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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人心目中，晋祠就是一个“神圣的空间”。这首
先源于晋祠本身是供奉周成王之弟——唐叔虞的神庙，而
唐叔虞正是晋国之始祖。因此，崇拜唐叔虞，就成为山西
人民对于自己上古历史及家乡历史的追溯。

研究晋祠的历史，研究唐叔虞信仰的渊源，就有必要
回顾晋国及晋阳的上古历史，回顾山西中部地区先民的早
期开发史，回顾晋阳以及山西地区基层民间信仰的历史。

《左传》卷四一记载了鲁昭公元年（前 541）郑国大臣子
产对于古唐国以及晋国历史传说的解释：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
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
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
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及成王灭唐
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

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
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
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
观之，则台骀，汾神也……

这应该是关于太原及晋国历史最为重要的一段古文
献，《史记·郑世家》也全面承袭了这段记载。

这段传说之所以十分珍贵，因为其涉及的时段正是文

献最为阙乏的“古帝王时代”或传说时代，从上古帝王“高
辛氏”、后帝（尧帝）讲起，历经夏、商之时，最后直到周成王
分封唐叔虞之时。根据这段传说，商人与唐人祖先同是上
古帝王“高辛氏”的后代，商人祖先被迁至商丘，而实沈被
迁徙至“大夏”，唐叔虞正是“古唐人”的后裔。最后，周朝
崛起，原来的古唐国为周成王所灭，而封其大叔于唐地。

近代山西著名学者刘大鹏在《晋祠志凡例》中指出：
“晋祠以唐叔虞祠得名。而晋祠之名，肇于北齐，故言晋祠
上至北齐而止。若言事，则上至于周。”唐叔虞可谓山西地
方最早出现的地方性神灵之一，或者可称为太原地区最早
的地域性崇拜偶像。

最早记载“晋祠”出现的正史文献，应该是《魏书·地形
志》，晋祠又被称为“唐叔虞祠”或“晋王祠”“王祠”等。《魏
书·地形志》“太原郡晋阳县”记载：“二汉、晋属。真君九年
罢榆次属焉。有介子推祠。西南有悬瓮山，一名龙山，晋
水所出，东入汾，有晋王祠、梗阳城。同过水出木瓜岭，一
出沾岭，一出大廉山。一出原过祠下，五水合道，故曰‘同
过’，西南入汾。出帝永昌中，霸朝置大丞相府，武定初，齐
献武王置晋阳宫。”

与之相印证，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卷六也提到唐叔
虞祠，证明在北魏时期，唐叔虞信仰已有相当大的影响。

从先秦时期的《春秋左传》《吕氏春秋》，至南北朝时期
《水经注》，再到南宋《诗地理考》，从郦道元至王应麟，均记
载了叔虞封唐。

“唐”作为上古原始部落或政权之名称，起源极早，最
早可追溯至《竹书纪年》中的记载。然而，正是因为年代久
远，变化复杂，源流问题也由此变得扑朔迷离。从《竹书纪
年》就可以发现“唐”字的三个基本含义：

其一，北唐。根据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周穆王之
时，“北唐之君来见，以一骝马，是生绿耳”。而与“北唐”地
域接近，古本《竹书纪年》也出现了“太原之戎”。如周穆王、
周夷王、周宣王在位之时，都出现了“太原之戎”的记载。

其二，陶唐氏。今本《竹书纪年》为我们呈现了另外一
个记述系统，而这个系统似乎与之后的正史系统更加吻
合。根据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唐”之起源应与陶唐氏
有关：“帝喾高辛氏四十五年，帝锡唐侯命。”这个唐侯，就
是帝尧陶唐氏。“有圣德，封于唐，梦攀天而上。高辛氏衰，
天下归之。”

其三，唐叔虞。（周成王）十年，王命唐叔虞为侯。清代
徐文靖撰《竹书统笺》卷七按：“《晋世家》：唐叔虞者，周武
王子成王弟，字子于。定四年《传》：子鱼曰：分唐叔以大
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康
诰，而封于夏虚。杜预曰：夏，大夏，今太原晋阳也。”

关于唐叔虞事迹的全面记载，《史记·晋世家》记载云：
“晋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与叔虞母会
时，梦天谓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与之唐。及生子，
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
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
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尔，
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
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
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为晋侯。”

据考古发现，晋国的根基在晋南，依据晋国历史的开
拓路线，由南而北，而唐叔虞作为晋国之始祖，太原是其国
祚绵长、国运昌盛的根本，晋祠地位尊崇并显赫。

朱熹在《诗经集传》卷五释“太原”云：“大原，地名，亦
曰大卤。今在大原府阳曲县。”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对于
朱熹之说“唐叔所封在今太原府”下注云：“吕氏曰：晋阳，
汉太原郡所治，隋以古晋阳为太原县。太平兴国四年，徙
州治阳曲，而空其故城。”《明一统志》卷一九《太原府》载：

“春秋时，董安于理晋阳公宫，及北齐置大明宫，皆在此。”
在漫长的岁月中，晋祠曾经过多次修建和扩建，面貌

不断改观。南北朝时，文宣帝高洋推翻东魏，建立北齐，将
晋阳定为别都，于天保年间扩建晋祠，“大起楼观，穿筑池
塘”。隋开皇年间，在祠区西南方增建舍利生生塔。唐贞
观二十年（646），太宗李世民到晋祠，撰写碑文《晋祠之铭
并序》，并又一次进行扩建。宋太宗赵光义于太平兴国年
间，在晋祠大兴土木，修缮竣工时还刻碑记事。宋仁宗赵
祯于天圣年间，追封唐叔虞为汾东王，并为唐叔虞之母邑
姜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圣母殿。

自从北宋天圣年间修建了圣母殿和鱼沼飞梁后，祠区
建筑布局更大为改观。此后，铸造铁人，增建献殿、钟楼、
鼓楼及水镜台等，以圣母殿为主体的中轴线建筑物群次第
告成。原来居于正位的唐叔虞祠退处于次要位置，宋代建
筑圣母殿也就成为了晋祠之主殿。

关于女娲补天，在阳泉有许多
记载和传说，今平定县古贝乡尚存
女娲庙，距今已经 1600余年历史。

《淮南子·览冥训》中载：“往古
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下兼覆，地
不周载，火炼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
息 ，猛 兽 食 颛 民 ，鸷 鸟 攫 老 弱 。 于
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
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
以 止 淫 水 。 苍 天 补 ，四 极 正 ，淫 水
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
州，抱圆天。”

在阳泉人看来，这段话中的“五
色石”即浅层煤炭，“鳌”指的是阳泉
市平定县的冠山。

设想一下当时的场景：天崩地裂，
电闪雷鸣，天空下起了石头雨，将天空
砸出了一个巨大的“洞”，巨大的爆炸
几乎将冀州方圆数百公里内的生物全
部毁灭。昔日芳草萋萋、花香鸟语的
景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冲天的猛
火、怒吼的洪水。乌色的石头燃起了
熊熊的火焰，引燃了杂草和树木。

女娲不忍看见人间这样悲惨，
决心战胜这一切。她将人们召集了
起来，命令男人们把冠山下的四条
鳌腿样的石脉搬到东浮化山上，垒
成四根柱子。剩下的石头，垒成中
间空心、外边像棒槌模样的火炉，下
边放上木柴，上边放上可以燃烧的
乌色石，并全部点燃。这就是今天
北方正月十五家家门前点棒槌火辟
邪的起源。

中 国 文 史 出 版 社 2009 年 出 版
的《平定民间文化艺术集萃》收录王
世茂《东浮化山掠影》：“明末学者顾
炎武认为东浮化山女娲补天的传说
就是后世烧煤的开始。”乌色的石头，就是典籍中误写的“五
（乌）色石”，其实就是阳泉的煤炭。

人们在女娲的指挥下立起了 361 个棒槌火，大家绕着棒
槌火跑步、吆喝，吓退了周围的野兽。被火烤得难受，女娲就
顺手把地上的黄泥抹在大家身上，黄泥结成干硬的壳后，用手
往下一掰，浓密的毛发拽了下来，露出的皮肤又白又光像核桃
仁一般，因为这些“仁”是从黄泥中“脱”出来的，人们便说女娲
用黄土创造了人（仁）；跑得饿了，人们就把洪水冲来的干红
枣，用黄泥裹着烤热了吃；几个男人摁住几条从水中爬上岸想
吃人的黑龙，剥龙皮、取龙蛋，在火上烧烤后吃，直到现在，晋
东一带每年二月二，家家蒸花糕、剥龙皮、吃龙蛋。

明中叶，翰林院学士陆深在《浮山遗灶记》中写道：“岁上
元之夕，无论大小，家家置一炉，当户高五、六尺许，实以杂石，
附以石炭，至夜炼之达旦，火焰焰燃，光气上属，天为之赤，至
今不废也，是谓之补天。”

天补好了，黑龙杀死了，但是洪水淤积的沼泽陷阱随处可
见。女娲就让大家把大火燃烧后遗留的芦苇灰烬撒到淤泥
处，从此，人们过上了太平的日子。

昔日雁北人家土炕上，大多铺的是高粱秸席子，只有有钱
人家才铺得起炕毡。炕毡结实耐用、隔热耐潮，那时雁北不少
人一生都在为一条炕毡而奋斗：说媳妇，家里炕上铺毡的人家
是首选；聘闺女，除了彩礼，往往还想索要一条炕毡。

制成一条成品炕毡，需弹毛、铺毛、喷水、喷油、撒豆面、铺
毛、卷毡、捆毡帘、擀帘子、解帘子压边、洗毡、整形、晒毡等十
三道工序。

弹羊毛是擀毡的第一道工序。主人家专门腾出一间空房
供毡匠擀毡，生羊毛铺好后，毡匠用一张两米长的大弓，左手
握弓背、右手操拨子，上下拨动弓弦。羊毛随着弓弦颤动，不
断跳起来，杂质纷纷飞落，渐渐如棉絮般疏松白净。雁北有句
民谚：“咣当咣，三斤羊毛一裤裆。”意即弹羊毛的弓发出“咣
当咣当”的响声，羊毛飞得到处都是，无孔不入。

孩子们常常会趴在窗台上起哄：“嘭嘭嘭，嘭嘭嘭，弹得毡
匠屁股疼。”毡匠一撩门帘，孩子们一哄而散……

羊毛弹好后一层层均匀地铺在竹帘子上，用水喷湿后平
整。然后还要喷麻油、撒豆面，以增加羊毛纤维之间的紧密
度。打理平整后将帘子卷成为圆柱形，再用绳子捆紧，浇上热
水，踩在脚下来回滚动，这就是擀毡。

擀毡要数人紧密配合，步调一致、用力均匀地滚动帘筒
子，才能使羊毛充分粘合、结构紧密。其间还要打开整理好几
次。拉展四角，压好边子，然后再将竹帘子卷起来滚动。如此
反复操作，直到羊毛充分粘合、毛毡边界整齐为止。最后经反
复清洗，一条炕毡才算做成了。

擀毡若剩下点羊毛，做顶毡帽刚刚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毡帽就是庄户人的代名词。雁北春

天寒风凌厉，夏季酷热难熬，冬季冰天雪地，而在我印象中，雁
北的中老年男人除了睡觉不戴，其他时候毡帽不离头。除了
御寒防风，人们还把它当作钱包用，在里层头顶处剪个小口，
里面放个零钱，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梅山位于山西督军府旧址小自省堂后，是原
来明清巡抚堆煤的地方，所以亦称“煤山”。清光
绪年间，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为了形成北高南
低、靠山面水的风水格局，助其官运亨通持久，便
开始在这里堆土造山，筑起高 9丈、东西宽 9丈、南
北 长 27 丈 的 假 山 。 山 中 建 有“ 当 仁 洞 ”“ 随 缘
洞”，最下层为议事厅，名为“邃密深沉之馆”，馆
名 是 张 之 洞 亲 笔 题 写 。 二 层 建 有 一 座 亭 子 ，亭
墙圆门上方刻有“启明”二字，取自《诗经·小雅》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启明”，星名，即金星。
黎明见于东方叫启明，意为迎朝；黄昏见于西方
叫长庚。煤山正面的小路旁镶嵌刻石“发华”二
字，意为迎夕，即夜间赏月的意思。正面山腰为
当仁洞。

1919 年 ，在 煤 山 原 有 基 础 上 再 度 从 左 、右 、
后三面积土叠石扩大加高，改建为园林建筑，并
在煤山山顶上新建西式四层钟楼建筑，作为计时
台使用。

后“煤山”改名为“进山”，取自《论语·子罕篇》
“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
一篑，进，吾往也”，意思是就像在平地上堆土造
山，虽然开始只是倒一筐土，但只要坚持下去，就
能形成山。“进”“山”二字合称为“进山”，寓为前进
登高的意思，旨在要改进山西，使山西进步，以此
来激励后人努力奋进。

1920年，进山楼扩建竣工，11月，在进山楼西
侧立《山西巡抚兼提督题名碑》，至今保存较为完
整。碑为青石质，碑文楷书，记述山西巡抚兼提督
题名的时代和发展顺序，碑阴镌刻清顺治至民国
初年山西历代巡抚及提督名单，共 117人。

目前所能看到的钟楼是在太原解放后重新修
建的，在保留了原有特点的基础上，融入了哥特式
建筑高耸尖塔的特色，在顶端增加了具有时代烙
印的红五星。重修后的钟楼高约 20 米，钟楼外表

呈朱红、银白相间，里呈红，边呈银，山间东西两路
环绕均可通往钟楼。为方便登上钟楼顶端，山间
小路铺设石阶。洞顶有平台三层，全石堆砌。高
层有八米见方之平台，上建底边近 4 米的钟楼，一
层为门，二层设有窗户，三层四面嵌有巨钟，四层
为尖形钟顶。

1952 年，定山名为“梅山”。上世纪 50 年代
后，梅山钟楼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太原的最高点，登
至其顶，凭栏俯瞰，全城景色一览无余、尽收眼底，
成为太原城的标志性建筑。

梅山钟楼承载着太原城市历史片段，是城市
文化记忆的延续和历史认同。

晋商博物院供稿

1935 年，中共地下党组织
在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以
下 简 称 省 立 一 师 或 一 师）建立
了我党的秘密支部 ，发 展 秘 密
党员，开展地下党的工作。不
久后，中共太原工委地下印刷
机关在一师小医院内建立，专
门印刷地下党的各种文件、书
籍和宣传品，诸如《红旗》《游击
战术》《列宁主义》等小册子，就
是在这里诞生的，对于宣传、发
展和壮大我党组织起了很大的
推动作用。

这个印刷机关设在一师网
球场边的一座平房里。当时小
医院有 4个单人房间，中间两个
房间窄小阴暗且潮湿，一般同
学不愿住。中共太原市委的宣
传委员张进林同志因患肺结核
住了一间，我因患疥疮也住了
一间。小医院有围墙、大门，一
般人害怕疾病传染不愿进来，
这给我们的地下印刷工作创造
了有利条件。张进林想方设法
搞了一台油印机（当 时 阎 锡 山
政 府 把 油 印 机 列 为 违 禁 品 ，市
场上是不容易买到的），又东拼
西凑弄到了钢板、铁笔、油墨和
纸张。

张进林常常拖着病体在夜
深人静的时候工作，我给他做
助手。他先起稿，再一笔笔工
整地刻成蝇头小楷，刻好后详
细校对，再调好油墨一张张印
刷。怕开电灯暴露目标，我们
只能用蜡烛的微光照明。油墨
质量差不易干，印好后还得一
张一张摊在地上晾干，再裁剪
装 订 成 手 掌 大 的 传 单 和 小 册
子，便于携带和散发。有重要
文件时，我们就得加班加点不
分 昼 夜 地 干 。 饿 了 吃 点 炒 豆
子，累了在床上躺一会儿再继
续工作。

1936 年 2 月，红军前锋部队
已插到太原附近，阎锡山政府

为挽救败局，到处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白色
恐怖笼罩了整个太原。军警和宪兵包围了山西省立国
民师范学校，抓捕并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接着又
要对省立一师下毒手。太原工委秘密印刷机关一旦被
敌人发现，损失不可估量。我和张进林分析研究了敌
情，并向市工委作了汇报，觉得转移、埋藏、销毁都不是
好办法，我们把油印机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想来想去，我们决定把油印机装到火柴箱子里藏到
隔壁储藏室。我俩把油印机卸成零件，用废报纸包好放
到火柴箱子底层，上面再放些旧衣裳和鞋袜，盖上盖子，
用钉子钉起来，没有上锁。

管储藏室的是一个 50 多岁的老头，很忠厚老实。
我们向他要了钥匙，趁同学们吃晚饭的时候，把箱子抬
过去。储藏室的东西真够多的，除了大大小小、形状各
异的箱子外，还有各种包袱、布袋，像个废品收购站，连
个插脚的地方都没有。我们选好后墙根一块地方，把别
人的箱子抬起，把我们的箱子放在底下，上面又堆了一
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使人看不出什么破绽。回到家里，
又把文件清理一番，各留一份底样，包成小包放到平房
的瓦底下，多余的文件都烧了。

第二天拂晓，大批军警、宪兵包围了省立一师，把学
生赶到教室集中起来，敌人在学生宿舍翻箱倒柜，一排
一排宿舍进行搜查，连食堂角落也不放过。到了小医
院，学校领导对他们说：“里面住着两个传染病人，一个
是疥疮，一个是肺结核。”敌人害怕传染，只在门口看了
一下，没敢进去。搜查完后，又到教室查看同学们的动
态，妄想抓几个回去领赏，但因抓不到把柄，无法动手，
只好灰溜溜地离开学校。

葛向明 口述 梁永寿 整理
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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