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走在太原老城区，漫步于小街巷，沉浸
于东华门、西华门、东夹巷、西夹巷、典膳所、天
地坛等如此充满年代感的街巷名称，便想到今
日的太原老城区，是在明太原城的基础上，经
过多次扩展、演变而形成，而这些街巷曾经是
明晋王府的一部分。

朱棡 ，明太祖朱元璋嫡三子，明成祖朱棣
之兄。明洪武三年（1370）受封晋王，太原府为
其就藩之地。因其当时年仅 12 岁，还未成年，
故藩地虽定但王府却未行建。一直到洪武十
一年（1378）朱棡 20 岁时，才落藩太原，成为名
副其实的藩王，史称晋恭王。

朱棡就藩之前，其岳父永平侯谢成受皇命
为晋王就藩太原修建王府和城阙。谢成看到，
已有 300 年之久的太原城（北宋潘美所建），经
金、元战乱，城垣残缺不全，因城池西邻汾河，
便有了向北、南、东三面扩展的规划。他对涉
及到王府的建筑，正殿、月台、廊房、宫门、稷坛
和宗庙的规制都作了详尽要求。谢成主持了
六年浩大工程，除王府落成外，太原城市规模
也得以扩展。新城范围在今北大街以南、建设
路以西、新建路以东、迎泽大街以北纵横十里
长街的地域内，后人称之为“明城”。在明城东
北角,即是富丽堂皇、规模宏大的晋王府，落成
时间大约在 1376年前后，其主体位置就在今精
营街一带。

在晋王府这座方形城池内，南北中轴线上
及周围建有宫殿无数,其格局类似皇宫。内城
即宫城，坐北朝南,辟有三个宫门,即东华门、

西华门和南华门。北面有后宰门，是为方便王
府人员行走而开的王府后门。晋王府的宫城
外围还建有四道城墙，即东、西、南、北肖墙，

“肖墙”实为“萧墙”。被称东丹墀、西丹墀的原
是宫殿台阶所在地；东夹巷、西夹巷是宫内的
东、西夹道。晋王府的西南有天坛、地坛，是每
年夏至和冬至晋王祭祀天地的场所，因两地相
邻，称天地坛；东南和南面有杏花坡和松花坡，
那是王府花园；西有典膳所，是管理王府膳食
的地方。而晋府店则是供应王府生活用品的
机 构 。 晋 王 朱 棡 还 修 建 了 万 寿 宫（皇 庙）。
1382年，马皇后病逝，晋王赴京奔丧后，在皇庙
东侧白马寺的基础上，扩建成一座“不惟甲于
太原，诚晋国第一之伟观”的崇善寺。

清顺治三年（1646）春天，晋王府不知何故
燃起大火，巍峨豪华的晋王府宫城化为灰烬。
清康熙五年（1666），清代著名诗人屈大均来到
太原，看到晋王府破败荒凉的样子，十分伤感
地写下《望晋恭王园》诗一首，其中有“悲风处
处吹松柏，谁到并州不断肠”的句子。到了清
代雍正、乾隆年间，在晋王府废墟上修建起数
千间兵营房舍,驻扎清军绿营兵精骑营。后
来，人们就把这个驻兵的地方称为“精营”。

如果没有那场大火，晋王府是否可以像紫
禁城那般矗立至今？然而历史没有假设。数
百年后的今天，世人只有从流传下来的巷陌地
名中,寻觅旧时王府的踪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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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持扇轻摇，不由想起小时候听来的几句顺
口溜：“扇子有风，持在手中；有人来借，等到秋冬。”酷暑
时，扇子断不可无，不能借人、也不好向人借。但诗人借
扇之事，古来还是有的，如南宋方回便云：“半酣便合拏舟
去，骤热犹容借扇归。”明代李东阳则云：“借扇不必佳，所
贵在及时。”清风徐来间，我想到的是诗人常燕生用以赔
扇的《郑子索扇歌》。

常燕生，榆次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生，名乃悳 ，

因出生于燕京，字燕生，以字行。国学大师、诗人吴宓非常
推崇常燕生的诗，称其“实今世中国旧诗作者之翘楚”。诗
人之外，常燕生又为著名学者、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他
虽出身名门，但生活一直较为清苦，甚至不免穷困。

1938 年夏，常燕生在汉口参加会议时与老朋友郑振
文 相 逢 。 时 当 酷 暑 ，常 燕 生 穿 一 件 旧 纺 绸 长 衫 ，汗 流 浃
背，衫上已汗渍斑斑。郑振文劝他更衣，他如实告云：仅
此一件。郑振文于是脱下自己的长衫给常燕生穿，常燕
生又借郑的扇子一用。郑叮咛道：此扇书画俱佳，万不能
遗失！谁知晚上回来，扇子果真给丢了。郑振文便要常
燕生以诗赔偿，常燕生就作了《郑子索扇歌》以为偿。

这是一首长体歌行，限于篇幅，在此不作赘述。诗的
前半首，常燕生叙暑日来作长江行，而得遇郑振文，两人
相谈甚得，“神州华域忽破碎，对此万感徒纵横。堂前握
手坐长叹，相与傲骨犹崚 嶒”。后半首惜扇子之丢失，“书
画 与 汝 称 三 绝 ，宝 之 可 以 垂 千 年 。 胡 为 化 鹤 一 旦 竟 飞
去，使我顾叹心茫然……我失郑子扇，郑子索我歌。我歌
一字当一珠，赠子招凉三百颗，好驱炎日入华胥”。如此
风雅事，今世已鲜见。

参加重要会议，不但没有衣冠楚楚，反而只有一件旧
长衫，可见常燕生是何等清贫。吴宓在《悼诗人常乃悳先
生》文中也说：“常氏平日生活俭约，毫无积蓄，身后极为
萧条。”常燕生曾说过：“豪华不仅容易使人堕落，也容易
束缚着人的自由。”于此可见其志趣与立身准则，这样的
品格，甚是令人敬佩。

作 诗 赔 扇
马斗全

红 色 记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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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落黄寨村位于阳曲县县城西北。杨兴河在这里
优哉游哉转了一个大大的弯，如同双臂般将这座村子抱
在怀中。村子外面原来有墙，南北两个门，南门虽然已
经坍塌，但北门保存很好，沿着主干道能看到许多时光
刻下的痕迹。出北门，跨过杨兴河上的小桥，沿着小路
走近北侧的黄土台地，村民新修的住房在此渐渐与黄土
融为一体，沿着黄土塬的边沿一点点地蔓延上去。待走
上整个平台，就会发现这是一片相当大的平地，沿着整
个平台的边缘，有若干隐藏在草丛中的夯土墙的残留。
狼孟古城的遗址，就这样在不经意之间出现在眼前。

狼孟，这个名字早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去了。在史
书中，关于狼孟的记载也并不多。春秋之前，这里是古
代一个部族的活动地域。战国时期，在晋阳之战中打败
智伯、成为三家分晋赢家之一的赵国向北扩张，来到这
里，并且建立了狼孟城。狼孟这两个字究竟是什么意
思，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秦王扫六合，占领了晋阳并
设立太原郡，狼孟成为当时秦国的一个县，延续至两汉
魏晋。北魏的大旅行家、地理学家郦道元在他的传世名
作《水经注》之中，用简略的笔触说“洛阴水……西径狼
孟故县城南”，就这样，狼孟不再作为一个县的治所，而
渐渐成为一座普普通通的小城、小村，最终只流传于故
老相传的口中。清朝的地理学者顾祖禹在他写的《读史
方舆纪要》中，将这座城池的位置记录下来，“俗云黄头
寨”。要这么说，黄土塬下的黄寨村，从源头上说已经有
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古城的城墙大多数已经坍塌，有些地方已不复存
在。从南侧走来，透过城墙上被千年风霜磨损出的痕
迹，厚薄不一的夯土层便出现在眼前。古人筑城的方
式，在二十多年前的当地还有延续，将两块木板按照需
要的厚度固定好，在木板之间倒入黄土，然后用石锤一
点点用力夯实，一层土夯实后，再铺上一层继续夯。用
这种原始方法制成的夯土却能抵御千年风雨的侵蚀，至
今夯土位置依旧极少有草类生长，部分在城墙附近生长
的小树的根系，也只能在城墙的缝隙之间艰难探索。

小城的东南，有一个高一些的黄土台，离地面有 5.5

米。站在台上可以俯瞰台下的黄寨村，远眺已经高楼林
立的阳曲县城。黄土塬下，古村安安静静地生活，杨兴
河水同样安安静静地流过，东边有一个小水库，为紧邻
的阳曲县城供水。这里原先是城池的瞭望台，如今战争
功用已不再有，但登高望远，依旧能够让人感受到岁月
长河里曾经的金戈铁马，以及人们对安稳生活的期望。

古城的东墙已经大量坍塌，根据现场的考古勘探，这
里原先有 2.8 米厚的城墙，如今却只剩下不到 40 厘米厚
的残墙。城墙向北延伸了大约 370 米，来到了城池的东
北角，这里也有一处高台，不同的是，这里高台上却有建
筑存在。在古人的夯土层上，则是现代的水泥和砖墙残
基，留下一半的半圆形基础，以及东边黄土沟对面同样
存在的一处混凝土建筑残基，这曾经是民国时期的碉堡
和哨岗。

城北是一处高 50 多米的悬崖，悬崖上杂草丛生，到
处都是热情好客的酸枣树，挂着一些暗红色的酸枣。有
时也会有喜鹊、斑鸠等鸟儿过来，在草丛之间觅食。

悬崖边缘是一道高约 1 米的土墙，但这却不是当年
古城的城墙，在土墙之下以及周边能找到的夯土遗迹比
鸟儿们“扫荡”过的酸枣数量还要少。悬崖呈东北-西南
走向，之下就是杨兴河，宽阔的河床就在一两百米宽的
沟壑之中，将两岸的黄土崖侵蚀成垂直状态。在自然状
态下，黄土崖或者黄土坡每年都会被侵蚀掉相当数量的
土层，或许当年夯筑的城墙，已经一点点地崩塌，最终随
着杨兴河流到了远方。站在这里向北望去，有两道宽阔
的沟壑向北方伸展，而新修的太忻大道就从这里通向忻
州。在古代，军队往往沿河行军，在此处可以直接观察
到多个方向远处的来敌，位置确实绝佳。

古城的西墙，有一段保存情况尚可。高 4.5 米的城
墙，依旧坚实地矗立在那里，经风历霜依旧能看出当年的
风貌。在城墙外侧，有一些夯土因雨水冲刷而剥落下来，
捡起地上的夯土块，用力捏一捏，从手中传来的厚实、坚
硬，依旧能感受到当年夯筑时的用心。古人夯筑用的石
锤直径大约 10 厘米，每一次下砸能将土层砸出一个 3 厘
米的深坑，即便两千多年后，夯土块上仍清清楚楚。

这处古城并不大，大致呈平行四边形，南北长约 380

米，东西宽约 120米，整个城周长 1050米左右，从空中看
与台下的古黄寨村大小相仿。现在的黄寨，据老人们说
是明朝时才从台地上搬下去的。人们搬迁至更加方便
生活的位置，而原先的城池内部彻底变成了耕地，当年
的民房、兵营等荡然无存。在耕地表面偶尔能够捡到一
些古代的碎陶片和碎瓷片。春雨过后，农民们将再次来
到这里，播撒种子，覆盖地膜，在这片先人活动两千多年
的土地上，播种下希望，收获历史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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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 5月，位于太原的国
营二四 七 厂 接 到 了 试 制 新 中
国 第 一 门 制 式 野 战 火 炮 ——
七 六 公 厘野炮的任务。当时，
工厂设备陈旧，工艺落后，工人
中有 70％是文盲和半文盲，要在
这样的条件下完成新产品试制
任务，困难不小。

为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工厂
在国家投入专项资金大规模改
扩建的同时，配备了专兼职教员
对职工分层培训辅导，选拔技术
骨干分批去苏联学习；随后分配
来的大学生和高级工程技术人
员，也充实了工厂的技术力量。

1953年 3月，新产品图纸陆
续到厂，时任总工程师邓予成立
即组织 200 多人日夜突击，4 个
月完成了图纸的翻译、描晒、资
料消化和工艺装置准备工作，确
保图纸、工艺、工装数据准确无
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张泽国
被人们称为“活字典”，他查找资
料、数据不需看目录，随手一翻
即可找到，对主要数据更是倒背
如流。技术人员同工人师傅紧
密配合，攻克了大圆弧量具、五
五钻模、表尺刻度夹具、多头花
键量规等加工制作难关，保证了
整个试制工作的顺利进行。

新产品试制的难点之一是
工艺装置的生产制造。当时工
厂还没有工具车间，而新产品的
试制需要精度高且复杂的工艺
装置 9538 套。时任厂长牛连璧
决定，集中全厂 5 级以上优秀钳
工、机工展开攻坚大会战。在大
会战的日子里，某车间主任刘文
卿、工长王光银连续几个月不回

家，吃住在生产现场。当时工人没有一分钱补贴，每天都
早早来到生产岗位，干起活来忘记了时间，下班还得车间
领导去“动员”。特别是在交接班的时候，常出现接班的工
人已守候在旁边，当班的工人还迟迟不愿离去的情景。

1954年 4月，全面试生产开始。职工们先后攻克了炮
架薄壁钢件铸造、炮管深孔加工、标尺体加工、象限仪大齿
弧制造等技术难关。炼钢工人严格执行工艺纪律和规程，
使复杂铸钢件合格率达 95％以上。总装车间以张英、靳宝
玉、高亮为代表的职工为了赶工期，几天几夜不下岗……

1954 年 6 月，第一批新产品在工厂试制完成。 7 月，
国家定型委员会对产品性能、材料、工艺等进行全面鉴定，
认为符合资料和技术要求，可正式定型生产。这是新中国
首批生产的制式武器，标志着我国兵器制造进入了一个新
阶段。

不久，工厂收到第二机械工业部转发、中共中央办公
厅给“国营二四七厂全体职工同志”的信函，内有毛主席于
1954年 10月 25日亲笔签署的嘉勉信，对第一批七六公厘
野炮试制成功的胜利表示了祝贺，信的全文如下：
第二机械工业部转
国营二四七厂全体职工同志们：

八月十二日报告阅悉。祝贺你们试制第一批七六公
厘野炮成功的胜利。这对建立我国的国防工业和增强国
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在苏
联专家的指导下，进一步地掌握技术和提高质量，保证完
成正式的生产任务。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廿五日

在这封信的鼓舞下，国营二四七厂以不平凡的业绩创
造了数十年的辉煌，一批又一批新型火炮离开这里，扬威
战场，展现出“中国制造”的风采。

攻
坚
克
难
造
火
炮

范
大
喜

王琼，太原人，字德华，号晋溪。年
少 就 有 神 童 之 名 ，于 明 成 化 二 十 年
（1484）登进士，时年 26 岁。他历成化、
弘 治 、正 德 和 嘉 靖 四 代 皇 帝 ，曾 连 进

“三孤”（少保、少传、少师）、“三辅”（太
子太保、太子太傅、太子太师）。

王 琼 一 生 ，最 让 人 称 道 的 有 三 件
事，治理漕河（运 河）三年，以“敏练著
称”；平定宁王叛乱，“任人（王阳明）唯
贤”；总制西北边防，“功在边陲”。后
世将他与于谦、张居正并称为“明代三
重臣”。

然而，王琼的为官之路，也是历经
坎坷。

明 弘 治 八 年（1495），王 琼 编 著 了
《漕河图志》八卷，这是现存最早的有
关 京 杭 大 运 河 的 书 志 。 明 正 德 元 年
（1506），王琼因治理漕河的卓越表现，
升 为 右 副 都 御 史 ，督 办 漕 运 ；次 年 入
朝 ，担 任 户 部 左 侍 郎 。 明 正 德 三 年
（1508）春，王琼为吏部侍郎，五年后升
为户部尚书。在任户部尚书期间，王琼
对国家财政收支做到了了如指掌。

明正德十年（1515），王琼任兵部尚
书。当时各地盗贼四起，将士们都以斩
杀敌人的头颅数论功升官。王琼上书
称，这种记功的规定纵容了盗贼，留下
了祸患，请求朝廷规定，官兵在内地讨
伐盗贼，只以扫荡、平息论功。任兵部
尚书期间，王琼平宁王朱宸濠叛乱、平
京郊贼乱、平孝丰盗贼汤麻九造反，政
绩斐然，几次受到赏赐、封荫，逐渐做
到了少师兼太子太师。

明正德十五年（1520）十二月，王琼
转任吏部尚书。次年四月，明武宗去世。1522 年，世宗朱厚熜即
位，改年号嘉靖。王琼在政治倾轧中遭言官弹劾，被判处死刑，
后经同僚疏救，改绥德充军。

明嘉靖元年（1522）五月，已经 63 岁的王琼抵达绥德。对于
自身境遇，王琼并未感到沮丧，而是把多年的为官经验以笔记形
式写了下来，并将当时所遭受的境遇与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相比。

在绥德期间，是王琼一生政治生涯中的低谷。一贯“攻于
学，勤于政，忠于君”的王琼，也亲身体尝到官场政治的残酷。谪
戍绥德，游石窟山石宫寺时，他触景生情，题写了一首七律：“载
酒寻春石窟山，眼前春意几多般。柳枝嫩拂黄金坠，杏蕊含娇白
粉团。我比谪仙狂问月，谁知陶令早辞官。乾坤俯仰成今古，世
态浮云一笑看。”

曾经的一代重臣，如今只有以读书吟诗、登高观景来安慰自
己，然而他的内心还是对所受的遭遇非常愤慨，这种心情在他谪
戍绥德第一年所作《秋日和韦庄绥州题句》中明显地流露出来：

“石泪也含秦国恨，树声常动朔方秋。”一年以后，他又在《游天宁
寺歌》中再次写出：“扶苏本为谏坑儒，矫诏赐死奸臣诬。至今儿
童识其处，秦廷佞人已族诛。”他不仅日夜思念着为己辩诬，而且
坚信历史终将对忠与奸作出公正的裁定。

明嘉靖六年（1527），世宗怜王琼年老有病，准其还乡。次
年，西北边事紧急，经内阁大臣桂萼等再三力荐，朝廷诏令王琼

“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提督三边军务”。王琼再次平定了西
域，又在次年鞑靼部落进犯宁夏时予以痛击。自明嘉靖七年
（1528）至嘉靖十年（1531）的四年，是王琼最后为国奉献的四年，
从延绥到宁夏，直至河西走廊嘉峪关外，所谓明代“三边”数千里
边防，统归王琼总制。

王琼在西北开禁了关闭多年、不许吐鲁番入贡的西域关隘，
恢复了边疆地区民族间正常往来与商业贸易。他在奏皇帝《御
敌安边疏》中明确提出：“御边侵之策，惟战与和而已。战和并
用、以战求和。”同时，他坚决反对闭关不通往来的政策，“绝贡非
宜，往和非礼”，主张“顺则抚，勿过抚以纳侮；逆则拒，勿深拒以
穷兵”。尽管他的主张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但毕竟他是主张边
境地区民族之间，应该是友好往来，和平相处，互通有无的。王
琼总制三边数年，西北“边境益靖”。

王琼是明嘉靖十年（1531）冬季被从战场召回朝的。次年秋
天，便死在任上，获赠太师，谥号“恭襄”。

文
韬
武
略
建
功
勋

蒋

殊

我的童年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候，
炎炎夏日，孩子们在家是呆不住的。可玩儿的地
方和游戏太多太精彩，其中“挑眉毛”则是盛夏时
节的“专利”。

早些年，每到夏季，为了抵御蚊蝇的侵扰，晋
源地区农家人的房门上都会挂上竹帘。而且，一
挂竹帘买下后，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舍不得扔
掉。线绳断了、竹棍折了，修修再用。隔上几年，
拆开洗洗竹子，重新织好继续用。

因而天暖时，便会有携了一小捆加工好的竹
棍、带了线绳和一种陶制的打竹帘专用的“蛋蛋”，
吆喝着“打竹帘来”的手艺人，走街串巷揽活。也
有些农户为了省钱，找些工具和材料，自己打竹
帘。而每次重打竹帘，都会有一些旧竹棍被替换

下来。这些竹棍便被孩子们拿来，玩这种叫“挑眉
毛”的游戏。

玩时，孩子们会把这些废竹子剪成约三寸长
的小竹棍，几个孩子凑到一起，每人各拿十根、二
十根出来，会合一处。然后，用手心手背或“猜更
起”来决出顺序。第一个玩的孩子，用右手将全部
竹棍擒住，然后松手，竹棍便一齐落在地上。

这个游戏的规则是，凡落地后单独散开的竹
棍，便归玩家所有。而且允许这个孩子取一根竹
棍，将那些叠压交叉的竹棍一一挑起，只要不触动
其它竹棍，挑离的这根竹棍也归玩家。这个过程，
就叫“挑眉毛”。只要挑的过程中触动了第二根竹
棍，这个孩子便告失败，由下一个孩子来玩。就这
么玩下去，直到竹棍全有了主人。

然而，随着竹棍的输赢和损毁，有些孩子手中
的竹棍便没有了，而且再也补充不上，游戏便渐渐
玩不起来了。

“挑眉毛”
郝妙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