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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色 记 忆红 色 记 忆

1921 年 ，随 着 各 地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迅速
发 展 ，迫 切 需 要 从 思 想
上 、组 织 上 加 强 和 巩 固
团的组织。为了更好地
传 播 马 克 思 主 义 ，高 君
宇委托暑假回太原的北
大 学 生 王 昉 与 王 振 翼 、
贺昌等以集股的方式筹
资创办晋华书社。1921

年 8月，山西第一个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书社——
晋 华 书 社 ，在 钟 楼 街 开
化寺的二楼开业了。

在 筹 款 期 间 ，高 君
宇捐款 6 元，王昉、王振
翼 捐 款 5 元 。 那 时 的 5

元 钱 ，相 当 于 一 个 人 一
个月的生活费。书社起
初设在钟楼街开化寺北
门 口 ，后 迁 至 桥 头 街 路
北 ，姚 錞 任 经 理 。 书 社
在经销普通文学书籍的
掩 护 下 ，推 介 各 地 共 产
主义小组、工会组织、进
步文学团体编辑出版的
书籍刊物。在宣传马克
思 列 宁 主 义 、引 导 青 年
进行革命斗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书 社 当 时 销 售 的
进 步 书 刊 有 ：《共 产 党
宣 言》《资 本 论 入 门》
《唯 物 主 义 讨 论 集》，还
有《中 国 青 年》、青 年 团
刊 物《先 驱》、北 京 区 委
刊 物《政 治 生 活》、中 央
机 关 报《向 导》等 大 批
革 命 书 刊 。 其 中《 向
导》等 刊 物 深 受 进 步 青
年 的 喜 爱 ，常 常 供 不 应
求，需要增订。

彭 真 1990 年 回 忆
山 西 建 党 往 事 时 讲 道 ：

“《向 导》在 山 西 宣 传 共
产主义思想也起了很大

作用。以后山西建党就是靠《向导》。你给我一本
《向导》，我给他一本《向导》，扩大政治影响。”由晋
华书社刊印的杂志从开始的五十几份一跃上升至
三五百份，市场需求量之大可见一斑。这一时期，
张叔平等在太原开办起了觉民书报社，大量翻印
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等进步书刊。

当时许多书刊都是在高君宇、王振翼、贺昌等
帮助下，由北京、上海的党、团组织和革命团体供
应的。高君宇在担任《政治生活》《向导》编辑期
间，还通过铁路工人把这些报刊秘密发往太原。

晋华书社创办后，以“改造思想，宣传文化”为
宗旨，成了全省第一个经销和秘密翻印进步书刊
的阵地。之后，革命思想呈燎原之势。山西各地
青年，尤其是大中学校学生，纷纷组建进步社团。
晋华书社的活动，一直坚持了十余年之久。由于
书社的影响日益扩大，1929 年，国民党政府特发
一条禁令，将书社查封。

在历史的长河中，晋华书社所承载的意义远
远大于它的生命。今天，走在熙熙攘攘的钟楼街，
仿佛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这个马克思主义传播阵
地散发出的光芒。作为山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
要阵地，晋华书社的出现不仅极大传播了进步思
想，更使得太原学生之间讨论主义、探求道路蔚然
成风。

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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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原在太原，，重新认识北齐王朝重新认识北齐王朝
李文畅

时光里的歌谣
尚建明

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曾
经提到，隋唐王朝的制度构建概出于“三源”，第一是来自
凉州一带的文明；第二是当时南朝的制度文化；第三则是
对北齐王朝制度的继承，由此可见北齐王朝对于隋唐帝
国的影响十分深远。北齐王朝被北周武帝灭后，追随北
周 武 帝 南 征 北 讨 的 关 陇 军 事 贵 族 建 立 了 隋 唐 王 朝 。 此
后，北齐王朝被人提起时，批判居多。

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的。李唐皇室太原起兵，靠的
是太原相对富足的物质基础，而这个物质基础自然不是
李渊镇守太原的短时间内确立的，而是要追溯到北齐王
朝统治时期。北齐王朝立国仅 27 年，但其历史地位和对
后世的影响却不容忽视。其胡汉并抚，以武立国、以文治
国并举的治国方针，对晋阳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太原，古称晋阳，由于其靠近农耕区域与游牧区域交
界地带，又坐落于表里山河的中心位置，在春秋战国时期
便已是北方重镇。南北朝时期动荡的时局，更让晋阳的
战略价值直线上升。北齐虽然将都城定在河北邺城，但
邺城远离防御北方突厥和西部北周的前线，不利于掌控
全局，所以高欢在晋阳开霸府总揽朝政，兴建晋阳宫，并
将追随自己攻灭政敌尔朱氏集团的原六镇精锐安置在这
里，以便于随时追随自己出击河东。

在高氏家族正式代魏以前，高欢坐镇晋阳，遥控邺城
朝局近 20 年之久，晋阳逐渐坐实了自己“别都”或“别宫”
的地位，没有都城之名，而有都城之实。高欢死后，次子
高洋从晋阳到达邺城，正式开启了北齐王朝的统治。由
于北齐皇帝权力的巩固既需要晋阳军功贵族的支持，又
需要中原士大夫的配合，于是在北齐境内，出现了晋阳和
邺城两个权力中心的“双子星”局面。北齐文宣帝时期发
布的诏书也肯定了太原的特殊地位，称并州之太原和青
州之齐郡为“霸朝所在，王命是基”。

北齐对太原军事地位的重视，的确让与其逐鹿中原
的关陇军事集团不敢轻举妄动。而北周武帝渡黄河攻取
太原后，北齐王朝就算还占据着河北与山东的经济富庶
区域，也难以摆脱败亡的命运。

太原无疑是北齐王朝的命脉所在。北齐王朝在太原
的历史遗存很多，比如天龙山的佛教石窟造像和高欢的
避暑山庄、晋源区王郭村附近的娄叡墓等。2023 年，太原
北齐壁画博物馆在太原王家峰村附近落成，整个博物馆

就建在王家峰村附近的北齐徐显秀墓之上。徐显秀墓葬
的发掘和陈列，无疑为我们了解北齐王朝的历史提供了
一个绝佳的参照。

徐显秀是北齐的太尉、太保、尚书令，《北齐书》虽然没
有给他专门立传，但从宋人司马光所撰的《资治通鉴》和李
延寿的《北史》等记载的只言片语中，仍然能够略微拼凑出
徐显秀的人生轨迹。此 人 出 身 冀 北 ，骁 勇 善 战 ，屡 立 战
功。最初追随太原王尔朱荣，后来，依附于高欢，追随其
建立北齐政权。

徐显秀的名望在他的后半生达到了巅峰。北齐武成
帝在位时期，北周的执政宇文护以精兵十万进攻洛阳，洛
阳处在大平原上，地势平坦，本就易攻难守，北齐对于这次
防御作战准备也不充分，局势十分危急，在此战中，徐显秀
身先士卒，打退了北周军队的进攻。其墓志记载他在战场
上“跃马抽剑，独奋孤挺，遂破百万之师，仍解危城之急”，
这种描述或许有些文学的色彩，但确也应和《徐显秀墓志》
中对其“常冲死地，屡入虎口”的评价。而据《资治通鉴》所
载，北周军在此战中遭遇重创，“周师大败，一时瓦解，投坠
溪谷死者甚众”，最终狼狈退兵，徐显秀也因“功大礼殊，业

隆祑茂”，获封“武安王”。北齐后主继位后，他又被提拔为
太尉，权势显赫。

由于传世文献资料匮乏，我们难以获得更多关于徐
显秀的具体信息，但从北齐历史来看，徐显秀虽是北齐王
朝 的 开 国 元 勋 ，但 其 对 于 高 欢 的 一 些 决 策 ，尤 其 是 改 变
历史走向的决策影响不大。不过，他的仕途并未受到北
齐朝政变化的影响，这一点在军功贵族势力比较强的太
原地界上难能可贵。从徐显秀的墓葬规模来看，他在北
齐王朝地位显赫。除了较深的墓道外，墓葬内精美的壁
画设计以及出土的陶俑等，均可佐证徐显秀不凡的地位，
且这还是墓葬被破坏盗掘过的结果。

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从徐显秀墓葬壁
画中的人物画像上便可看出“胡汉杂糅”的风格。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北齐墓葬中出现的十二生肖形象，绝大多
数画的都是“四不像”，比如老虎画得如同豚鼠一般，而且
很粗糙，但唯独马的画像较为传神，或许和北朝人的骑射
传统有关。

太原的北齐历史遗迹还有很多，太原北齐壁画博物
馆的建设仅仅是一个开始。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
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这段
话出自《管子·权修》，强调了人才培养
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东汉末年，
一位太原人在乱世之中，仍坚持这一

“百年树人”的教育观，笃行教育传承
文化、推动进步的社会功能。他就是
太原人令狐卲。

《三国志·魏书十六》：“令狐卲，字
孔叔。父仕汉，为乌丸校尉。建安初，
袁氏在冀州，卲去本郡家居邺。”令狐
卲的父亲曾经在朝廷任乌丸校尉，负
责朝廷对东部乌丸等部族的管控，维
护 边 境 安 定 。 曹 操 当 时 也 在 朝 廷 任
职，与令狐卲的父亲同朝为官。

建安初年（196），曹操迁献帝于许
县，控制朝政，以中央政权名义发号施
令。也就是这一年，令狐卲离开老家，
到邺城（现河北邯郸市临漳县）投奔冀
州牧袁绍。

东汉灵帝时，天下大乱，地方势
力割据，东汉政权实质统治力名存实
亡。袁绍夺冀州后，自领冀州牧，此后
又夺得青州、并州、幽州，跨据黄河下
游的四州之地，领众数十万，成为当时
最强大的割据势力。

令狐卲投奔袁绍后没有几年，袁
绍病逝，其子袁尚继承袁绍政权。公
元 205 年二月，曹操大举进攻袁尚，令
狐 卲 跟 随 武 安 长 尹 楷 带 兵 屯 驻 毛 城
（今河北省武安市西）。武安在邺城西
北面，是邺城通往上党的重要粮道。
八月，曹操大军围攻毛城，城破后，令
狐卲等十余人被抓。令狐卲非凡的气
度引起了曹操的注意，询问其身世发
现，其父亲竟是自己的故人。曹操当
即赦免了令狐卲，并令他担任军中谋士。后来，令狐卲调
任丞相府主簿，进入曹操的谋士圈，不久又出任弘农（今河
南灵宝北）太守。

《三国志·魏书十六》载：令狐卲“所在清如冰雪，妻子
希至官省；举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狱讼，与下无忌”。对
令狐卲的政绩没有过多记载，但是对他任弘农太守时重视
教育却有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时，郡无知经者，乃历问诸
吏，有欲远行就师，辄假遣，令诣河东，就乐详学经，粗明乃
还，因设文学。由是弘农学业转兴。”由于连年兵祸，民不
聊生，弘农郡内竟没有几人通晓经史，令狐卲发现了这个
问题后，对偌大一个地区文化的落后感到震惊：一个朝廷
重要的郡，距离当时的都城许昌与文化中心洛阳都不远的
地区，竟没有几人通晓经史，如此下去，岂不会导致礼教失
传、文明沦丧。

教育成为令狐卲为官一方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令狐
卲这时表现了极大的耐心，“历问诸吏”，挨个问府内的官
吏，有没有愿意远行求学的。但凡愿意拜师学习的，便安
排他们去河东郡（今山西运城境内）向乐详学习。乐详，字
文载，河东（今山西运城）人，三国时期著名学者。史载“时
杜畿为太守，亦甚好学，署详文学祭酒，使教后进，于是河
东学业大兴”。当时，河东太守为曹操手下的杜畿。杜畿
治理河东期间，努力发展生产，发展经济的同时，让当时的
著名学者乐详总领河东地区的教育，使得河东地区成为当
时的教育模范。

令狐卲对于愿意拜师学习的，直接安排到当时经济发
达、教育盛行的河东地区，接受当时著名学者乐详的亲自
授课与教育。令狐卲深知，教育不可能一蹴而成，面对当
时弘农郡的现状，对于出去学习的人员，提出了一个很低
的要求与标准，“粗明乃还”。只要能粗通大义，回来为百
姓们启蒙就行。在令狐卲的大力扶持下，这些派出去学习
的人员，在掌握经学概要以后，便回乡开设学校。从此，弘
农郡的学业也日渐兴盛。

现代社会已经普遍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意义。而在以生
存为主要目标的特殊年代，在多数地方官员目光短视、无
视教育的大环境下，令狐卲作为战乱时期的一郡太守，能
够重教兴学，勤政爱民，实在是难能可贵。

民间歌谣起源于人类维持生存的物质活动，是人类
社会最早出现的口头创作形式，是老百姓集体智慧的结
晶。它们一般没有固定的文本，也没有固定的作者，也
许某一时刻，某一个人受到生活的触发，顺嘴就唱了出
来，传播开来；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地域环境影响，在不
同地域传唱版本也略有不同。在山西，民间歌谣的传唱
场所不拘一格：被窝里、油灯下、怀抱中、槐荫里、月光

下、麦场上……
“上坡你不拉，下坡你不矬，见了平地你就卧。有心

把你卖吧，伢，你这吃手还不错。”父亲有一个强壮的身
体，每天天不亮就骑车去三十里外的县城上班，傍晚回
来还要下地务农，他总希望我自小勤劳，督促没效果，戳
下我的额头唱着《懒牛》的谣曲笑问：“说的是你吗？”儿
时，父亲唱过的歌谣，我至今只记住了这一首。

母亲唱过的歌谣倒是记住了不少。记忆里的夜晚，
煤油灯幽幽地亮着光，母亲不是在“嗤儿嗤儿”地纳鞋
底，就是在狭窄逼仄的炕上“嗡嗡”地摇着纺车纺织棉
花。“东厦里，西厦里，馍馍搁到抽屉里，乃馍啷？猫吃
啦。乃猫啷？上天啦。乃天啷？下雨啦。乃雨啷？和
泥啦。乃泥啷？筑墙啦。乃墙啷？猪揎啦。乃猪啷？
剥皮啦。乃皮啷？蒙鼓啦。乃鼓啷？娃敲啦。乃娃
啷？娃跑啦！”歌谣一首接着一首，悠悠扬扬，高低起伏，
在昏暗的煤油灯光里荡漾着。

客厅里，一对小孙子玩得不耐烦了，纠缠在一起，滚
爬着、嘶喊着干起架来。我忽然想起母亲当年熏陶我们
的童谣，与他们手拉手面对面席地而坐，有节奏地摇晃
着朗朗道起：“几载？多载。骑骡骡，做买卖。挣下银子
捎回来，爹一两，妈一两，剩下一两给娘娘（奶奶）。娘娘
说，先攒着，等我娃娶媳妇时给拿上。”两个小孙孙在谣
曲儿的晃荡里一听到“娶媳妇”马上笑靥绚烂，乐得摇头
晃脑。

晚饭后小院里和小孙子玩耍，谣曲儿又派上了用
场。背上老大果果，在灯光通亮的院子间踩着方块砖，
边走边念叨：“背背卖果果，玉稻黍颗颗换果果。”背着老
二乐乐时又这样念叨：“背背卖乐乐，萝卜丝丝儿换乐
乐。”在这不紧不慢摇摇晃晃的歌谣中，孩子们乐得合不
拢嘴。

时光如水，缓缓流淌，记忆里的童年歌谣沉浮其中，
如熠熠星光般，历久弥新。

碑林公园在汾河东岸，分为北园和南园。北园建成于
1990 年，收藏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傅山书法作品碑刻 146 幅

222 通，名曰“傅山碑林”。由于傅山晚年自号“朱衣道人”，故
北园又名“道苑”。南园建成于 1995 年，收藏明清 168 位书法家

作品碑刻 181 幅 196 通，名曰“三晋碑林”。由于这些书法作品以楹
联为主，故南园又名“联苑”。南北两园总计碑刻 418 通。北园与南园
对门而立，之间相隔一条过道，过道两侧各建一座垂花门楼。北面的
门楣上题“道苑”，南面的门楣上题“联苑”。

北园入口为傅山碑林的后门，内有一座单拱玉带桥，象征着傅山
书法与人品高洁如玉；南园入口为三晋碑林的正门，内有一座三折曲
形桥，象征着三晋书风与法度源远流长。正是有了这些碑刻，使这

座面积仅 1.37 公顷的公园收录于“第四批国家重点公园”之列；虽
然建园历史不足 40 年，却成为承载三晋文脉的重要载体。

公园整体坐南朝北，遥望北边的傅山故里西村。北
园 大 门 为 传 统 三 门 式 结 构 ，“三 门 ”谐 音“山门”，寓意傅

山之门。中轴线上依次是：十二条屏厅、重檐碑亭、鼎
臣殿、承颜堂。十二条屏厅正对山门，宏阔开放，陈

列傅山书法巨幅《祝锡予词丈六十寿》《奉祝硕公
曹先生六十岁序》，两幅作品各十二条，堪称鸿

篇 巨 制 ，是 公 园 展 示 傅 山 书 法 中 幅 面 最 大
者 。 重 檐 碑 亭 是 园 中 重 景 ，陈 列 傅 山 草

书精典作品四幅。鼎臣殿是园内的主
殿，傅山，字鼎臣，故名。殿内综合

陈列傅山书法作品，真草隶篆行五体俱全。承颜堂为会议厅，“承
颜”二字意为傅山书法上承颜真卿之体，字形雍容肥厚，结构章法严
密。纵观傅山书法，楷隶笔势古朴，行草线条灵动，大幅挂轴气势如
黄钟大吕，小品斗方笔意如春雨秋风，不愧为一代书坛泰斗。北园东
侧设碑厅二座，西侧设碑厅三座，各厅之间有回廊连接，全部陈展傅
山作品。蔚为大观的书法珍迹将傅山“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
毋清滑，宁真率毋安排”的美学观点表达得淋漓尽致。

南园精选明清书法家作品碑刻，几乎囊括了 400 年来著名书法
家最具代表性的楹联书作。园内有池塘，三曲桥将其分为东西两
塘，东塘内植荷花，西塘内植芦苇。南园东西两侧为长廊，廊道曲折
迂回，碑刻排列于其中，古风萦绕，文韵叠起，徜徉于内可感悟中华
书法之魅力。在这里，各种书体荟萃：楷书的端庄、行书的流畅、草
书的奔放、篆书的古朴、隶书的典雅，在碑刻的加持下更显厚重，中
华书法之美得以集中展现。

在园林造景上，北园殿堂次第排列，对称而立，彰显庭院秩序；南
园亭廊藤萝相绕，花木居间，突出园艺风采。北园和南园也呈对称格
局，北园的高台上建四角双亭，南园的平台上建唐碑亭，两亭呼应，意
趣横生。公园西墙紧临滨河东路，从园外看园景，西门牌楼将公园一
分为二，对称典雅，加之两亭分立南北，喷泉水声传于墙外，观澜之意
油生。

园虽小，但处处精致，园景无限，为北方园林典范。来这里观碑
悟道，赏花听水，可享受城市的心灵之旅；春花秋月，夏雨冬雪，可感
受城市的季节轮替。

太原市历史价值公园（六）

三晋书苑 魅力碑林
赵士岱

徐显秀墓壁画（资料图片）

斌 礼 绘

东厦里东厦里，，西厦里西厦里，，
馍馍搁到抽屉里馍馍搁到抽屉里

碑林公园碑林公园
栗栗 正正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