黄，呈棕色，需要更
换。荆柄档子是由两根宽约 5厘米、长约 40厘米的柳木
做成的两头呈耳朵状、中间呈平形四边形的“矩阵”形框
架，在这个框架上用麻绳和针把高粱秸秆穿绑在荆柄档
子上，就成为旧时代县每家做饭离不了的荆柄。做荆柄
的主要材料是湿柳木和干透了的高粱秸秆。秋收时，
农家选修长、洁白的高粱穗头秸秆，去高粱穗后，保存
起来，一部分卖到集市，一部分自己留下用于穿荆柄。
穿荆柄也是有讲究的，都是腊月的活。荆柄档子虽然
每家离不了，但农家一般做不了，需要木匠去做，但木
匠平时不做荆柄档子，只有进了腊月才边做边卖。于
是就有了腊月男子进城买荆柄档子并卖茭秸秸，家庭
主妇在家穿荆柄、穿片片的腊月活。家庭主妇在腊月
除了穿荆柄外，还要做许多用高粱穗秸秆穿成的片片，
用以盛放食物。

“做针线”。主要是指为孩子们缝新衣服和新鞋、新
袜等，当然也有全家其他人的。新年的气象是体现在各
个方面的，大年初一全家里里外外的新衣服是必不可少
的。这下可苦了、忙乎了家庭主妇。全家大大小小的棉
衣、棉裤、新鞋等，都离不开当妈的一针一线地缝纫，妇
女们往往是白天做其他家务，晚上在油灯下缝织着孩子
们的新衣梦。如果是丝绸衣服或者是还有绣花工艺，更
非普通妇女能够完成的，还需要请“绣娘”帮助完成。

“置买”。即采购年货、办年货的意思。过去有钱人
一进腊月就多次进城置买，挑选的都是又便宜又好的年
货。没钱的直到腊月二十七八才打闹点钱去购置，这
时，商家故意涨价，年货贵了好几倍，采购的穷人苦不堪
言。于是，有了“二十七八捉苦鬼”的说法。过去进城都
是步行，所以进城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代县城周边的
村庄进城需要半天时间，再远点的需要一天时间，再远
的地方还需要住亲戚家，但腊月走亲戚又不合适。所以
过年置买需要列单子，或者记清楚，否则再进一趟城很
麻烦。进城是男主人的事，提上一个大竹篮子，带上小
孙 子 或 者 小 儿 子 ，一 来 让 他 见 见 世 面 ，二 来 也 打 个 下
手。男主人带上孩子进东关，过吊桥，从东门走到西门，
再从大南街到了小南街，在校场各个摊位转个遍。每当
这时，该买的东西也就差不多了。所购置的东西各家差
不多，包括：天地神、灶神爷、香火、黄裱、蜡烛、鞭炮、麻
炮、红纸、窗空子、火柴、煤油、红糖、白酒、香烟、糖块、茶
叶、花椒、大料、盐、酱油、素油、菠菜、芫荽、鲜姜、蒸锅

布、布匹、针线等。 ①

图片来源：百度

中 北 大 学 位 于 太 原 市
西 北 22 公 里 处 的 兰 村 ，校
园南区正中央，有一所工字
形卷棚硬山顶瓦房，建筑面
积 462.48 平方米。这所瓦
房，就是山西私立进山学校
旧址，太原进山中学原校舍
的一部分。

1922 年 9 月 23 日 ，山
西私立进山学校正式成立，
开始全省招生。学生的生
活费、书本费由学校全包，
学生还可以参与带有勤工
助学性质的校务工作，以获
取一定的收入用于生活和
学习；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
还可以领到奖学金。

当时的进山学校，汇集
了山西省的许多进步教师
和学生，各种新思想也在校
内 传 播 。 1923 年 ，来 自 太
原南郊的学生纪廷梓秘密
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
久成为中共党员。之后，这
里有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
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师
生谈论进步思想、读马列主
义书报蔚然成风。

1925 年 ，当 上 进 山 学
校学生会主席的纪廷梓和
太原省立一中的学生会主
席傅懋恭，也就是后来的党
和国家领导人彭真，一起领
导太原学生开展反房捐、声
援“五卅”等进步运动。学
校创始人赵戴文之子赵宗
复，在进山学校学习的日子
里，接触了进步思想，逐步
成为进步学生领袖和德才
兼备的中共党员。

1931 年 5 月 ，“山 西 省
私立进山学校”改名为“山
西省私立进山中学”，需要

扩大办学规模。为此，校方利用历年节省的资金、
银行存款的利息以及校方在山阴县的地租，在太原
北郊的兰村买下大片土地，建起新的校舍。 1932

年，进山中学所有师生搬到兰村新校舍。
之后的 6年里，进山中学的革命活动更加活跃，

成为太原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中国左翼作
家联盟在山西的分会，就设在进山中学。

1932年，进山中学十年校庆《纪念特刊》上发表
了两篇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论文——《现代资本
主义诸阶级》和《辩证法与进化论及相对论》，同时，
学校图书馆里也收藏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和进步
文艺书籍。

1937 年 11 月，日军攻占太原，太原沦陷，进山
中学停办，在太原兰村的校舍被日本侵略者强占，
充作军营。

1941 年 10 月，进山中学在老校友、秘密共产党
员赵宗复等人的努力之下，在隰县省立九中旧址复
校。抗战胜利后，进山中学从隰县回到太原，但兰
村校舍却被阎锡山当局“留用”下来的日本残兵继
续占据，全校师生几经交涉，进山中学才得以在太
原城内新城北街的商专旧址复课。

之后，兰村校舍被阎锡山军队接收，变成了军
营，再也没有还给进山中学。

解放战争时期，进山中学的革命活动更加活
跃，以赵宗复、乔亚为代表的不少学生和老师投身
反内战学生运动和党的地下工作，有不少进步师生
在这时期壮烈牺牲。

太原解放后，进山中学被人民政府接管，1953
年改名为“太原市第六中学校”。

1985年，“太原市第六中学校”恢复原校名——
进山中学。

进入中北大学校门，绕过横刀立马的彭德怀元
帅铜像和德怀楼，再走出大片的树荫和 20 世纪 50

年代建造的酬学楼，就会看到山西私立进山中学旧
址——一座造型奇特的“工”字形中国式建筑，它有
圆拱券形大门，它的南面和北面，分别有 8扇和 9扇
拱形窗楣的细长窗户，中间一段的两侧，各有大小
不等的 2 扇门和 9 扇窗户。这座建筑的南北两段是
卷棚硬山顶，中间连接的一段是硬山顶，在两侧屋
面上又各开出一个老虎窗。在左右两个侧门的两
边墙根，还有金钱形的通风孔，又有实用功能，又有
装饰功能。

2021 年 8 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山西私立进
山学校旧址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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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

忙忙 腊 月腊 月
马春生

醪糟是人类饮食史上古老
的一种酒，古称“醴”。如果简
单介绍就是南方的米酒、米酿，
北方称为醪糟。

《周礼》“酒正”之“辨三酒
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
曰 清 酒 ”，其 中 事 酒 为 糟 未 澄
清 分 离 的 酒 ，即 醪 糟 酒 ，也 称

“浊酒”。
1956 年举办的“太原市饮

食业展出会”上，荣茂园饭店海
子边小吃部王俊龙师傅制作的

“ 鸡 蛋 醪 糟 ”入 选 太 原 十 大 名
吃。现存资料明确记载：主料，
晋祠大米。醪糟与晋祠大米的
渊源能从这里说起吧！

太原古称并州，不仅有稻，
还有与稻相关的传说、故事、记
载。如祭祀唐献嘉禾的西周叔
虞庙堂——晋祠，以及宋代政
治家、军事家范仲淹用“神哉叔
虞庙，地胜出嘉泉……千 家 溉
禾 稻 ，满 目 江 乡 田 ”描 绘 晋 祠
稻 田 当 年 生 产 的 盛 大 景 象 ；
北 宋 诗 人 欧 阳 修 也 有“ 晋 水
今 入 并 州 里 ，稻 花 漠 漠 浇 平
田 ”的 诗 句 ，盛 赞 晋 水 之 美 ，
稻米之佳……

据《周 礼》《汉 书·地 理 志 上》记 载 ，并 州 为 九
州之一，其地约当今内蒙古河套，山西太原、大同
和 河 北 保 定 一 带 地 区 ，其 畜 宜 五 扰 ，其 谷 宜 五
种 。（郑 玄 注 ：五 扰 ，马 、牛 、羊 、犬 、豕 ；五 种 ，黍 、
稷 、菽 、麦 、稻 。）

春秋时喝醪糟已成风气，并且开始热喝，《史
记》载：“（赵襄子）与代王饮，告厨人曰，即酒酣乐，
进热啜。”

西晋并州刺史刘琨与代王猗卢喜饮米酒（即醪
糟酒），结为兄弟，才有后来收复晋阳的故事。

隋唐时期，晋阳府盛行以大米制醪糟，渐成今
日之形，因色白，又与黄米酿造的黄酒有所区分，也
称白酒。现在所说高粱酿的酒叫白酒，以前称之为

“烧酒”。
小寒到来，天气越来越寒冷。在这个季节，喝

一碗醪糟，打一个鸡蛋，热乎乎的，定会寒气顿消，
全身温暖。

醪糟和糍粑、元宵、油糕、馏饭一样，是在这个
盛产太原嘉禾——晋祠大米的区域里祖祖辈辈、家
家户户都会做、都能做的民间美食。

现代科学证明，醪糟是中老年人、孕产妇和身
体虚弱者补气养血之佳品。

据老师傅讲，太原府里最有历史的醪糟美食，
除了醪糟鸡蛋方便快捷，还有醪糟元宵。这不正
应 了 那 句 俗 语 ：“ 太 原 府 里 三 件 宝 ，醪 糟 、元 宵 和
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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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戥当”，是山西人经常说、却不怎么会写的方言字
常用字，它不仅有“测量大小”“丈量尺寸”的意思，还有
其它含义。

戥，读音同“等”，是一种精密的计量工具，最大单位
是两，小到分、厘、毫。一般用它称量金银、珠宝等贵重
物品，也用于称量药品和香料等分量较小的东西，多称
之为“戥子”。

戥子，其实就是一个微缩版的杆秤。戥杆既短又
小，跟一根筷子差不多，红木制成；戥盘，巴掌大小；戥砣
极小，拿在手里都感觉不到它的重量。

由于戥子的秤杆极为纤细，一不小心就会折断，必
须精心加以保护。不用时，一定要放在一个小盒子里。
戥秤装在木盒子里，携带起来就特别方便。商人可以将
其放在兜里，放在褡裢里，走南闯北做生意，或收购贵重
物品。

用的时候，左手持戥杆，拇指和掌心扣住砣弦以固
定戥砣；右手取物放入戥盘，依据称量需求选择头毫或
后毫，然后提起称毫，将戥杆举至与双目平齐，左手将砣
弦移至欲称量的戥星刻度上，放开左手并检视平衡，这
就是所谓的“齐眉对戥”。

《红楼梦》第五十一回有一段很有趣的描写，说宝
玉房内的丫鬟晴雯偶感风寒，便请胡庸医草蛇灰线地
开了个方子。等到支付一两银子诊金的时候，可把麝
月愁坏了，她“拿了一块银，提起戥子来问宝玉：‘哪是
一两的星儿？’”

宝玉是个公子哥儿，哪懂得怎么秤量银两，就说“拣
那大的给他一块便是了。”

麝月听了，放下戥子，拣了一块银子，随手掂了一
掂，道：“这一块只怕是一两了，宁可多些好，别少了，叫

那穷小子笑话，不说咱们不识戥子，倒说咱们有心小器
似的。”旁观的婆子忍不住笑道：“那是五两的锭子，夹了
半边，这一块至少还有二两呢。”

戥 子 不 但 可 以 称 量 金 银 珠 宝 ，还 可 以 称 量“ 心 上
人”。古代传统婚礼上，新郎要用戥杆，或如意挑起新娘
的红盖头，取意“称心如意”。

戥，本是个名词，后来用作动词，有“用戥子称量”的
意思。在晋方言中，“戥”作动词的时候，经常与“当”连
用，这种语法现象叫“同义复用”，也叫“同义连用”。

当，繁体作“當”，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当，田相值
也。”意思是两块田相当、相等。这个意思今天我们仍在
使用，比如门当户对、旗鼓相当的“当”，就是这个意思。

戥，意为使物品的重量与衡器标准相当、相等，与
“当”字的意思基本一样。

有很多人惯用鼻孔看人，面对一个他认为不值一提
的人时，就会说“也不拿戥子戥当一下自己”。只此一个

“戥当”，那种由里到外的鄙视感，一下子就扑面而来。
由此，又引申出一个意思，要是两人谁也不服谁，

吵得不可开交，那就去到院子里“戥当戥当”，比划一下
拳脚。

“ 戥 当 ”
张文平

晋 方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