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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山先生一生读书颇丰，他的读书感悟与体味散见
于《霜红龛集》文字里，也集中体现在《家训》诸篇中，对于
读书的方法、门径以及忌讳，乃至学以致用的价值观等，
从不同侧面作了深刻阐述，不仅成为傅氏家学圭臬，也成
为后世人读书指南。

其一，记忆是读书的硬功夫，也是死功夫，须在记忆
力旺盛的弱冠年华多读、多背、多记，以至积累、积淀。

傅山先生博闻强记，言传身教，曾为子侄讲述自己青
年时代强化记忆的故事。其弱冠时，尝与家中西席马生
比较记性，以五十三篇文章比试。结果年长的马生一天
下来仅背得四五篇，傅山一早即三十五篇上口，而且不
爽一字。傅山以此告诫子侄，并非自己天资高于西席马
生，“此时正是精神健旺之会，当不得专心致志三四年”，

“然如此能记时，亦不过五六年耳。出三十岁则减五六，
四十则减去九分，随看随忘，如隔世事矣”。这是傅山先
生读书实践的体会，记忆是读书的基本功，也是治学的
前提，必须牢牢把握弱冠之年的黄金年龄，记忆、储存前
人优秀成果。

其二，读书须从释读文字的音、形、义展开，“小学”
（文字、音韵与训诂学）是读书、治学的钥匙与门径，必须
掌握的基本方法。

古来教学，皆自蒙学入手，强化记忆之外，以释读文
字本身的音、形、义展开。傅山先生教育子侄，既注重恪
守古法，又结合实际不断探索新法，体现在《音学训》《韵
学训》《字训》《文训》《诗训》等诸多篇章中。如《音学训》
中强调：“读书之声死，说话之声活，歌曲之声牵就。凡字
书曰音，曰反切，曰读若，皆死法。天然之口音，不在其希
微 之 间 。 至 于 呵 呀 开 合 ，顺 逆 轻 重 ，同 声 异 意 ，远 近 听
别。全在此之口音，彼之耳音，会通无碍，始知音声之妙
之变，由于声前、声中、声后，皆有然否、直宛、平侧、枝遁
之气，掂掇于中也。音切之书，焉能尽之！不过用其死法
读书可耳。”在读书治学实践中，先生顺手拈来太原、汾州
方言俚语比对古音，厘定方言用字，寓读书于方言中，寓
读书于日用中，并以此方法训导子侄，收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是对读书方法的丰富与创新，也是对音韵学研究的重
要贡献。

其三，读书不必贪多，更不可贪多，须有所取舍，多
读经典。

傅山先生曾有两段精辟的读书感受：“读 书 不 必 贪
多，只要于身心有实落受用处，时时理会。如宋儒语录，
不胜寻讨，须细细涵咏之。近代薛文清语录最好。若能
领略得一句两句，便不是从前不痛不痒人矣。”“读书不可
贪多，只于一种里钻研穷究，打得破时，便处处皆融。此
与 战 阵 、参 禅 总 是 一 样 。 若 能 如 此 ，无 不 可 用 。 若 但 乱
取，东西齐撞，殊不中用，不唯不得力，且累笔性。此不是
不 教 读 书 之 说 ，是 戒 读 而 不 精 者 之 语 。 知 此 ，则 许 言 博
也。玩物丧志之言，亦是一般。”

傅山为子侄曾列出史类书单：“尔辈努力，自爱其资，
读书尚友，以待笔性老成，见识坚定之时，成吾著述之志
不难也。除经书外，《史记》《汉书》《战国策》《国语》《左

传》《离骚》《庄子》《管子》，皆须细读。其余任其性之所喜
者，略之而已。廿一史，吾已尝言之矣：《金》《辽》《元》三
书列之载记，不得作正史读也。”

此外，傅山书教两孙儿的《十六字格言》，内容丰富，
含义深刻，是家训的格言，也是读书人指南，须细细品读。

“静：不可轻举妄动。此全为读书地，街门不辄出。”
强调读书必须潜心钻研，心无旁骛，耐得住寂寞，守得住
心境。

“淡：消除世味利欲。”强调读书在于修身，不可为世
俗所惑，而要淡泊名利，宁静致远。

“远：去人远，无匪人之比。此有二义。又要往远里
看，对近字求之。”强调读书要着眼未来，同时要疏远书风
不正的人。

“藏：一切小慧，不可卖弄。”强调读书在致用，不可故
弄玄虚，更不能炫耀卖弄。

“忍 ：眷 属 小 嫌 ，外 来 侮 御 ，读《孟 子》‘ 三 自 反 ’章 自
解 。”强调读书要学会自我克制与约束，处事宽容大度。
要从《孟子》章句中感悟。

“乐：此字难讲。如般乐饮酒，非类群嬉，岂可谓乐？
此字只在闭门读书里面，读《论语》首章自见。”强调读书要
自得其乐，不为世俗所惑，但又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要
走进大自然与社会中，寻师交友，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学
以致用。

“默：此字只要谨言。古人戒此，多有成言也。至于讦
直恶口、排毁阴隐，不止自己不许犯之，即闻人言，掩耳急
走。”强调读书重在修养，谨言慎行，但又不能缄口不言，当
言必言。不仅要避免说人长短，还要远离诋毁他人、搬弄是
非的人。

“谦 ：一 切 有 而 不 居 ，与 骄 傲 反 。 吾 说《易·谦 卦》有
之。”强调读书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信守《周易·谦卦》
教诲。

“重：即‘君子不重则不威’之‘重’。气岸崚嶒，不恶
而 严 。”强调任何时候都要端庄持重、不卑不亢，保持风
骨，进而生威。

“审 ：大 而 出 处 ，小 而 应 接 ，虑 可 知 难 。 至 于 日 间 言
行，静夜自审，又是一义。前是求不失其可，后是又改革
其非。”强调事无大小都要认真对待，思虑在前。甚至每
日所为都要“三省吾身”，有则改之。

“勤：读书勿怠，凡一义一字不知者，问人检籍，不可
一‘且’字放在胸中。”强调读书不仅要勤奋、刻苦，持之以
恒，而且不放过任何疑难，哪怕一字一句，不知者不耻下
问，乃至求之于经籍。

“俭：一切饭食衣服，不饥不寒足矣。若有志，即饥寒
在身，亦不得萌干求之意。”强调以节俭的态度对待生活，
不可以萌生追求富贵的思想。

“宽：谓肚皮宽展，为容受地。窄则自隘自蹙，损性致
病。”强调处世待人须宽容大度，不能心胸狭隘，甚至自隘
到有损性情、身体。

“安：只是对‘勉’字看。‘勉’岂不是好字！但不可强
不能为能、不知为知，此病中者最多。”强调为人做事都要
面对现实，量力而行，做自己能力所能及、所能为的事情。

“蜕：《荀子》‘如蜕之脱’。君子学问，不时变化，如蝉
蜕壳。若得少自锢，岂能长进。”强调读书治学不可以满
足于一时收获而沾沾自喜，学无止境，必须不断进取、不
断超越。

“归：谓有所归宿，不至无所著落，即博后之约。”强调
学以致用，读书以陶冶性情，更在于学以致用，用之于社
会实践，但要有具体而明确的方向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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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不 完 的 金 枝 ，算 不 尽 的
粮 ”，这句在三晋大地广为流传
的民谚，形象说明了晋剧传统剧
目《打金枝》与《算粮登殿》的重
要地位。

《算粮登殿》虚构了一个唐朝
宰相王允的三女儿王宝钏，苦守
寒窑 18 年，终于等回来丈夫薛平
贵的故事。戏中，薛平贵得西凉
玳瓒公主之助，攻破长安，拿下王
允，最后自立为帝。《打金枝》则不
一样，其故事和人物，大都符合历
史事实，且故事更加生动，情节更
加曲折，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并以
其独具的吉庆和谐、华丽清新和
雅俗共赏的艺术魅力，广为传唱。

《打金枝》是晋剧第一剧目，
100 多年来，众名家、各院团久演
不衰，几乎逢演员必会、逢院团必
演，影响巨大而深远。 1955 年，
随着晋剧《打金枝》搬上银幕、走
向 全 国 ，众 多 地 方 剧 种 纷 纷 移
植。一时间《打金枝》誉满华夏，
成为晋剧艺术皇冠上一颗耀眼的
明珠。

《打金枝》中的“金枝”，是指
唐 代 宗 的 女 儿 升 平 公 主 。 在 剧
中，升平公主下嫁汾阳王郭子仪
三 子 郭 暧 为 妻 。 时 值 汾 阳 王 寿
辰，七子八婿前来拜寿，唯独升平
公主不往。她认为自己是君，郭
家是臣，“盘古至今一贯理，君拜
臣来使不得”。为此，郭暧在寿宴
上受到众兄弟奚落：“休怪为弟取
笑你，怕老婆人儿无面皮。”“郭暧
听言心生气”“怒而不息出府去”，
回到家里，摔了宫灯，打了公主，
并说：“你父王江山从何起，全是
我郭家争来的。”公主挨了打、受
了气，便跑到皇宫向父皇母后倒
舌（即述说）哭闹。汾阳王认为儿
子犯了欺君之罪，亲自绑子上殿请
罪。唐代宗明事理、顾大局，好言
安慰老臣郭子仪，并加封郭暧。沈
后也对公主与驸马悉心规劝，小夫
妻遂和好如初。

晋剧《打金枝》将高居庙堂的人物还原到了普通人的日常
生活之中，观众自然而然就多了几分亲切感。这也许就是其
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打金枝》虽然是以百姓视角将宫廷矛盾作了民间化的处
理，但其实质却关涉到国家的政治稳定，甚至社稷安危。

安史之乱后，唐朝军阀割据日渐突出，到代宗李豫时，藩
镇势力越发膨胀，皇帝已没有能力控制局面。在晋剧《打金
枝》“倒舌”一幕中，代宗与沈后一唱一和：“孤坐江山非容易，
全凭文武保社稷。安禄山造反兵马起，十万里江山好危急。
多亏太白学士李，才搬来大将郭子仪。老皇兄费尽千条计，为
国家出尽了汗马力。”这里的“老皇兄”，就是指郭子仪。

在唐朝历史上，郭子仪的地位实在太重要了。据新旧《唐
书·郭子仪传》记载，郭子仪早年以武举高第入仕从军，积功至
九原太守，但一直未受重用。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十一
月，安史之乱爆发，年近 60 岁的郭子仪奉旨率军讨伐叛贼安
禄山、史思明。 20 多年间，郭子仪戎马倥偬，枕戈待旦，驰骋
疆场，征战无数，镇压藩镇叛乱，收复大片失地。尤其是平定
安史之乱，克复两京，征战回纥，抵御吐蕃入侵，在这些事关社
稷安危的大战争中，郭子仪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唐朝宰相陆
贽赞曰：“天宝之季，寇陷二京，时则先臣子仪，翼戴肃宗，戡定
祸乱，再造区夏，于今赖之。”

晋剧《打金枝》中所有主要人物，如代宗、沈后、升平公主、
郭子仪、郭暧等，在历史上都实有其人，且人物关系与史实基
本相合。只是在历史记载中，郭暧是郭子仪的“六子”，而不是
剧中所说的“三子”。兹见《旧唐书·郭子仪传》所附《郭暧传》：

“暧，子仪第六子，年十余岁，尚代宗第四女升平公主。”另据
《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郭子仪）子曜、旰、晞、昢、晤、暧、
曙、映等八人，婿七人，皆朝廷重官。”也就是说郭子仪应该是

“八子七婿”，而不是晋剧中所言的“七子八婿”。且二子郭旰
在唐肃宗至德二年（757）讨伐安史之乱时，战死在潼关，是不
可能出现在其父郭子仪八十寿诞宴席上的。

还有一点与史实略有出入的，是剧中的沈后。在历史上，
李豫还没有登基即位，还是广平王的时候，沈氏就因战乱而踪
迹全无，显然不可能与代宗皇帝李豫同时出现在宫中规劝公
主和驸马。而且，升平公主的生母也不是沈后，据《新唐书·诸
帝公主列传》载：“齐国昭懿公主，崔贵妃所生。始封升平，下
嫁郭暧。”升平公主的生母崔贵妃，是唐玄宗时杨贵妃的姐姐
韩国夫人的女儿。

晋剧《打金枝》中出现的上述历史性错误，是民间文人在
创作加工传奇《庆丰年》和戏剧《满床笏》时，由于不懂历史细
节而造成的。《打金枝》又是糅合了《庆丰年》和《满床笏》中的
相关内容，并对故事情节和结构安排进行了大幅度整合的基
础上改造而成的。

传奇《庆丰年》（又名《三多记》），清无名氏撰，为宫廷吉庆
剧，内容多系虚构。戏剧《满床笏》，又名《十醋记》，清范希哲
作，以表现郭子仪的生平经历为主，剧末“笏圆”一出，写郭子
仪多子多福，七子八婿都是朝廷栋梁之材，在其八十大寿宴席
上，子婿纷至，笏堆满床，所以《满床笏》又有《七子八婿》之称。

《打金枝》的最初剧本不可考，但肯定比《满床笏》晚得多，
它是后人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编写的剧目。司马光《资治
通鉴》卷一百二十载：“郭暧尝与升平公主争言，暧曰：‘汝倚乃
父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为。’公主恚，奔车奏之。上曰：

‘此非汝所知。彼诚如是，使彼欲为天子，天下岂汝家所有
邪？’慰谕令归。子仪闻之，囚暧，入待罪。上曰：‘鄙谚有之：
不痴不聋，不作家翁。儿女子闺房之言，何足听也。’子仪归，
杖暧数十。”

《满床笏》和《打金枝》这两个剧，演的都是郭家故事，其中
部分内容略有相同。《满床笏》以“笏圆”一出（内容为郭子仪寿
诞的庆典）结束，而《打金枝》的开场一出又正好是“拜寿”，后
来的戏班可能常把这两个戏连台演出，所以一般人就把这两
个戏混为一谈，把它们都叫作《满床笏》了。

1948 年 7 月，晋中解放后，解放军即将对太原城发
起总攻，榆次、太谷以及南同蒲铁路沿线刚刚获得解放
的铁路工人，也以极大的热忱，积极跟随解放队伍，投身
解放太原的备战中。

解放军打到哪里
铁路就修到哪里

当时，敌人白天对运输物资的火车进行不断轰炸，
企图阻止运输。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支援太原解放，铁
路工人白天将机车藏起来，晚上再悄悄地开出去，抓紧
为前线运送粮草弹药，有时每夜开行列车达 7 趟之多。
时为战地记者，后来担任新华社山西分社党组书记、副
社长的马明在其一篇日记中写道：

今天，我军以不可抗拒之势逼近太原城郊，然而，困
守太原城的敌军还在近郊一带，凭借众多的碉堡和防御
工事负隅顽抗。令人欢欣鼓舞的是，解放大军向前推进
到哪里，刚获得解放的南同蒲铁路员工就不顾敌人的炮
火威胁和飞机袭击，把已被破坏的铁路修到哪里，火车
也就能及时开到哪里。正是靠着这种先进的运输体系，
我军首次在战争中做到了“兵马未到，粮草先行”，攻城
部队需要的弹药、物资、蔬菜和粮食完全实现了保障。

据马明生前回忆，1948 年 6 月之前，南同蒲铁路完
全被阎锡山控制，但一心盼望太原解放的铁路员工面对
阎锡山运军队、运弹药进攻解放军的命令，消极怠工，拖
延时间，将火车零件藏了起来，让火车不能动、不能跑，全
部趴窝。7 月，晋中战役结束后，南同蒲铁路员工把家里
藏的零件全部拿出来，把火车重新组装好，为解放军运送
物资。当马明来到铁路工人中间采访时，大家都坚定地
告诉他：“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把铁路修到哪里，我们
的机车就开到哪里，就算有国民党的飞机轰炸，我们也要
冒着生命危险把火车开到解放军要去的地方！”

保障支前物资运输
每夜开行列车七次

解放太原是当时全国所有城市解放中持续时间最
长、消耗弹药最多、人员伤亡最大的一场战役。据有关
资 料 统 计 ，在 持 续 半 年 多 的 战 役 中 ，弹 药 消 耗 补 充 达
400 万公斤。另外，各解放区支援粮草等物资约 4 亿
斤 ，其 中 小 米 1 亿 斤 、麦 子 1953 万 斤 、草 料 3500 万
斤、柴草 7600 万斤、木炭 45 万斤、煤炭 3200 万斤、食
油 106 万斤、食盐 129 万斤、肉类 1.92 万斤。这些弹
药和物资，一部分靠百姓支前，驴驮肩扛，一部分靠铁
路工人加紧运输来完成。

1949 年 1 月 8 日，《晋绥日报》曾转载了新华社文
章，对铁路工人积极支援太原解放作了报道：

同蒲铁路晋中段对支前起了重大作用
新华社华北五日电：去年（ 1948 年）八月间，经铁路

员工艰苦抢修，恢复通车的同蒲铁路晋中段，在太原战
役中，已发挥了支援战争的重大作用，三个月来，由于该
路员工努力，已完成了九万吨军用物资的运输工作。

同 蒲 铁 路 晋 中 段 ，由 榆 次 -灵 石 ，全 长 一 百 六 十 公
里，它的修复是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当时正是

酷暑季节，敌机又频繁滋扰，沿线铁轨、路基、桥梁等大
部已遭敌人破坏，但该段员工辛勤劳作，战胜了这些困
难，他们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一直工作到夜里十一点
才休息。抢修中，最困难的是桥梁工程，全段共修大小
桥 梁 三 十 二 座 。 全 段 去 年（1948 年）八 月 九 日 即 告 通
车 ，但 沿 线 设 备 仍 极 为 简 陋 ，各 站 员 工 不 够 ，机 车 与 车
厢 多 半 残 破 不 全 ，员 工 们 即 以 每 日 值 班 代 替 过 去 的 隔
日值班制度，补人员之不足。对车辆残缺不足的困难，
员工们则一面加紧修理，一面在现有条件下合理调度，
设 法 提 高 装 卸 技 术 ，增 加 行 车 次 数 。 九 月 份 全 线 上 下
行车次数为二百八十九次，十月份即增至五百零一次，
有 的 员 工 在 运 输 紧 张 的 时 候 坚 持 工 作 ，甚 至 每 月 只 休
息三四个小时。

裴丽生是太原解放后第一任太原市长，在解放太原
的战役中，他曾任后勤联勤指挥部司令员，负责指挥太
行、太岳、晋中和晋察冀、晋鲁豫有关支援太原战役的后
勤工作，同时负责指挥南同蒲铁路太原-灵石和石太铁
路的修复与支前运输工作。在他的一篇回忆文章《太原
战役的支前情况》中，裴丽生这样写道：

铁路修复后，冀中、冀南及山东济南、菏泽和豫北济
源等地的粮食纷纷运往太原，进行支援。特别是冀鲁支
援了一批白面和大米，改善了部队的生活。在太原战役
中，弹药消耗补充和从太岳、太行、晋中、察哈尔和冀南、
冀中、山东、陕甘宁解放区支援的粮食，除了采用人背驴
驮的运输方式，还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铁路运输的作用，
凡是可以集中由火车运的，一律由铁路负责运到指定的
车 站 ，然 后 再 由 各 有 关 分 指 挥 部 运 到 指 定 的 粮 站 。 其
中，东供给区中心站设在庄子上，部队为二十兵团；北供
给区中心站设在孟家井，部队为十八兵团；南供给区中
心站设在总库榆次，部队为十九兵团；西供给区中心站
设在小店、晋祠和姚村，部队为十九兵团和晋中军区部
分。铁路员工为了把粮食、器材和物资及时运到前方，
每夜开行列车达七次之多。

解放太原的战役，越来越近了，铁路工人也掀起了
更高的支前热潮。曾是同蒲铁路抢修队队员的赵玉玺
在工作日记中写道：

4 月 21 日（1949 年）晚 上 ，同 蒲 铁 路 抢 修 队 全 队
132 人，在队长王文魁、李克富等带领下，乘车向北往太
原方向而去，准备抢修铁路。抢修队到达北营站后，进
攻太原的炮声正震耳欲聋。再往前，铁路已经不通了，
抢修队的任务，就是要把北营到太原间 16 公里的线路，
紧随人民解放军的进展，抢修上去。抢修队全体工人，
在出发前就已经宣过誓：“解放太原所到的地方，我们工
人的铁锤、洋镐、列车也绝对赶上前去，保证运输及时畅
通。”这誓言，在紧张的抢修中实现了。

多送炮弹多消灭敌人
早送上去早打下太原

4 月 22 日凌晨，从北营站向北，抢险队队员们人人
奋勇争先，开始了紧张的抢修工作。尽管敌人的炮弹此
刻就在他们的身边落下，但工人们谁也不去理睬。当日
便填土方 440 立方米，修复一座 220 米的桥梁，更换钢

轨 18 根 、枕 木
170 根。

4 月 23 日，太
原 战 役 打 响 的 前
一天，敌人的炮弹
一整天都从抢修队队员们的头上呼啸
而过，但他们抢修的速度却更快了。根
据 计 划 进 度 ，即 使 一 刻 不 停 地 紧 张 工
作，从南号志厂到同蒲、石太 铁 路 交 叉
的 360 公里处，也得下午 5 时才能抢修
完 毕 ，但 是 抢 修 队 队 员 们 硬 是 提 前 4 个
小时把它修好。长达 900 米的严重破坏
地段，全部重新铺好钢轨，接着又把前一
天修好的线路做了进一步的加固。

《解放太原之战》一书中也记录了铁路
工人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不断抢修被炸
毁的线路和设备的场景：

交通工作方面，充分发挥同蒲、石太
两条铁路对太原作战的作用，组织大量
铁路员工积极参加。同蒲铁路的员工
自 告 奋 勇 ，主 动 承 担 了 大 量 的 运 输
任务，在整个联勤工作中表现得更
为勇敢，在敌人的炮火威胁下，积
极抢修，昼夜奋战。在通往南北
同 蒲 和 石 太 三 条 铁 路 线 上 ，机
车 和 车 皮 全 部 启 动 了 ，铁 路
员工顶风冒雪，昼夜抢修车
站 、铁 路 、桥 梁 和 涵 洞 ，运
送 大 批 军 用 物 资 ，在 铁
路沿线的每个转运站，
每 天 有 成 千 上 万 的
民 工 ，在 突 击 装 卸
车 辆 上 的 货 物 。
武 宿 攻 克 后 ，当
夜即通车运输。
太 原 解 放 之 日 ，
即 通 车 太 原 南
郊，发扬了人民铁路的战斗作风，完成了军运任务。

时任第一野战军第七师第五十八团宣教股股长、后
任高射炮兵学校政委的苏永善在晚年回忆时说，太原解
放之时，铁路员工虽不是持枪的战士，但他们却提出了

“后方多流一滴汗，前方少流一滴血，多送炮弹多消灭敌
人，早送上去早打下太原”的战斗口号，源源不断地将物
资运到前线，有力地支援了太原解放。

除了弹药和粮油运输外，在太原战役发起总攻之
前 ，浩 浩 荡 荡 的 解 放 军 部 队 向 太 原 挺 进 之 际 ，铁 路 工
人也奋勇争先，将解放军部队运到太原前线，《山西日
报》上 曾 刊 有 关 于 铁 路 运 输 部 队 的 报 道 ，报 道 中 这 样
写道：

火车在新修好的路轨上疾驶。先头部队到达寿阳站
时，兄弟兵团热烈欢迎。火车抵达榆次站时，火把将黑夜
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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