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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札记

◇诗词坊

锦绣岚州，汾阳故地，宜芳新府。北

望雁门长城，南达蒲阪古渡，西通敦煌巴

蜀，东扼山右首区。襟陕蒙四塞之要冲，

控晋冀八方之都邑。枕山际水，山岚凝

瑞;虎踞龙蟠，三晋名邑。

维我岚州，千年辉煌。青铜斑斑，汉

瓦铛铛。晋国建邑汾阳，三国新兴郡地，

北魏置岚州，隋属楼烦郡，李唐改名宜

芳，金元复谓岚州，明称岚县至今。远眺

历史烽烟，四战之地屡抗强兵，锋镝如雨

力御外侮；直待雄师横扫，民族解放共和

成立，地覆天翻开启新篇。

维我岚州，山川形胜。苍莽燕山接

东北，雄奇关帝措西南。水作琴中听，山

疑画里看。杏花春雨，盆地沃原野；天光

水色，岚河映白云。听雨看雾白龙山，天

下第一寿石疑是飞来神镜；探幽访古饮马

池，森林霰迷绿津惊叹瀑布天成。涛天山

笔架弄毫，尽阅古今斯文；皇姑梁松柏凝

思，犹听冷暖泉声。秀容古城，霜叶荻花

风瑟瑟；湿地公园，浮光跃金柳依依。铜

鼓晚照，云海耀秀峰；高峡平湖，北斗遗明

珠。龙天寺晨钟，梦里依稀送禅声；荷叶

坪雪山，终年不化若有情。兰氏坞堡，封

建科举渐式微；范家大院，晋商驼铃通天

下。和春盛夏，则草木丰茂山花烂漫；深

秋寒冬，则天高气爽万物澄明。

维我岚州，地杰人灵。在山泉水清，

出山俱成龙；璞玉出昆仑，不琢难成纹。

一代枭雄，刘渊踌躇满志；快刀斩麻，高

欢讨灭尔朱。李白赋诗，边月剑花赠友

人；经行岚州，杜甫祖父赏琴音。枢密院

使丁僖，青史留名；武仪将军尹和，剿灭

残金。为民请命，张解秉笔直书减租息；

揭竿而起，牛旺人不逊高九英。延安屏

障，贺老总谈笑运筹保后方；开明人士，

王槐珍慷慨解囊援前线。不远万里，白

求恩发扬国际精神；试管婴儿，张民觉造

福全球人类。妇孺皆颂，天长舍身取义

何忠烈；杏坛镌名，崇实奠基教育堪贤

能。清正廉洁，王琦魂归岚县伴青山；中

流击水，铁马奋不顾己救溺人。外交大

使，尹尚志刘振民洞察世界风云；平民将

军，梁中玉尹俊士铭刻伟绩丰功。民族

融合，牛其益天山戈壁抚旌节；学部委

员，刘吉臻电力科研摘硕果。八方俊杰，

大学生首派薪火映山村；四荒拍卖，小流

域治理全国春雷惊。激情澎湃，江山代

有英才出；厚德弘毅，岚州一脉浩气新。

今我岚州，气象万千。银鹰翱长空，

能电输京津。铁锰浩浩，钢铁基地承接

西东；煤铝森森，能源重镇援助海滨。大

路朝天，太佳高速飞越关山；铁甲巨龙，

太兴铁路天涯比邻。胸图鸿志，莘莘学

子竞奋飞；打造尖端，工业园区争领先。

芸 豆 沙 棘 粒 大 质 甘 ，小 米 杏 仁 健 身 延

年。风味美食，土豆全宴响誉三晋；北街

面供，央视直播四海扬名。得胜回营，八

音古乐濒危遗产惊宾朋；窗花剪纸，龙灯

绕曲民俗文化绽奇葩。霓虹闪烁，河灯

一夜鱼龙舞；老少皆乐，家园整洁幸福

苑。气旺人和，邦兴而民康；吉地龙翔，

风正而帆扬。

锦绣岚州，于斯益彰。看百业振兴

日日新，喜潜力无限月月异。绘蓝图，科

学发展转型跨越有期；创伟业，扬威奋进

争雄三晋不远。愿岚州儿女，自强不息

承传百代盛名；愿锦绣岚州，与时俱进谱

写世纪华章。

美哉!岚州。壮哉！岚州。祈十八

万人民福祉永保，祝一千五百二十平方

公里福地丰饶长存。

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几乎是一口

气读完任引鸣、田潇鸿两位作者合著的

《破晓》这部小说。掩卷沉思，感慨良

多，被作者精妙的构思、厚实的内容、雄

健的文词和深厚的文学功底深深感染

和折服。

这部取材于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

的长篇战争小说，总共 80章节 40万字，

史料翔实，设计精美，鸿篇巨制，洋洋洒

洒。全书主题突出，思想鲜明，充满着

极强的爱国主义情怀。它深刻地描述

和反映了当年晋绥边区英雄的八路军

和人民群众，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

下，和入侵的日本鬼子进行殊死的斗

争，取得了非凡的业绩，立下了不朽的

功勋，很多人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光荣

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兴县、岚

县的土地上洒下了英烈的鲜血，留下了

他们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许多感人

故事。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兴县是

著名的晋绥边区（解放区）首府所在地，

是八路军一二零师的主战场之一，是革

命圣地延安的屏障和门户。

岚县在抗战初期曾是 120师战斗和

生活过的地方；抗战后期，岚县成为日

寇盘踞在晋绥边区的一个大据点。日

本鬼子屯兵（八十五大队）驻扎在岚县

东村等地，重兵把守，构筑炮楼，利用强

大的军事力量和防御系统，操控着当地

军政大权，横行霸道，残害百姓，为所欲

为。他们千方百计、多次袭击和进攻晋

绥首府所在地兴县，企图摧毁兴县抗日

民主政权和晋绥边区的党政军指挥机

关，破坏全国各地通往陕甘宁边区的要

道。本篇小说描写的就是上世纪四十

年代发生在兴、岚大地上，军民同仇敌

忾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感人故事。

1943年 9月 27日，驻岚县日军八十

五大队、皇协军三师五团六营，由叛徒

作内应，闪击兴县边区首脑机关。在小

神绊村，叛徒协同鬼子杀害了我晋绥军

区警卫二连全体官兵，随后叛徒跟随敌

人逃回了岚县东村据点。军区首长表

态，绝不能让警卫二连牺牲的同志死不

瞑目，组织除奸组上岚县东村除奸刻不

容缓！于是迅速成立了以李方为组长

的除奸小组，深入敌后展开除奸工作。

《破晓》的故事由此展开……

《破晓》主题鲜明，人物突出，思想

性强。故事情节、人物形象鲜活生动，

爱憎分明，内涵丰富。本书中塑造的主

人公李方、张磊、白奴达、小八路等形象

活龙活现，成为始终贯穿全书的主线。

八路军侦查英雄、除奸特别行动小组

组长李方，充满着正义、正气、正能

量，读来让人心生敬佩，感动之情油

然而生。叛徒艾蟠卞的描写细致、合

情 合 理 。 他 经 不 住 金 钱 、 美 色 的 诱

惑，彻底从一个革命军人蜕变成日本

鬼子的走狗，走上了一条与人民为敌

的不归路，落得个可耻的下场。吉野

鬼子的凶残、阴险、奸诈，刻画得入

木三分。叛徒、汉奸、皇协军、警备

队如裴培干、令狐申、雷正富、冯世

绶等各色人物卑躬屈膝、奴颜无耻的

丑恶嘴脸和行径，展现得淋漓尽致。

文中穿插的革命爱情故事真挚感人、恰

到好处。全书内容丰富翔实，涉猎抗战

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

政策等综合性知识，让我们对抗战相关

历史有了更多更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我是土生土长的兴县人。打记事

起就常听老人们讲，抗战时期敌寇多次

来兴县“扫荡”，实行“三光”（烧光、抢

光、杀光）政策，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听

说过“敌人从界河口过来了，放哨人通

过烽火台给各村传递消息，全村人躲敌

人”的故事。单就我们那个偏远的小山

村，日本鬼子就“扫荡”过三次，烧毁了

财主人家的席厦院，全村人躲敌人回村

后提水来灭火。那时，在幼小的心灵里

对日本鬼子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既恐惧

又痛恨……

上高中后通过读樊润德、张艳奇、

牛鹏飞老师编著的《兴县革命史》，才大

致了解了兴县的抗战历史，知道了抗战

时期发生在兴县大地上的“廿里铺战

斗”“田家会大捷”“甄家庄战斗”“阳会

崖战斗”“小善畔战斗”，也知道了“地雷

大王”李有年等抗击敌寇的诸多战斗故

事，和“兴岚支队”这支奋战在兴、岚地

区的武装力量。

今天，通过《破晓》这部小说，更加

深刻地知悉了曾经发生在兴、岚大地上

的这段可歌可泣、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的抗战历史故事。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阅

读文学作品，实际上是完成一次读者与

作者之间的亲密对话，是一次个体生活

阅历的迁移。优秀的文学作品，有强烈

的思想灵魂，不但可以教育鼓舞人，增

强知识面，提升文化修养，而且潜移默

化地改造和优化人的心灵结构，塑造完

美的人性。

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反映了特定

时期的精神风貌。抗战的硝烟已经散

去七十五年了，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

史，仍然是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荡气回

肠。

感谢两位作者呕心沥血，不辞劳

苦，以如椽巨笔和卓然文采为我们书写

和擘画出一幅抗战历史的鸿篇巨著，奉

献出一本如此精美绝伦的读物！也让

后人一起分享和回味了那段难忘的战

斗历史，铭记那段激情燃烧的烽火岁

月，同时告诉后人永远不要忘记为民族

解放而光荣献身的前辈英烈们。

编后：
《破晓》是三晋出版社推出的本世

纪又一部“吕梁英雄传”，这是一个关于

晋绥边区军民保家卫国的故事。小说

以真实史料为基础，从独特的角度切入

战争，引领读者走入人物内心最细小的

角落，呈现出一幅高贵与卑劣、勇敢与

懦弱、战争与和平的画卷……

本书的两位作者任引鸣、田潇鸿是

地地道道的兴县人，生于兴县长于兴

县。这部小说是他们对曾经奋斗在这

片热土上的先辈英烈们的缅怀和致敬。

有句话讲得极有气魄，叫做“此处不留

爷，自有留爷处”。不过，一般人说这话的

时候，大体上是一种泄愤，或是一种无奈。

不过，对于吴起，这只是一件寻常事，

与吃饭喝水一样普通。而且所到之处，都

是熠熠闪光，任谁都遮掩不了他的光芒。

你看：在卫国，不为所用，他杀掉诽谤

嘲笑自己的几十个人，逃至鲁国。

在鲁国，一有机会，他就可以指挥弱小

的鲁军，战胜强大的齐国军队。这胜利出

乎所有人的意料，以至于鲁国君臣害怕到

不敢任用他。鲁国不用，他也不纠缠，立刻

去鲁至魏。

在魏国，他组建魏武卒，与诸侯大战七十

六场，全胜六十四，无一败绩，威震诸侯。夺

河西之地，坐镇西河郡，天下莫敢撄其锋芒。

魏武卒，在之后几十年，一直是列国中不可小

觑的军事力量，魏国因之而成一流强国。后

来因功高被排挤，他毫不犹豫，去魏至楚。

在楚国，吴起变法图强。为楚国拓土

千里，并吞陈蔡，击破天下无敌之魏武卒。

使秦不敢东向，齐不敢西窥，三晋为之战

栗。数年之内，楚俨然已是天下霸主，列国

为之而寝食难安。

假若楚悼王多活个十几年，有吴起辅

助，那么他从南向北，横扫诸侯，一匡天下，

超越齐桓公的伟业，也未可知。只是，吴起

有超越管仲的才学，奈何楚悼王却没有齐

桓公一样的长寿，两人都是运气不佳。可

惜！可叹！

除了差这点运气，吴起这人简直太完

美了。当然他性格高傲自矜，不屑与人争，

某种程度上也给他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比

如，很多人会说他的小话，造谣、诽谤、传

谣，但吴起不辩解不解释。明白人自然明

白，不明白的，你再解释，也越描越黑。

何况，那些个小话，比如母死不归，杀

妻求将之类的，像国产神剧，只有傻子才

信。明白人，谁当回事呢！魏文侯当回事

了吗？楚悼王当回事了吗？李克当回事了

吗？田文当回事了吗？曾子倒是当回事

了，但是曾子们满嘴仁义道德，他也不想

想。吴起是杀人后逃离卫国的，去奔丧，是

活得不耐烦了吗？

孝顺的名声是好听，但是送了命，似乎

也不值当吧。吴起的母亲，是绝不希望儿

子为了奔丧而送命的！所以曾子当时高度

不够，他的意见听听就好，别当真。杀妻求

将之类的事，更是荒诞。吴起那么高的智

慧，犯得着为了帮鲁国击退齐军而做出这

么不容于世人的蠢事吗！

吴起很懂人性，懂得人心才是根本，

他劝谏魏武侯，说地利之固之类的，都不

可依仗。人心才是根本，人心若是没有

了，什么天时地利都没有用；组建军队，

他爱兵如子，以大将军之尊，可以毫无难

色地为士兵吸取脓液；在被楚国叛乱贵族

袭击，那般危急的情况下，他的应对之

策，都能够为自己报仇，且能帮助新君铲

除守旧势力。

这样的人，会做出杀妻求将那般投入

产出，绝对不成比咧的事情吗？

所以，那些都是些谣言诽谤。

吴起为什么不辩白不解释呢？因为根

本不屑于。而且他才具太高了，满天的谣

言，于他都如蚍蜉撼大树，何足道哉。

他知道自己的价值，也知道自己对，更

知道什么才是最好。他有理论并且有实践

理论的路径和方法，他也知道，强大一个国

家需要做什么。所以，无论在鲁，在魏，在

楚，他都能从零开始，做到最好，成就一个

国家的强盛。他也无需讲什么天时地利人

和，他的能力，可以因地制宜，无往不利。

吴起一身的本领，出将入相，都是顶尖

的水平。

出为将，携七万众，便可横行天下；入

为相，坐镇朝堂，弱楚可霸列国。谈文，他

挥毫作吴子兵法，便可入武经七书；论武，

他如魏武卒般负重长途奔袭，战阵搏杀，毫

发无伤。谈性情，他不沽名钓誉，行事但求

无愧本心；论做人，他与士卒同甘共苦，数

万人愿为他死。与君主相处，合则留，我给

你一个强盛的国家；不合则去，高官厚禄、

权势地位，弃之若粪土。

奇哉！吴子！

壮哉！吴子！

最近一段开始，车让人在离石

城内不少路段成了硬性规定，如若

不然，便是罚款扣分。重罚之下，

不让不行，步行者享有了“特权”。

喜欢步行的我，真有些沾沾自

喜，甚至还“幸灾乐祸”。

想起昔日被呼啸而来的车辆，

溅的一身泥水，冲上一脸灰尘，气

愤至极然而沮丧无奈，如果与家人

同行，还会有顺便而来的抱怨，都

是因为买不起车的过错呀。

想起常常被接连不断的车流，

逼得原地踏步，看着不远就是难以

走到路对面，最后的办法是，扭过

脖子不看车，硬着头皮冒着一定风

险，硬生生往前走。这样的走法，

让人心情紧张而心里难受，但有什

么办法呢。

一条新举措，截然两重天。好

似翻身农奴做主人，走起路来能挺

直腰杆了。

那一天，在家门口公路的路牙

上等同向来人，站在新纳入的车让

人人行横道上面。我悠然自在地

等着，忽然听见响亮的车喇叭声，

纳闷地望去，车主示意让我走，我

回答不过马路，驾车人好声好气地

说“您离的稍远一点吧，我怕抓拍

进去”。本来还没有到人行横道

上，不是拍摄范围，但既然人家杯

弓蛇影，我只能退避三舍。这一经

历，让我知道了规定的厉害，也有

了颇有自尊的人车遭遇体验。

昨天，从凤山底过桥后，如在

往常过红绿灯顺道回家，到十字路

口时恰好是红灯，因为懂得再有五

六十米就是规定了的“车让人路

段”，决定使用步行的特权，啥时想

走便能自由走，往来的车不能不

让，也不会不让。于是，不按常规

出牌，不走红路灯，专走特权路，公

路上走的大步流星，通过人行横道

潇洒自然，还略微走得慢悠悠。专

项 专 权 的 优 越 感 竟 然 也 油 然 而

生。走路时，我特意看着无奈地等

待着的车辆，透过玻璃看车主多是

一脸的不愉悦。

与车主眼神的对视，让我若有

所思。我下意识地问自己：这样做

合适吗？常常这样做合适吗？假

如我开着车呢？假如我开车要处

理急事呢？

原来是车不让人，现在是人不

让车，“冤冤相报何时了”？

假如步行者得理不饶人，仗着

规定横冲直闯、肆意往来，车让人

的路段便会是新的交通拥堵路段，

车辆难通行，不堵也没办法。这样

的路段多了，行走能畅通吗？规定

之下，多了拥堵路段，大家都是受

堵人，到处堵，心能不堵吗？

凡事正反想，行事就多些理性

了。看来，步行的“特权”还是慎用

为好、不用最佳。能结伴而过就等

一等结伴而过，刚上电梯时听到有

人进来，我们还不是习惯性按住开

门键，等等同行者吗？套用一下就

行，情理并没啥复杂的。

当然，行车者真的也该矫正一

下行车行为了，学会谦让人，学会

少按喇叭，学会车车相让，毕竟常

态运行多，没有那么多非要快走硬

过的事情，没有那么多绝不让人绝

不让车的理由。大家都是行路者，

人车之间，人为大，有点君子之风

好不好？

制度约束人，为了形成规范，最

好的状态莫过于自觉自律地相互谦

让。人车和谐，才有一路平安；人车

相让，才有和谐交通。道理浅显，做

起来不易，还得所有人努力。

这人世间，什么都可以感谢，最想说

但又说不出嘴的是：谢谢母亲生了我

肯定地说，我周岁时是不会对母亲说句

“谢谢”的，只有那“咯咯”的笑声，让母亲

成为真正的女人。每一次生日，我都会想到

母亲曾经死过一回。所以，那不是一句致谢的份量

后来，我的生日里多了妻子和女儿的祝福

多了同事朋友的问候。每到那一天，生日花篮

里的每朵鲜花都在“咯咯”笑着，每一滴酒

都能串起一万个祝愿。而那些鲜花和

美酒，总是刺疼着我对母亲的歉意。直到

今天我五十七岁时，仍然张不开嘴，言谢

也许欠着就是牵挂，欠着才会时刻想着

在古汾州这块大地

住旧了的 是那些老人

还有我 更旧一些的

那就是城西十里

的石盘山了

石盘山上有庙

庙里住了披袈裟的僧人

也住着圣母

传说中 圣母很灵验

你想求子 妻子就会怀孕

若想发财 那白花花的月色

就会响起白银流动的声音

你想拒绝都不行

更旧些的老辈人说

石盘山是笔架

太阳刚出山时

文峰塔的笔尖正好

搁上笔架

你站在石盘山巅

不妨扯开嗓门嚎一嗓子

山下的文湖

就会传来阵阵涛声

铆足了气力 再吼

远远的文峰塔

就会摇响浑身的风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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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油灯煤油灯（外一首）

□ 李峰

记不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淘得

一盏复古煤油灯，宛若那些曾经发生过的

往事，模糊了疼痛模糊了知觉。眼前

那刷了漆的煤油壶，证明着自已的出生

年代；罩在壶上的灯罩，仿佛被清洗过的

一桩旧事，用磨砂隐藏了一些秘密。接通

电源时，我找不到一根火柴可以复古。情急

之下，只的照说明书按图索骥。原来，此灯

对着罩顶吹一口就能点亮；再吹一口便是

熄灭。这情景多像我那糊里糊涂和潦草的人生

永远欠着的致谢永远欠着的致谢

家乡的石盘山家乡的石盘山

□ 吕世豪

小时候，家里来了亲戚，母亲总会嘱

我上街割一块豆腐。有时候是拿钱买，

更多的时候，则是拿黄豆去换。潜意识

里，我们都觉得自家地里长出的黄豆，并

不值什么钱。返回家后，我每每被白如

凝脂的豆腐所吸引，有时会趁母亲不注

意，偷偷地拿刀划下一小块，然后避开家

人，风急火燎地悄悄吃掉。我想当然地

认为母亲没有发现，因为吃过豆腐以后，

我还会若无其事地走进厨房，帮助母亲

做饭。而今想来，那时候因为家庭困难，

正在长身体的我们姐弟几个，见到什么

吃食都稀罕得不行。豆腐被切割掉哪怕

一小块，睿智的母亲怎能不心知肚明？

只不过是她佯装不知罢了。

那年月，豆腐实际上并不稀缺，乡村

的大街上每天都有叫卖，但除了过时过

节，再有就是家里来客人，我们家是从来

不买豆腐的。因此，幼年的我，便觉得豆

腐是招待客人的上乘之物。当然了，卖

豆腐的小推车里，通常还有豆腐皮、豆腐

干之类，更是很少去买。

记得有一次，大我两岁的姨姐来到

我家，母亲拿起一个盆去门道里的水缸

准备舀水，恰好此时街上传来卖豆腐的

声音。懂事的姨姐怕我母亲花费，便

说：“姨姨，不用割豆腐啊，咱们炒点

山药蛋白菜就行。”母亲听了我姨姐的

话，尴尬地笑了笑，说：“俺外甥常也

不来，姨姨今天给你们炒豆腐吃。”时

隔多年，我还记得这事，我们姐弟三还

经常拿这事打趣母亲，母亲总是自嘲地

笑笑。我们为有善解人意的好母亲而骄

傲。

长大后，对豆腐的喜欢只增不减。

或许，这与童年的深刻记忆有关。寻常

时日，什么凉拌豆腐、家常豆腐、虾酱豆

腐、麻婆豆腐，成为我家的日常饭菜，豆

腐皮、豆腐干、腐竹等也成为餐桌上离不

开的副食品。

豆腐，古称“福黎”。相传由淮南王

刘安所发明。制作豆腐所需的原材料黄

豆，营养成分极高。昔年，农民们在春季

便开始大面积种植，经过三季的耕锄整

理，待秋日，收回的豆蔓便像草垛一样堆

成山，再经过暴晒、碾压、簸杂，颗颗饱

满。这是上天的恩赐，这一年的收成，将

在冬天派上用场。

一块豆腐的生成过程是漫长的。把

黄豆清洗干净，浸泡适当时间，再加一定

比例的水磨成豆浆，生豆浆放锅内煮沸，

煮好的豆浆需要进行点卤以凝固，在凝

固的过程中，用勺子将其舀进木质容器

中，用白布将其包好，盖上木板，压 20分

钟左右，雪白细腻鲜美的豆腐便做成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经了万千美味，

独独偏好家乡的豆腐。远离故土，出门

在外，人们常常会在餐桌上要一盘炒豆

腐。一壶老酒，氲开了离愁，一盘豆腐，

便有了家的温柔。

豆豆 腐腐
□ 李怡萍

◇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