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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泥人的乐趣
前些时候，搬家整理旧物时发现了一袋我儿时非常珍爱的泥人
瓦模子，把我带回了记忆的童年乐园，唤醒了久违的童心。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同的孩子们多数都会脱
泥人，也叫拓泥人儿，我也会。我们用一种胶泥（含有水分的黏
土，黏性很大，像胶一样黏，这种黏土蕴藏在靠河湾边的地里）
和上，来回在青石上摔打揉捏，等特别劲道不粘手时，使用泥人
瓦模拓印泥人。

古代妇女

戏剧人物

脱泥人是种细心活。胶泥要和得软硬适度，放
在模内倒吸出的功夫真是一种技术，掌握不好会断裂或泥人印
纹不清。

记得我学到的技术是这样的，首先从摔打好的
整块胶泥中分出一块，大约够一个瓦模泥人的量后，便很快把
它按到模子里的图纹中用拇指磨光上面的胶泥，多余的拿掉。
千万不能给胶泥和瓦模图案中留有空隙，避免拓出来的泥人

“缺胳膊少腿”。等待“拔”泥人的工夫一定要掌握好，吸(用一
块大胶泥粘在磨光的泥人背面）早了胶泥容易断裂，吸晚了胶
泥粘在瓦模里出不来。对于大一点的泥人，要选择不同的几处
位置吸，一次吸容易把枝节折了。

后来，有伙伴提醒我，胶泥质量也很重要。
为了挖胶泥，我们不仅自制了一套工具（有小泥铲、铁皮簸箕和
小漏盆等），而且不断寻找好的胶泥地，城墙背的小池塘旁，水
泉湾的河边，御河岸边，甚至到了文瀛湖边。

动物植物

老翁

我当时还没有上学，整天跟着四合院里的大哥
哥大姐姐们到处“寻宝”，回来后就和人家借上模具脱泥人。那
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都不高，少有人家花钱给小孩买玩具。
小伙伴中，谁有一两个泥瓦模子大家就很羡慕这个玩伴。印象
中城内的土产铺里有卖这种脱泥人的模子，据说生产那些瓦模
都是瓦窑上艺人们的绝活儿。有时，孩童们也模仿其样式制模
子，有的还很地道。我玩过的式样有“佛爷”、“猴子”、“坐虎”、

“狮子”、“猪八戒”、“麒麟送子”、“皇帝”、“大肚弥勒”、“观音”、
“武士”、“盆花”、“房子”等，有人有物，大小不一。如今，手里保
存下来的这 16枚瓦模子就是当年和我哥曾玩了不知多少回的
珍爱之品。

泥人脱好后，首先要摆在窗台的木板上晒。
有巧手的孩子们在其晒干的泥人上涂有金粉、银粉或各种颜
料，使“着装”后的泥人精致耐看，引人喜爱。往往我们把自己
的手艺摆在街门口的青石板上叫卖，比谁的泥人好看。这时，
邻街邻院的玩童就会来用杏核换取。我住在马王庙街，记得附
近张家巷、西油店、马桥口，甚至于云路街、缸角、县楼、东羊市
巷的孩子们都过来和我们“交易”，我们也到他们的四合院参观
泥人，并交为“泥友”，互相交流脱泥人的经验，于是我有不少同
龄的男女“泥友”，经常玩得很开心。那会儿，两颗或五颗杏核
就可以换上一个式样好看的泥人，十颗以上能换个大一点的泥
人王，如关公、孔子、玉皇大帝、观音菩萨和佛爷等。

官 吏
盆花
儿时的脱泥人，其中有参与的激情，收获的快

乐，协作的友谊，交换的智慧……这是如今的孩子们不能轻易
感知到的。

重温脱泥人，许多往事和童年伙伴仍记忆犹
新，令我难忘。

作者：刘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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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心灵小品

换季之时，发觉满满当当
的衣橱，竟然已无几件中意。
去年此时，如何穿衣戴帽，怎
就毫无印象？

其实，荒芜的并不是衣
橱，而是心头所好。旧的没能
历久弥新，并非是说衣衫破敝
陈旧，而是当初新衣的乍见之
欢已渐行渐远。

有很多类似细得不得了
的感觉，并不明确自己缺什
么，只是隐隐觉得属于自己的
哪里不好。烦恼，也不是真的
缺了什么，而是对已然拥有的
不知如何妥善安放。时间一
久，发觉安放的能力远比获取
的能力，更为有用。

美好是无关新旧的，物尽
其用才是生活的美学。

无关新旧
林 深

胜利街站
胜利街站位于杏花岭区解放北路与胜利街交叉口北侧，总建

筑面积 3694平方米，车站共设置 4个出入口。该站工程规划名为
矿机站，公示名为胜利街站，最终确定为胜利街站，因位于胜利街
附近而得名。

胜利街在1955年前是好几条长短不一、走向不一的小街巷，它
们分别是阁外街、兵工中马路、兴安里、亲仁里，在其两边还有永兴
堡、兵工南马路、兵工西马路、兵工东马路、上关街、北市场、营西街、
仁义里、三有里、民生里等。因太原解放战役之时，人民解放军从城
北工业区向城内推进，在这些小街巷附近攻入大北门和小北门，从
而奠定了太原解放战役的胜利局面。为了永久纪念这一历史事件，
1955年 9月 20日，由阁外街、兵工中马路、兴安里、亲仁里等街巷合
并拓宽打通而成的街道被命名为胜利街。以胜利街命名的街巷还
有胜利街南巷、胜利前街、胜利后街等。

胜利街站附近为居民聚集区，有富丽华庭小区、中车国际小
区、太矿佳园小区、矿机宿舍等。

太原印象

太原地铁站名掌故
郝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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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得出这样
的结论呢？因为如果信
号是从宇宙中某个特定
位置传来的话，它的强
弱一定是与方向有关
的，望远镜瞄准这个方
向会收到最强的信号。
然而两位科学家观测到
的微波信号却与观测的
方位关系不大，所以信
号源一定不是某个具体
的星体，而是遍布在宇

宙空间当中的。
一个合理的解释就

是，该信号作为一种“背
景信号”，是从宇宙深处
传来的，并且是宇宙各
个方向的最深处，因此
才是“背景”，所以被命
名为宇宙微波背景辐
射。其实宇宙微波背景
辐射很容易观察到，当
没有信号输入时，老式
电视机屏幕上会出现雪
花点，这些雪花点有很
大一部分就是宇宙微波
背景辐射的信号。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如何佐证宇宙大爆炸理
论？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的存在很好地佐证了宇
宙大爆炸理论的正确
性。

根据多普勒效应，
凡是从宇宙深处传来的
电磁波，都经过了充分

的红移。也就是说，信
号在发出之前，它的频
率应该比微波高不少。
如果宇宙大爆炸理论是
正确的，那么宇宙在早
期刚刚发生爆炸的时
候，由于能量和温度都
极高，宇宙应该处于“一
锅热汤”的状态。

而宇宙微波背景辐
射是从宇宙深处传来
的，倒推回 138 亿年前，
它应当恰好记录了宇宙
诞生之初的状态。

根据计算，我们把
微波背景辐射的频率用
红移反推回去，就会发
现这些微波从宇宙深处
传来之初，确实是处于
一种炽热的状态。微波
背景辐射作为宇宙诞生
之初的印记，提升了宇
宙大爆炸理论的可信
度。

德盛堂老板
想出了救二牛的

办法。古镇四门，鬼子严
密搜查来往行人。东门
上鬼子拦住戏箱子，戏箱
子里搜出来的不是二牛
却是瘸腿老汉，瘸腿老汉
与鬼子搏斗，不幸遇难。

在另一个出口前，装
扮成瘸腿老汉的二牛被
鬼子拦住，危急时刻那个
被二牛打败的小泉一郎
出现了，他认出了二牛，
但却挥手放走了二牛。
二牛向峙峪庄飞奔而去。

白岩带领鬼子、警备
队到德盛堂搜捕老板，德
盛堂老板却已提前一步
逃走。郎彪带领警备队
埋伏在峙峪庄，就等二牛
前来自投罗网。没想到
警备队的行动被偷跑出
来的德盛堂老板撞个正
着。县城里，十六红等被
鬼子押着唱堂会，堂会唱

完幕布拉起，鬼子的机关
枪响了，十六红等演员们
全部倒在血泊中。二牛
跳进院门，就在这时身后
枪声大作，德盛堂老板和
警备队交起手来。德盛
堂老板牺牲。警备队、小
鬼子被二牛引到天涯山
山沟里。二牛再无退路，
与敌人拼死搏斗。王队
长率领大批游击队员来
到天涯山上。二牛终因
寡不敌众壮烈牺牲.

王队长带领游击队
员利用有利地形狠狠打
击小鬼子、警备队。白
岩、郎彪被游击队击毙，
小泉一郎躲进六郎庙里
被锅盔杨救走。

当地老百姓为纪念二
牛、德盛堂老板、瘸腿老汉
等烈士，把天涯山改称为
杀山——杀鬼子的山！

77、张卫平的电影
剧本《朱德儿童团》

《朱德儿童团》一片
以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
山区红色革命根据地武
乡真实存在的“朱德儿童
团”为题材，讲述了儿童
团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
导的八路军的关怀下，健
康茁壮成长，并且在保卫
八路军总部的战斗中，为
中华民族抗战历史做出
卓越贡献的故事。

自小生长在碧翠岭南的妻，
平生遇到的头一场飞雪，是在太
原。

那一年刚过元旦，我们来山
西冬游，一走出太原武宿机场，
刺骨的风迎面袭来，不禁打个寒
噤，四下张望，大地并没积雪，倒
是有些地方铺着冰，滑溜干冷。

我们下榻在太原市内宾
馆，以此为轴心，在周边游览。
晋祠当然是首先要去的，入内
但见古殿魁宏，龙绕木梁，柏枝
遒劲，兽嘴流珠，有着浓厚的历
史人文气息和高超的古代建筑
艺术氛围。往南行，途经乔家
大院，高墙深院，院中有院，对
称工整，灯笼高悬，给厚重刻板
的青砖灰瓦添几许亮色。再到
平遥古城，城楼高阔，衙门威
严，商贾云集，买卖兴旺，官衙
的肃穆与市井的喧闹长相伴
守，古风尚在……

这期间总感觉缺了点儿什
么，哦，是一场雪，一场纷纷扬
扬飘落在三晋大地的飞雪。
雪，走南闯北的我见过多次，无
论是鹅毛大雪，或是蜂翼薄雪，

“飘飘洒洒，漫天遍野”，让我心
境安详，恬静。但妻可不是，还
没有正儿八经看过一次下雪

呢，之前仅仅在黄山脚下农家
的菜田里，见到过几畦翠绿的
过冬小青菜被残雪覆盖，青中
含白，晶莹透亮，竟也如获至
宝，刮一层六角形的雪花捧在
掌中，直到融化殆尽。在江淮
是那样，这时节到北国看不到
雪，更待何时？

雪花善解人意，在逗留的
最后一个清晨不期而至，虽然
下得不很大，细密如群蜂漫舞，
已经使我们欣喜若狂了。走，
到双塔寺去，那儿地势开阔。
乘车赶到双塔寺，已是白茫茫
一片，空旷素洁，塔顶披银。寺
门外几位中年妇女心情大好，
迎着飞雪引吭高歌，边唱边舞，
如此佳境，感染了妻，进了寺
院，少不了也舞一番，一会儿操
起扫帚摆扫雪的“甫士”，一会
儿又肩扛铁锨来个单腿独立，
要不再摆弄个新疆舞姿，观众
仅我一人。雪花舞，妻也舞，一
直舞到天近午，相机满满打道
回府。

这以后，我们在别的城市
还赶上过更大的雪，但都不及
太原这场雪印象深刻，对妻来
说，这是人生头一回遇到的“及
时雪”呀。

古往今来，两军作战，被打败的
一方为“败北”；运动场上比赛，负方
也是“败北”。原来“败北”之“北”，
并不等于东西南北方位的北，优胜
劣败，与方位无关。失败之所以称

“败北”，需从汉字“北”说起。“北”是
个会意字，甲骨文、金文、小篆等字
像是由两个侧立的“人”组成，构成
二人背靠背之形，隶定为“北”。

“北”的本义是背靠背，有乖
违、违背的意思。《说文解字》：

“北，乖也，从二人相背。”段玉裁
注：“乖者戾也，此于其形得其义
也。军奔曰北，其引申之义也，谓

背而走也。”
军队打了败仗逃跑的时候总

是以背对着敌人，所以“北”引申
指败、败逃。《韩非子·五蠹》：“鲁
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
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
也。”意思是：鲁国有人随着君主
打仗，三次去三次败逃。孔子问他
的原因，他回答说：“我有一个老
父亲，我若是死了就没人养活他
了。”战败溃逃为“败北”，而乘胜
追击则为“逐北”，成语“追亡逐
北”就是追击败逃的敌人。

秦汉以后，“败北”逐渐成为一

个常用的双音节词。例如《史记·
项羽本纪》：“吾起兵，至今八岁
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
者服，未尝败北。”再后来，“败北”
不仅指军事失败，还引申为办各种
事情的失利。而在现代汉语中，

“败北”还被用来泛指在各种竞
争、竞赛（如体育比赛、竞标、竞
选）中失败。

后来“北”被借用成为表示
方位的字，与“南”相对，指北方，
如《列子·愚公移山》：“本在冀州
之南，河阳之北。”“北”何以会被
借用？一般认为古代宫室都是
背北面南，因而以相背之“北”作
为南北之“北”，同时又在“北”字
的下面加个形旁“月（肉）”，造出
一个分化字“背”（“北”成了声
旁），表示背脊、背向的意思，而

“背”的初文“北”就成为方位专
用字了（在文言词语中“北”仍兼
表败逃义）。

在太原的雪中舞蹈
霍无非

太原清真寺 太原清真
寺位于迎泽区柳巷街道办事
处开化寺南街社区解放路 48
号。始建于唐贞元年间（785~
805），元、明、清三代重修，坐
西朝东，呈二进院落布局，占
地面积 2121 平方米。现存主
体结构为明清建筑。2013 年
3 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真寺木构牌楼临街矗
立，门额正书“清真古寺”，系顺
治二年（1645）太原知府王觉民

的手迹。寺院建筑的防火墙设
置在我国古建筑中尚不多见，墙
体全部由防火材料砌筑而成，形
成中开石门，外包铁皮的三面防
火墙，大殿本身则是“内有木不
见砖，外有砖不见木”的设置，形
成一种集防火、防震、加固等各
项功能于一体的创意建筑。殿
内设计的突出特征是无画像、无
雕塑、不烧香、不摆供，充分融合
了伊斯兰建筑艺术和中国传统
建筑艺术，中西合璧，格调相
宜。 文/篆刻 李泽峰

失败何以称“败北”
梁文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