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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色 记 忆

古交民间情歌源远流长，源头难考，是古交民间文艺的雏形，也是当
地各类民间歌曲的取材之源。在旧社会，劳动人民大多文化水平较低，
有些人甚至一字不识，但唱起情歌却能出口成章、充满意境，展现出当
地群众朴实无华的风貌。

“起兴曲”，是一席情歌或一串情歌的打头曲或作引曲，好比一场戏
剧的开幕曲或影视剧的片头曲。如：“画下的花儿闻不见香，唱曲就是
个打比方”“一把芝麻撒上天，唱两声情歌解心宽”；又如：“南瓜西葫芦
豆角角，心里头难活唱曲曲”“泼起莜面捏饺子，心里不好活唱曲子”；再
如：“赶上骡子驮上炭，不唱两声小曲走得慢”“哥哥的小曲怪好听，听得
妹妹动了心”“兄妹锄禾隔了一道沟，不唱两声小曲没勾头”“头声声高
来二声声低，第三声唱上个为朋友”。由浅入深，引人入胜。

“为朋友”是古交情歌的重点内容。人生的自由，生活的情趣，精神
的开放，美好的向往，自始至终都是所有人的夙愿理想。如：“满天上下
雨满地上流，满天下留下个为朋友”“大刀斩水水更流，老天爷也难管个
为朋友”“为朋友要为顶好的，担一回名誉也值得”，虽是乡言俗语，但出
口妙趣横生、幽默风趣。

“开花调”是古交情歌最多见的题材之一。以花喻人，既便于联想构
思，又便于创作发挥。如：“马莲草开花根连根，死活不离我心上的人”

“榆树开花榆钱钱多，妹妹的心眼眼比我多”“杨树柳树不开花，自己的
主意自己拿”“夜来香开花怕风刮，离开哥哥我不能活”。花有芬芳娇
艳、冷落凋谢，人也有欣喜欢乐、失意伤悲。如：“金针针开花六瓣瓣黄，
我和哥哥配成双”“枣儿开花黄心心，越看妹妹越亲亲”“山丹丹花儿背洼
洼开，咱二人相好慢慢地来”“核桃树开花人不见，咱二人就是暗地里的婆
姨汉”“柱柴柴开花漫坡坡白，瞭妹妹磨烂几对鞋（hai）”“锅里头开花下不
上米，忘了做饭光想了你”“石榴籽开花颜色深，你就是哥哥心上的人”。

“想亲亲”在古交情歌中很常见。“清源的白菜两股根，什么人留下个
人想人”“人想人来不由人，指甲缝缝憋来碎骨头头疼”“想哥哥想得皮
贴了骨，金针银针扎不出血”“想妹妹想得得了一场病，相思病几乎要了
命”。一个想字，百种想法，“麻阴阴天气雾沉沉，想哥哥哭成泪人人”

“一碗碗捞饭泪泡起，你说我想你不想你”“泪蛋蛋哭成连阴雨，你说我
想你不想你”“不知我想你不想你，泪蛋蛋能把船漂起”。

“瞭亲亲”也叫“眊亲亲”。在旧社会，交通不便，通讯不便，再加上
人们的生活压力大，因此瞭亲亲的困难也很大。“有朝一日住娘家，先瞭

亲亲后瞭妈”“想大想妈有担饶，想了亲亲没担饶”。狼逮羊儿，吃的肉
少，粘的血多，“大红公鸡毛腿腿，吃不上东西白跑腿”“一天的星星落了
个光，担上个名儿见不上”。见面难，难
见面，“扯烂你的袖口口妹妹缝，这一回
瞭妹妹你走不成”“扯住你的胳膊拉住
手，说不下个日子你不能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随着时代的变
迁，传统的古交民间情歌渐渐停留在老
一辈的记忆里，但前人留下的这些真切
的生活写照，永远值得珍惜和传承。

1920 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时指
出，要速从北方发动，先发展北京党组织，
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
城市发展。而在太原，首先建立的是社会
主义青年团。提起太原建团，我们首先想
到的就是——高君宇。

从创建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传播先
进文化，到批判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散布的
无政府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再到吸收具
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加入党
组织，高君宇为创立山西党团组织做了大
量的工作，特别是在党团的创建中积累了
大量具有开拓性的实践和理论经验，有着
巨大的贡献。

1921 年，回到太原的高君宇，多次召
集王振翼、贺昌、李毓棠等十余名进步青
年座谈马克思主义。 5 月 1 日，在山西省
立第一中学成立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
其宗旨是“唤醒劳工、改造社会”，王振翼
担任首任书记。

1921 年 11 月，上海临时团中央制定
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随后
党中央向各地发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
青年团的通告，要求各地依照新章程从速
进行建团工作。根据团中央要求，太原团
组织重整旗鼓，成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
执行委员会。

党旗所指，团旗所向。参加团的一大的王振翼回到太原
后，组织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太原地方执行委员会，王
振翼、贺昌等先后任书记。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立使得山
西进步青年从此有了自己的革命组织。

太原团地委成立后，随即在省内开展建团工作。团员侯士
敏、曹汝谦分别在汾阳、大同建立团组织。在开展工作的同时，
团地委还积极与团中央沟通，仅 1922 年，王振翼、贺昌等就以
书信形式，数十次向团中央汇报沟通工作。

1922 年，团中央发出 27 号公告，明确党团界限，要求共青
团以自己独立的工作为主。这时的太原地区还没有党组织，为
此，贺昌致信团中央：“在太原，各种运动都担在我们 S.Y（社会
主义青年团）同志身上，除青年运动及青年教育以外的运动，也
有不可不做之势。团中央要求党团分工的第 27 号通告，不适
用于无共产党的地方。”

团中央第 25 次执行委员会会议根据贺昌的来信决议，“无
共产党支部之处，本团地方团亦得单独去做劳动运动、政治运
动，不适用第 27号通告之规定”。

先建团，后建党，“以团代党”成为太原和山西革命过程
中一段特殊的历史，也为成都、重庆等情况类似的地区提供
了 借 鉴 和 路 径 。 此 后 ，团 地 委 继 续 领 导 太 原 的 劳 动 运 动 和
政治运动。

艰辛的开拓，不懈的努力，在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太原
团地委受到了中央的表扬，会议特别指出，太原是唯一的与中央
有较密切关系的地方团，此点值得赞许！于工人运动亦颇努力。

山西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任务是继承五四光荣传统，努力宣
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在长期的
革命斗争中，山西青少年在团组织的团结带领下，紧跟中国共
产党英勇奋斗，谱写了山西青年运动的光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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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选、天定，山西这个省，成为了华夏文明的天命之省。
“天命之省”，是笔者近年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
山西，凭什么可以称作天命之省？作为一个地道的山西人，抛却无可规避的

感性因素，笔者对此有着积年的思考探求与理性归纳。

平遥古城墙（资料图片）

中华大地广袤国土之上，敢说处处称锦绣；生
于斯、长于斯的亿万华夏子民，该是人人爱家乡。

山西人爱山西，正如我们每个人爱自己的家
乡，这与狭隘的地方主义无关，而是爱国情怀质朴
而崇高、真诚而深切的具体表达。

我国的中央集权政府，自秦朝实行郡县制到
隋唐实行都府制、宋代实行道路制，直至元代方才
开始有了行省制，亦即开始了划省而治。

元明清以降，被称作“山西省”的这方土地，实
在是我们华夏文明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发祥地
之一。在历史文化软实力方面，在推动中华民族
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山西对于我们华夏文明的
最初建造与发展壮大，有着不可替代的极其重大
的意义。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以近年尤甚：山西是一个
资源大省，是一个文物大省。但我们尤其应该知
晓：山西是中国历史文化大省，是农耕发祥大省，
是民族融合大省，是戏曲民歌大省，是北方语系中
操独特“晋语”的方言大省，是对整个华夏文明作
出过重大贡献的天命之省。

有如天选天定，华夏文明的基因，最早在这里
栽植、萌生。这里，成为我们华夏文明直根的生长
发育之地。

我们无法改变母亲的面容，正如我们不可能
改变母亲的子宫。

天选、天定，山西这个省，成为了华夏文明的天
命之省。

“天命之省”，是笔者近年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
山西，凭什么可以称作天命之省？作为一名

地道的山西人，抛却无可规避的感性因素，笔者对
此有着积年的思考探求与理性归纳。

择其要者，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话说“五千年文明看山西”，尧舜禹前三

王建都，皆在山西晋南。有史籍记载，更有考古证
明，是为“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

近年来，山西临汾市下辖襄汾县陶寺发掘出
的尧都遗址，确实已经具备了早期王国都城的几
乎所有功能。

史学界已有定论：最早的“中国”，在山西晋
南。这里，是中华文明直根成长的地方。

但人们会问一个为什么，在万里黄河这个晋
陕豫三省交界的金三角地带，前三王建都为什么
都是在山西？河南、陕西，当年难道不产粮食吗？

原来，山西晋南有一个天造地设的盐池。
运城盐池，号称百里盐池。中条山里的盐矿，

经地下水的溶化渗出，在山下形成了一个长 60 公
里左右、宽 2公里至 5公里的天然盐池。

所谓“运城”，乃历代国家政府所任命的“盐运
之城”。

华夏文明曙光初现的时代，传说中的炎黄二
帝与蚩尤大战，即史上所谓“涿鹿之战”，其真实起
因就是为着争夺盐池。事实上，哪个原始部落掌
控了盐池，获得了人类不可或缺的食盐资源，哪个
部落就最为发达强大。

涿鹿之战的结果，是炎黄集团获胜，蚩尤集团
战败，蚩尤战死。蚩尤，作为一个失败者，最终淡
出了“逐鹿中原”的宏伟史剧。用“炎黄子孙”来指
代整个华夏族群，千百年来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
权威定论。

但值得特别言说的是：就在运城盐池边，一直
有座蚩尤冢，有个蚩尤村。当地汉族村民，千百年
来，始终坚持尊奉祭祀蚩尤。在广博的民间话语
里，人们并不遵从所谓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人
们没有忘记蚩尤，没有以成败论英雄。

——当今时代，炎黄二帝，包括蚩尤，被一道
称作华夏文明的“人文三祖”。这真是令人快慰的
消息！

其二，直到工业时代来临，中国建造了全人类
最辉煌的农耕文明。

农耕，离不开水。用水、治水，成为华夏农耕
史上极其重大的治国方略。

大禹治水，功高千古。
但在治理一条桀骜不驯的万里黄河之前，一

定会有治理小流域的经验积累。传说中的金天氏
台骀治水，远远早于大禹治水。台骀，主要治理的
是南北纵贯山西的汾河。

几乎只有在山西，人们千百年来祭祀纪念着
这位我们华夏治水史上的伟大先驱。

其三，人们常言“江山社稷”。何为社？社，说
的是土地川原。何为稷？稷，指的是庄稼五谷。

中 国 最 早 也 是 最 大 的 祭 祀 后 土 大 神 的 庙 宇
“社”，在山西晋南运城市下辖的万荣县。万荣汾
阴后土祠，相传乃黄帝扫地为坛祭祀大地之处。

汾阴后土祠，是中国统治者与民间最早祭祀
土地大神的地方。

山西晋南运城市下辖的稷山县，有一座稷王
山。稷王山处在晋南万荣、闻喜、运城、稷山四县
之间。

“后稷教民稼穑”，稷，是先民最早播种的谷物代
表；“稷王”之称谓，体现了先民对后稷的无上感念与
尊奉之情。

稷王山，是中国最早祭祀谷物之神的地方。
社与稷，最早起源于山西；后土崇拜、后稷崇

拜，最早发端于山西。

其四，于这儿，人们仍然会发出一个疑问：社
与稷，后土大神崇拜与后稷大神崇拜，为什么最早
都出现在山西？

事实上，在传说中的“大洪水”时代，在台骀和
大禹治水之前，黄土高原之下，尚是一派汪洋。只
有在黄土高原高出海平面之处，才能种植庄禾。
史 书 明 确 记 载 ：大 禹 治 水 之 后 ，方 才 有“ 降 丘 度
土”，人们方才能够到河边平坝地面去进行耕种。

山西，处于黄土高原东端，而且有天造地设的
一座盐池，于是，这里最有可能成为中国原始农耕
部族最早的聚居之地。中国先民的农耕技术，以
及与之相伴生的农耕文化，在这里最早成型并达
于成熟。

说山西是华夏农耕文明最早和最重要的发祥
地之一，这应该是一个中肯的评断。

其五，我们稍稍留心，还会发现：万里长城，只
有在被称作“表里山河”的最为完固的山西，有着
内外两道长城。这又是怎么回事？

就此话题，笔者有着属于自己个人的一点发
现：万里长城，横亘中国北疆。陕西北部的长城之
外，是黄河大弓背和毛乌素沙漠；河北北部，则是
纵深数百里的燕山山脉。只有山西正北，山河屏
障最为薄弱。从呼和浩特出发，经由土默川，游牧
部族南侵的兵车快马，一天就可直达大同。

因而，山西大同一线的长城防卫相对容易被
突破。

于是，防卫中原、拱卫首都、保卫身后安宁的
农耕环境，抵御游牧部族的南侵，主要压力始终在
山西。于是，在山西中北部的雁同盆地和忻定盆
地交界处，当时的统治者修筑了第二道长城。在
这道长城沿线，乃有了雁门关、宁武关和偏头关这
历史上著名的“三关”。

事实上，山西为抵御游牧部族南侵，在中国历
史上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与牺牲。

其六，然而，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
碰撞、融合，毕竟又是东亚板块上最宏伟的历史
篇章。

长城，从来没有彻底阻断这一融合；长城，在
某些时候，恰恰成为这一融合的实体介质。

由于山西北端的山河防卫最为薄弱，这样的
地缘因素使得山西在事实上成为两大文明碰撞的
前沿地带，成为两大文明融合的先发地区。

公元前 302 年，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这
一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最伟大的改革，最早践行是
在山西。

胡服骑射，给我们华夏民族树立了一个勇于
改革的榜样，树立了一个倡导民族融合、和合万邦
的光辉榜样。华夏文明因而成为一个善于吸纳异
族文明、不断吐故纳新的伟大文明，成为一个雍容
博大并且永远充满勃勃生机的文明。对应于当代
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生在战国时代的胡服骑射，是
一次伟大的先行实践。“改革”与“开放”，从此成为
我们华夏文明的一个特质。这样的特质，使得我
们的文明，成为一株常青之树，成为一条永不枯竭
的文明长河。

几百年后，公元 491年，北魏孝文帝强力推行鲜
卑族汉化改制，从山西大同发端，渐次推进到整个北
中国。

孝文帝主动改革迁都汉化的直接结果，是鲜
卑族与其他北方各族，和平迁入中原，和平融入了
华夏族群。汇合吸收了各民族文化的中国文化，
愈加博大雄宏，为后来的盛唐文明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使得华夏中心文
明主动吸纳周边文明发展壮大，尔后“柔服远人”，

几乎是兵不血刃，赵国的疆土向外拓展，扩建了雁
门郡、云中郡和九原郡塞外三郡。如果说，这是华
夏中心文明向外拓展的一种“外溢效应”，那么，孝
文帝改制则是游牧文明主动服膺靠拢中心文明的
一种“向心效应”。

这两种效应，最早发生在山西，然后在整个中
国渐次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山西，毫无疑问
可以说是践行华夏民族融合、推动中华民族共同
体建设的一个天命之省。

其七，由于山西在中华版图上所处的特殊
地理位置，形成了山西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某种
独特性。

所以，南北狭长的山西，便成为了一条中原文
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交互往来的便捷通道。

所以，当中国中央政权的首都在陕西长安、在
河南洛阳与开封，山西成为拱卫首都的北方重要
屏障。

所以，大唐置三京，除西京长安、东京洛阳之
外，山西的首府太原，成为大唐的北京。

所以，大河之东所谓“河东”，成为中央政权最
重要的人才来源地和粮仓之一；太行之西所谓“山
西”，成为屏障中原、雄踞华北的战略制高点。

所以，每当外敌入侵，山西总是肩负起顽强抵
抗、奋勇牺牲的责任。包括上个世纪日寇侵华，国
民党军队、晋绥军和八路军，一道铁血抗战，保证
了山西始终未被日寇完全占领，成为中华抗战的
屹立不倒的坚城。

所以，当大清王朝决定“开边”，山西人处在上
述便捷通道上，大得地利之便，因而崛起了著名
的晋商。“走西口”，和“闯关东”“下南洋”一样，展
现了中国人民“打破封闭、勇敢开拓”的伟大进取
精神。

所以，山西曾经号称“海内最富”。富庶的山
西，地灵而出人杰。人文荟萃，英才辈出；是为指
不胜屈、言不胜道。辈出的英才，为呵护传承我们
伟大的国族文明，作出了无愧“天命之省”的贡献。

——说起山西，人们往往会联想到“保守”这
一词汇。殊不知，“开拓”与“保守”，正是任何文明
得以长盛不衰的一体两面；殊不知，文明文化，除
了开拓进取，永远离不开“保全”和“守卫”。任何
文明，如果没有恒定的传承而去追求日新月异，那
所谓的文明早已荡然无存。

其八，何况，山西南北狭长维度相差大、地形
复杂，山区、盆地海拔高程不同，因而是北方杂粮
大省。荞麦、莜面、豆面等杂粮，成为当今的低糖
绿色健康食品。

何况，山西的先民，善于制酒做醋。汾酒和老
陈醋名扬天下，喜好吃醋的“老醯儿”几乎成了山
西人的代名词。而最早懂得利用谷物发酵制曲培
养微生物来酿造酒醋，是我们中国古人的独特伟
大发明。

何况，山西矿藏丰富，是中国数一数二的煤铁
资源大省。众所周知，为了中华民族的再次腾飞，
山西作为我国的煤炭资源大省，默默地付出了无
可估量的牺牲。

何况，山西号称“华北水塔”，众多河流灌沃滋
润了华北平原。

更何况，山西是北方语系中操独特“晋语”的
方言大省。晋方言，保留了极其丰富的词汇与语
音，极大丰富了我们伟大的汉语。晋方言中保存
的若干汉字的古音，包括晋语发音保全了古音韵
四声中的“入声”，这成为我们诵读古典诗词歌赋
的押韵“密码”。

更 何 况 ，山 西 地 形 复 杂 ，自 古 以 来 多 民 族 杂
居，人们说话几乎是“十里不同音”。于是，山西的
民歌极其丰富，各地不同风格的民歌，犹如百花娇
艳繁星满天。民歌的繁盛，又托举支撑起了山西
戏曲的多姿多彩。山西地方剧种之多，向来居全
国之首；仅是大戏梆子腔，山西就有蒲州梆子、中
路梆子、北路梆子和上党梆子这“四大梆子”。

更何况，山西人自古敬天法祖。遍及城乡，庙
宇神祠众多，因而戏台林立；四时八节，庙会高管嗷
噪，乱弹梆子腔响遏行云。戏台上演绎着种种传
奇，尽在歌赞忠孝节义；代代民众耳濡目染，沐浴教
化，所以此地民风淳厚。

——本来处在中国腹地的山西，在许多外地人
的心目中好生边鄙而偏远，纯粹等于乡野。这当
然也没有关系，孔夫子曾言道：“礼失求诸野。”貌
似保守而偏远的山西，默默地珍藏守护着我们中
华民族的文明传统，犹如守护国土的无形的雄关
险塞、万里长城。

其九，元末明初，改朝换代、战乱不休，大半个
中国人烟稀少，是为“千里无鸡鸣”。神奇的山西，
这个天命之省，竟又奇迹般地为中华民族保存了
人口资源。

明朝初年，朝廷政令下达，从山西向全国各地
移民。经由著名的“洪洞大移民”，我们华夏民族
的血脉，由山西传播至全国。

国人自古安土重迁，所谓故土难离。朝廷政
令之下，大家一步三回头去向远方，移民的泪水溢
满山川。泪眼模糊里，是移民集散地那棵永远的
大槐树。

“问我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毫不夸张地说：洪洞移民的后代，遍布当今大

半个中国，并且撒播到全世界，他们的老家都是
山西。

诸般种种，使我们不能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山西对于中国，果然是一个天命之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