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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 之 味

家中煤气灶软管该换了，到五金店转了一
圈，老板很热情地说：“煤气灶软管可不敢太长
了，你先戥当好了再来买。”

老板口中的“戥当”，是山西人经常说、却
可能不会写的方言常用字，它不仅表示“测量
大小”“丈量尺寸”的意思，还有着普通话词汇
无法表述的含义。

戥子是在杆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称重工
具。杆秤记载最早见于三国时代韦昭注《国
语》：“衡有斤两之数。”这毫无疑问就是杆秤的
特征。

杆秤易于制造、携带方便，很快就得到推
广和普及。但其不够灵敏、精确度不是很高。
宋端拱元年（988），时任内藏府崇仪使（掌管皇
族内府库藏的官吏）的刘承珪研制出“一钱半”
和“一两”的小杆秤，并很快在民间推广，人们
送给它一个雅号——戥子。

虽然戥子在宋代就发明制作出来，但宋代
文献中并无“戥子”“戥秤”等记载。戥子在宋
元时期的文献中，叫“等子”“等秤”。直到明代
末期，典籍中始有“戥”字出现，如成书于明代
崇 祯 年 间 的 小 说《石 点 头·贪 婪 汉 六 院 卖 风
流》：“内中或有戥秤轻重，银色高低不一，尽要
补足。”

“戥”字的出现非常令人费解，就连“凡字
皆收”的《康熙字典》，都未予收录。清人钱大
昕说：“等子以称物者，俗作‘戥’。”清人翟灏
《通俗编》干脆说：“流俗所用‘戥’字，近人妄
造。”俗字，是指在下层社会流行、且字形不合
规范的字体。但就是这样一个生造字，却逐步
取代了“等子”，成为清人及其后世书写的通用
形式。

“戥”本是个名词，后来活用作动词，是用
戥子称量的意思。在晋方言中，“戥”作动词的
时候，经常与“当”连用，这种语法现象叫“同义
复用”，也叫“同义连用”。东汉许慎《说文解
字》中说：“当，田相值也。”意思是两块田相当、
相等。这个意思今天我们仍在使用，比如门当
户对、旗鼓相当的。

与晋方言“戥当”类似，吴方言中有一个俗
语叫“戥分量”，不仅是指权衡轻重，更是一种
情绪或思想的表达。“也不拿戥子戥当一下自
己。”只此一个“戥当”，鄙视感扑面而来。由
此，又引申出一个意思，要是两人谁也不服谁，
吵得不可开交，那就去到院子里“戥当戥当”，
就是比画一下拳脚。

人要善于自省，要经常把自己放在戥子上
“戥当”一下。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们山西人动
不动就要“戥当”一下的缘故吧。

戥 当
张文平

红 色 记 忆

饼是北方面食中的一个“大宗”，在山西方言中，饼
有着让文化人意想不到、让外地人摸不着头脑的花样名
称，使之充满了地域特色和趣味性。

半疙瘩

小时候，村里有一个外号叫作“老磨家”的厨师，用
油酥子和面，做成一种椭圆形的、上面有条纹压痕的“擦
酥饼子”，非常好吃。这种饼子不整个卖，而是从中间切
开，以半个为单位售卖。久而久之，村里人就把这种饼
子叫作“半疙瘩”。村里的妇女们手头活儿忙，孩子又打
闹得不行时，就会给孩子两毛钱，说：“呐！到老磨家铺
子里买上个半疙瘩吃哇。”

干旋饼

在太原农村地区,旋饼儿与烙饼是“近亲”，都是把

面团擀成圆形薄片后，放到鏊子上直接烫熟即可食用。
不同的是，烙饼是要上油的，在案子上成形时即要擦油，
在鏊子上烙时更要抹大量的油。在过去，这样的“三擦
油”烙饼是农民们理想中的美食，平时不常吃到，更多时
候只能吃到不用放油的干旋饼儿。外出干活儿时，就在
圪筒筒腰带里装上几疙瘩干旋饼当干粮，干旋饼虽然不
好吃，但有一个好处就是装到身上不怕油了衣裳。

干炉儿

“干炉儿”的“炉”字，太原农村土话读为 lou。干炉
儿与干旋饼都不用油，不同之处在于，干旋饼用的是“死
面”，而干炉儿用得是起面（即发面）；干旋饼是一次烧
熟，发面干炉儿担心夹生，需要在半熟的时候将其切成
两半，再放到炉膛内在密封环境中二次烘焙。土话里称
这种烹饪方式为“炉”。炉在这里作动词，晋源一带的传

统美食“炉食人人马马”，即是此意。母亲正在烧干炉
儿，孩子饿了，急得想吃，母亲就会这样说：“还不熟嘞，
再炉一炉哇。”

耐咬咬

在祁县地界，高家老字号制作的“死面”饼子，又香
又脆又精到，非常好吃。其特点是脆而不僵，硬而不崩
牙，久嚼不黏糊，而且越嚼越有味。太原和晋中一带的
老方言，不吐嚼字，只说咬，而且咬字读为 niǎo 。加之
晋语特色爱用叠音，所以就把它叫作“耐咬咬”。耐咬咬
非常有名，销路很广，在太原市里也有很多人爱吃。

瞪眼儿

同样是耐咀嚼的饼子，到了榆次，又有了一种形象
的名称，叫作瞪眼儿。

“瞪眼儿”是榆次永康村一户人家的专利，是用白面
配以豌豆面和其他作料制作的饼子，吃来口感甚好，尤
其适合糖尿病人食用。为什么叫了这样一个名字呢？
据说是因这种饼子味道极为诱人，但含水量小，有点儿
干硬。有些贪吃之人闻到味道好，咬得口大，咽得猴急，
饼子不免会在嗓子眼儿里“刁难”一会儿，非得伸长脖子
瞪大眼儿，才肯进入肚里！所以就叫瞪眼儿。

盘旋儿

老太原有一种叫作盘旋儿的饼子，取一块搋好的起
面，拉成长条，抹上一点儿油，然后把长条一圈圈儿地旋
转着盘在一起压扁，放到鏊子上烙熟就行了。因有那一
点儿油润着，面和面之间不粘。烙熟后能看清楚一圈儿
一圈儿的旋痕，吃时也能一圈儿一圈儿地撕开，人们就
给它起名盘旋儿。现在街面上这种盘旋着的起面饼也
有，不过油大得多，整个饼都被浸得油汪汪的，叫作烧饼
或油酥饼，盘旋儿这种名字却听不见了。

唐叔虞是晋国的始封君，国号本为“唐”，其子燮改
为“晋”。太原晋祠最初为唐叔虞祭祀场所，最晚在北魏
时，太原郡就已经存在唐叔虞崇拜。

唐叔虞崇拜属于民间信仰中祖先或地方圣君崇拜
类型。从传世文献记载的丰寡程度判断，晋祠的盛名远
非其他祭祀唐叔虞的祠庙可比。东魏时，被迫归顺高欢
的北魏遗臣薛孝通“曾与诸人同诣晋祠，皆屈膝尽礼，孝
通独捧手不拜，顾而言曰：‘此乃诸侯之国，去吾何远，恭
而非礼，将为神笑。’”“屈膝尽礼”所拜对象很可能就是
唐叔虞。晋祠在北齐文宣帝天保年间，曾进行过一次大
规模的扩建。姚最《序行记》载：“高洋天保中，大起楼
观，穿筑池塘。自洋以下，皆游集焉。”晋祠隶属北齐陪
都晋阳，是当地最知名的景区，也吸引皇帝来此巡幸。
或可认为，北齐时唐叔虞崇拜绝不是一般的民间信仰。

晋祠是太原地方官祈雨的最重要场所。文献中最
早见晋祠祈雨的记载是隋大业十三年（617）太原留守李
渊未成行的祭祀。是年二月马邑郡刘武周反叛，四月李
渊以此为契机征发兵马，名为平叛实为起兵。《旧唐书·
高祖本纪》载：“威、君雅见兵大集，恐高祖为变，相与疑
惧，请高祖祈雨于晋祠，将为不利。”《大唐开元礼》载有

“诸州祈诸神”礼，此礼主要是为祈雨而举行。唐元和十

二年（817）六月，时任门下侍郎的李德裕所作的《祭唐叔
虞文》便是用于“州祈诸神”的官方祭祀，从其开篇“敢昭
告于晋唐叔之灵”来看，祈祷对象就是唐叔虞。

唐叔虞应是被视为晋水之神才成为祈雨的对象。
唐开元七年（719）《祠令》“州县旱则祈雨”条、“霖雨不已
禜城门”条也涉及到州县祈雨的制度。前条载：“诸州
县，旱则祈雨，先社稷。又祈界内山川能兴云雨者，余准
京都例。若岳镇海渎，州则刺史上佐行事；其余山川，判
司行事。县则（县）令（县）丞行事。”后条载：“诸霖雨不
已，禜京城诸门，门别三日，每日一禜。不止，乃祈山川
岳镇海渎；三日不止，祈社稷宗庙。若州县禜城门，不
止，祈界内山川，及社稷，三禜一祈。”据《祠令》祈雨对象
有“山川能兴云雨者”，具体到晋祠而言当是指晋水。《唐
六典》载十道名山大川，其中河东道大川有四：汾、晋、
丹、沁，并注云：“晋水出太原晋阳，入汾。”晋水发源于晋
祠，因此唐叔虞才有水神性。

在民间信仰方面，武周长安元年（701）十二月，武则
天下令在并州文水县武士彠陵墓前树起《大周无上孝明
高皇帝碑铭》，碑文主要记载武则天家族起源和武士彠生
平，其中武士彠的出生与晋祠、唐叔虞有关。其文载：母
文穆皇后，尝祈晋祠于水滨，得文石一枚，大如燕卵，上有

紫文，成日月两字，异而吞之。其夕，梦日入寝门，光耀满
室，已而怀孕，遂产帝焉。及载诞之宵，梦人称唐叔虞者
谓后曰：“余受命于帝，保护圣子。”惊寤而帝已生。

文穆皇后是武士彠的母亲赵氏。她吞下如燕卵大
小有日月紫色二字石头而怀孕故事的创作灵感，可能来
源于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商朝的始祖契，女修吞玄鸟卵而
生大业。这种通过奇异故事来神化帝王出生以达到“君
权神授”政治宣传目的的事例在中国古代史上并不罕
见。晋祠虽然一直是祈雨的重要场所，但文穆皇后的祈
祷不会是祈雨，可能是求子，这体现出民间信仰中神灵
御灾捍患威力的多样性。

在唐代笔记小说中，还衍生出晋祠大王有霹雳车可
以施风雨雷电之法的想象。唐代段成式创作的笔记小
说集《酉阳杂俎》中，记载有这样一则故事：李鄘在北都，
介休县百姓送解牒，夜止晋祠宇下。夜半有人叩门云：

“介休王暂借霹雳车，某日至介休收麦。”良久，有人应
曰：“大王传语，霹雳车正忙，不及借。”其人再三借之，遂
见五六人秉烛，自庙后出，介山使者亦自门骑而入。数
人共持一物如幢，扛上环缀旗幡，授与骑者曰：“可点
领。”骑者即数其幡，凡十八叶，每叶有光如电起。百姓
遍报邻村，令速收麦，将有大风雨。村人悉不信，乃自收
刈。至其日，百姓率亲情，据高阜，候天色。及午，介山
上有黑云气，如窑烟，斯须蔽天，注雨如绠，风吼雷震。
凡损麦千余顷，数村以百姓为妖，讼之。工部员外郎张
周封，亲睹其推案。

鉴于北魏对晋祠有晋王祠的称法，传说的大王，应
是指唐叔虞。介休王 应 是 介 山 神 灵 或 为 介 子 推 。 从
文 中 可 以 看 出 ，这 则 故 事 可 能 发 生 在 唐 元 和 四 年
（809）李 鄘 做河东节度使时。故事并不是段成式自己
的虚构创作，而是从曾亲眼看到案卷的工部员外郎张
周封处获知。

故事真伪杂糅、虚实相间，剔除相对可信部分，虚构
部分作者的建构意图与知识背景是问题的关键。主人
公在编造理由时，为增强可信度必然要选择一种公众的
知识，即被当地人熟悉且有一定民众信仰基础的神灵。
基于此，在太原地区有很高知名度、还是官方祈雨祭祀
对象的唐叔虞就是最佳选择。介休王最终借到的是环
缀十八叶旗幡类似幡幢的较重的手持物，而不是霹雳
车，表示唐叔虞的降雨神器不止一种。他去借神器表示
自己法力不如唐叔虞。这些都暗示唐叔虞是河东藩镇
内掌控风雨雷电力量最强的神灵。

通过对隋唐时期太原晋祠唐叔虞崇拜的历时性探
讨，发现虽然越往前材料越少，对基层信仰的分析也不能
做到十分充足，但通过证据链推演，透过知识考古学视
野，可以相信在隋唐时期的太原唐叔虞崇拜是当地知名
度最高且最重要的民间信仰，并具有较深厚的群众基础。

1946 年 ，为 支 持 解 放 战 争 ，
焦作煤矿新华公司将煤矿系统设
备物资悉数向晋东南革命根据地
转移。

当时，通往山西晋城的路，多
是崎岖不平、狭窄陡峭的山间小
路，加上国民党飞机的空袭，非常
难行。为顺利转运机器设备，部
队与矿工游击队共同掩护运输队
伍；沿途县委、区委动员沿路群众
整修道路，同时组织民工、马车队
参加备战运输。焦作煤矿的工人
尽可能将设备化整为零、化大为
小，轻装输送。对无法拆卸的两
吨以上的锅炉、发电机、大绞车等
设 备 ，工 人 们 特 制 了 大 型 运 输
车 。 这 种 特 制 的 运 输 车 车 身 很
长，前后还各有一根 4.5 米长的粗
檩条做“老杆”，再绑上“老杠”，由
六七人架着，掌握方向。“老杆”前
后拴着多条大绳套，大绳套上又
带着若干小绳套，每个绳套由一
人拉着，像船夫拉纤一样，按照指
挥 者 的 号 子 ，肩 扛 人 抬 ，步 步 前
行 。 如 遇 拐 弯 或 下 坡 ，需 由 100

多人操作才行。在半年多的时间
里，焦作煤矿工人先后转移了发
电机 2 部、蒸汽锅炉 7 台、各式车
床数十台、各种绞车、水泵、局部
通风机上千台，以及数千吨钢材、
电讯器材等物资。

到 达 晋 东 南 革 命 根 据 地 以
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军工部将
新华公司的人员和物资分为三部
分，一部分到平城参与组建军工
十厂，一部分到长治参与组建西
白兔发电厂，一部分到襄垣参与
组建五阳煤矿。

军工十厂位于陵川县平城镇
义汉村。 1947 年初，军工十厂根

据上级转产八二迫击炮弹命令，厂长武万善带领技术人员
连续攻关，焦作矿工游击队冒着生命危险从焦作运送大批
钢轨作为原材料，经过无数次试验，短时间内试制成功并开
始批量生产，每月平均生产八二迫击炮弹 4 万枚，最多时曾
超过 6 万枚，成为晋冀鲁豫边区军工处生产八二迫击炮弹
的主要兵工厂之一。

1947 年 6 月 30 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
军 12 万人发动鲁西南战役，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揭开了人
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为满足部队对弹药日益增长的
需求，在争创“刘伯承工厂”的立功竞赛活动中，军工十厂成
绩优异，被上级命名为“刘伯承工厂”。在淮海战役中，军工
十厂生产的炮弹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得参战部队广大指战
员好评。1950 年，军工十厂机器设备迁至长治南石槽兵工
二厂，组建“淮海机械厂”。从建厂到迁至长治的三年多时
间里，军工十厂运往前线的炮弹达 200万枚。

西白兔发电厂由刘伯承、邓小平亲自选址，因此俗称
“刘伯承电厂”。电厂建成后，1947年 7月开始发电，两台机
组装机容量为 670 千瓦，当年生产电力 100 余万度。 1948

年 12 月，第三台 1500 千瓦发电机组投产发电，年发电能力
达到 300 万度左右，为附近十几家军工厂提供电力供需，有
利地支援了解放战争。西白兔发电厂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
第一座“红色电厂”，也是华北解放区第一座发电厂。

五阳煤厂对外称“军工第五厂”。建设初期，条件非常
艰苦，作为第一批技术骨干的焦作煤矿工人秉承着“特别能
战斗”精神，在没有电力和一点现代化设备的情况下，完成
了原三口旧井修复、井下旧巷道修理工程。1947 年 10 月 1

日，五阳煤矿正式出煤。日产原煤 70 吨，月产最高达 1590

吨。10 月 15 日，土法炼制的焦炭试验成功，这是五阳煤矿
的第一个产品。随后出产的煤炭全部用于炼焦，直接供应
军工四厂。至此，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解放区的腹地——
上党地区建成了一套完整的从铁矿、煤矿、冶炼一直到枪炮
制造的军工生产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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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青釉莲瓣纹灯（又名青瓷灯）于 2003 年在太原徐显
秀墓出土，现收藏于太原市博物馆。

这件青瓷灯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灯碗、长柄和底座。其
中，灯碗为钵形状，具有直口、弧壁和深腹等特征，且其外壁装
饰着八瓣仰莲纹。长柄是一个圆形高直的柄，上部带有三组联
珠纹带，与四组双弦纹相间排列。底座为覆盆形，底面平整，饰
有八瓣覆莲纹，底部有两道凸起的弦纹。整个灯具的胎体为粉
白色，胎质略显粗糙。釉色呈黄绿色，施釉不甚均匀，局部存在
着细小的开片，而积釉处的釉色相对较深。

北齐青瓷灯的制作工艺涉及模具制作、胎体成型、釉料调
配、雕刻或刻线、烧制等多个环节。其中，制模造型是制作工
艺的关键部分，对于灯的形制、轮廓和比例有着关键的决定
作用。在此基础上，通过胎体成型使灯具形成雏形，再进行
釉料的施涂和烧制，使之成为具有高度装饰价值和实用价值
的艺术品。

在形制上，北齐青瓷灯多有创新之妙笔，其中最为出众的
是其“聚玲珑”般的灯碗外形。此灯以瓷条为元素，组成一个
半圆球形的瓷体，用灯盏将其固定。从造型角度来看，该灯
具的设计师采用了莲瓣、忍冬纹以及倒置宝相莲瓣等元素进
行设计。其线条流畅、结构简约，展现出了一种现代简约的
美学风格。同时，灯具的底部有一周联珠纹，这不仅增加了
整个灯具的层次感，也展现出了工匠的细致之处。从色彩角
度来看，该灯具使用了黄绿釉，使其整体呈现出一种自然、亲
切的感觉。此外，细小冰裂纹的存在，更让整个灯具增添了
一份优雅而具有质感的氛围。该灯具的美学功能在于整体自
然、流畅、和谐、精致和具有现代简约风格的特征。其设计精
巧，彰显了设计师的细致和用心，充分展现了人与自然之间
的和谐融合，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持续的时空价值和人文
价值，不仅体现了北齐青瓷灯的独特技艺，更在形式与实用
方面相得益彰。

北齐青瓷灯的灯影是其最为引人入胜的地方。采用的纹
理和雕刻技巧使得灯光在灯体上形成奇妙的阴影效果，从而
在周围墙壁上产生出极具装饰感、艺术感和神秘感的灯影。
这种灯影所传达的艺术技巧和意境感染力不容小觑，不愧是
艺术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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