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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书，偶然发现一首诗，名字特别长——《送张
橿亭少詹为晋阳书院山长兼寄朱石君方伯东坡在密州除
夕诗云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鼐与少詹方伯皆辛亥岁生
今三十九矣故用其韵（其二）》，作者为姚鼐。由此引起对
诗中所涉及的两个历史人物，姚鼐与张橿亭的关注。

姚鼐和张橿亭是姻亲，也是老乡，二人同为安徽桐城
人。姚鼐为清代桐城派“桐城三祖”之一；而在清朝雍乾
时期，政坛上也有一个“桐城派”，其代表人物是安徽桐城
张英、张廷玉父子。

桐城张氏，举业不断，名宦迭出。除张英、张廷玉“父
子双宰相”（清代不设宰相，但张英、张廷玉都担任过大学
士之职，张廷玉还出任军机大臣，相当于宰相）外，还先后
出现“三世得谥”（张英，谥文端；张廷玉，谥文和；张若渟，
谥勤恪）、“六代翰林”（张英、张廷玉、张若霭、张曾敞、张元
宰、张聪贤）等人文盛况，有“门族清华，世代簪缨”之誉。

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张廷玉的弟弟张廷璐因为科
场舞弊而被雍正处决，而真实历史中，张廷璐是清康熙五
十七年（1718）榜眼，官至礼部侍郎，即使在哥哥张廷玉得
罪乾隆被打压清算时，也没有受到太多牵连。张橿亭，正
是张廷璐的孙子、张廷玉的侄孙。

张橿亭，本名张曾敞，橿亭是他的号。清乾隆十五年
（1750），20 岁 的 张 曾 敞 就 考 中 了 举 人 ；清 乾 隆 十 六 年
（1751），入选翰林院庶吉士。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张曾敞任翰林侍读，充任日
讲起居注官。自张英起，张氏家族已有四代人担任日讲
起居注官。这一时期，张廷玉虽已乞骸骨，但张氏家族任
职翰林者仍有四人，张曾敞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
在当时被评价为“材器通美，究识古今事宜、国家典故，而
持己清峻”，因此被家族寄予厚望，认为是张英、张廷玉两
代相国的继承人，“人谓君且继其家两相国后也”（姚 鼐

《原任少詹事张君权厝铭并序》）。
张曾敞在日讲起居注官任上，明正起居注体例，禀性

刚直，直言不讳，敢于担当，为当时翰林院掌院学士刘统
勋所叹服，令同僚官职畏忌，业务能力得到朝廷认可。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张曾敞升左春坊左庶子，不
久，又升迁为翰林侍读学士。清乾隆三十年（1765）充顺天
乡试同考官、顺天武乡试主考官。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
升詹事府少詹事，充任咸安宫总裁、顺天乡试同考官。

就在仕途一帆风顺之际，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张
曾敞不幸陷入科举舞弊案，乾隆皇帝下诏：“同考官张曾
敞交部严加议处。”（《大 清 高 宗 纯 皇 帝 实 录·第 八 百 三 十
二卷》）张曾敞被革职还乡。

对于此事，姚鼐在《原任少詹事张君权厝铭并序》一
文中认为，主要还是由于朝廷打压所致。张曾敞革职后，
太原晋阳书院聘其为山长，授徒讲学。姚鼐因此为张曾
敞写下了开篇提到的那首诗。

张曾敞于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去世，在他人生的
最后八年里，除了在晋阳书院任职外，还先后在江汉书院
（武 汉）、大梁书院（开 封）担任山长。晋阳书院是太原地
区存在时间最长、地位最高的一座中国传统书院 ,自明嘉
靖办学以来，在魏元贞、蔡懋德、白如梅等明清两朝多位
山西巡抚以及王三才、袁继咸等提学官的大力扶持下，书
院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弘扬经世致用，培育文人士子，推
动山西教育、学术、文化等事业积极发展。

晋阳书院名人辈出，不仅聘任过翰林院清流王珻、顺
天府尹田嵩年、山西探花王文在、“天下俭”李用清等人担
任山长，更培养出了傅山、薛宗周、毕振姬、卫周祚等历史
文化名人。尽管张曾敞担任晋阳书院山长时间并不长，
他的优异学识和精神品质对当时书院学子也产生了深刻
影响。

货郎曾是商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宋代已
非常普遍。古代文学作品中，多有关于货郎的描
述，如古诗：“鼗鼓街头摇丁东，无须竭力叫卖声。
莫道双肩难负重，乾坤尽在一担中。”《水浒传》第七
十四回中写道，浪子燕青去泰安州打擂，临行时“扮
作山东货郎，腰里插着一把串鼓儿，挑一条高肩杂
货担子。诸人看了都笑。宋江道，你既然装做货郎
担儿，你且唱个山东货郎转调歌与我众人听。燕青
一手捻串鼓，一手打板，唱出货郎太平歌，与山东人
不差分毫来去”。元杂剧有“货郎调”，《桃花女》中
就有“等不得货郎担儿来买”的描述。

代县货郎戏称自己为“挑八股绳的”，卖货用的
是两个多层木头盒子组成的正方形货箱，底部有
正方形托盘，四个角分别有一个铁环。代县货郎
的扁担不仅比普通扁担长而宽，而且两头分别雕
刻一个勾头，将两组四根呈闭环状的绳子，分别钩
在托盘四个角上的铁环上，另一头套在扁担两端
的勾头处，担起扁担后，每两根绳子呈四股状，前
后共八股，故称挑八股绳。货郎肩挑重担的功夫
很深，每副担子盛货后重量约 60公斤。

货郎每到一村，便在村中心、大树底下荫凉处，
或者庙宇附近的宽阔地带，放下担子，把货箱取出
摆成货架模样。货郎并不急着吆喝，而是取出一
面 精 致 的 拨 浪 鼓 开 始 摇 动 。 几 乎 所 有 货 郎 的 摇
鼓 节 奏 都 如 出 一 辙 ：“ 咚 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好像在说：“请姑娘，请姑娘，请出姑娘买
东西。”

货郎的主要顾客就是妇女和儿童，经销的商品
都是实用又大众化的，以价格低廉为主要特征。
货郎基本上不在外居住，即便外出三五十里，也要
赶回家中，除了休息之外，更主要的是补充货物。
所以，货郎往往天不亮就出门，到天黑才回到家
里。在外也很难吃顿舒心的饭菜，通常是饥一顿、

饱一顿的。
夏秋季节，代县货郎挑着货品活跃在代州境内

乡村之间，到了深秋和冬季，就结伴同行到口外。
为了躲避强盗，他们日住夜行，专选穷山僻壤的乡
间小道或者山区弯道行走。货郎担子不仅维系了
全家的生活，而且也积累了经商经验，很多代县货
郎由此培养了后人的经商意识，生意慢慢壮大起
来。如代县南山深处张仙堡村的货郎郑秉懿，他
种 庄 稼“ 五 谷 不 分 ”，但 对 货 郎 这 一 行 却 得 心 应
手。他家人丁众多，仅儿子就有五个，全凭他经营
货郎养家糊口。后来，郑秉懿在代县城开设了芝
麻行聚鑫斋、兴盛斋两个商号，由三儿子郑丕德任
掌柜。

代县东部的正下社村是一个商业活动比较活
跃的村庄，由于地理条件、资源禀赋、农业特色、历
史传承等原因，正下社村人亦农亦商，已成为该村
的 经 济 特 色 。 不 少 村 民 挑 着 自 己 菜 园 子 里 种 的
菜，再贩点其他菜沿村叫卖，虽挣钱不多，但本钱
不大，没有风险，还能挣点零花钱养家糊口，供孩
子们上学。这种“菜货郎”被村民们形象地比喻
为 ：“ 一 锅 豆 腐 半 桶 油 ，三 把 韭 菜 两 把 葱 。”直 至
1980 年前后，村里的老人们依然在嘴上挂着一句
口头禅：“要想富得快，庄户搅买卖。”每到冬天，村
里的成年人成群结伴相跟上到雁门关外的呼和浩
特、包头等地去做买卖，蔚然成风。

新中国成立后，基层供销合作社、代销店逐步
遍及各地乡村，还延伸到边远的山庄窝铺，一部分
货郎甚至还吸纳为基层供销合作社职工。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私营商店不断涌现，偏僻
村落的居民逐步移居至集镇和平川的大村，电商、
网购、快递等新型交易形式层出不穷。货郎作为
一个古老的商业职业群体，在完成其使命后，也逐
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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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阳书院与山长张橿亭
杨瑞国

1952 年 10 月 14

日 ，上 甘 岭 战 役 爆 发 。
凌晨 4时，美军以 320门
大 口 径 火 炮 、47 辆 坦
克、50 余架飞机对中国
人 民 志 愿 军 第 15 军 的
30 公 里 防 御 正 面 开 始
火力攻击，其中，对上甘
岭左翼前沿阵地五圣山
597.9 高地和 537.7 高地
的轰击特别猛烈，使用
了 300 门火炮、27 辆坦
克和 40 架飞机，火力密
度高达每秒落弹六发。

在敌军猛烈的炮火
中，距敌阵地仅有百余
米的前沿阵地上，不时
闪 现 出 几 名 战 士 的 身
影，他们是第 15军 45师
135 团 1 营 营 部 电 话 班
的四名战士，负责维护
537.7 高 地 北 山 至 1 营
指挥所的电话线路。无
论炮火多么猛烈，情况
多么危险，只要电话线
一被炸断，电话班的战
士们都会第一时间冲上
去接好。

敌人不断对 1 连阵
地实施轰炸，几分钟内，
阵地上的野战工事、交
通壕几乎全部摧毁，坑
道里的守备部队步话机
天线全被炸毁，电话线
也炸得七零八落，无法
与千米外的指挥所沟通
联系。炮火袭击后，敌
人便疯狂地向阵地冲过
来，这时接线已经来不
及了，于是战士们果断
采用拉新线的办法保证
线路畅通。

10 月 14 日 晚 ，在
537.7 高 地 北 山 战 斗 最
激烈的时刻，1营指挥所
通向 1 连的电话线又被
炸断了。在 1 营指挥作
战的王凤书副团长，拿
起电话只说两句就没声
了，急得满头大汗。电

话班副班长查线刚回来，见电话又断了，立即抓起
缠满电话线的线拐子，转身跃出洞口，冒着铺天盖
地的炮火前去查线。

一路上，副班长边躲避炮弹，边往前跑放线，
很快电话接通了，及时保障了指挥所与前线的指
挥畅通。但没多久，新拉的线又被炸断，他迅速再
去接线。快要到达 1 连指挥所时，他的左腿不幸
被炸断了。

副班长忍着剧痛，顺着线路向前爬行，找到了
断线处后，发现有 1 米多的电线不翼而飞。他没
有任何犹豫，把电话线铜线绑在了自己的右手上，
然后用牙齿咬死了另一端的铜线。

电话通了。指挥官用最简短的语言，向前线
部队传达了作战命令。直到战斗结束后，战士们
打扫战场时，映入眼帘的那一幕，让所有人都忘
不了。

副班长躺在炮弹坑内一动不动，口中牙齿还
在死死咬着裸露的铜线，被子弹击穿的右手上，紧
紧绑着另一根铜线。他用这样的姿势，凭着顽强
的意志用生命为指挥所换取了宝贵的三分钟通话
时间，直至壮烈牺牲。

这位年轻的电话班副班长名叫牛保才，出生
于山西省壶关县东井岭乡石盆村，牺牲时年仅 25

岁。 1944 年 6 月，牛保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
年 9 月入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牛保才参加了
第五次战役和阵地防御战役。1953年 4 月 20 日，
志愿军领导机关为这位英雄电话兵追记特等功，
并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二级英雄”称号。

用
生
命
争
取
的
三
分
钟

王湛，字处冲，太原人，父亲
是 西 晋 名 将 王 昶 。 在 兄 弟 四 人
中，他排行最小。

王 湛 从 小 寡 言 少 语 ，兄 弟 和
族人都以为他痴傻。父亲死后，
王湛守丧。服丧期满后，他仍在
墓地结庐居住闭门不出，不与世
人交往。

王 湛 的 侄 子 王 济 ，很 看 不 起
王湛。王济是晋文帝司马昭的女
婿 ，才 学“ 气 盖 一 时“，是 当 时 的

“ 名 士 ”。 王 济 时 常 回 家 祭 拜 祖
父，但甚少去看望叔叔，对叔叔也
没有敬意。

一日，王济来到王湛处，看见
床头有《周易》，就问：“叔父用这
个干什么？”王湛说：“身体不舒服
时看一看。”王济便请他解释。出
乎王济意料，王湛剖析书中道理，
精微有趣，令他不禁肃然起敬，便
留下来和叔叔一连多日谈论《周
易》。王济感慨道：家中有名士，
三十年来我却一直不知道，这是
我的罪过。

王 济 有 一 匹 烈 马 ，非 常 难 驾
驭 。 王 济 让 叔 叔 王 湛 骑 那 匹 烈
马，王湛不但骑马姿态俊美，而且
挥鞭驭马回旋自如，就是著名的
骑 手 也 比 不 过 他 。 王 济 更 加 赞
叹：叔叔的才能难以测度。

王湛说：“这匹马虽然短距离
跑得快，然而力量单薄，不能承受劳累之苦。最近看见督
邮的一匹马，应当超过这匹，只是喂养得不到位。”

王济于是索取督邮的马喂了十多天谷食后，和王湛比
试。两匹马步伐与节奏不相上下，王湛却说：“这匹马的好
处在负重时才看得出来，平路上和别的马没有区别，只有
在靠近蚂蚁洞口的小土堆旁（比试才行）啊！”于是二人来
到蚂蚁洞口的小土堆旁让马盘旋奔跑，果然王济的马很快
摔倒，而督邮的马却如履平地。王湛卓越的见识和天赋让
王济更加赞叹。

之后，王济在晋武帝面前客观评价了叔叔王湛。武帝
问 道 ：“ 可 以 和 谁 相 比 ？”王 济 说 ：“ 在 山 涛 之 下 ，魏 舒 之
上。”东晋史学家孙盛在《晋阳秋》中也记载：“济有人伦鉴
识，见湛，叹服其德宇。时人谓湛上方山涛不足，下比魏舒
有余。”王济拥有鉴人的才能。看见王湛，感叹佩服他的气
度、器量。当时人认为，他虽无法与山涛相比，与魏舒倒可
以一较长短。山涛是三国至西晋时期大臣、名士，“竹林七
贤”之一；魏舒则是魏晋时期名臣。

王湛听到这些话后说：“难道大家想要把我放在季、孟
之间吗？”“季孟之间”这个成语出自《论语》，在春秋时鲁国
三家大贵族中，季氏势力最大，孟氏势力最弱。

王湛的名声传扬开来，后朝廷征召他出仕，历任秦王
文学、太子洗马、尚书郎、太子中庶子，后又出任汝南内史。

东汉末年至三国、魏晋，朝政腐败，军阀混战，庙堂党
争，外戚夺权，导致 士 族 崇 尚 老 庄 思 想 ，名 士 向 往 远 离
尘 务 ，放 任 自 然 。 王 湛 生 长 于 这个时代，故而选择谨守
自己的内心。

“谁念刘越石，化为绕指柔。”是大诗人李白想到刘琨固
守晋阳城之艰苦卓绝，而发出的感慨。

刘琨，西晋时期著名诗人、音乐家和爱国将领。《晋书·
刘琨传》说他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后裔，如此说来，他和三
国时期蜀国国君刘备是同一个祖宗。

魏晋时期，有所谓以风流自赏为特征的“魏晋风度”。
贾 谧 、左 思 、陆 机 以 及 以 奢 侈 闻 名 天 下 的 石 崇 等“ 二 十 四
友”即是这一风尚的代表，而以俊朗雄豪著称的刘琨，也是
其中一员。石崇的金谷园，就是他们时常活动的地点。刘
琨和祖逖也是好朋友，祖逖就是成语“中流击楫”中，那位
发誓“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的英雄。他们两人
还创造了另一个成语“闻鸡起舞”，说的是刘琨与祖逖志趣
相投、感情深厚，同床而卧、同被而眠。一次半夜，祖逖听
到鸡叫，叫醒刘琨道：“此非恶声也。”意即，这是老天在激
励我们上进，就与刘琨早起舞剑习武。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王室之间争权夺利，征战四起。
战争打了将近十年。八王之乱不但摧毁了西晋的经济，而
且还造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恶果。当时内战各方争相引入
匈奴、鲜卑、乌桓等族参战，这些族群在征战中不仅壮大了
实力，而且胡汉矛盾也在双方实力此消彼长中不断增强、最
终爆发，爆发的地点就是胡族实力强大的山西。

公元 304 年，匈奴人刘渊在左国城（今 吕 梁 方 山 县）自
立为汉王，他打败司马腾，攻陷平阳（今临汾市），威胁近在
咫尺的洛阳。为了抗击匈奴、保护首都洛阳，东海王司马越
任命刘琨为并州刺史、振威将军，领匈奴中郎将，北上抗击
匈奴。

西晋光熙元年（306）九月，刘琨带领招募来的千余人，
从洛阳向并州晋阳进发，一路上充满艰辛。“道险山峻，胡
寇塞路……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刘

琨这支小部队在惊涛骇浪之中艰难前行，常常“以少击众，
冒险而进，顿伏艰危，辛苦备尝”（《晋书·刘琨列传》）。

西晋永嘉元年（307）三月，刘琨带领部队冲破胡骑重重
阻击，从汉赵大将刘景手中夺回晋阳。由于长期战乱，百姓
逃 离 ，晋 阳 几 乎 成 为 一 座 空 城 。 城 中“ 府 寺 焚 毁 ，僵 尸 蔽
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晋
书·刘琨列传》），情状惨不忍睹。

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刘琨在加强军事防御的同
时，抓紧生产自救。他率众除荆棘、埋尸骨，招徕流民、重
建城池，采取了诸多巩固晋阳的措施。翻看史书我们发现，
许多资料都提到并州刺史刘琨修建太原府城、罗城等，考古
工作者也在晋阳古城遗址西城墙发现了魏晋时期大规模营
筑的遗迹，很有可能它们就是刘琨所修建。在刘琨的经营
下，抗击胡族统治志士纷纷投奔，“人士奔迸者多归于琨”，
流亡在外的民众也逐渐返回，“鸡犬之音复相接矣”，晋阳
这块荒芜的土地又有了生气。洛阳沦陷后，刘琨父母也来
投奔。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晋阳成了刘琨真正的家园。

当时的中原大地烽烟四起，胡族强盛。晋阳南面有匈
奴汉赵刘渊、刘聪，东面有羯族石勒，只有北面的拓跋鲜卑
勉强算是盟友，却有趁乱内迁的意图。面对强敌环伺，刘琨
四处征战，依然胜少负多。短短十年间，胡族三次兵临晋阳
城下。其中西晋永嘉六年（312），刘渊汉军围城，演绎出刘
琨胡笳退敌的精彩故事。

在刘渊军队围攻晋阳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刘琨一面
严密防守，一面修书求援。刘渊军队久攻不下，士气低迷。
一日夜半，刘琨“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
夜 奏 胡 笳 ，贼 又 流 涕 歔 欷 ，有 怀 土 之 切 。 向 晓 复 吹 之 ，贼
并 弃 围 而 走 ”（《晋 书·刘 琨 列 传》）。黎明前，正是人心理
最脆弱的时刻，刘琨运用心理战术，发啸吹笳，极大地瓦解
了敌军斗志，再加上拓跋鲜卑的援军即将到达，促成了晋阳
围解。

西晋建兴四年（316），石勒出兵进攻并州。刘琨没有听
从部将劝阻，全军尽出，中伏大败，丢失并州。他只身投奔
幽州刺史、鲜卑左贤王段匹磾，并与他结为兄弟。同年，西
晋灭亡，东晋元帝司马睿称帝，加封刘琨侍中、太尉等，并
赐他名刀一把。段匹磾曾以刘琨为大都督，率军讨伐石勒，
势弱退兵。东晋大兴元年（318），刘琨被段匹磾缢杀，时年
48 岁。

刘琨从公元 306 年带领 1000 余人北上抗击匈奴，到公

元 318 年被杀，在晋阳坚守了十余年。晋阳成为西晋王朝
在中原最后陷落的城市。

晋阳城没能扭转乾坤而陷于胡族，既是大势所趋，刘琨
的性格缺陷也占有一定因素。

史书说刘琨“少负志气，有纵横之才，善交胜己，而颇浮
夸，素奢豪，嗜声色，虽暂自矫励，而辄复纵逸”（《晋 书·刘
琨列传》）。刘琨年轻时过惯了奢华生活，时局紧张时还能
暂时克制，形势一旦好转，他就会放纵自己。

刘琨宠爱一个懂音律的佞人徐润，还委任他当晋阳令，
徐润恃宠骄横。奋威将军令狐盛多次劝说刘琨除掉徐润，
刘琨不听。徐润因此深恨令狐盛，他知道刘琨最恨不忠于
朝廷的人，就故意对刘琨说：“令狐盛准备劝你称帝，取代
晋室。”刘琨闻言大怒，不经调查就下令杀了令狐盛。刘琨
的母亲对此很是气愤，斥责他不能胸怀大局、善用豪杰，反
而一味剪除强于己者，求得眼前平安，难于成就大事，“如
是，祸必及我”。不幸而言中。

西 晋 永 嘉 六 年（312），刘 琨 计 划 进 攻 汉 都 平 阳（今 临
汾）。令狐盛之子令狐泥因父亲被刘琨诬杀，投奔汉帝刘
聪，并将晋军的意图、虚实详细报告。刘聪先发制人，派遣
大军，以令狐泥为向导进攻晋阳。而此时，刘琨因雁门乌丸
叛乱带兵前去镇压，不在晋阳。晋阳城破，令狐泥俘获刘琨
父母，并将他们杀害。

刘琨是西晋末年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历
史人物。史书上还记载了一个和刘琨有关的故事，很有意味。

大司马桓温，是东晋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书法家，把
持朝政，为一代枭雄，见识和才干在东晋群官中出乎其类、
拔乎其萃。他曾三次北伐，差一点就篡夺了东晋政权，算得
上东晋时期的风云人物。

桓温自认为雄姿英发，是可以与司马懿、刘琨比肩的人
物，但时人却把他比作大将军王敦，他因此很不高兴。《晋
书·桓温王敦列传》中记载，桓温北伐归来，军中带回来一
名婢女，曾是刘琨的家伎。婢女一见到桓温，便潸然流泪。
桓 温 问 她 缘 故 ，她 回 答 说 ：“主 公 有 点 像 刘 司 空 。”桓 温 大
喜，到外面整理衣冠后，又叫来婢女问他像不像刘琨。老婢
女说：“脸很像，可惜太薄；眼睛很像，可惜太小；胡须很像，
可惜太红；形体很像，可惜太短；声音很像，可惜太柔弱。”
桓温于是取帽解带，酣然昏睡，抑郁了好几天 。透过这个
故 事 ，我 们 可 以 窥 见 以 风 流 自 赏 为 特 质 的 所 谓“ 魏 晋 风
度”，也可以看出刘琨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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