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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色 记 忆

在陵川县城东的东岗山上，有
一座始建于 1946 年的烈士纪念塔，
在高耸的塔顶上，是一座金色的号兵
铜像，号兵昂首挺立，目视前方，奋力
吹响进军号。

人民军队中的许多号兵，都来自
同一个地方——晋城市陵川县。

1937 年 ，抗 日 战 争 全 面 爆 发 。
八路军开赴山 西 抗 日 前 线 ，开 辟 了
以 太 行 山 为 中 心 的 敌 后 抗 日 根 据
地。后来，为了统一太南豫北的作
战指挥，成立了八路军第 2 纵队，总
指 挥 部 驻 扎 在 陵 川 县 平 城 镇 义 汉
村 。 随 着 抗 战 工 作 的 全 面展开，无
论八路军的正规部队还是地方武装，
都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缺少司号
员。当时，一个连队最少需配 2 至 3

名号兵。
晋城市陵川县是太行八分区所

在地，处在太行山南麓峰巅，位置隐
蔽，群众基础好，具备了训练号兵的
有利外部条件。因此，太行八分区指
示，在陵川县开办号兵训练班，以解
部队的燃眉之急。

1943 年 10 月，陵川武委会在附
城、夺火等地开办了号兵训练班，每
期招收约 30名学员。

号兵招收有严格的条件：一是年
龄 要 小 ，一 般 要 求 在 15 至 18 岁 之
间；二是身体素质要好，要能打能跑；
三是人 要 机 灵 ，能 随 机 应 变 。 当 时
的训练不光是为了战争急需，同时
也 把 号 兵 培 训 作 为 军 队 和 地 方 武
装建设的一项长期任务来抓，制定
了编制计划。号兵年龄大的随时可
以参军，小的则先参加村自卫队、区
干队、县独立营，然后再往部队输送，
也起到了储备和扩充兵员的作用。

从 1943 年到 1949 年，陵川县培
训了 32 期共 1700 多名号兵，其中有
700 多名政治坚定、技术过硬者参加
了正规部队，担任连以上战斗单位的
司号员，其余都分配至附近几个县和
本县地方抗日武装。

一名号兵要想达到实战要求，至
少要 3 个月才能学成。全部号谱有
100多种，如起床号、开饭号、集合号、
冲锋号、撤退号、防空号、熄灯号，以
及专门用作部队调动、互相联络的特
殊号谱等，必须反复练习，容不得一
丝一毫的错误。还有些号谱为保密，
是临战时制定的，更考验号兵的随机
应变和记忆。为了适应不同的作战

条件，学员们不但于风雨雪天练号，而且常常于搏击、长跑后紧急
练号。个人加班加点练号，取站、跪、躺、卧等各种姿势练号，有时
候老师会带着他们到山高之处，特意面对大风，练习吹号。很多老
号兵，即使过去了六七十年时间，他们的嘴唇还是留下了被军号压
扁的痕迹，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陵川号兵中，涌现出了很多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他们是陵
川号兵的代表。

陵川县太和村人侯国富，1945年加入陵川独立营，后在陵川
号兵培训班受训，结业后被分配在 13纵队 38旅 79团 2连任司号
员，参加过上党战役，转战于晋冀豫各战场。1948 年 2 月，在临
汾攻坚战中，他在吹响攻城的冲锋号时，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英
勇牺牲，年仅 19岁。

陵川县附城镇黑土门村人张喜发，1927年生，1945年 8月参
加八路军，先在陵川独立营任战士，1946年春参加陵川县号兵培
训班。结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太行四分区 46 团 1 营 3 连任司号
员。1947 年在攻打焦作的战斗中，他在执行首长命令跃起吹号
时，一发炮弹带着尖啸声袭来，他因站的位置高，又在执行吹响
冲锋号的命令，不幸被弹片击中牺牲，时年 20岁。

陵川县平城镇南坡村的池连喜，17岁参加号兵训练班，开始
在平城镇北街元阳观大庙里（号兵训练基地）学习吹号，次年又
转移到平城镇侍郎岗村学习了 2 个月，一共学习了 3 年多时间。
后来，池连喜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解放战争中，
他曾担任太行四分区 47团 2营营部司号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他继续担任司号员和话务兵，并多次立功受奖。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档案馆，保存着的一份军人花名册，记载
着 900 多名陵川司号兵的名字。而在《陵川烈士英名录》记载的
2465 名烈士中，有 389 名是号兵。这些仅仅是记录在案、有据可
查的数字，实际上，号兵牺牲人数可能比这些还要多。新中国成
立后，陵川县延续号兵培训传统，一直到 1984年才停止培训。在
当地的民兵集训、修水库、植树造林、修水电站等活动中，都有号
兵的身影。

今 年 1 月 11 日 是 农 历 癸
卯年的腊月初一，从这一天开
始，人们就 开 始 为 过 年 而 忙
活 开 了 。 在 太 原 地区，腊月
初一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古俗，

“吃五谷”。
小时候，每年到了腊月初

一 ，家 家 户 户 都 要 炒 五 谷 豆 。
所谓炒五谷豆，就是把小麦、玉
米、高粱、谷子、黄豆这五种庄
稼 的 籽 粒 ，放 在 铁 锅 里 炒 熟 。
太原人有“吃上五谷不生灾”的
说法。腊月初一吃炒下的五谷
颗粒，叫作“咬灾”。意思是这
一天吃上炒熟的“五谷豆”，可
以强身健体，除灾祛病。这也
表达了农耕时代，人们的一种
美好愿望。即便在当下，吃五
谷，吃粗粮，也是一种有益健康
的生活方式。

“五谷”在古代有多种不同
说法。五谷最初是指“稻麦菽
黍稷”，即水稻、麦子、黄米、豆
子、小米，商周时期的古人炒五
谷 ，可 能 就 是 炒 这 五 样 粮 食 。
随 着 高 粱 和 玉 米 先 后 引 进 中
国，这两种农作物由于适应性
强、产量高，逐渐成为我国北方
农作物的主要品种。

“五”其实是一个泛指的概
数，到腊月初一烧上炒锅的时
候，粮仓里有什么，就抓上什么
炒 。 过 去 民 间 还 流 传 着 一 个

“古记记”（太原方言词，指传统
风俗习惯），说是腊月初一的这
天，在锅里炒五谷豆的时候，哪
一种粮食的颗粒开得花花多，
第二年这种粮食就会大丰收。
人们炒五谷时，也在为明年的
种植计划作预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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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川县城东东岗山上的烈士纪念塔

火锅的起源，有人说是由殷商时期的鼎发展而
来，此非定论，可算是一家之言。但 1988 年，在晋
源区春秋大墓里，出土了一件青铜虎形灶，其器形、
功能和现在的火锅几乎一模一样。据考证，西汉时
期，青铜火锅已应用于庙堂；南北朝时，已推广到了
民间；宋元以后，火锅则流行不衰；时至今日，火锅
成了餐桌上的一道主菜。

晋阳传统火锅的制作是十分讲究和科学的，许
多食材按各自的特点和需要，预先蒸、煮、炸、烧、
煨、泡发好，多种食材在锅中各居其位、层次分明、
荤素搭配，煮熟后则味鲜汤美、营养全面。

装火锅有严格的顺序：先用约 5厘米长、开水汆
透的白菜条垫底；白菜上铺一层清蒸猪肉丸子，也
有人用油炸白萝卜素丸子，更显乡野风味；再上依
次装炸成金黄色的土豆块，用鸡蛋、淀粉搅糊，先炸
后蒸的小酥肉；再一层是先蒸熟，后冻成蜂窝状的
冻豆腐块；再往上是泡发的粉条、红烧肉片、海带
丝 ；浮 头 均 匀 撒 上 海 米 粒 ，这 款 猪 肉 火 锅 就 装 好

了。如果在海带丝之上，再分区域摆
放海参、鱿鱼、冬笋、蹄筋、香菇、木
耳……则是让人们说起来就口舌生
津的什锦火锅了。

装火锅是有技巧的，因为火锅是
多人聚餐，烧肉片不能一片挨着一
片 ，这 样 既 装 不 了 多 少 ，又 显 得 呆
板。须一片压着一片，每片都露出烧
肉膘的浅金红色部分，既美观如一朵
花，又能保证每人都能享用得上；粉
条、海带丝也不能一把一把地抓起往
锅里放，要几丝几丝地夹起，均匀分
布在锅里，以免吃时夹一筷子却带起
许多……

锅子装好后，撒上细细的姜丝、
葱丝，更关键的一步来了，加汤。这
汤是煨红烧肉后的高汤，用开水稀释

后，缓缓加入锅内。其后如需加汤，也只能加这种
汤，不能随便加开水，这样才能使火锅口感醇厚、味
道鲜香，不会串味。

美食应配美器，火锅也有多种，晋阳故地民间
更偏爱砂火锅。自古以来，蒙山大佛所在的寺底
村 ，就 传 承 着 陶 土 烧 制 器 具 工 艺（现 在 已 列 为 非
遗项目），砂火锅是主要陶品之一，远近闻名。这种
锅子散热慢、保温性好、没有杂味，能保持菜肴的原
汁原味。而使用多年的砂火锅，油脂浸透后，被擦抹
得亮晶晶，更有特色。

火锅装好加盖，最好用果树木炭，燃着塞进锅
肚，煮好后揭盖，细细淋一圈小磨香油，就可上桌了。

在晋阳故地，火锅又称为“火碗”，大概是炊、器
合一，这个锅又有着“碗”的形状和功能吧。火锅，在
民间还有着吉祥喜庆的寓意，圆圆满满、层层叠加的
食材，蒸腾着热气的锅子，象征着团团圆圆、红红火
火、美美满满、步步高升，也就成了家庭团聚、招待亲
戚、朋友聚会，乃至婚嫁寿庆的首选。

晋阳故地话火锅
李海清

太原市博物馆基本陈列“锦绣太原历史文化展”的
第三单元，有一组出土于北齐时期各个墓葬的彩绘陶镇
墓兽。

镇墓兽，随葬明器，守卫墓门、镇压邪恶的怪兽，往
往以人面兽身或兽面兽身的蹲坐式形象成对出现。这
组镇墓兽中的人面兽身形象，有着典型的胡汉民族融合
后的面貌，既有北方游牧民族的粗犷，也有汉人独有的
敦厚，甚至还具有西域胡人的形象特点，宽脸盘、高颧
骨、大耳朵、厚嘴唇，尤其是一圈络腮胡，更是将胡人形
象展露无疑。在北齐时期，镇墓武士俑形象则逐渐褪去
了相貌凶狠、神情狰狞等特征，演化为守卫墓主安全、
面相端庄平和的侍卫武士形象。这组镇墓兽，将魏晋南
北朝时期，“胡风国俗，杂相糅乱”民族和文化大融合现
象，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出来。

镇墓兽最早见于战国楚墓。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早
期，镇墓兽多为单头单身；战国中期的式样与数量最
多，分单头单身与双头双身两大类；北魏以后，造像逐
渐变得复杂；唐代期间，镇墓兽是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五代以后，镇墓兽逐步消失。

早期镇墓兽主要为木、骨质，陶塑镇墓兽大约在西
晋时期开始出现。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工艺的进步，逐渐

演变为唐三彩，金属和石制镇墓兽极为少见。
镇墓兽，顾名思义，是古代人们去世后，放在墓葬中

用以镇压邪恶野鬼，保佑死者灵魂不受侵扰，保持墓葬
安宁的一种神兽。它作为一定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生活
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着当时的历史背景
和人类意识形态。

镇墓兽的形象具有强烈的神秘意味和浓厚的巫术
神话色彩。《周礼》记载，有一种怪物叫魍象，危害死者；

又有一种神兽叫方相氏，有驱逐魍象的本领，所以古人
常令方相氏立于墓侧，以防怪物的侵扰。还说这种方相
氏有金黄色的四只眼，蒙着熊皮，穿红衣黑裤，乘马扬
戈，到墓圹内以戈击四角，驱方良、魍象。方良亦为危
害死者的恶魔，人们就借助方相氏的力量来驱赶它们。
有学者认为，使用镇墓兽的习俗，就是从方相氏的传说
演化而来的。也有人根据早期镇墓兽头上的双角推测，
镇墓兽应与“辟邪”“灵神”“士伯”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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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彩陶镇墓兽
侯艳芳

北齐彩绘陶镇墓兽

在唐代，太原曾有一位画家，当时就已经名列前
茅，后世也一直被中国绘画艺术界推崇，他的名字叫
王朏。

十几年前，我曾编著《最在晋土》，在查找中国传世
名画《五牛图》作者、唐代著名画家韩滉的资料时，翻
阅了北宋宫廷藏画作品著录《宣和画谱》，在其中发
现，名列韩滉之前的，就是太原人王朏。

《宣和画谱》是北宋宣和年间编撰的宫廷藏画作品
著录，这部在宋徽宗的授意和参与下、由官方组织人
力集体编写而成的巨著，收录了魏晋至北宋画家 231

人，作品总计 6396 件。《宣和画谱》按画科分为道释、
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
十个门类，其中人物门类收录了 33 名画家，太原人王
朏名列其中。

北宋时期，经济与传统文化都相对发达。在文艺
方面，由于宋徽宗酷爱书法与绘画，画院制度几近完
备，院画创作达到高峰，是皇家对历代绘画名作搜罗
极多、库充最丰富的时期。这种条件下，这部《宣和画
谱》成为当时著录完备的巨著，对了解、研究中国古代
绘画史有不可忽视的功用。

《宣和画谱》这样记载：“王朏，太原人。官止剑州

刺史。喜丹青之习，师周 昉 ，然精密则视 昉 为不及。
一时如赵博文，皆昉髙弟也，然朏过博文远甚。今御
府所藏十：明皇燕居图一，明皇斫脍图三，写唐帝后真
一，太真禁牙图一，写卓文君真一，避暑士女图一，士
女家景图二。”

王朏在仕途上“官止剑州刺史”，剑州是唐代前期
在四川北部设置的一个行政区，王朏当时是剑州的最
高行政长官。

王朏的老师周昉是唐代著名画家，其绘画以贵族
妇女为多。其画中妇女优游闲适，容貌丰腴，用笔劲
简，色彩柔艳，为当时宫廷、士大夫所重，称绝一时，被
称为“周家样”。

当时，周昉的弟子很多，有程修巳、王朏、赵博宣、
赵博文、高云、卫宪等。这些弟子中，以王朏、赵博文
取得的成就最高。王朏与赵博文两人的绘画水平在当
时被公认得到了周昉的真传，都是周昉的得意门生 。

但王朏与赵博文相比，还超出许多。

周昉所绘的《簪花仕女图》，是全世界范围内唯一
认定的唐代仕女画传世孤本，是能代表唐代现实主义
风格的绘画作品。画中描绘了六位衣着艳丽的贵族妇
女及其侍女于春夏之交赏花游园的画面。画面设色浓

丽，线条细劲有神。画中人物形象丰腴华贵，形态流
动多姿，头发的钩染、面部的晕色、衣着的装饰，都极
尽工巧之能事，神态、表情、说笑的姿态，达到了神似
的地步。从这幅传世之作中，我们可以推测出王朏的

艺术造诣。

宋 人 评 价 ，王 朏 的 绘 画“ 然 精 密 则 视 昉 为 不 及 ”。

早 在 唐 代 ，张 彦 远 在 他 的 中 国 第 一 部 绘 画 通 史 著 作

《历代名画记》中，也曾评价王朏“师昉画子女菩萨，但

不及昉之精密”。后世认为，王朏的作品与周昉的作

品相比，在精致细微的方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周
昉的仕女画称得上是“古今之冠”，王朏仅仅是在细节
方面不如他，其评价也是相当高了。

唐代朱景玄著的《唐朝名画录》是已知中国最早的一
部断代画史。全书共评介唐代画家 126 人，凡作者亲
见作品的画家，按“神”“妙”“能”“逸”四品排列。“神”

“妙”“能”三品又分为上、中、下三等，“画格不拘常法”
的画家则入“逸”品。周昉名列“神”品“中”的唯一一人，

“神”品“上”也仅有一人，王朏则名列百名以内。
宋代时，王朏的绘画还有十幅珍藏于皇宫之内。

可惜由于历代辗转，他的画作现在均已佚失。
元代诗人虞集有一首诗《应制题王朏画吴王纳凉

图》：“雨过大湖上，风生响屧廊。红绡拂几席，白纻制
衣裳。朱光沦厚地，明月在高堂。何以保玉体，长年乐
未央。”这首诗让我们知道，在元代，宋代皇宫里没有收
藏的王朏画作《吴王纳凉图》，被元朝皇帝珍藏。通过
这首诗，也可以看出王朏绘画高超的艺术表现力。

一生爱好作诗的清代乾隆皇帝，有一首《题五代阮
郜女仙图（其三）》：“周家昉与王家朏，津逮犹馀五代
人。不是宣和珍什袭，相随安得至崇真。”诗中的“津
逮”在这里比喻为引导（后学）。“什袭”指把物品一层
层地包起来，后形容珍重地收藏。乾隆评价这幅五代
绘画认为，周昉与王朏的艺术风格直接影响到了以后
的 200 余年。乾隆的这个说法与评价，足可以印证王
朏在中国绘画艺术上的水平与成就了。

影响后世的唐代太原画家影响后世的唐代太原画家
孙 琨

周昉绘《簪花仕女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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