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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的一个上午，
我 正 和 若 干 年 前 登 骨
脊 山 的 向 导 张 玉 照 先
生畅谈，一位先生和女
士突然来访，先生自我
介 绍 是 陕 西 韩 城 的 孙

继宁，女士是离石的高秀丽。孙先生虽不认识
但却早闻其名，是一位致力于黄河历史文化研
究的执着学者，高女士研究佛教文化。一番寒
暄后，孙先生告诉我，在离石城区后瓦窑坡村有
一座古庙，“古壁”上有一个重大发现，一段文字
里证实了大禹治水的历史存在，非要我去看
看。孙先生的陕西口音似懂非懂，但看得出来，
老师的激动、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什么，“古壁”？什么样的墙壁这样坚固，几
百年难道还没有被风化侵蚀以至于塌陷吗？恐
怕是连残垣断壁也了无痕迹了吧。我绕着弯问
了半天，才弄清韩城话“碑”“壁”不分,“古壁”实
际是“古碑”，半信半疑间，终究经不住大禹的
诱惑，那就去看看吧。

后瓦窑坡村就在城东，一步之遥。穿过车水
马龙的街道，越过熙熙攘攘的市场，我们走进了
一条深巷。这是一个居于繁华闹市的城中村，夏
日骄阳，树影婆娑，衬托着闹市中难得的安静，在
这“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的背景衬托下，一
个妇女在庙门前的树荫下纳鞋底，那熟练的动作
和安详的神态令人心折。院内一个穿花格衣服
的女孩在屋檐下写作业，那专注的样子和古庙的
静瑟、安宁融为一体。大门上悬挂着“古坤庙”牌
匾，我心头一阵惊异，“古坤”，这二个字承载着多
少远古的呼唤和悠久的记忆！碑文记载，“古坤
庙”的称谓来自古代，这样的称谓在吕梁是否唯
一不敢说，但的确不多见。古坤庙在凤山脚下黄
土壁旁依山就势，寺院打扫得很干净，一株百年
老槐将浓郁的绿荫洒向满地的青砖。

在孙先生的指引下，我们在庙右侧的院里找
到了那块明景泰七年的古碑，至今已有五百六十
多年的历史，字迹风化，轻轻地擦去尘埃，字迹依
稀可辨。孙先生说，此碑为“国内所罕见”，它的
历史文化价值“非常大”，对于研究四千多年前中
国古代尧舜时期的历史地理文化，特别是对鲧禹
治水的历史轨迹，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古碑寂寞而冷清地在墙角立着，仔细佛去
尘 土 ，借 着 阳 光 射 过 来 的 阴 影 ，依 稀 可 见 碑
文：……“州之东五里，而近青阳都瓦窑坡古迹
后土圣殿至灵有感，地秀人杰，……北靠吕梁山
之佛远，巍雄万丈，先贤有道：禹圣治水而经临
前王避暑之境，系地脉而相通其形势……”。

我们稍稍考证一下碑文中关键的 29个字。
北靠吕梁山，即骨脊山，在离石以北偏东方向，

《汾州府志》：“吕梁山：一名骨脊山，在州治东一
百里，与交城县接壤。禹治水经于此”。《禹贡》：

“治梁（吕梁山）及岐（狐岐山，位于孝义）”。骨脊
山在今方山县北武当镇阳湾村骨脊沟，这里林深
茂密，峰峦高耸，主峰海拔 2350米，著名的北武
当山在其西北方向。当地俗语：“北武当山高，高
不过骨脊山半山腰”，说了它的高耸如云。“先贤”
当指尧舜，后一句的“前王”，固然也是指尧舜，

“避暑之境”，就是骨脊山下的以庞泉沟为中心的
盆地，北武当山、骨脊山、孝文山、云顶山环绕。
这里平均海拔在 1300米以上，云蒸雾罩，山高林
密，流水潺潺，是个难得的清凉之地，尧舜以来一
直是帝王官员常来避暑消夏的地方。

我们再来看这个“坤”。在《周易》中，乾、坤
是一种阴阳互补的关系，乾为天，坤为地，乾为
阳，坤为阴，乾为父，坤为母，传说中的女娲，其
实就是后来供奉的后土娘娘。祠庙曰“古坤
庙”，名副其实。大殿中，三个塑像是分别是圣
母娘娘、送子娘娘、催生娘娘。圣母娘娘座下是
条金鱼，拿着麦穗，管着吃、喝、用，预示年年有
鱼（余）；催生娘娘拿着斧子，既寓意劈山救母又
暗含刨腹产；送子娘娘抱着孩子，给人类传宗接
代。在母系社会中，母亲是神圣而至高无上的，
圣母就是人类的母亲，没有她就没有人类，当然
她也就是人类的主宰了。

碑文记载，古坤庙旧址以前在凤山山顶，西
面就是凤山道院，规模自然很大，香火也很旺
盛。世事沧桑，年久失修，旧庙已了无痕迹，今
天的古坤庙是前几年村民集资重新修建的，依
偎在凤山脚下的这个黄土湾里。在这个升平年
头，又正值中午时分，寺院、老槐、古碑，一切都

寂寞在骄阳的照射下。
按 照 孙 先 生 的 说

法，他认为在中华五千
年 文 明 史 以 前 的 五 千
年，其中心是在甘肃天
水、河西走廊一带，后来
移 到 了 秦 晋 大 地 。 是

啊，一部纷繁复杂的人类文明史，数千载惊心动
魄、悲欢离合的活剧，战争与和平，文治与武功，
就这样被化着了几段简单的时期裁定。远古时
期，黄帝从甘肃天水一带来到黄河秦晋两岸，当
时的这里的首领就是后土圣母，“黄帝和后土娘
娘联合建立了中华大地，以中条山和华山地区为
标志，曰‘中华’”。当然，这种部落地域的大转移
是循序渐进、不知不觉的，随着社会发展和生产
方式的改变，前后持续了近千年，这就是上五千
年和下五千年的分界线，时在尧舜统治时期。

这样的推断是否有根据我们暂且不去管它，
但鲧、禹父子就是在这时被推到了治水第一线
的。在我国，到处都有关于大禹治水的遗迹和传
闻：除了吕梁，还有安徽怀远县的禹墟和禹王宫；
陕西韩城的大禹庙；山西河津的禹门口；山西夏
县中条山的禹王城址；河南开封市郊的禹王台；
禹县的禹王锁蛟井；湖北武汉龟山的禹功矶；湖
南长沙岳麓山的禹王碑；甚至远在西南的四川南
江县还建有禹王宫；而河南洛阳更有大禹开凿龙
门的传说，这些遍布中国的大禹遗迹，自然不乏
后人的传说、杜撰，但都记刻着大禹的丰功伟绩
和人们对他的长久思念，其中饱含着百姓的怀
念、奋斗、拼搏和无奈，令人深思。

距后瓦窑坡村东约 100 里，顺着那条著名
的古秦晋通衡大道，越过黄芦岭，就是三十里桃
花洞，也称向阳峡，上溯到远古时期，大禹曾在
这里“凿穿垒石”。距黄芦岭不远，有一条河叫

“禹门河”，它贯穿于山岭之间，东注于文峪河。
还有一条河发源于岭底村，流经向阳峡，也归于
文峪河，这条河今天叫“峪道河”，在史料中，它
的原名叫“禹导河”。

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在民间世代相传，在
吕梁更是家喻户晓。《尸子》：“古者，龙门未开，
吕梁未发，河出孟门之上，大溢横流。无有丘阜
高陵尽皆灭之，名曰鸿水”。说的是远古时期洪
水泛滥的情景，文字简短，但读来令人不寒而
栗，心惊胆颤。

远古的吕梁，苍山如海，悬湖横贯，洪水肆
虐，一次次天灾洪水，传递着大自然神一般地强
大威力，在肆无忌惮的洪峰面前，土地、房屋、村

落、城镇，犹如砂器、陶罐一般脆弱，在天倾地陷
的被瞬间毁灭，也引发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感人
故事。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孟繁仁先生经
过多年考证认定，远古时期晋陕之间有许多高
原悬湖，“孟门湖的洪水正是在骨脊山以东，越
过吕梁山的分水岭，进入属于太原盆地范围的
交城、文水县境内。这一段古代洪水通道，成为
今日文峪河的中、上游段”。骨脊山位于方山、
离石、交城交界处，主峰海拔 2350米，山上有大
禹治水时的“揽舟大铁绳”，有“汉刘眈碑，言大
禹治水事”。不远的铁 山甚至“世传有揽舡铁
环，禹治水所制也”。（明万历《汾州府志》）为此，
我二上骨脊山，试图在残阳绝壁、西风古道间找
到一点蛛丝禹迹，但终因山势陡峭，雾霭笼罩，
每次都无功而返。五千年的风雨侵蚀，沧海桑
田，今天遗迹找不到并不奇怪，但不能据此推断
传说、史料纯属空穴来风。

“金锁关水，出汾阳县西三十里关峡，一名
悬泉水，俗呼向阳峡水。此水经过向阳村引资
灌溉。其右一涧，俗呼‘禹门河’，导源山谷，至
张家堡，有泉曰：麻窟泉。禹门河，又名禹导河”

（明万历《汾州府志》）。
面对洪魔肆无忌惮的侵袭，大禹治水当然

不是一蹴而就，这需要相当的时间和足够的勇
气。他走得很远，先凿龙门、后治孟门，他沿着
孟门湖疏导四溢的洪水，由歧山到吕梁，循山脊
而北就是黄芦岭，《魏书.序纪》称“从西河凿谷
南出”。黄芦岭位于骨脊山以南，在远古的洪荒
时代，天地茫茫，洪水滔滔，凿开向阳峡，疏导禹
门河、禹导河……

关于孟门高原悬湖，2005年我到柳林县孟
门镇上游的小河垣子村走访，亲眼所见在黄河
岸边的山头上，几辆大型推土机推出裸露出来
的竟是成片的河沙和鹅卵石，要不是亲眼所见，
谁能相信在这距河床垂直高度在 100多米的高
山上能出现只有河流里才有的河沙卵石。由此
可见远古的晋陕峡谷的确存在几个或若干个高
原悬湖，大禹登临骨脊山察看水情，并存有“揽
舟大铁绳”，也就不足为奇了。 （待续）

古碑的29个关键字
——古坤庙的新发现（二）

□ 高迎新

四四

引子
出自我们吕梁的英语名师刘玲玲和女儿范

婷婷研发的《名师画说新概念 2》，去年由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
大，去年她俩从太原迁到北京，与外研社紧密合
作推广该套英语书的教学方法。当对门邻居得
知来了位全国大咖级的英语老师，其研发的教材
教法可使小学生，三到四年内学完高中课本的核
心内容，就带着小学二年级的孙子到家拜访。

聊天中得知刘老师的老家是山西吕梁革
命老区，马上回家拿出了 35 年前由吕梁离石
县寄往河北蠡县的一个陈旧信封，让刘老师辨
认上面的具体发信地址。由于字是草书难以
辨认，刘老师就把信封拍了照，发给在太原的
丈夫，原吕梁日报、吕梁电视台的记者范俊鸣
帮忙。老记者把照片发到了原单位微信群，很
快就得到了回复。信是由 35年前离石县西铡

村 发 往 河 北 蠡 县 大 杨 庄 的 。
这封信讲述了原八路军一名
连长张文楷，1943年在吕梁抗
日期间，在战场上壮烈牺牲，
英雄的忠骨埋在他们村子里
的经过。

谜团
四十年之后的 1983年，西

铡村党支部书记薛根清还组
织开过烈士张文楷的追悼会，
缅怀英烈，激励后人。会后村
党支部、革委会联名写信给河
北蠡县大杨庄张文楷老家村
党支部负责人，写信的目的就

是寻找联系家人，但是此信发出 35 年没有一
点回音，成了西铡村的一个谜团。

1983 年，当时张文凯的遗孀——田淑英
（化名，原名为靖景英） 收到信后，才又知道
了一些前夫的情况，但掩埋忠骨的具体地址
和详情仍然不明。为了不影响现在的家庭和
所面对的现实困难，老人家强忍着泪水，把
这封信默默地藏了起来，一藏就是 25年。田
淑英老人于 2008 年过世 （享年 92 岁）。过世
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知晓亲人前夫张文楷的
忠骨掩埋之地，并至墓前化纸缅怀悼念，以
了却埋藏心底 70多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
极度悲痛之情，了却百里寻夫，不得一见的
终身遗憾……

其子在收拾老母亲遗物时，突然在卧室毛
主席像镜框背后掉出一封从吕梁发来的陈旧
信件，信件的内文个别字识别不清，尤其是信
封地址百人难辨，所以晚辈一直没有破解了这
个谜团，没有了却老人家的这桩心愿。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凭巧机缘

去年寒冬的一天下午，烈属田淑英之子刘
振顺（笔名：铁犁）带着孙子，找对门刘老师咨
询高效英语学习法，无意中尘封 75 年的一位
吕梁抗日英雄，让一个英语名师之家在不到一
周内全部解开了，不仅找到了掩埋忠骨的准确
地点，还找到了 35 年前写信的人。消息传到
河北老家后，英雄故乡的亲人们非常高兴，刘
振顺激动地说：“这是英雄显灵了。”吕梁方
面，西铡村现任村支书薛来印和当年写信的老
支书薛根清也非常高兴，晋冀双方的沟通终于
可告慰英烈的在天之灵了。

遗憾的是英雄的坟墓自从 1983年后，再没
有人扫墓祭奠，已经和大地基本持平，忠魂孤零
零地在此待了 75年。幸好刘老师夫妇二人很有
社会责任感，范俊鸣现在又是义务担任晋绥文化
研究会副会长的老记者，当即就与晋绥烈士陵园
园长取得了联系。园长听了范俊鸣的介绍后，马
上决定，争取在来年的清明节前，把孤魂迁至由
毛主席亲笔题字的“晋绥解放区烈士塔”陵园。

解谜人来到西铡村
2019年 1月 2号。范俊鸣和刘玲玲回到吕

梁，沿着崎岖的山路，开车来到了临县与离石交
界的西铡村，缅怀英烈。三位新老村支书接待
了他们俩。当年写信的老支书，叙述了从父辈
那里听来的关于张文楷烈士牺牲的经过。老支
书说，张文楷是位刚任命的八路军连长，1943年
执行任务时，在邻村的段家 村被日本鬼子击
中，光荣牺牲，遗体埋在了西铡村。当时部队和
群众为失去一位好连长，非常悲痛，全村的老百

姓都参加了葬礼。英雄的尸体在村子的戏台
院，用了三匹白布（平常只用一匹），从脚裹到脖
子，村民薛生杰曾参加过这项工作。后又用了
最好的柏木棺材进行了厚葬。从那时起，村子
里家家户户每年都要祭奠英烈，几位村支书从
小就参加过这样的活动，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老支书的叔叔也是一位抗日英雄，但忠骨
一直无法找到。看到埋在自己村子的烈士孤
坟，老支书的父亲多次催促儿子给张文楷的老
家写信，希望遗骨回归故里，给英雄及家人一
个安慰。 当时共写了两封信，一信写给英雄
故乡的县民政局，一封写给村革委。

听完老支书的讲述后，范俊鸣、刘玲玲在
新老支书和年长村民的陪同下，怀着崇敬的心
情，一起来到埋藏忠骨的地点，将带来的花圈、
点心、酒水、香和纸钱等祭品，按当地的风俗进
行了祭奠。大家都希张连长能与长眠在晋缓
烈士陵园的其他战友相聚在一起，范俊鸣和刘
玲玲表示，一定会尽力。

后续
烈属田淑英之子刘振顺，根据母亲在世时的

讲述，已将母亲和张文楷抗日英雄的事迹写成了
40万字的纪实性文学作品，目前正在修改完善之
中，我们期待着又一部吕梁抗日英雄传早日面世。

解封75年前的吕梁抗日英烈故事
□ 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