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花线”学名交线，在我的老家晋北农村也称
“解勾勾”。读蒲松龄《聊斋志异·梅女》一文便知，
这种游戏的历史还是蛮长的。文中写道：“女曰：

‘妾生平戏技，惟谙打马。但两人寥落，夜深又苦无
局。今长夜莫遣，聊与君为交线之戏。’封从之。促
膝戟指，翻变良久，封迷乱不知所从；女辄口道而颐
指之，愈出愈幻，不穷于术。”

这里梅女与封生提到了两种古代游戏。“打马”
是打纸牌，类似于现在的打扑克；“交线之戏”出于

“闺房之绝技”，后来才演变为儿童游戏。
我小时候和姐姐、姥姥一块儿生活，姐姐长我 3

岁，我的翻花线是跟姐姐学来的。取一长线，对折，
把线头绾起来，紧结，把剩余线头剪掉，使衔接整
洁，运指无碍。我坐姐姐对面，姐姐先把线圈套于
双手，中指互挑，呈“陷阱”摆我面前；我手指作戟
状，以拇指、食指、小指勾扣，翻作“乱山”；姐则以小
指、食指下运、上挑，作“面条”；我再以拇指、食指、
中指反扣，作“花被”；姐又以拇指、食指、无名指上
翻下撑，呈“斗”状；我复以新的花招接替，并设法让
姐姐难以招架……这样循环往复，可以做出十多种
花样。我和姐姐都十分专注，口中念念有词，小嘴
噘得老高，鼻涕流到嘴边也顾不上擦。

白天在石阶上、柳荫下，我们一玩就是大半晌；
晚上对着如豆的小油灯，坐在枕头上也要来几个回
合。姥姥在油灯下做着针线活，我们想学个新招
式，就请教姥姥，三人的身影在墙壁上晃动着，待月
色入户，窗帘垂合，姥姥说：“睡吧，明天还要早起！”
我们才作罢。

等上学了，这翻花线又有创新，发展到一个人
也可独立游戏。姐姐可以翻出“降落伞”“蝴蝶”“剪
刀”“青蛙”等多种图案。我是男孩，手指又不像姐
姐灵巧，后来就很少参与这种游戏了。

现在想来，古人可真聪明，本意是要训练孩子
们 的 手 指 灵 巧 ，培 养 专 注 、格 物 、执 着 、应 变 的 技
能，可又不会采用一味说教的笨法子，而是以一种
适应玩童天性、趣味性极强的游戏吸引你，让你心
甘情愿沉浸其中，寓教于乐，着实令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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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时有一位太原人，方直
刚正、勇于进言，两代帝王都对其
敬重有加。他就是王韶。

王韶，太原晋阳人，幼年时父
亲去世，“幼而方雅，颇好奇节，有
识者异之”。很小的时候就正直
儒雅，非常崇尚高风亮节。北周
时曾任晋阳县公、丰州刺史。

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封
自己的二儿子杨广为晋王，镇守
并州。当时杨广年仅 13 岁，到晋
阳之前，杨坚为他选中了王韶为
辅佐大臣，任命其为行台右仆射，
相当于晋王府的宰相，在晋王封
地 内 ，居 于 晋 王 杨 广 一 人 之 下 。
隋文帝杨坚在任命王韶的同时，
还赐给他绸缎五百匹。当时王韶
已经 55 岁，皇帝的赏赐让朝廷内
外都清楚看到，皇帝对于他的特
别器重。

王韶生性刚烈正直，加上隋
文帝的态度，使晋王杨广非常敬
畏他，无论大事小情都征求他的
意见。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只有
十几岁的杨广，面对着一位比自
己父亲年龄都要大的老人，整天
板着面孔、一本正经地以臣子之
礼说教，偏偏所说的事情都有理
有据无法反驳，是一种什么心情。

王韶曾奉命出使巡查长城，
他走了以后，晋王眼前没有了约
束，就开始了自己的享乐人生，开
凿护城河，还筑起三座小山。王
韶回来以后，就把自己捆绑起来，
去向晋王进谏。晋王被迫对自己
的行为道歉，并中止了所有的工
程，王韶这才作罢。隋文帝听到
此事叹赏不已，赐王韶黄金百两
和四个美女。杨广此时的心情，史书没有记载，估计是在
暗暗叫苦的同时，心中的敬畏又增加了几分。

杨广 20岁时，挂帅兴兵平定南朝的陈国，王韶兼任元
帅府司马，指挥全军的是隋朝宰相、任元帅长史的高颎。
王韶与高颎一起处理军机要务，一点都不耽搁。攻克金
陵后，晋王杨广班师回朝，留下王韶在石头城镇守，把一
些收尾的事交付于他。

以杨广后世的表现，其性格是不易与王韶这种刚烈
正直的部下和睦相处的，这很可能是王韶被留在石头城
镇守一年多的原因。一年后，王韶调回京师，隋文帝对公
卿们说：“晋王以幼稚无知，出镇藩国，如今能平定吴越，
安抚江湖，这都是子相（王韶字子相）的功劳啊！”于是，王
韶升任柱国，赐奴婢三百，绵绢五千段。

王韶一直在并州任上，在一次赶回京城时，因劳累过
度而去世。听到王韶去世的消息，隋文帝伤心地对杨广
在京城的使者说：“告诉你们王爷，我先前让子相慢慢地
回来，为什么让他乘驿车急急赶来？杀我子相的，难道不
是你吗？”说话时非常伤心。

隋文帝下令为王韶建造住宅，说：“人都死了，要住宅
有什么用呢？这只不过是用来表达我的深情罢了。”又
说：“子相受我重托，十多年了，始终不渝。他的官爵还不
高，现在却抛下我死了。”说着流下泪来，又命把王韶密封
的几十张纸的奏章传给群臣看，说：“这些直言匡正我的
过失，使我受益很多。我常常翻阅观看，不曾放下。”

隋炀帝对于这位自己少年和青年时的直谏之臣，也
存有深深的敬意，在他当上皇帝后，即追赠王韶为正一品
的司徒、尚书令、灵州幽州等十州的刺史、魏国公。

许久以前，崛山围山一带还是原始森林的样子，汾水顺着
山脚蜿蜒而过，流向晋阳大地。汾河水滋养着山下的先民，
然而每年雨季来临的时候，河水像淘气的孩子一样在山脚
下横冲直撞，冲垮先民们的草屋，卷走先民们的猪羊鸡鸭。

崛山围山半山腰上住着两户人家，一户是以砍柴为生的
樵夫，另一户是放羊的牧人。两户人家相距不远，每天早
上，牧人家的儿子小牧童就赶着羊群出门，樵夫也背着砍刀
和斧子上山砍柴，俩人相跟着顺着山路前行，到了林间草密
之处，牧童便让羊群四处吃草，樵夫则在一旁挥斧砍柴。

有一天，他们俩经过一处悬崖绝壁时，隐隐约约听见有
一个声音从山里发出：“放我出来，快放我出来。”俩人先是
一愣，再仔细听听，又好像是山那边传来的声音：“放我出
来，快放我出来。”俩人以为是附近的山民在开玩笑，于是也
回应道：“不许你出来，不许你出来。”说完一起哈哈大笑，继
续向林间深处走去，牧童照常放羊，樵夫继续砍他的柴火，
压根没把这当回事。

第二天，牧童和樵夫上山经过这里时，又听到有人在
喊：“放我出来，快放我出来。”这次声音好像是从峭壁的肚
子里发出来的，牧童和樵夫一商量，认为是有人躲在山洞里
逗他们，他俩今天都急着去树林深处，那里的树木和牧草都
比较密集，估算着今天的羊群会吃得更多，柴也能打得更
好，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让你出来，就不让你出来。”然

后又是哈哈大笑着朝山里走去。
接连几天，他们总是到了这个地方就听到同样的“放我

出来，快放我出来”的喊叫声，牧童和樵夫也习惯了，便当作
是有人在搞恶作剧，听到叫声就习惯性地回应一句：“不让
出来，就不让你出来。”然后大山就安静下来了。

这一天，樵夫和牧童因为一点小事发生了口角。樵夫

要牧童和他一起去崛山围山顶，说山顶的草很多也很嫩，羊儿
一定喜欢。牧童则担心羊儿上了山顶会乱跑，怕丢了羊。
俩人争执了半天，樵夫见牧童太执拗，就扔下牧童独自上山
顶砍柴去了。

到了日头西斜时分，樵夫仍未下山，牧童一个人赶着羊
群回家，走到那处悬崖绝壁前时，他坐在路边的一块大青石
上歇脚，一边用鞭子拨弄着地上的石子，一边生着闷气。这
时，只听那绝壁深处又传出了那个声音：“让我出去，快让我
出去。”牧童正在气头上,于是没好声气地朝那声音回了一
句：“天天喊，天天喊，你想出来就出来呗，烦不烦呀！”话音
刚落，那山肚子里的声音又回答了一句：“快躲开，快躲开！”
牧童听了有点惊慌，马上从大青石上跳下来往山上跑，刚好
与正在下山的樵夫撞了个满怀。牧童赶紧把刚才的情景告
诉了他，樵夫有点不信，便与牧童一道跑到那个声音发出的
地方。这时，山肚子里的声音又喊道：“我要出来了，你们快
躲开。”樵夫壮起胆子大声说：“你要出来便出来，成天乱喊
叫吓唬谁呢？”

樵夫这番话讲完后，山肚子里的声音沉默了。这时，隐
隐从山体里由远及近地传来轰隆隆的声音，伴随着声音而
来的是大地的颤抖，顷刻间，只见这面绝壁轰然裂开一道大
口子，山体像被抽空了似的开始塌陷，厚实的黄土像从筛子
里过滤出来一样，粉碎成巨大的泥石流。整座大山顿时飞
沙走石，树摇叶落，升腾而起的尘土粉末像一张巨大的黄色

土罩，掩盖了大半个崛山围山。
尘埃落定之后，正是夕阳西下之时，但见天空中五彩云

雾笼罩山顶，山崖上，怪柏丛生如龙飞，枝干飘摇似凤舞。
随着云雾渐渐散去，一尊硕大的土佛像现身于塌陷的崖畔，
在夕阳的映照下端坐，身上披满了金色的光芒，而樵夫与牧

童却无影无踪。
因丈夫未归，樵夫的妻子彻夜未眠，天快亮的时候，她

恍惚间看到樵夫回来，却是一身金刚护法装扮，对她说：“我
已随土佛守护大山，你要照顾好咱们的女儿啊。”她一惊，正
要问个究竟，却发现是一场梦。

这时，天已放亮，樵夫的妻子带着女儿沿着山路去寻
找，走到西山崖下时，发现前些天还高耸在这里的几十丈的
悬崖绝壁，已经从中间裂开，一尊高达十丈的土佛庄严地依
崖而坐。樵夫的妻子本是信佛之人，如今看到大山里凭空
出现的大佛，想想昨晚那个奇怪的梦，更是觉得天意如此。
她看到大佛坐在空旷的山野之中，它的土身怎么能经得起
日晒雨淋？自己的丈夫既是大佛的护法，也免不了陪着它
遭受风吹雨打，要是能给它修一座殿阁就好了。

想到这里，樵夫的妻子陷入了愁境：这么巨大的一尊土
佛，仅靠她们母女两个弱女子，如何才能修起殿阁？想着想
着，樵夫的妻子抱着女儿靠在大佛的脚下打起了盹儿。恍
惚中，有一位面目慈善的老人走过来，问她何以在此。樵夫
的妻子便把自己的遭遇和想法跟老人讲了。老人对她说：

“我是这里的土地神，这里有一袋米，你们背到集市上卖了
换些钱来，可以做你们想做的事，只是记住一定要坚持做这
件事，不可半途而废啊。”说完，老人就不见了。母女二人从
梦中惊醒，果然发现眼前有一袋米。

她们按照老人的话，背着这袋米去集市上叫卖，很快
米卖完了，但一袋米卖得的几两银钱，够做什么呢？樵夫
的妻子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却见袋子里的米又变成了满满
一袋，母女二人又惊又喜，继续叫卖。就这样，母女二人无
论晴天雨天、酷暑寒冬，一天不歇地在集市卖米，慢慢地攒
了点钱，于是她们一边请来工匠开始修建大佛阁，一边继
续到集市卖米。等到大佛阁修好，又给大佛饰完金身后，
米袋里的米也正好没有了，二人也化作两位侍女永远陪伴
在大佛身边。

因为大佛是土身，故大佛所在的殿阁也被称为“土堂”，
后来随着居住在这里的人越来越多，形成村落，便成了今天
的“土堂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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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太岳山麓
沁源县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中
心。在广泛抗日宣传的基础上，
各 种 群 众 组 织积极建立，其中，
由 10 至 15 岁的儿童组成的儿童
团 是 根 据 地 里 一 支 生 机 勃 勃 的
队伍。

天真活泼的儿童们，能为根
据地建设作出贡献，是和党的深
入宣传教育分不开的。早在根据
地建设初期，党对人民群众，尤其
是对青少年儿童，进行了比较深
刻的教育。在根据地物力、财力
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各级党政机
关为儿童团举办了短期训练班，
当时在晋东南地区做群众工作的
很多同志都曾为儿童团讲课。儿
童 们 学 文 化 ，学 军 事 教 育 ，还 学
政治。

沁源地处同蒲路、白晋路沿
线据点的封锁之中，儿童团的一
项重要任务，就是站岗、放哨、查
路条，配合清查汉奸、特务，维持
根据地的秩序。晚上由自卫队、
民兵放哨，白天由儿童团在村头
站 岗 、放 哨 ，两 人 一 班 ，一 轮 一
个小时。他们肩背砍刀，手执红
缨 枪 ，站 在 路 口 ，很 是 威 武 、认
真 。 凡 是 路 过 的 行 人 必须问清
情 况 ，仔 细 检 查 有 无 违 禁 品 ，并
查 看 路 条 属 实 后 方 可 放 行 。 对
形 迹 可 疑 的 人 ，儿 童 们 就 拉 住
手、抱住腿、大喊大叫，甚至打锣
敲钟惊动全村，坏人要想脱身是
难上加难。

儿童团还是根据地抗日宣传
的重要力量。当时根据地流传着

一支儿歌：“宣传队来了！宣传队来了！在大庙，在大
庙，一个铜子也不要！赶快跑！快快跑！”随着各村儿
童团的成立，编村（相当现在的乡）、区、县都有了儿童
团的组织和干部。在八路军、决死队工作队的指导下，
在学校教师们的帮助下，一些儿童团组织起歌咏队、小
剧团，到附近一些小村庄去演出。扩军宣传、“减租减
息”宣传、“生产自救”“反扫荡”宣传，以及各时期的重
要任务，儿童团都能积极配合宣传。儿童团的演出很
受群众的欢迎，每次演出到深夜，乡亲们就热情地把他
们拉到家里吃饭、住宿。

为了鼓舞人民群众反“扫荡”斗争的信心，儿童团
在各村宣传抗击日寇的事迹：民兵英雄药炎明一根木
棍斗敌人，打得鬼子脑浆涂地；38 团 6 连在绵上县（属
今介休县）复仇大队配合下伏击日伪军，一举歼灭日伪
军大队长以下 60 余名……通过宣传，坚持抗战到底、
不当汉奸的信念更加深入人心。

1942 年冬，日寇占领了沁源县城和几个据点，软
硬兼施企图让沁源人民屈服，可是，全沁源县 8 万人没
有一个当汉奸，没有一个村组织“维持会”。 据有关资
料统计，抗战八年，8 万人的沁源，参军、参战的超过万
人 ，这 一 万 多 人 中 ，有 相 当 一 部 分 曾 是 儿 童 团 成 员 。
党中央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指出：“八万人口的沁源，
成了敌寇坚甲利兵所攻不下的堡垒，成了太岳区的金
城汤池”“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 沁 源 ，是 太 岳 抗 日
民 主 根 据 地 的 一 面 旗 帜 ，是 敌 后 抗 战 中 的 模 范 典 型
之一。”这是党广泛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
众，坚持抗战到底的成果，这一成果，有着太岳区儿童
团的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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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几首“弃妇诗”不说，《诗经》所展示的爱情画面
是美好而神圣的，连孔夫子也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

其开宗明义第一篇便是尽人皆知的《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孔子称之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后的《周南·卷耳》又言：“采采
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采卷耳，采来采
去都采不满一浅筐，我正思念那个人，他置身于周的军队
中。《卫风·木瓜》则说：“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
也，永以为好也。”解释成白话就是：他送我的是红桃，我
报他的是琼瑶，琼瑶哪能算报答，是求彼此永相好。这就
是“投桃报李”“投木报琼”成语的原产地。脍炙人口的
《邶风·静女》则活脱脱写出了一对有情人相约城隅的情
形：“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情好景也好。虽说《诗经》中尚无专写田园景致的风
光诗，但从各类人物流露出的各式心态分析，还没有因自
然环境遭破坏而感到忧虑不安的。而从夹杂着景物描写
的词句看，同爱情情结一样，其生态环境当也是白璧一
块。“诗”的产生地为今陕西至山东一线的黄河流域，那时
的大河尚无“黄”的前缀。《魏风·伐檀》一诗中的“不稼不
穑”“不狩不猎”，足见 2500 年前中原一带的农业虽已发
达，但还有树可砍，还有兽可猎。

《魏风·汾沮洳》的发生地点大约与 1000 年后薛仁贵
汾河滩弯弓射雁是同一区域。诗中顺口所言“莫”“藚”等
植物，今日只有专家去查《本草纲目》了。遗憾的是，诗中
没能描绘出汾河滩涂的大景致，不过从《秦风·蒹葭》之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句，可想
象出那该是一幅芦荡无垠，飞花满天，落霞秋水，雁字声
声的景象。

有这样一个面川倚山的村庄——
川上鳞波漪漪，人兽共饮，三三两两，暮归洗锄。山

间则是古木森森，鸟鸣嘤嘤，偶有风动，松涛阵阵。几户
人家疏篱周匝，密藤左右，鸡犬相闻，炊烟交织，桃之夭
夭，灼灼其华。老人们沐和煦阳光，话尧舜盛世。顽皮孩
童骑竹马，绕青梅，轰鸡鸭，赶猪羊，李下瓜田，墙头瓦上，
出不闭户之邻，过不拾遗之道。壮年男女耕田地、植桑

麻，放歌垄上，打情紫陌，乞风调雨顺，幸丰稔盈实。雁走
燕来，春去春又回。老人们走了一茬又一茬，昔日孩童如
今也到了“搔首踟蹰”“彤管相贻”的年龄。少年娶妻，美
人他嫁，红白喜事，瓜瓞绵绵。逝者无限，生生不息。

但自圣人出，这一切便渐被改变。礼教的信条多了，
于是男女婚姻再没有了那么多的浪漫，一切得家长说了
算；法治的成分多了，于是地处僻壤的小山庄也选出了负
责税役的官人。驰道上偶有旌旗过、兵车行，村上老幼便
开始紧锁眉、暗祈祷。税官、郎中、卜师传告着天子与上
天的讯息。战争渐频，壮丁服兵役，三年不归，思妇登高，
望穿秋水。田园将芜，城邑半废，流离失所，饿殍四野。
这都是诗经年代后的描述了。

除“魏风”外，“唐风”也为后人展现了一幅山西境内
的早期历史画卷：山有枢，隰有榆。山有栲，隰有杻。山
有漆，隰有栗（《山有枢》）；扬之水，白石皓皓（《扬之水》）；
肃肃鸨羽，集于苞栩（《鸨羽》）；葛生蒙楚，蔹蔓于野（《葛
生》）；采苓采苓，首阳之巅（《采苓》）。

农业社会是一个循环体系，这一体系更接近于大自
然。田中出产，秸秆为柴，割草饲兽，衣布绳麻，肥料施
田，几无废物可言。农业社会还产生了一种朴素的价值
观：俭以养德。俭是对物质世界的有限索取，农业社会伴
生出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皆在强调、规范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的关系，其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

开蒙初始，先民与自然仍在“天人合一”中，顾炎武便
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以草木为例，此草与彼草
组合即成一味良药，识其性也。不仅如此，古人还为草木
赋予了丰富寓意，知其长也。只是人类异化自然有日，嬗
变本初几度矣，于是只能茫然于草药之神奇，木讷于寓意

之不详了。草木与古人生活的距离是那么的近，联系是
那么的紧。春秋五霸中，秦楚齐以草木为国名，百家姓
中，葛、董、萧、艾，杜、梅、杨、柳以草木为宗氏，精卫鸟栖
柘木之梢，嫦娥女伫桂枝之侧，兄弟之间称“棠棣”，朋友
之交号“芝兰”，父亲敬为“椿”，母亲尊称“萱”。

宋代理学家邵康节有蒙学诗《山村咏怀》：“一去二三
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巧妙之至，
识数的同时，也触及了诗，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了一幅清
新的田园风景，且为寓教于乐式的生态文学之作。一个
时代呼唤一个时代的生态文学，谁曰不然。

《《诗经诗经》》里的生态山西里的生态山西
介子平介子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