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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五年冬，归顺清朝的大同知府姜 起
义反清，史称“戊子之变”。多尔衮率部入山西
平定姜 叛乱，曹雪芹高祖包衣曹振彦被带往
大同参加戡乱，不久大同起义剿灭余部逃亡汾
州城。清军南下围汾州，直到九月红衣大炮一
到即攻破汾州，并屠城。

根据《清史》记载，当时负责红衣大炮的将
军是石廷柱，正白旗人，笔者考虑《红楼梦》十四
回“缮国公诰命亡故，故其孙石光珠守孝不曾来
得”当即暗示此人此事。冯其庸文章确定辽阳
墓碑记载曹振彦是红衣大炮教官，也是正白旗
人。山西征战时期，曹振彦是多尔衮属下的牛
录章京，应该是汾州屠城的红衣炮兵的官员之
一。顺治六年，他们的红衣大炮从大同南下，一
路攻克了浑源、太谷、朔州、汾州。端重王包围
汾州城一月有余，只等红衣大炮攻打，九月九日
大炮始至，随后发生了汾州屠城。朱之俊记载：
屠城后“巷居无人，黔突无烟”。大同汾州戡乱，
曹振彦是功臣，顺治七年石廷柱因此军功被晋
升为三等伯，而曹振彦则被任命为山西吉州知
州。曹振彦改变了身份，晋升为官员。

因为曹振彦的军功，其子曹玺被安排为皇
宫二等侍卫，曹振彦被允许参加贡士考试，并
通过考试，完成了从教官到贡士，从包衣到仕

官，从军界到政界的转变。这一年，曹振彦已
48岁，即将进入天命之年。汾州屠城发生在顺
治六年，曹振彦任职山西吉州知州的时间是顺
治七年，顺治八年多尔衮身故曹振彦籍贯转入
内务府包衣，顺治九年曹任职大同阳和知府，
顺治十二年升两浙盐法道。曹振彦生有二子，
长子曹玺乃其妻欧阳氏所生，次子曹尔正系继
室袁氏所出，兄弟年龄实际相差 20多岁。

作为曹振彦的大儿子曹玺本名曹尔玉，红
学家推断约生于万历四十八 (1620)年，明朝灭
亡时期已经 24岁，其父任职山西吉州知州的时
候曹玺已经接近 30岁。其父任职大同知府的
高官，曹玺已经 32岁。曹振彦约在顺治末年去
世，那时曹玺应该 40 岁了。曹玺 30 岁之前干
什么去了？史料阙如。特别是曹玺比弟弟曹
尔正竟然年长二十岁，中间没有一位弟妹，这
不合常理。2012大众日报《红学家称曹雪芹祖
籍在乳山》一文，自称曹雪芹后裔的曹祖义根
据小说里秦业的故事猜测曹玺乃曹振彦养子。

故推测：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初二，李
自成自率主力进破汾州，屠杀朱氏后裔，曹雪
芹曾祖隐匿民间，顺治六年汾州屠城后，落难
公子曹玺被进入山西戡乱的红衣大炮教官曹
振彦收养为义子。同时清军也在汾州进行了
扩军，汾阳西堡障韩氏族谱记载韩氏就是此时
期进入正白旗，而后与皇商冀家结亲的。顺治
七年曹振彦因军功升职，三十岁的曹玺被吸收
为侍卫，成内务府包衣，曹玺妻子孙氏有幸成
为康熙保姆，曹玺深得康熙重用，子孙得南京
江宁织造府肥缺。曹振彦是曹家最大的功臣，
封官荫子，功在汾阳。曹玺，字完璧，显然出自
成语完璧归赵，明确记住了曹玺是“赵国人”，
乃是晋阳晋王后裔。曹寅《续琵琶》中则对曹
操寻回蔡文姬给予赞美，隐藏感谢曹氏的收养
之恩。红楼梦曲《留余庆》曰“留余庆，留余庆，
忽遇恩人；幸娘亲，幸娘亲，积得阴功”，实际感
恩曹振彦的收养之恩。

傅山诗《邂逅看续宗老禅和打拳歌》记载
了在汾州古寺遇到金陵老僧曹国裔表演拳术
的故事。傅山记载曹国裔本为山西偏关镇将，
明亡后出家，稳定偏关即汾州府永宁州之职
责，曹国裔实际上是朱明后裔延续明宗之意
思，曹国裔之来汾阳与曹玺脱不了干系。更可
骇怪的是《雪桥诗话》里说：“曹荔轩为完翁司
空国玺子”，还有《八旗艺文编目》等书，将曹玺
的名字记载为曹国玺。傅山笔下的曹国裔不
是曹国玺的隐身吗？不也是暗示曹国玺实际
屠城遗民吗？

“二月二，龙抬头”，这是一句民
谚，也是一个节日，意思从这一天开
始，经过一冬休眠的“龙”就要抬头兴
云布雨了，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季节
到了。中国人是龙的传人，当然在这
一天剃头理发就是个吉祥如意的事情
了，所以才有“二月二，剃龙头”之说，
而且会随着剃头理发鸿运当头时来运
转，一般人都对此坚信不疑，因此就像
有谁下命令似的争着抢着在这一天去
理发店。

老伴这人在左邻右舍间一向是个
有名的热心肠，每当二月二来临她都
会从早到晚忙得脚不沾地，把家里俨
然当成理发馆了。由于她婚后就一直
给我理发，给儿子理发，所以我家的理
发工具一应俱全，她的理发技术更是
没得说的，熟人朋友来了，见人家头发
长了，她就主动上手施展起自己的头
上功夫，还别说往往会听到几句称赞
夸奖，她也因此而自得其乐。当然，喜
逢节日当“雷锋”做好事，更是她求之
不得的好机会了。

不记得从哪一年开始，她发现每
到二月二这天，剃“龙”头的人太多，店
店爆满，慢一点的就排不上号了，于是
她就凭自己虽未经投师学艺却从多年
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技之长，不声
不响地学起了“雷锋”干上助人为乐的
事情来了。

虽然没有准确记载和统计过，但
每年的二月二这天，她除了给我与几
个孙子外孙剃“龙”头之外，还要给十
几个邻居的孩子，有时还有挤不进理
发店的大人也来沾她的光。这不，今
年的二月二又到了，她已经早早地准
备好了，将那些“家伙式”通通擦拭一
新，敬候人家的到来，好再过一把剃

“龙”头的瘾。

“撂瓦瓦”，是儿时
的一种游戏。就是在类
似赛跑的时候，孩孩们
为了有目标、跑得快，往
往用劲朝前方撂一块瓦
片或砖头；跑到后，拾起
瓦片再往前撂；如此不
住地撂，一个劲儿地往
前跑，虽然气喘吁吁，但
精神头十足，屁颠屁颠
儿跑得很是带劲儿。大
概就是因为“撂瓦瓦”，
有阶段、有盼头，而使孩
孩们能一而再，再而三，
三而多地一个劲儿跑下
去，不争个头名、二名，
决不罢休！

记得小时候，母亲
带着我和小妹步行去姥
姥家，共七八里路，还没
走了一半儿，四五岁的
小妹便蹲在地上高低不
走了，说是走不动啦，要
哥 着她走。我随手在
地上拣了一块小石头往
前一撂说，你追上那块
小石头，哥就 你。别
说，还真灵！小妹立马
站 起 来 ，追 小 石 头 而
去。如此又撂，又追；再
撂 ，再 追 ；一 直 嘻 笑 哈
哈，追着小石头到了姥
姥家。

我想，对撂瓦瓦，追
小石头有兴趣，除了游
戏的乐趣外，还因为在
孩孩们幼小的心灵里，
有“兴奋点”，有前方展
现的目标，能唤起他们
追上瓦瓦的希望，于是，
便忘记了疲累，鼓起了
勇气，不住地追瓦瓦而去。

人同此情，情同此理。小娃娃如此，大人们
也一样。撂瓦瓦，设定一个目标；追小石头，追
求希望而去，反映了人们的一个共同的心理
——追求阶段性的“兴奋点”，为享受“兴奋点”
而奔走不息。

在我的退休赋闲生活里，也是经常为自己
设置一些阶段性的“兴奋点”。比如，清晨醒来起
床时，想到早餐可以吃到一截儿甜美香绵的软玉
米；吃饭时，会想到晨练后回家，可以饮一杯“湄
潭翠芽”绿茶，清香扑鼻，品味无穷；上午看书的
时候，想到午餐后能喝一杯蜂蜜驼奶，香甜可口，
美味盈腔；午睡起来后，又想到下午五点以后，可
以到绿树掩映的小公园里，和哥儿弟兄们神谝海
聊；晚餐还没吃完，就想着看《新闻联播》，追赏剧
情跌宕的电视剧了。如此一天到晚，追着自己设
置的“兴奋点”，饶有兴趣地过着有滋有味的生
活，不也像孩童们“撂瓦瓦”奔跑，追小石头去姥
姥家一样的有趣吗？尽管自己设置的“兴奋点”
微不足道，但自认为是一个小小的目标、小小的
希望，就会鼓起生活的勇气，增强生活的信心，为
这个小目标、小希望而心情愉悦地去享受。时光
也便在不断追逐“兴奋点”中流逝。于是，生活也
就变得蛮有兴致了！

推而广之，如果每周、每月，都能为自己设
置一些小小的“兴奋点”，不住地“撂瓦瓦”、不断
地追“小石头”，老年生活不就可以乐此不疲地
奔“兴奋点”而延年益寿吗！

老年人是这样子，年轻人又何尝不是！事
业有阶段性的目标，人生的前方有展现的希望，
不住地“撂瓦瓦”、“追小石头”，定然会充满生活
的勇气，不断去追逐“兴奋点”而取得事业的成
功。保持一个平和乐观、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

重视规划、计划的制定，是事业成功的一
半。大到国家的五年计划，单位的年度计划；小
到家庭的计划、个人的目标，皆是如此。凡事既
要有长远规划、总的目标；又要有短期计划、阶
段性目标，是事业成功的前提。在具体实施过
程中，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去努力争取，一点一
滴地积累，不住地“撂瓦瓦”，不住地奔“兴奋点”
而去，积少成多，聚沙成塔，还有办不成的事吗！

“ 传 统 文 化 要 创 造 性 转 换 ，创 新 性 发
展”，山西醋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
小部分，其创造性发展的总体思路要按照中
国传统文化创造性发展的思路实行，同时也
需要加入自己的特色，走自己特色的发展道
路。

山西醋文化历史悠久，全国闻名。从春
秋战国时期的醯，汉代的酢，两晋时的苦酒，
到现在的老陈醋，山西的醋历经千年。与四
川保宁醋、福建红曲醋、镇江香醋并称为四
大名醋，其居于四大名醋之首。山西人更是
嗜醋如命，素有“老醯儿”之称。清徐是山西
老陈醋的正宗发源地。

随着近年来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提倡，山
西省在醋文化的创造性发展方面有一定的
改变，也有一定的发展基础，但是仍然存在
诸多疏忽和漏洞。要想改变此种现状，首先
传统酿醋工艺本身就要与时俱进。北魏时
期的科学家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共记
载了 23 种醋及其制法。对古代的农书科技
著作进行研究，可大大加强对酿醋方法和手
工艺的了解。在严肃对待传统工艺的前提
下还要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造。进行市场调
研，针对不同省份人们的口味对醋进行加

工、转换。采用高等生物技术，引入国外设
备等进行技术上的提升，提高老陈醋的出品
率，把品牌做大做强。其次，让山西老陈醋
为全国人民熟知的办法就是宣传和买卖。
明清时期晋商遍布全国，也将山西的醋文化
带向了全国，这是山西老陈醋名声大噪的主
要原因之一。占有历史优势，可以将老字号
山西醋的品牌做大做强，进行宣传以及向各
地贩卖，让家家户户都选择山西醋，实实在
在品尝到其美味。最后，创新方法要打开思
路，进行最大程度地多元化。

依托传统文化艺术节等活动，打造文化
活动载体。加强醋文化资源的整合，重点以
传统文化艺术节、传统文化旅游节等主题活
动为载体，推出一系列民俗节庆项目，突出
文化活动品牌的打造，最大限度地发挥以老
陈醋为主题的文化活动的作用。

依托互联网、影视节目平台，打造文化
宣传载体。要深入利用报纸、电视、互联网
平台，对山西醋文化进行推广与宣传。借鉴

《中国诗词大会》，在全国掀起学习醋文化的
热潮。

依托政策支持，打造文化创作载体。实
施文艺创作创新工程，引导推出一批关于传

统醋文化经典作品、影视剧目、纪录片等。
如山西有名的乔家大院便是以古迹为基础，
翻拍了同名电视剧，极大地扩大了其影响
力。

依 托 文 创 园 、产 业 基 地 、开 展 工 业 旅
游。也可以结合醋的功能（除了调味品）进
行养生旅游。

希望山西的醋文化可以真正发展壮大，
受到全国乃至全世界人们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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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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