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3 月 10 日 ，新
华 社 发 布 消 息 ：“ 时 代 楷
模 ”、河 北 省 军 区 原 副 司 令
员 张 连 印 因 病 治 疗 无 效 逝
世，享年 80 岁。消息传来，
在 他 曾 经 战 斗 和 生 活 过 的
忻 州 ，人 们 万 分 悲 痛 ，不 禁
回 忆 起 他 在 这 块 土 地 上 拼
搏奉献的历历往事……

张 连 印 出 生 于 大 同 市
左云县张家场村，4 岁丧父，
6 岁母亲改嫁，自幼与爷爷
奶 奶 相 依 为 命 。 爷 爷 奶 奶
去 世 后 ，13 岁 的 他 成 了 孤
儿。1964 年，村里把参军名
额给了吃百家饭、穿百家衣
长大的张连印。从此，张连
印 从 普 通 士 兵 一 路 成 长 为
将军。

2003 年 5 月，退休后的
张连印与妻子回到老家，踏
上 了 绿 化 家 乡 之 路 。 2011

年 ，张 连 印 患 了 肺 癌 ，右 部
肺叶被切除，他不顾医生和
家人反对，又回到张家场挖
坑 植 树 ，他 说 ：“ 我 即 便 是
死，也要把骨灰埋到我植的
那片树里头。”回乡 20年，张
连 印 带 领 全 家 人 建 成 苗 木
基地 300 余亩，育成的树苗
提 供 给 全 村 、全 县 绿 化 荒
山，共植树 1.8 万余亩，栽种
205万余株。

张连印将军曾在忻州
战 斗 和 生 活 20 多 年 ，爱 兵
如 子 ，与 民 同 甘 ，他 的 爱 人
在 当 地 学 校 当 教 师 ，他 的
孩 子 在 忻 州 出 生 并 长 大 ，
忻州是他的第二故乡。

1972年，忻县大旱。时
值盛夏，南高村旱情尤为严
重 。 村 党 支 部 组 建 了 南 高
打井队，在村西南竖起了井
架。驻军闻讯赶来支援，于
是 南 高 打 井 大 队 与 驻 军 联
合组成了一支打井突击队，
部 队 由 营 长 张 连 印 负 责 。
打井队两班倒，部队一班白
天干，村民一班夜里干。打
到 15米深时，遇到了石层打
不下去了，村干部去找张连
印 商 量 办 法 。 张 连 印 笑 着

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走，看看
去！”经过实地勘察，张连印决定实施井下定向爆破。
经过爆破作业，这层阻碍了南高几千年的硬层终于被
凿穿。谁知，大锅里提上来的泥如蒸笼里蒸过一样，
热得烫手。张连印见多识广，让大家继续往下打，深
入 37 米时，打出了地热水，有人叫它神水，有人叫温
汤，张连印非常肯定地说：“这就是温泉，南高温泉！”

此后，南高建起了温泉澡堂子，部队也建起了军
疗院。经过科学鉴定，南高温泉属于超级复合泉，富
含氡、硫化氢、硅酸等矿物质，可促进机体新陈代谢，
调整血液循环，对血压、关节炎有明显疗效。此类温
泉世界上仅发现四处，三处均在中国，北方仅此一
家。以南高为中心的奇村温泉康养旅游区不断发育
壮大，吸引着中外游客前来疗养旅游，享誉全国。

禹王洞位于忻州城南 20 公里的系舟山腰，藏在
深闺人不识，沉寂多年。 1992 年，忻州市委、市政府
作出了开发禹王洞的决定。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
下，挤出资金促使工程尽快启动。驻忻某部师长张连
印、政委赵喜海坚决支持地方建设，决定把开发禹王
洞作为军民共建双拥模范城的重要内容，全力以赴，
并承担从山脚到洞口的盘山公路一半的修建任务。

1992 年 10 月 24 日，系舟山下红旗招展，开发禹
王洞誓师大会举行，工程轰轰烈烈开工。驻军官兵派
出了 3 个团和一个工兵营参与禹王洞开发，出动推土
机、铲车、挖掘机等，将整车整车的炸药运送到工地，
张连印师长亲临现场指挥，战士们干得热火朝天。经
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施工，12月 25日，一条曲折的盘山
公路终于有了雏形。

1993 年 7 月 20 日，禹王洞对外开放剪彩仪式举
行。在一片欢呼声中，禹王洞中天造地设的绮丽风
光展现在世人眼前。接着，二期、三期工程也正式对
外开放，成为全省著名的旅游胜地，被誉为“华北第
一洞”。

此后，张连印调离忻州，赴太原和石家庄就职，继
续他的军人生涯。

张 连 印 退 休 后 不 图 名 不 为 利 ，植 树 造 林 倾 其
所有，被誉为“新时代的甘祖昌”和“穿军装的杨善
洲”。 2021 年 10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他“时代
楷模”荣誉称号。

3 月 12 日是植树节，张连印将军却走了。按照
他的遗愿，人们把他迎回了张家场村，让他和绿树青
山永不分离。青山有幸埋忠骨，绿树无言树丰碑。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张连印将军的先进事迹已化
作一面激励忻州人民不断前行的旗帜，闪耀着新的
时代光芒。

在太原市博物馆的瓷器专题展厅中，有一件珍贵
的清乾隆粉彩百鹿尊。

该尊因其形状如牛头，又称牛头尊，通高 44.6 厘
米，口径 16 厘米，足径 23.9 厘米，烧制于清乾隆时期，
是专为宫廷制作的陈设用瓷。尊形体高大，敞口，口以
下渐广，垂腹，圈足。胎体薄厚均匀，通体施白釉，釉色
青白，肩部两侧装饰有一对浮雕龙螭耳，胎体厚重，釉
面洁净，造型端庄。尊的底部落有“大清乾隆年制”青
花篆书题款。

如果把百鹿尊腹部横向延展开，则犹如一幅风景

画长卷：在林壑幽美的山野之中，小鹿或奔跑追逐、或
相依相偎、或卧地憩息，一派活灵活现的天然画面。画
面中山石、林木等多用绿彩绘成，施彩浓厚；而群鹿、枝
干等则用赭红彩绘成，群鹿交织，枝干苍劲，山清水润，
以静衬动，相互照映，更富生命力。整幅《百鹿图》布局
疏密得当，描绘细致入微，令人赏心悦目。鹿与“禄”谐
音，百禄形容俸禄高厚，故百鹿图常作为祝颂加官进禄
的吉祥图案。

百鹿尊的得名与清代的木兰秋狝历史有关。木兰
秋狝是清廷每年秋季在木兰围场举行的大规模狩猎活
动。当然，木兰秋狝不是单纯的狩猎娱乐，而是以狩猎
方式锻炼军队。每逢此时，木兰围场就变成了战场，百
骑并发，弓箭齐鸣，围猎官兵左奔右突，时而人兽交斗，
时而围追堵杀，酷似一场短兵相接的实战演习。从
1681 年到 1820 年，康熙至嘉庆的 140 年间，共举行了
木兰秋狝 105次之多。

百鹿尊是景德镇官窑特意为宫廷烧制的装饰瓷器
之一，充分体现了清乾隆时期官窑粉彩瓷器的精湛工
艺。粉彩也叫软彩，其特殊之处在于工匠在彩绘时加
入一种名为“玻璃白”的含砷化合物，它与各种色彩相
融合后，便产生了粉化作用，从而获得一系列深浅浓淡
不同的色彩，给人粉润柔和之感。

百鹿尊的纹饰描绘十分精细。据记载，百鹿尊绘
图有“一鹿三千笔”之说，绘瓷匠人将鹿毛的画法，形象
地称之为“介字点撕毛”——每一笔按照“介”字或“个”

字的字形来画。鹿身上的毛，一般得画三四层，才能出
现毛茸茸的质感。画面上一头小鹿大小不过五六厘
米，却不知多少笔才能画出。

纵观乾隆一朝，宫廷瓷器烧造在乾隆执政中前期
水平最高。这与一个叫唐英的人有关，唐英是中国陶
瓷 史 上 一 位 很 有 作 为 的 窑 务 管 理 者 和 制 瓷 专 家 。
1728 年，他奉命前往景德镇御窑厂佐理陶务，后来升
任督陶官。在此期间，唐英不仅努力学习制瓷技艺，还
与窑工们一起钻研尝试，先后烧制出一系列精美的瓷
器，以至于人们把唐英管理下的景德镇官窑称为“唐
窑”。1756 年，唐英病逝。之后，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烧
制水平开始衰退。这件清乾隆粉彩百鹿尊，从其精美
的程度分析，极有可能是唐窑所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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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省平定县境内，曾有一条由晋入冀的通京
驿道——井陉古道。据文献记载，井陉古道是秦皇古
驿道主干线的一段，也是燕赵古国通往晋阳城的交通
要道。千百年来，燕赵秦晋之客在崇山峻岭间来往东
西、络绎不绝。如今，这条古道的功能已相继被正太
铁路、石太公路、太旧高速所取代，不过在柏井至旧关
一带，仍然能看到一些故址遗迹。

作为井陉古道的组成部分，石门口到旧关（故关）
一线是典型的峡谷地段，石门口无疑是峡谷地段的西
口。从地形上易见，位于阳胜河与柏井河交汇处的石
门口，向西有两条路径可走，一条是阳胜河顺流而下
至西郊村进入南川河。这是一条通往县城和娘子关
的古道，向西过平定城后进入桃河通往晋阳城。另一
条是阳胜河逆流而上。那么，逆流而上的阳胜河道是
否也是通往晋阳城的古道呢？

据文献记载，平定县前身是广阳县、石艾县及上
艾县，而上艾县、石艾县、广阳县的县治在平定县境南
部的新城村。上艾县作为平定最初置县，在秦始皇时
期就有了。有史学家考证，上艾置县的历史还可以追
溯到战国时期的赵国，甚至更远。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尤其是秦汉以至先秦
时期，城池聚落之所，交通便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
素，城因道兴、道因城通。城在哪里，哪里就会有官道
大路。由此看来，上艾城、石艾城及广阳城在阳胜河
畔存在了千年以上，就是因为这里有一条东西贯通的
道路，向东经石门口进入井陉峡道可达燕赵之地，向
西过马道岭山、入萧河、经昔阳和寿阳，可通晋阳城，
这条官道至迟在唐朝末期兀自存在。

千万年的阳胜河水沉淀了这条秦汉古道遥远的
记忆，却给后人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思索。

年少时常听村里上年纪的人谈起老一辈人到岭
西贩卖牲口、粮食的故事。从新城村沿阳胜河经南阳
胜、左家村到范家掌村西南，翻过马道岭山就是昔阳
县、寿阳县的地界了，这就是平定人常说的“岭西”。

马道岭山是阳胜河与萧河的发源地及分水岭。
萧河流经寿阳、榆次、清徐，在太原地区汇入汾河。因
此，沿萧河一直向西就能顺利到达晋阳城。马道岭这
条山路是连接萧河与阳胜河的天然通途。

地处阳胜河畔的新城村、西城村坐落在一条东西
走向绵延十几里的土岗上，人们自古就叫它“卧龙岗”。沿着卧龙岗一直向西
可达晋阳城，途中不会被河沟阻断。两村之间的地段叫“城址台”，地势高阜
而平阔，黄土层非常深厚。卧龙岗的南、北、东有河流环抱，犹如天然的“护城
河”。这种独特地形，既能防洪灾水患，又可防外敌侵袭，在生产力水平低下
的古代，无疑是逐水而居、自然天成的理想家园。

20 世纪 80 年代，文物部门考察发现，这个地段夯土墙和文化层明显可
辨。城址台周边还有许多古迹尚存。如“坛坡”“演武场”“烽火台”“校场坪”

“将台岭”等。卧龙岗上之所以繁衍生息了秦汉古城、晋唐县治，就是因为这
得天独厚、逐水而居的聚落环境。这些古迹遗址，充分印证了这里曾经的兴
盛繁华，更见证了阳胜河古道的军事价值和交通作用。

阳胜河道上有许多非常有趣的村落地名：宁艾村名的含义，是“安家定居
在石艾城边”；官道沟，顾名思义就是“官道途中的一条沟”；上马坊、下马坊之
村名，分明就是指官道大路上马匹歇脚的地方。至于“立壁、石门、小口头”之
类，则真切地透视出古道的险隘之处。

还有一些地名与阳胜河及古城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石门口原称“榆
交”，是因为阳胜河与柏井河交汇在此；西郊原称“西交”，是因为阳胜河与南
川河在“榆交”之西交汇；而“辛城”“辛村”之名，似乎刻录着古城的辛酸与无
奈；至于“马群”等说，则更像远古时期的地名符号。

阳胜河道上村落众多、人口稠密，几乎每隔二三里地就有一个村落，三四
千口人的村落比比皆是，这表明阳胜河道上聚落繁荣、历史悠久，与这条秦汉
古道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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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莲

由 太 原 通
往 京 冀 的 井 陉
古 道 中 的 固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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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太原日报》3 月 14 日“晋韵”版张
文平先生的《戥当》一文后，我们觉着这个词
还是写作“等当”或“等度”更为合适。

“等当”一词在太原地区的方言中，是一
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在一些研究方言
的字词书中，也均有收录。比如：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4年出版、由李荣主
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太原方言词典》
中 即 有“ 等 当 ”一 词 ，其 意 为“ 比 照 尺 寸 ”。
在太原方言中，还有一个与“等当”词意十
分相近的词儿，叫“等度”。在上文词典的同
一页，同时收录“等度”一词，其意是“比照的
手势”。

在乔全生主编、王文卿所著的“山西方
言重点研究丛书”之一的《晋源方言研究》一
书中，也收有“等度”的词条。

在由中共太原市小店区委宣传部和太原
市小店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编，由牛爱科撰
写的《太原城南俗语》中，也收有“等度”一
词，意思是“比画”。

在以上一些字辞书中，“等当”或“等度”，
都用了“等”，而没有用“戥”。我们觉得：

其一、是因为“戥”乃是“等”的衍生字。
在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和湖北辞书出版社共
同 出 版 、李 格 非 主 编 的《汉 语 大 字 典》中 ，

“等”字条下第九个义项，即说“‘等’是称小
量东西的衡器。后作‘戥’”。张文平的文章
中也明确写着：戥子“在宋元时期的文献中，
叫‘等子’‘等秤’”。既然“戥”即是“等”，而

“等”既是“戥”的母本，又比“戥”使用面广、群
众接受程度高，那么，在两字都可用的情况

下，大家更容易接受“等”了。
其 二 、从 词 意 上 来 说 ，在“ 等 当 ”或“ 等

度”两词中，“等”字也比“戥”字更准确。当
“戥”字作为动词使用时，其词意有很大的局
限性。在同上的《汉语大字典》中，“等”字条
下第九个义项，写着：“‘等’后作‘戥’”，接下
来又表明：“也指用戥子称。”

张文平在其文中也说：“戥本是个名词，
后来活用作动词，是用戥子称量的意思。”而
在使用“等当”或“等度”的大多数场合，这个
字都不是或不全是“称量”的意思，更不是

“ 用 戥 子 称 量 的 意 思 ”。 如 ：“ 和 老 伴 逛 商
店，她看中了一条裤子。让售贷员拿过来等
当了一下，发现有点短。”“外（那）来来宽的
个小渠渠，只是等度个甚哩？跑几步，一下
就跳过去了！”

以上这些例子，包括上述《太原方言词
典》中所举的：“等当位（那）块地方看放下放
不下位（那）张桌子”，其中的“děng”字，都
与“戥”字不沾边。而反观“等”字，作动词
时，却还可以组成“等待”“等候”“等同”“等
于”等众多词，其词意要广泛得多。而即便
单纯如张文平所言，从“同义复用”或“同义
连用”的角度来看，“等”与“当”相配，也比

“戥”与“当”相配，要合适得多。
一家之言，仅供商榷。

“戥当”还是“等当”
郝妙海 张玉虎

土豆，是娄烦群众饭桌上一天也不可或
缺 的 粮 菜 兼 用 食 物 。 统 计 数 字 显 示 ，2023
年，娄烦土豆种植面积达 5.24 万亩，是全县
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多、收益最高的作物。

在 300 多年的食用实践中，娄烦群众摸
索创造出土豆的上百种吃法，不仅单独烧、
煮、炒、蒸可以做出多种食物，还可以和几乎
任何一种食材搭配做出花样百出、风味各异
的食品，成为发展地方饮食业的重要推手。
以土豆为主做成的娄烦杂粮宴，已经成为独
具地方特色的菜肴，深受食客欢迎，由此形
成的土豆文化，便成为中华食品文化中一朵
奇葩。2023年，娄烦县将土豆食品制作技艺
申 报 为 市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项 目 。
其中以土豆为主料做成的磨擦擦、捣馕糕和
土豆圪搓搓就是三种著名的传统美食。

磨擦擦 做磨擦擦的主要工具是特制的
磨擦擦片子。做法很简单，用铁钉在铁皮上
整整齐齐密密麻麻捣上许多小眼，安上架子
就行了。

土豆洗净，用磨擦片子磨成糊糊，用笼
布挤去水，留下固体物。然后把刚握出的土
豆水中沉淀的淀粉加进去，加少许水，充分
揉拌均匀，拍成约 1 厘米厚度的片子蒸熟。
吃 时 切 成 条 ，加 入 调 料 炒 食 或 用 蘸 汤 调 着
吃。蘸汤以老陈醋为主，可根据口味配入羊
肉臊子、黄瓜丝、香菜、西红柿酱等佐料。爱
吃辣椒的人可配入油炝辣椒。

捣馕糕 做法很简单，把蒸熟的土豆捣
成 泥 状 即 可 。 既 有 独 特 风 味 ，又 有 滋 补 作
用。馕糕要捣好，需掌握以下两个要点。

一是蒸土豆不去皮，以保持土豆固有的
纯正原味。火候要蒸熟并稍过头，俗称蒸得

“油”了，这是最关键的一点。没有油了，刚
熟就捣，土豆捣碎粘不在一起；油过头了，馕

糕捣成了稀泥状，没法收拾了，都不好吃。
二是土豆蒸熟剥皮，放凉后捣。用抿拐

和骨碌子都可以。盆子用笨重的老式瓷盆，
经得住捣。每次只能捣三两颗，放多了捣不
匀，容易留下没有捣开的土豆颗粒，影响馕
糕质量。

捣得好的馕糕，在骨碌子上带起小孩拳
头大、像肉一样的一个小团，白细柔嫩，光亮
稴利（即 不 沾 盆 子）。蘸汤以娄烦妇女做的
老陈醋为主，可根据口味配入佐料，吃起来
凉凉的、稴 稴的、酸酸的、辣辣的，别有一番
风味。

土豆圪搓搓 其做法前段和捣馕糕完全
一样。馕糕捣好后，和入莜面或白面，搓成
圪搓搓蒸熟即成。加面多少并无一定的比
例，全凭手感掌握，软硬适中，好搓就行。吃
法和磨擦擦一样。

娄烦土豆花样多
张贵桃

娄烦捣馕糕 阎建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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