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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乱频仍野旷荒，
明初洪洞移民忙。
折枝撮土意难断，
浩荡亲情已是殇。
柳往槐来绑手去，
水源木本最思乡。
誉延嘉树荫生众，
足趾相传轶事伤。
*移民忙：指明初从

洪武至永乐十五年的
大规模移民活动。

*柳往槐来：指当时
折柳折槐送别时的悲
切场景。

*誉延：赞美的话。
*嘉树：佳树；美

树。
*足趾相传：据说当

时为防止移民逃跑，官
兵每登记一个人，就让
被迁移的人脱掉鞋，用
刀在小脚趾上砍一刀
作为记号。相传凡是
槐乡移民后裔的小脚
趾甲都是两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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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谚曰：“北有大槐树，南有石壁村。”此话是
说北方人根系于山西洪洞大槐树，南方客家人根
系于福建宁化石壁村。洪洞大槐树，又称古大槐
树，位于洪洞县城西北二公里处贾村西侧的大槐
树公园内，是一处明代迁民的遗址。

现在的大槐树遗址是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名为“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有很深的历史文
化积淀，而古大槐树遗址原是明代一处移民基
地。老话说得好：“千年的松，万年的柏，架不住
老槐树一摇摆。”据记载，当年的古槐树身围“七
庹零一媳妇”，也就是说，要七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手连手才能合抱，庹指的是成人伸展双臂的长
度，一庹为五尺。后在旧树根部又发出新枝，长
出第二代、第三代大槐树，充分展示了大槐树的
生命力。园内大槐上还有一“老鹳窝”。俗话说，
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土窝。相传当年移民不愿
离开故乡，起程时频频回首，渐渐地越行越远，只
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鹳窝。因此，大槐树和老鹳
窝就成了梦绕魂牵的家乡标志。值得一提的是，
园内的祭祖堂供奉着1230个从大槐树下离家移
民的姓氏牌位，号称“千家姓”，是天下民祭第一
堂，每年的祭祖仪式就在这里举行。

“谁是古槐底下人，脱履小趾验甲形”“问我
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些民谣不仅
流传很广，而且被人们作为辨认乡亲、识别古槐
移民子孙的证据。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当初直
接迁入地是豫、鲁、冀等省市。到现在，所迁后人
已遍布神州大地、天涯海角。人们在询问故乡、
查找祖籍时，常常脱鞋拉袜，亮出脚丫，验看脚小
趾是否复形。如果谁的小趾甲上有几道竖纹，好
像是两瓣，那他的祖先就是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
了。此外，就连我们最熟悉的“解手”一词也来源
于大槐树移民。解手，即上厕所的意思，民间传
说，在强制移民过程中，官方将两个人的手反绑
在一起，遇内急上厕所时才将手解开，所以后来
将上厕所叫“解手”。

“同是古槐迁来人，数世之后喜相逢。”洪洞
大槐树的传说故事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其他移民
祖籍寻根问祖的相关说法，反映了人口迁移过程
中劳苦大众的共同心态，承载了移民对于祖先和
家园的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

关庙遍天下 忠义炳千秋
人常说：“文教孔子，武教关公。”
关公名羽，字云长，为今山西省运城市常

平乡常平村人。运城作为关公的出生地和青
少年成长地，相关的民间传说、故事丰富多
彩。这些传说故事均由乡间百姓集体口头创
作，经过长期的流传、演变，不断修改加工，使
之日臻完美动人。民间有“游文庙不游武庙
是一大遗憾，到运城不拜关公则枉来运城”一
说。

在山西，常平关帝祖茔、关圣家庙与解州
关帝庙并称“三关”，这些弥足珍贵的文物史
迹组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圣迹文化风景线。其
中，关帝祖茔位于运城中条山石磐沟，三面环
山，两边外突，地貌奇特。山上有座石磐道
院，相传关公的祖父石磐公葬在此地，当地民
间流传有“洗脸盆”“马蹄印”“分云岭”等众多
传说并保留有相关遗迹。

关圣家庙占地15000余平方米，到现在
已有1800年历史。民谚曰：“关公庙堂遍天
下，只有常平是真家。”庙内保留的石碑记述
了许多关羽的故事，是研究三国历史的珍贵
资料。

民谚说：“关帝祖庙在解州，忠义仁勇震
九州。”山西解州关帝庙名誉“天下武庙之
祖”，敕建于隋开皇九年（589），在国内外数
以万计的关帝庙中规格最高，其建筑价值、人
文价值是全球任何一座关帝庙所无法替代
的，是一处保存完整、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
庙内崇宁殿殿前“磨刀石”供桌有一明显裂
缝，据说是关公磨刀时留下的，老百姓中至今
仍流传与此相关的一句俗话：“大旱不过五月
十三。”传说农历五月十三是关公老爷磨刀赴
会的日子，到了这天，必定打雷下雨，雷声就
是关帝的磨刀声，雨就是关帝的磨刀雨。“春
秋楼”是关帝庙中的精华建筑，也是整个建筑
群的最高点，其中二楼的悬梁吊柱结构属我
国古建筑中的珍品，民谚说：“天下关庙数解
州，解州庙数春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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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 常 头
晕，乡里医生说，肯定是
血管堵了。这不过是老
毛病，也没啥。就是这些
时这里一按就疼。”她说
着一指自己的胸。杨河
芬一听，当时眼睛就盯牢
了张荣萍，眉间凝成个疙
瘩，急切地问：“继续说，
还有啥症状？”张荣萍被
杨河芬的表情吓住了，也
就顾不上羞赧说：“有时
候还能挤出像奶又不像
奶的东西。”杨河芬的脸
色顿时凝重起来，对朱荣
贵说：“现在就去医院，坐
我的车走。”他率先出了
门，看着发愣的老两口催
促说：“走呀！”接着又对
朱荣贵用不容置疑的命
令式的口气说：“我知道
您家是‘136’，拿上农村
医保本，这就跟我去医
院。”

老两口见杨河芬一

脸严肃，心知他看出了张
荣萍有大病，顿时紧张成
一坨儿了。张荣萍全身
像被抽掉了精气神儿一
样顿时没了力气，朱荣贵
吓得手哆嗦着取了医保
本，扶住老婆上了杨河芬
的车。

路上，杨河芬通过本
单位专业技术管理科刘
科长联系了大同市一医
院人事科张科长。一整
套检查结果下来，老两口
傻了眼。张荣萍有肾结
石，而且，还有乳腺癌，不
过是早期，最好去市三医
院动手术。杨河芬认识
市三医院放射科的许大
夫，就打电话联系，缺床
位还协调出了床位。去
了医院，杨河芬直接给张
荣萍办了住院。

杨河芬当即给朱荣
贵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
子打了电话。等到朱荣

贵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
子风风火火地赶过来，张
荣萍已经不再输液，准备
开始手术了。当张荣萍
躺在病床上被推入手术
室时，她看了一眼丈夫和
孩子们后就一直看着杨
河芬。杨河芬忽然觉得
这一幕他似乎在哪里见
过。他想起了，那是他送
母亲到部队 322 医院做
接骨手术时的场景。

15 岁以优异成绩考
入云南省立曲靖师范公
费学校，由于他学习刻
苦，又擅长音体美，被云
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破
格录取。在昆明读书期
间，他阅读了《共产党宣
言》等进步书籍，并积极
投身学潮。后不幸被校
方告发为“赤化分子”而
被开除学籍。

不久，桂涛声回到曲
靖母校任教，因其思想进
步为当局所不容而遭解
聘。

桂涛声于 1928年 5月
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跟
随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
赴山西开展抗日救亡宣
传。同年 9 月，桂涛声在
太原见到周恩来，得知党
组织正在组建“战动总
会”的消息，便以战动总
会工作人员的名义去了
陵川县牺盟会民众干部
训练班。

在陵川，桂涛声既为
奇异雄浑的太行风光所
惊叹，更为抗日军民的救
亡热情而感动。当时，国
共两党再度合作，改编后
的八路军初征便取得了
平型关大捷，威震四海，
名扬遐迩，使全民抗战的
信心倍增。桂涛声携手

文艺战士，到街头演说，
动员群众，讲解抗日救亡
的道理，宣传“游击战争”

“统一战线”。一时间，陵
川到处是义愤填膺的人
群控诉日本侵略者，到处
是热血青年争相参加八
路军的动人情景。

在随游击队转战陵
川的过程中，桂涛声目睹
了太行山王莽岭的“千山
万壑”，又亲身感受到了
抗日军民这座真正的“铜
壁铁墙”，触景生情，睹物
思人的诗作从心底流露
出来。他将歌词写在香
烟包装纸上，数日后，带
上它去见作曲家冼星海。

心有灵犀一点通，共
同的理想信念使两位人
民艺术家一拍即合。

冼星海曾自豪地说：
“我的一个诗人朋友，冒
险去了一趟
太行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