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们由于各种原因背井离乡时，
心中便会产生家乡情怀，只要有机会，
人们就会“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我们老年人的家乡情怀，是可歌可泣
的。

家乡情怀是一种地理情怀。我们
从家乡走向四面八方，用时间地理学
的术语说，它是我们人生路径的出发
点，属于我们人生的地理也是个人社
会网络地理中的一个重要支点。从文
化地理的角度说，家乡是我们的文化
摇篮，对那里的饮食风俗，我们要偏爱
一辈子。天下的地方千千万，家乡叫什
么，在哪里、自然风景怎样、人文景观
如何？无需看书，我们都能随口从容而
谈，且至死不忘。可以说，我们脑袋里
最牢固的地理知识是家乡的。

家乡的环境是每个人最早认识
的地理。开始，如果家乡是农村，可能
只是些小桥流水人家，意义平常。但
走南闯北，知世态炎凉之后，家乡则
日渐成为我们心头那个人文地理世
界的永恒坐标点，一块热土，其山水
生幽情，其鸡犬识人意。讲人文地理
的内容，不讲家乡不行。人文地理的
内容，不能仅仅是矿山，工厂、道路、
市场之类依理性和功能组合而成的
冰 冰 的 地 面 结 构 。我 们 常 说 大 地 深
情，在由人文构成的地理世界里，要
给情感一席之地。家乡，是大地之上
与每个人对应的情感载体。

“月是故乡明”，家乡的风光总是
亲切的，但是不止这些，我们从家乡
还获得重要的人生意义和行为依据。
有位历史学家说，有三首歌曲改变过
人类历史。最早的是两千年前，刘邦
手下的人围着项羽军队四周所唱的
楚歌，还有法国革命时高唱的《马赛
曲》，更有中国抗战初期响彻南北的

《松花江上》。这三首歌，两首都与家
乡情怀有关，都是中国的。人在异地，
家乡的概念既会使人油然而生思乡
之哀情，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因家乡
有难，却又能激发人们保卫家园的斗
志，去筑成新的长城。

除 家 乡 外 ，我 们 在 一 生 之 中 可
能 另 有 一 处 地 方 ，因 为 曾 在 那 里 长
期磨炼奋斗，因而苦乐动人。为形容
这样一类地方，我们会说“某某地方
是我的第二故乡”。在这里，故乡是
最好的表达我们对那处地方感情的
词汇。从文化地理学角度思考，对一
个 地 方 故 乡 感 的 酝 酿 ，其 实 就 是 一
个 地 理 过 程 ，即 一 个 特 殊 地 点 的 形
成过程。

个人与家乡之间，不总是动情的，
我们还记得这样一句话：“一年土，二
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四年不愿回家
乡。”这说的是当年进城忘本的大学
生。但这多少反映了现代化的一个问
题。社会步入现代化，青年人涌入都
市，涌入市场，这是人生地里中心的潮
流动向。对很多青年人来说，只有离开
家乡，才能实现人生理想。

家 乡 不 仅 在 人 们 的 心 头 失 落 ，
家 乡 的 老 景 观 也 在 丧 失 ，“ 少 小 离
家老大回”，已找不到昔日风貌，眼
前 尽 是 由 水 泥 、塑 料 、不 锈 钢 拼 合
起 来 的 建 筑 ，这 些 建 筑 形 成 正 在 一
步 步 、一 片 片 地“ 统 一 天 下 ”。照 此
下 去 ，大 地 上 的 文 化 景 观 将 是 重
复 ，单 调 、乏 味 的 。眼 下 ，不 少 人 在
呼 吁 保 卫 家 乡 的 价 值 ，爱 护 家 乡 的
文 化 景 观 ，只 要 这 些 景 观 还 在 ，就
会 山 水 有 情 ，游 子 梦 牵 。在 现 代 化
竞 争 中 身 心 疲 惫 的 人 们 ，就 会 从 家
乡情怀中体味温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风好，就能家道兴
盛，和顺美满。”“千千万万家庭培养传承好家风，
才能支撑全社会的好风气。”我在编撰《呼家山雒
氏宗谱》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呼家山雒氏家族
的优良传统，在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
乃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征程中，仍然具
有积极的意义。

呼家山村位于离石区西部马头山北麓、坪头
乡南端，沟壑纵横，梁峁交错，自然条件恶劣，饮
水困难，资源匮乏，属于典型的纯农业村。全村现
有在册人口 560 多人，居民由薛、雒、刘、李四姓
组成，其中雒姓居民约占总人口的一半。

传说呼家山村由呼十万首居建村。村民世世
代代口口相传，古代村上有一户呼姓财主，家财万
贯、富甲一方，因其富到“提起什来什有十万”，而
被人称为呼十万，村名为呼家山。

根据薛氏《创修祠堂碑记》记载，薛氏先祖于
明末从临县王家庄村迁来呼家山村定居，至今约
有 400余年。雒氏《乾隆四十三年（1778）建新》家
谱记载，雒氏始祖雒兴于明初携子雒 、雒只从
陕西逃荒来到离石，尔后翻越马头山来到坪头乡
雒家庄村落地生根，开启了雒氏家族在吕梁繁衍
发展的历史。清代乾隆初年，雒氏 10世祖雒正福
和 11世祖雒成春、雒安春兄弟，从雒家庄村迁居
呼家山村。大约到了清代中叶，刘、李两姓亦先后
迁居呼家山。至此，奠定了呼家山村四姓共存的
格局。雒氏迁居呼家山村迄今越近 300 年，已传
至 21代，总人口近 500人。

纵观雒氏家族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有
这样几个显著的特点：

一是在与自然的抗争中表现出惊人的顽强
意志和吃苦耐劳精神。据统计，到土改前，呼家山
村人口不足 130人的雒氏家族，硬是凭着一锹一
镢，已经开垦了上千亩耕地，付出了常人难以想
象的艰辛劳动。与此同时，他们还建起了十多院
砖木结构的传统院落。以当时的人力、物力看，修
建这十多座算做“豪宅”的宅院，实在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相传有多位先辈因此积劳成疾或英年
早逝。遥想若干年前，雒氏先祖在烈日下高举镢
头，挥汗如雨拓土开荒和用一砖一瓦修建住房的
情景，至今令人怦然动情，肃然起敬。

二是开拓奋进、勇闯天下的精神特质。13世
祖雒依珍堪称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大约于 19 世
纪五六十年代，雒依珍只身一人毅然踏上了风沙
漫漫的走西口的路途，经过多年奋力打拼和辛苦
经营终于取得成功，从此奠定了雒氏家族的基
业，开创了家族发展的新局面。据说在此以前雒
氏家族经济状况十分困窘，至此才迎来了转折的
曙光，后世子孙也才有了接受教育的基础和条
件，家族从此开始走向兴旺发达。正因为有了先
辈的榜样，后世族人纷纷走出村庄去闯荡世界，
如 15 世祖雒映斗、雒映星兄弟，7 岁就被送入私
塾读书，20多岁到大武镇开办了声名远扬的“济
生堂”和“广济堂”药铺，成为誉满北川河两岸的

名医；15世祖雒景阳自幼习文练武，中武秀才后
独闯商贸重镇大武镇，开办了名震北川河谷的车
马店——圪垛店。

三是推崇忠孝、乐善好施的人文情怀。根据
村里庙碑记载，从道光至光绪年间，13世祖雒依
珍和 14世祖雒桂枝等不仅积极参与村里历次重
修神庙的组织、管理事务，还是主要的功德主。逃
荒出身的雒氏族人，对穷苦人也怀有天然的同情
和与生俱来的悲悯。传说 14 世祖雒桂馥常年在
外经商，每逢过年回家，总会沿途给孩子们散发
一些零碎铜钱。映斗、映星兄弟和映星之子昱衡
医术高超，医德高尚，常对贫苦患者减免医疗费
用。16世祖雒居豳为人豪爽，仗义疏财，在大武镇
一带享有极高的声望，传说其病故后从大武镇运
灵回乡，沿途村庄民众纷纷致祭，争相抬运棺柩。

四是耕读传家、热忱教育的优良传统。14世

祖雒桂馥不仅精通以义制利和薄利多销的经商
之道，而且具有远大的眼光，他在经商成功后不
是忙于置田买地，而是用于子弟的读书教育。他
坚信读书能够改变人的命运。他的两个儿子映
斗、映星不负父辈期望，七岁进入私塾刻苦读书，
兄弟俩终于成为德艺双馨的名医。14世祖雒桂枝
自己考取监生，儿子景阳考中武秀才，父子双双
取得功名，给后人留下佳话。后世子孙深受浸染，
多有不俗表现。建国初期，17世人雒昌本为了支
持村里办学校，腾出自己的住房供村小学使用。
18世人雒生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极其困难的
情况下，节衣缩食、咬紧牙关供养 4 个子女读书
成才。恢复高考制度后，雒氏后人更是发奋读书，
先后有 100多人考入各级各类大中专院校，成为
国家建设的有用人才。

五是廉洁奉公、淡泊名利的优良品质。得益
于先辈精神的鼓舞和家族传统的滋养，坚守良
知、具有责任担当成为雒氏后人的基本遵循。在
上世纪 70 年代前后，17 世人雒品三在坪头公社
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时，冒着巨大政治风险顶住
了没收自留地的极左政策，保住了农民的保命
田，群众至今念念不忘。18世人雒生达在担任生
产队长时，不为下乡干部的威逼利诱所动，顶住
浮夸歪风，坚持实产实报，至今成为美谈。此外，
还有无论是长期担任村干部的雒品旺、雒昌本，
还是长期在供销部门工作的雒居元、雒昌荣等，
都能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将廉洁奉公引以为
荣，留下良好的口碑和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雒氏族人积极转变观念，大
力推行包产到户，实现了百年温饱梦想，然后一
鼓作气建起了新房，实现了住房梦。同时会同全
村村民几度修筑公路，彻底解决了出行难问题；
在政府的支持下户户打了旱井，终于告别了吃水
难。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
转变，孩子们都被送入条件更好的城镇学校上
学。如今，在脱贫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进程中，
村庄生态不断得到修复，人居环境不断得到改
善，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得到增强……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秉承优良传统的雒氏
族人，必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续写
出更加绚丽多彩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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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作家山药蛋派的代表人物马烽孙谦的
大名早有耳闻，他们的作品小说如马烽的《吕梁
英雄传》《韩梅梅》《三年早知道》等，孙谦的《伤疤
的故事》《南山的灯》等，电影如马烽的《扑不灭的
火焰》《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孙谦的《葡萄熟了
的时候》《夏天的故事》等，读过看过不少，尤其是
后期他们两人合写的电影更是为人们所津津乐

道百看不厌，如《泪痕》《几度风雪几度春》《咱们
的退伍兵》等。我做为东北人之所以在 1958年从
学校毕业后主动要求到山西工作，那里的一群著
名作家如当时在全国鼎鼎有名的赵树理、马烽等
也是吸引我的一个原因，可来到山西之后才知道
想见一见这些名人也是不容易的。

1985 年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3 月 7-8 日当
时的孝义县召开文学艺术工作者首届代表大会，
我与宋志强同志作为孝义铝矿的文学爱好者有
幸被邀参加了这次大会，记得主持大会的是县委
宣传部长陈守钦同志，大会开始首先由时任县委
书记的杨澍同志致开幕词，在介绍省里莅临这次
大会的来宾中我们听到有马烽与夫人段杏绵、孙
谦、力群等文艺界的领导名人，我与小宋高兴得
激动不已，相互商量着一定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
的好机会，说啥也得争取见一见面，主动前往拜
访请教。于是，我们俩就在这一天的中午饭后，经
过几番打听在县招待所二楼的一个房间里见到
了马烽、孙谦两位大作家。

我俩敲门进屋后，见已有几名先来者正与两
位大家边说边笑唠得热闹，不便插言的我俩躲在
一边。正好利用这个空闲仔细地打量一番坐在床
上的两位老者，面对这些文学创作的初学者，两位
满脸都是慈祥的笑容，马烽的脸略显长些，孙谦则
是皱纹满脸，身穿棉中山装，口说家乡话，如果不
听言谈，就是活脱脱的两个老农民。让我俩始料未
及的是两位老者却主动招手与我俩打招呼，先客
让后客，我俩受宠若惊般的赶忙走上前去与多年
来一直敬仰钦慕想见难见的两位大作家热烈握
手，慌乱地做着自我介绍，一时我俩成了屋里的主
角。待我俩自我介绍并问候寒暄罢，马老便笑着对
我说：“你的诗歌我在《火花》上读过，多是写矿山
生活的，很有生活气息，应该继续努力。我不是写
诗的，你知道我为什么在那么多的诗歌作者中能

注意到你的名字吗？很简单，因为你的名字里有一
个与我老伴名字里一样的‘绵’字，这个字入名的
不多，入男性名的更是少而又少，所以我就记住
了。”听到马老这么诙谐有趣平易近人的话语，我
俩初进屋时的紧张心情便缓解了许多，我与小宋
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早已准备好的问题，诸如如
何深入生活，怎样提炼主题，写作技巧有哪些等
等，马老孙老都一一耐心地给我们作了回答，孙老
还特别注意到我俩都不是本地人，我的老家在辽
宁，小宋则是北京人，就语重心长地对我俩说：“山
西在全国还不怎么先进，各方面要迎头赶上去，这
就需要像你们这样的外地人加入进来，为建设一
个全新的山西而共同努力。”这时前来拜访的人越
来越多，我俩就赶忙掏出笔记本请二老为我们题
词，马老为我题写的是：“艺无止境，业精于勤”。孙
老给我题写的是：“来了山西爱山西，祖国到处是
故乡。”看着两位前辈遒劲老道的钢笔字，含义深
远的祝福语，我俩连连感谢，依依不舍的离开了两
位德高望重德艺双馨的文坛巨匠，遗憾的是当时
既没有手机也没有照相机，未能留下一张合影，至
今都令我耿耿于怀。好在还有二老题字的笔记本，
我始终视为至宝，一直都妥善保管，精心收藏，置
于最保险处。

早就想将此题词介绍给大家，只是苦于自
己不能拍照，没办法向外发，最近将这苦恼说给
孩子们，谁知他们听了个个笑得前仰后合，笑我
太小瞧子孙们了，早说不是早就解决了，这有啥
难的，说着小孙女拿出手机转眼之间就拍好了，
并且存到我的电脑里，轻而易举地就解决了我
所认为的难题。这样，我才能够将题词照片发出
去，请诸位与我共同分享这份快乐，共同欣赏这
两帧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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