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古交、娄烦、静乐一带，山苍水碧，林茂泉幽，是古
代优良的天然牧场。先秦时期这里是游牧部族楼烦人的
活动范围，两汉至隋，各朝均在此设置养马场。欧阳修认
为，这一带“汾河之侧，草地亦广，其间草软水甘，最宜养
牧”。《读史方舆纪要》载：“下马城，（交城）县北百六十里，
接静乐县界，相传北魏孝文帝往来避暑下马处。又马兰
城，在县北九十里孔河上，本名马兰村。孔水南流经此，东
注于汾，汉、魏、北齐皆尝牧马于此。”马兰城，即今古交市
马兰镇，孔河今称屯兰河。孝文帝来此避暑有待考证，但
下 马 城 村 一 带 在 古 代 确 为 一 方 胜 景 。 隋 代 大 业 八 年
（612），隋将西突厥一部迁移到楼烦（今静乐县），可见今静
乐、娄烦一带当时适合突厥人的游牧生活。

楼烦牧场在整个唐代都是唐军的战马供应地，尤其是
在安史之乱以后，更成为唐军战马的主要供应地之一。在
唐末、五代李克用父子的争霸战争中，楼烦牧场也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

唐代前期在汾河上游置楼烦监、玄池监、天池监，为唐
朝军马的来源地之一。今娄烦县的涧河古称监河，因唐代
在此置楼烦监牧所故名。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末置
楼烦县、宪州，即今娄烦县一带。“宪州，下。旧楼烦监牧
也。先隶陇右节度使，至德后，属内飞龙使。旧楼烦监牧，
岚州刺史兼领。贞元十五年，杨钵为监牧使，遂专领监司，
不系州司。龙纪元年，特置宪州于楼烦监，仍置楼烦县。”

唐 代 实 行 的 是 马 政 独 立 运 行 机 制 ，国 家 的 牧 马 之 地
主 要 集 中 在 陇 右 48 监 ，因 为 陇 右 马 多 而 地 狭 ，便 将 国 家
牧场向东、向西延伸，河东道岚州东部的楼烦、玄池、天池
牧场划入国家牧场。唐朝的国家牧场由设在陇右的太仆

寺少卿统一管理，第一任太仆寺少卿是河东马邑人张万
岁，他管理全国马政 20 多年，卓有成效。

至德是唐肃宗的年号，从唐初到安史之乱，太原西北
的楼烦监三处牧场虽然在河东道，但河东道无权管辖。

安史之乱爆发前，“安禄山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
监，阴选胜甲马归范阳，故其兵力倾天下而卒反。”安禄山
以内外闲厩都使的官职名正言顺地控制了河东道的国家
牧场楼烦监，派人把好马都送到范阳城，有了楼烦监的大
量良马，安禄山的骑兵部队成为天下第一，这也是安禄山
敢于叛乱的因素之一。

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把全国马政的管理权收归由宦
官担任的内飞龙使，即由中央直管，楼烦监的监牧一职由
岚州刺史兼任。

安史之乱时期，因为吐蕃东犯，陇右牧场的良马被抢
劫一空，“至德后，西戎陷陇右，国马尽没，监牧使与七马坊
名额皆废”。河东道的楼烦监成为唐军战马的主要供应地
之一。

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任命杨钵担任楼烦的监牧
使，楼烦监不再接受河东地方官府管辖，又改由中央直管。

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因为楼烦监提供的军马质
量不高，各地的唐军上奏朝廷，楼烦监监牧使党文楚被追
责，籍没家财。“唐元和十一年正月，楼烦监牧使中官党文
楚，以供征马羸瘠，为诸军所奏，夺绯。没其家财，配隶南
衙。”从文献中所云“为诸军所奏”来看，当时楼烦牧场向多
地的唐军提供军马。

朝廷在唐贞元三年（787）十二月颁布敕文，不许各地
的母马出界，但过了 60 多年，到了唐宣宗大中年间，不许

母马出界的禁令已经形同虚设，河东节度使上奏请求重申
禁令。“大中六年（852）六月，河东节度使兼太原尹李业奏：
当管诸军州草马，准贞元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敕文，不许出
界。又准去年五月十五日，司门转牒，诸道应有草马，准敕
并不命出界。今缘近日诸道差人，于当管市马，不依敕文，
并收草马。伏乞天恩，诏下诸道，准元敕约勒。”由此看来，
当时周边各地 到 河 东 道 收 购 母 马 的 很 多 ，说 明 了 以 楼 烦
监为代表的河东牧场所出良马在当时颇为有名。

唐末，沙陀首领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率领的沙陀军队
以骑兵为主，对楼烦监的良马一直有觊觎之心，唐中和二
年（882），李克用占据忻州、代州，“数侵掠并、汾，争楼烦
监”。李克用的目的是争夺楼烦监的控制权，为其骑兵部
队源源不断地提供优良的战马。李克用因为镇压黄巢起
义有功，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为了把楼烦监划归河东节
度使管辖，唐龙纪元年（889），李克用上奏朝廷，在楼烦监
所在地置宪州，宪州下辖楼烦、玄池、天池三县，在原来楼
烦监之西一里建楼烦县城。如今，在汾河水库之西的娄烦
县蒲峪村，还遗存有记载楼烦监的唐代墓碑。原来玄池监
的治所下马城改为玄池县，直到宋咸平五年（1002）玄池县
才废入静乐县，今静乐县的下马城村作为玄池县治达百余
年之久，今下马城村内还存有唐碑。在原来天池监的旧地
置天池县，治今娄烦县天池店村。李克用在河东设置宪州
三县之后，汾河上游的国家牧场都划入河东道管辖，李克用
达到了控制楼烦监良马之目的。后来李克用之子李存勖东
出太行山争霸，楼烦三县牧场一直是其战马的供应地。

牧马群嘶汾水畔牧马群嘶汾水畔
李广洁李广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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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道情起源于古河东，分布于山西晋南一带及黄
河两岸，源于道教，在过去是以说唱的形式演唱，故称河
东说唱道情，民间俗称为八仙班。

清代中期，河东说唱道情逐渐传播至河南省西部、陕
西省和甘肃省等地传唱。新中国成立后，河东说唱道情
发展至巅峰，2006 年，河东说唱道情入选山西省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相传，道教传说中八仙之一汉钟离少时父母双亡，由
于生活困窘，他便出家修行。 20 岁那年，汉钟离四处云
游化斋，遍走九州。一日，行至河东蒲州渡口，正准备乘
舟过河时，遇到山洪暴发，船不能行，便住了下来。翌日
早晨，汉钟离漫步在河岸的林荫小道上，耳闻树上百鸟啼
鸣，不禁轻敲渔鼓，开口唱道：“自北山至蒲州坂一路艰
难，鸟雀儿怎知晓人间愁怨……”

这时，树林里走出几个人来恳求汉钟离多唱几句，他
便接着唱道：“蒙各位不见笑请求再三，汉钟离再唱他三夜三
天，唱尽那人间苦哀愁怨，祝百姓勤耕织生活美满……”汉钟离
唱音未绝，不远小红楼上传来一少女的歌声：“是哪位小哥
哥歌声不断，情切切意绵缠拨人心弦，我有心下楼去请教当
面，怎奈得有家教将我锁关……”一男一女，一唱一和，婉
转歌声传遍黄河两岸……

因汉钟离属道教，这些歌便被称为“道情”，开始用于
传道，说说唱唱，人们很容易接受。后来，汉钟离云游四
方，广收门徒，教唱道情，被尊为道情的创始人。

现在的道情，经人们不断加工提炼，音乐唱腔愈加优
美，曲调也愈加丰富，它的每个曲调各有其名，“七字调”

“十字歌”“罗头纱”等，共五十余种，已成为独具一格的说
唱艺术。

1949 年春天，为支援
全国建设，大批晋绥军区的
干部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
抛 家 舍 业 ，背 上 行 装 扛 起
枪，浩浩荡荡向南方挺进，
如同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输向南方新解放区，参加了
接管、巩固新中国政权，支
援广大南方建设的任务。

为解决随军南下学龄
儿 童 上 学 问 题 ，1949 年 8

月，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决
定在临汾成立晋绥南下干
部子弟小学，凡随军南下团
级 以 上 干 部 子 女 ，均 可 入
学。不久后，位于离石大武
镇的贺龙中学附属干部子
弟学校部分老师和学生并
入晋绥南下干部子弟小学，
一起准备南下。

1949年 6月 16日，学校
组 织 了 8 辆 大 车 和 骡 马 驮
子，把老师和孩子们从大武
镇送到临汾东街，由晋绥南
下干部子弟小学申国藩校
长和指导员李化芝接收了
他们。

全 校 师 生 员 工 近 120

人，最小的学生六七岁。为
了让孩子们穿暖、吃饱、不
出事、上好学，学校安排人
到天津为孩子们采购衣物
和糖果。为了让南下的干
部们放心，留守处又调配了
十多个保育员，平均一个保
育员照顾十来个孩子。南
下干部团大部队出发后，留
守的学校就搬入临汾煤炭

巷原晋绥军区政治部空出的大院办学。
1950 年 5 月 12 日，留守处全体人员由政委乔钟

灵带领，在部队护送下从临汾出发南下。当时的南
同蒲路还是窄轨，而且被战火破坏严重，只能一边走
一边修。队伍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大家不分老
幼，不分男女，在没有座位和照明的拉煤闷罐车里席
地而坐，每节车厢都塞得满满的。一路走走停停，到
达陕西宝鸡后，铁路已经没有了,接下来的路程简直
比登天还要难。

留守处全体人员不得不停留在宝鸡，等待筹集
去成都的交通工具。经多方努力，终于筹到几辆从
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军用卡车。几天后，这支特
殊队伍再次出发。进入秦岭山区后，车队沿途不但
要整修被破坏的公路，还要防备小股土匪、国民党溃
散部队、地方反动武装的偷袭。因为经常需要停下
来疏散隐蔽，待敌情消除后再继续前行，所以车队前
进速度很慢，有时一天只能行进几十里，经过 7 天 7

夜，才从宝鸡到达成都。
据当时一同南下的刘惠民老师回忆：“队伍不能

扰民，夜间只能住宿在学校教室或庙宇里，有时还住
在街边上。带着孩子连日坐车颠簸，一路的劳累和
紧张非同一般。”

随着南下队伍相继到达成都，南下干部们很快
投入各项工作。当时成都刚解放，国民党特务活动
还很猖獗，工作难度之大显而易见。南下干部们都
忙于接管工作，根本无暇顾及孩子，有关部门于是决
定，晋绥南下干部子弟小学实行住读制，到上中学年
龄的孩子入城就近读书，不再建子弟中学。

晋绥南下干部子弟小学校名改为川西育才小
学，使用教育家陶行知在四川创办的育才学校之名，
意为这所学校要为革命事业培育人才。为加强学校
领导，任命太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林若为保育主
任兼党支部书记。学校专门挑选了一批政治上可
靠、业务较强的教师到校任教，还配备了医务室工作
人员和一批保育员。

南下干部子女的到来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不
久，学校发生了特务袭击执勤战士事件，特务被当场
击毙；1950年 8月，学校迁到位于江汉路原荫唐中学
的校址后，又抓获一个企图半夜放火的特务；特务骚
扰学校、打冷枪等破坏行为不时发生，学校于是加强
了警戒，安排教职工值班，并组织高年级学生参加夜
间巡逻。

1957 年，川西育才小学更名为江汉路小学并停
止住读制招生，育才小学的光荣使命就此结束。从
育才小学毕业的学生们，后来在各条战线上为祖国
建设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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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钟离与河东道情
韩 栩

傅山先生曾著《上兰五龙祠场圃记》，现有拓片存世。
其中隐藏着一位傅山敬重的人物。

《上兰五龙祠场圃记》曰：“岳丘即平，往岁读书虹巢，
数数过上兰五龙祠。祠东南有余家地二亩，祠僧普烈请为
场圃，余许之。复过上兰，普烈将筑墙于此，嵌石于上，复
请余记之。时普烈适新住城之报恩寺。寺，龙池先生像在
焉。先生，当日文士，死焉。亭树非其有，赠答吟什非其
有 ，子 孙 也 非 其 有 。 余 约 普 烈 供 佛 之 余 ，以 香 火 供 先 生
焉。烈能听余，是余以二亩地为龙池先生易香火也。奇
奇！傅山。岳丘既平，琮玉斯韫。考祥亡羊，题桢木折。
有位无人，甫田围隐。巨室工逸，七贤一遁。”解读碑文后
隐语可知，该碑记写于明崇祯十四年（1641）辛巳。

《上兰五龙祠场圃记》已经将上兰五龙祠场圃的来龙
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但早在数年前，傅山即舍地于五龙
祠为场圃，又为何在普烈往报恩寺前写此碑文呢？原来，
五龙祠住持僧人普烈曾一度在窦大夫祠旁保宁寺为僧，傅

山在窦大夫祠虹巢读书期间与其多有交往。因此普烈住
持五龙祠后，才敢于开口将祠东南傅家二亩土地请为场
圃。傅山许之，但也附带条件，那便是供佛之余以香火供
龙池先生。普烈自然是言而有信，但在即将离开五龙祠
时，请傅山作《上兰五龙祠场圃记》，并刻石上墙，也是良苦
用心，以使后任住持践行承诺。由此，《上兰五龙祠场圃
记》得以保存，承载了一段傅山与五龙祠的佳话，保存了傅
山青年时代的行草书作。

其实在上述佳话之中还另有佳话，龙池先生为谁？傅
山先生何以舍地为其易香火供奉？清宣统间罗振玉修纂
《傅青主先生年谱》时也存此疑问，曾以王道行试解，却未
敢定论。那么这位深受傅山敬仰的龙池先生到底是哪位
文士呢？

纵观傅山诸版《霜红龛集》乃至 2016 年新编《傅山全
书》等相关文献，名字、字号与别号称龙池者凡三见：曰王
道行者，字明甫，号龙池，阳曲县人，明万历、清乾隆《太原
府志》与清康熙、道光《阳曲县志》均有传记与艺文收录；曰
张燻者，字孔昭，号龙池，清顺治八年（1651）中举，但立志
不仕，淹贯经史，著述颇丰，与傅山先生多有交往；曰龙池
主人者，身份难以确定，2016 年新编《傅山全书》卷三十二
《杂文·国变论》中记之。

鉴于傅山《上兰五龙祠场圃记》所述龙池先生早在明
崇祯十四年（1641）前即已离世，张燻与《国变论》中龙池主
人均可排除在外，因二人仍活跃于 1644 年“甲申国变”之
后。而王道行其人，在 2016 年新编《傅山全书》卷三十一
《家训·杂训二》中，记录有“晋中能书者”老诸生王道行洛

南，“最能真书，一笔一画，端正可敬，不知者曰版也。”卷四
十五《杂记》则专论《王龙池字》：“王龙池道行以能大书名，
实无足观也。唯与钱絅之先生作‘毋不敬’三字，尺三四寸
大，支离可爱。以其作字时无作字意在中。絅之又其后
辈，故能不束缚耳。”显然此王道行非彼王道行，同名同姓
耳！傅山敬重的“龙池先生”乃后者。

王道行弱冠即登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进士，历任
邓州知州、大名同知、苏州知府、应天副使、陕西参政、河南
按察使，官至四川布政使，所至有声。归家三十余年，惟杜
门著书，至陈民间利病。如议开三门、复书院、革说帖之诬、
雪青衿之冤、罢一切诸行，库役斗级、里长之苦，当道重之。
王道行一生，精儒学、崇佛法，雅山水，文坛宗主王世贞将其
与石星、黎民表、朱多煃、赵用贤并为续五子。归家后在太
原府城东南隅落成桂子园，成耆德结社觞咏之所，著有《桂
子园集》。李维祯在《桂子园集》序中如此称道：“太原方伯
王先生……以文章为政事，以政事为文章。文章政事各臻
其造，敛其华，而噉名之士自失焉。”参与《三立祠》建祠间撰
《三立祠记》，与五台山、南十方白云寺、晋祠奉圣寺僧人以
及文人雅士交往频繁，撰《太原县重修奉圣寺记碑》《重修白
云寺碑记》与组诗《游五台山》等，著述颇丰。

尽管傅山对王道行书法不大以为然，但不能据此而低
估傅山对王道行的崇敬。毕竟在太原读书人中，王道行是
一位“以文章为政事，以政事为文章”的前贤，于太原一方
水土有着突出贡献。罗振玉的判断是准确的，傅山先生舍
二亩地易得香火供奉之文士即王道行。青年傅山早在明
崇祯年间即能有此义举，非名士高士不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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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闵氏宗祠有一副通用楹
联：“德行纯全，单衣顺母言无间；
志操高洁，片肝累令寓移开。”

上 联 指 的 是“ 二 十 四 孝 ”中
“单衣顺母，鞭打芦花”的闵子骞，
下联指的是汉代贤士闵贡。

《后 汉 书》卷 五 十 三《闵 仲 叔
传》载 ：“ 太 原 闵 仲 叔 者 ，世 称 节
士，虽周党之洁清，自以弗及也。
党见其含菽饮水，遗以生蒜，受而
不食。建武中，应司徒侯霸之辟，
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劳苦而已。
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惧；
今见明公，喜惧皆去。以仲叔为
不足问邪，不当辟也。辟而不问，
是 失 人 也 。’遂 辞 出 ，投 劾 而 去 。
复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
病家贫，不能得肉，日买肝一片，
屠者或不肯与。安邑令闻，敕吏
常给焉。仲叔怪而问之，知，乃叹
曰：‘闵仲叔岂以口腹累安邑邪？’
遂去，客沛。以寿终。”

闵贡的经历在魏晋名士皇甫
谧著《高士传》中亦有详细记载。

闵 贡 与 太 原 同 乡 周 党 交 好 。
周党是东汉逸民隐士，年少时父
亲去世，成年后他把千金家产散
与族人，只身离家。王莽篡位，周
党托疾杜门不出。建武年间征为
议郎，受光武帝刘秀礼遇。坚辞
不仕，隐居著书。时人称为“贞介
士”。就是这样磊落高洁的周党，也认为自己与闵贡相
比，还有差距。周党与闵贡的交往中，看到闵贡口中含
着豆类食品来喝水，不忍心闵贡如此贫寒，就买些生蒜
送给闵贡。闵贡接下了周党送来的生蒜，对周党说道：

“我这样吃只是想省些麻烦，难道你还想给我增添麻烦
吗？”把蒜放在一边没有食用。

汉光武帝股肱之臣侯霸在担任司徒（相 当 于 丞 相）
时，曾聘任闵贡为官。闵贡见到侯霸后，侯霸与闵贡不谈
治理国家的正事，而是嘘寒问暖，慰问一路车马劳顿。闵
贡遗憾地对侯霸说：“开始受到您的任命时，我又高兴又
害怕，现在见到了您，我既没有了兴奋也没了恐惧。如果
您觉得我的才能和智慧不足以来谈论政事，您就不应该
征召我来做官。征召我来却又不问我政事，这是错失人
才。”闵贡起身扔掉征召他的聘书，辞职走了。

之后，朝廷又征召闵贡出任博士职位，闵贡直接拒
绝。闵贡回家后，没有回太原，居住在了安邑县（现 运
城）。闵贡上了年纪，慢性病缠身，生活拮据。肉食对于
他的家庭，已经属于高档消费。儿子为了维持他身体所
需 的 营 养 ，只 能 每 天 给 他 买 一 片 猪 肝 。 就 连 这 一 片 猪
肝，也得看屠夫的脸色。屠夫有时心情不好，就不肯卖
给闵贡家。闵贡毕竟是当地名士，又是敢于将司徒的聘
任书当面扔掉的名人，地方官员也时刻关注。一天，安
邑县令问闵贡的儿子吃什么饭菜？回答说：“吃猪肝，但
屠夫有时候不肯卖给我们。”县令知道了闵贡买猪肝的
这番窘境后，吩咐下属通知屠夫，保证供给猪肝，只要
闵 贡 来 买 猪 肝 ，屠 夫 都 要 卖 给 他 。 想 必 是 闵 贡 看 到 家
里 可 以 每 天 吃 到 猪 肝 ，感 到 奇 怪 。 屠 夫 为 何 改 变 态
度 ？ 询 问 儿 子 ，儿 子 说 出 了 事 情 的 缘 由 经 过 。 闵 贡 感
叹道：“闵仲叔怎能因口腹拖累安邑百姓呢？”又连忙搬
到别的地方去了。

“闵仲叔岂以口腹累安邑邪？”既然无法直接拒绝地
方官员的好心，那就离开吧。这就是“节士”，这就是太
原人闵贡。

闵贡的这个故事在后世的《东观汉记》《龙文鞭影》
等书中都有记载，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闵贡猪肝”“仲
叔猪肝”“食肝烦县令”“食无肝”“猪肝累”等典故被后世
引用。唐代李商隐“脱身离虎口，移疾就猪肝”；宋代苏
辙“长披羊裘类严子，罢食猪肝同闵仲”，黄庭坚“闵仲叔
不以口腹累安邑，我其敢用鲑菜烦嘉禾”，陆游“何由取
熊掌？幸免买猪肝”；清代林则徐“程缓不劳催马足，装
轻未肯累猪肝”……一片猪肝的故事成为东汉以来传颂
学习的典范、诗词歌赋的典故。

红 色 记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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