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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立秋
【宋】方岳

秋日寻诗独自行，
藕花香冷水风情。
一凉转觉诗难做，
付与梧桐夜雨声。

◇看吕梁

◇读史札记

枕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普

通的用品之一。在我国古代历史

上曾出现过草枕、木枕、玉枕、瓷

枕、盐枕、琥珀枕、琉璃枕、藤枕、布

枕等各种枕头。瓷枕在我国隋代

开始出现，多为很小的明器，唐代

瓷枕发展为 1、镇 (压东西)，2、医用

脉枕，唐代以后开始大量生产，瓷

枕越小年代越早，越大年代越晚。

北宋及金、元时期，瓷枕的发

展进入了繁荣期，产地遍及南北，

造型非常丰富，并成为人们必备的

卧具了。甚至曾经有人说过，中国

人在瓷器制作方面最聪明的地方，

不是烧制了瓷瓶、瓷碗，而是烧制

了瓷枕，可见人们对瓷枕的认可与

喜 爱 。 那 么 人 们 为 什 么 会 喜 欢

呢？原因也有不少，最直接的原因

很简单，就是凉快！在古代，到了

夏天，当时可没有空调给你降温，

人们都是非常热的，而中国人烧制

的瓷枕，外面有一层釉面，这层釉

面触手冰凉，当人们枕在上面的时

候，最先接触到瓷枕面，也是最先

感觉到清凉的就是后颈。而脖颈

是人的躯干和大脑连接，心血的必

经之地，是人体阴阳大脉通过的地

方，也是脏腑重要的经络通过的地

方，脖子一旦凉快下来，那全身的

经 络 相 通 ，全 身 都 会 逐 渐 凉 快 下

来，可谓是古人度夏的利器。

吕梁市博物馆藏有一件金代

磁州窑白底黑彩孩儿枕，该枕长 38
厘米,宽 16 厘米，后高 9 厘米，前高

7.5 厘米，枕呈如意头形，枕面黑彩

绘水波芦苇纹，孩儿发、眉、眼、鞋

也均绘黑彩。枕面下为侧卧的孩

儿造型，孩儿双手枕于头下，头斜

向上仰视，眉目清秀，显得活泼可

爱。该枕纹饰是磁州窑著称的白

底黑花，其釉下彩绘是用一种含铁

质的颜料在涂上化妆土的瓷胎上

绘 画 ，然 后 在 外 表 施 加 一 层 透 明

釉，经高温烧制而成，呈现出黑白

对比强烈反差的艺术效果，并以极

为自由、粗犷的画风，表现出了当

时社会的民风、民俗特点和民间百

姓的审美情趣，从而形成了磁州窑

独 具 民 族 特 色 有 规 无 束 、刚 进 豪

放、潇洒自如的艺术风格。人形枕

始 见 于 北 宋 ，如 定 窑 著 名 的 孩 儿

枕 。 金 、元 时 期 人 形 枕 已 较 为 多

见，包括孩儿枕、妇人枕等。

磁州窑位于河北省磁县的观

台镇与彭城镇一带，创烧于北宋，

因宋代属磁州，故名磁州窑，元代

后由于江西景德镇青花瓷的出现

而衰落。磁州窑是我国北方一个

影响很广的瓷窑，除河北本省外，

影响所及有河南、山西等，形成了

宋、元时期我国北方地区最重要的

民间瓷窑体系。装饰方面，除白釉

釉下黑彩、褐彩彩绘最富特色外，

刻花、划花、印花、剔花、镶嵌、贴

塑、加彩、绞釉和珍珠地等技法也

很精彩，磁州窑丰富的装饰技法开

创了我国瓷器装饰工艺的新途径，

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

位。

范雎是土生土长的大梁人，他的祖上，

曾是赫赫有名的晋国“六卿”之一，后来因为

权斗失利，家族落败。到了范雎这辈，范家

早已沦落为底层了。

范雎一肚子的本领，自然想一展所长。

与那些只要能建功立业，不在乎在什么国家

的人不一样，范雎对大梁的感情很深，他一

门心思就想着在魏国发展。所以，当齐王邀

请他做齐国客卿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就拒

绝了。范雎那个时候还是太单纯，他只想到

要为魏国出力，却没想到，虽然齐王当他是

个宝，但是自家魏国的人，却没把他当回事。

现在的魏国，早已不复魏文侯、魏武侯

时候的气象了。没有关系、财力，不依附贵

人 ，单 凭 人 品 才 干 想 要 出 头 ，简 直 就 是 笑

话！不要说范雎这等又穷又没有背景的人，

就是建功无数如吴起，也要被逼入楚；才干

如商鞅，不为所用，只能西游入秦。

即便是鼎鼎大名的信陵君，贤能爱士之

名远播，养客三千，说起来名声赫赫，真正堪

用的没有几个，却任由贤才在眼前而不得所

用。信陵君都如此，其他人就不必说了。所

以魏文侯开创的大好局面，早已破败不堪，

超一流强国的大魏，已渐渐衰弱下去。

在魏国权贵眼中，除了自己了不起之

外，就看着那些个送自己钱财、阿谀奉承之

流顺心顺眼！除此之外，哪里还有什么人才

呢！

且说范雎被魏齐冤枉，侥幸逃生之后，

在好友郑安平的帮助下，躲到大梁城附近的

具茨山中休养，身上的伤渐渐好了。为了躲

避魏齐可能的追杀，范雎不敢用本名，对外

自称张禄。

范雎对郑安平说：“我遭此羞辱，不报此

仇，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当下，魏国也没有

什么可留恋了。我观列国形势，要报此仇，

唯有去秦国。”在范雎的策划下，郑安平到驿

馆寻了个差事，希望能找到机会，与秦国的

使者拉上交情，以便逃往秦国。

过了大半年，机会来了。秦昭王派身边

的亲信王稽出使魏国，住在驿馆。郑安平特

意接近王稽，把王稽侍奉的很舒心。这一

天，王稽问郑安平，魏国有没有贤能之人呢？

“有啊。以前有位范雎，有经天纬地之

才，可惜被相国魏齐给打死了。”郑安平把范

雎的故事讲了一次。王稽叹息道：“可惜啊，

这般人才，若是能到我秦国，必能建一番功

业。”

郑安平接着说：“我所认识的人中，还有

位张禄先生，其才学比范雎还要好。只是他

的仇人在魏国势力很大，他不敢露面。”王稽

道：“那请他晚上来见我吧！”

当天晚上，范雎随同郑安平来见王稽。

两个人客套几句后，王稽请范雎分析天下大

势，范雎侃侃而谈，王稽听了大喜，心说这位

张禄先生真是大才，当下就请范雎和自己一

起回秦国。

范雎道：“我有仇人在魏国，逼得我白天

都不敢露面，更不要说建功立业了。随您去

秦国，正是我所愿。”两人约好，某日在郊外

某处相见。

几天以后，王稽办完公事，辞别魏王，踏

上归途。走到约好的地方，接上范雎和郑安

平，一行人直往秦国而去。一路上，王稽与

范雎促膝相谈甚欢，感情日渐深厚。不觉间

就进入秦国境内。

这一日，范雎远远望见前面旌旗林立，

问王稽来者是何人。王稽道：“那就是我大

秦相国穰侯魏冉。”范雎道：“我听说穰侯非

常讨厌列国来秦国的人，见了面，必会被他

羞辱，我还是躲在车中吧。”

不多时，魏冉与王稽的车队相遇，两人

互相问候。寒暄几句后，魏冉问：“你这次出

使，没有带回来什么口舌之徒吧？”王稽忙

道：“没有没有。”魏冉道：“那些个口舌之徒，

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获取功名。这些人，干实

事不行，乱我国事倒是挺有能耐的。”说罢两

人相别而去。

等魏冉走远，范雎忙和郑安平跳下车要

走。王稽奇怪道：“魏冉已走了，您这是何

意？”范雎解释道：“魏冉是人杰，他多疑但是

见事较慢。刚才他怀疑车中有人，但是忘记

搜索。过一会，他反应过来，一定会派人前

来搜索。我们先躲开点。”

王稽的车队继续向前走了十几里地，后

面果然有士兵追来，说奉穰侯之命，前来搜

索。王稽暗暗叹服，对范雎更添了几分信

心。

回到咸阳城，王稽把范雎二人安排在自

己家中住下，便去见秦王，说完公事，王稽又

对秦王道：“我这次出使魏国，认识了一位张

禄先生，谈起天下大势，他如观掌纹。他说

我秦国这些年国势蒸蒸日上，但却有大隐

患，若不去除，势必酿成大祸，但是他有应对

之策。我追问是什么，他不肯讲，只是说，这

些话只能说给大王听。我认为他是有真才

实学的，所以就把他带回秦国了。”

秦王听了，不以为意，笑道：“这些策士

就喜欢夸大其词，以求富贵。暂时不要理

他，等我有空了，再说吧。你暂时安排一下

他的食宿，养起来，以后再说。”

王稽回来和范雎一说，范雎也不着急，

道：“机会不到，不能强求。只是要在你这里

多待一些日子，难免要打扰到你。”王稽喜

道：“正好有机会，可以随时向张先生讨教，

我求之不得。”

范雎和郑安平暂时就先在秦国安顿下

来。

车过薛公岭

山登绝顶。脚下的山名曰薛公岭，薛公为

谁 ？ 已 无 考 证 。 凉 爽 的 风 带 来 浓 浓 的 山 野 气

息 ， 站 在 山 巅 极 目 四 望 ， 攒 峦 夹 翠 ， 涉 目 成

赏，满眼根叶苍秀、草木盘垂，原始灌木林与

人造森林相聚于千岭万坳中，山峦叠秀，云蒸

雾集。

一条青色带状的公路延伸上来，刚才上山

时的紧张还纠结在心。蜿蜒曲折的路回环在大

山深腹，绕来绕去总是一山放过一山拦，如同

在蚕丛鸟道中爬行，又仿佛在一个只见天日的

圆形石桶中飞车走壁，司机必须在内壁上匀速

前进、小心翼翼，连老司机也不敢疏忽一二。

这段 30 多公里的路被称作魔鬼公路，每公里落

差就达 24 米，相当于每行驶一公里就从 8 层楼

坠落到地面，这么险象迭生的路段正是汾阳与

离石的交界山，它隶属于吕梁山脉。在新中国

成立前，这里只是一条简单的小路，却是崇山

峻岭中唯一通向晋西与陕北的汽车道。所以，

对于过去的老百姓来说，这里“萦迂鸟道少人

通 ， 只 有 豺 狼 夜 过 踪 ”， 层 层 鸟 道 ， 黄 栌 遍

山，出外谋生越过这道岭的人常常有别家辞国

之悲摧。

站在薛公岭的制高点，眼睛在吕梁山的腹

地中巡游，它的北面是黄芦岭金锁关，南面有

鹊颉岭关隘，薛公岭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天然

屏障，扼守晋陕通道。古来多战事，这样的雄

关漫道更是兵家殊死必争之地。当地的老乡指

着 万 绿 沟 壑 下 时 隐 时 现 的 那 条 路 向 我 讲 述 着

1938年八路军 115师 343旅伏击日寇的故事。

吕梁苍苍，汾水汤汤。抗日战争时期，为

了粉碎日寇渡黄河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3万

多吕梁儿女血染沙场。罗荣桓、陈光两位将军

率 343 旅主力 5000 余人在此伏击日寇，分割围

歼，7天 3次伏击战，共毙伤日军 1100多人，这

就是著名的薛公岭“三战三捷”。此役打得鬼子

视薛公岭为鬼门关，从此再也不敢有度岭的心

思，为拱卫革命圣地延安立下了首要奇功。薛

公岭大捷也因此威名远扬，大增了国人的抗日

信心。

现在，山顶已是缓坡的路面，杂草露出黄

土。老乡的话把我的思绪带到当年的战斗中，

在山风的呼唤中，我似乎听到了震荡山谷的喊

杀声；似乎看到了枪炮声连接着火焰，把大地

翻卷、坠落又覆盖着飞沙走石；似乎听到冲锋

号声声激昂热血，看到无数的吕梁儿女含着仇

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化作保家卫国的旗帜，

在硝烟的弥漫中飘扬……

我们中华儿女为了脚下热土，从古至今有

赴死的决心。那被绿树所掩映的沃土，我相信

它的土仍然是红色的。是年轻的儿子、忠诚的

丈夫，是全家动员、全村集结，是一具具铮铮

铁骨手拉手筑起的钢铁长城！漫山遍野葱茏旺

盛的绿不正是那些火、那些热、那些血的沃盥

吗？那些红色顿时和我的心对接起一种压在胸

膛的痛，我想起长眠脚下的那些生命，那段血

与火所洗礼过的岁月似乎像地火开始在脚下攒

动、震颤。

怀着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薛公岭似乎有

所 领 悟 ， 它 为 我 们 直 指 离 石 。 汽 车 加 快 了 速

度，因为它知道，那里有更多的故事要讲给我

听。

一个叫郝宏武的收藏家将为我打开 一座晋

绥革命老区的红色记忆宝库。

赤情燃烧

从薛公岭一路向东，我的脑海中始终回响

着那些伏击战隆隆的枪炮声。车窗外，长势旺

盛的草木像英勇的战士活了起来，他们齐刷刷

地挺起胸膛，机警的眼睛仍然注视着这片曾经

硝 烟 弥 漫 的 土 地 。 不 知 为 什 么 ， 我 的 眼 眶 湿

润，一首歌从心底轻轻飞出：《唱支山歌给党

听》。山歌本是先民在高原山区即兴演唱的歌

曲，自然淳朴，不矫揉造作，充满山野之气。

而草木此刻争高直指，仿佛就是整装待发的战

士扯开嗓子在空旷的大山里放歌。空谷传响，

每一处都有回音，整个大山汇聚起一支雄浑深

沉的歌，唱得人心里亮堂堂的，像一团火开始

燃烧。

这团燃烧的火在进入“晋绥兵民博物馆”

之后不仅没有降温，反而更令我热血澎湃。如

约见到了馆长郝宏武，这位红色收藏家并不是

如我之前想象得站如松、声如洪钟的有军人情

节的大汉，反而是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书生

模样，一见到我们，他热情地把我们邀请到办

公室，几句寒暄之后他就如数家珍地大谈起他

的 “ 孩 子 ” —— 他 把 他 所 有 的 收 藏 品 都 称 作

“孩子”，至今已拥有 8 万多个“孩子”。他既是

收藏者，也是捐献者。他一边聊着一边从文件

柜中取出一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涵盖晋

绥时期党政军民的各种党史资料，我翻看着战

时公告、部队写给地方的信件，以及一些重要

的罕见资料，还有一些发黄的报纸、阎锡山的

账 本 等 等 。 他 兴 致 勃 勃 地 讲 着 每 页 纸 上 的 故

事，我的思绪上溯到了 30 年前，这样一位乡村

干部因最初的兴趣和爱好而奔走搜集，以一己

之力的个体收藏起步，竟支撑起一个地方的博

物馆馆藏，其中不乏国内的孤品珍藏。这份坚

持 是 何 等 的 不 易 ！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 ， 他 这 个

“父亲”不负其名，如果做不到心细如丝、明察

暗访，怎么能在历史的残垣断壁中抽丝剥茧，

找寻回那些失散在民间的红色基因？有多少收

藏者虎头蛇尾中途而废，又有多少急功近利者

涸泽而渔？

一分钟也不能再等了，我迫不及待地让郝

宏武带我走进他一手筹建起来的红色展馆——

晋绥兵民博物馆。8万件藏品中的 2000多件，现

在终于有了一个 3400 平方米宽敞、舒适的家。

晋绥丰富的历史，没有沉默在历史的岁月风沙

中。郝宏武通过 30 多年艰苦而细心的挖掘、收

集、整理，最早于 2006年 11月 20日在山西省民

俗博物馆向世人展示了晋绥文物史料，后来在

柳林县文化馆、吕梁市汉化像石博物馆分别进

行 了 展 示 ， 一 下 引 起 了 轰 动 。 他 的 这 些 “ 孩

子”由最初促居斗室到租住 900平方米的大房直

到现在的广厦，这既是当地政府的关怀，也是

一个父亲对“孩子”拳拳的爱与责任；既是他

个人乐此不疲用生命潜心投入的辉煌，更是他

对晋绥红色历史复活的伟大创举。离石，不仅

人杰地灵，更是一块闪耀着红色光芒的宝石！

喋血忠魂

走进展厅，仿佛涌入了波澜壮阔的中国近

现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史的洪流。整个展馆

宽敞宁静、内容殷实丰富，展览内容以时间为

线，分为前言“星火燎原唤醒民众”，主体“红

色火种照耀吕梁”“先辈足迹光耀吕梁”和结

语。主体内容分 4个展厅展出，一厅“工农武装

对敌斗争”，展示了 1921 年到 1935 年晋西游击

队及吕梁早期的革命火种；二厅“红军东征逼

蒋抗日”展示了 1936 年共 75 天红军东征的史

料；三厅“热血抗战晋安烽火”，展示了抗日战

争史料；四厅为“战略要地黎明曙光”，展示了

1946 年到 1949 年解放战争的史料。史料众多，

令人挪不开步。

一厅一厅地走、一段一段地听，这时，恍

若已身插双羽飞上了三晋大地的天空，俯瞰它

近似平行四边形的轮廓雄踞黄河中游的黄土高

原上，山地、高原相连，太行、吕梁两座大山

地势险峻，伟大的土地生生不息，必有神圣的

种子在生根发芽。

站在展板前，我久久地凝视着高君宇的照

片。说到五四先驱，我们都会想到李大钊、陈

独秀，想到北京，想到那些在天安门前游行、

群情激愤振臂高呼的大学生。而看到高君宇，

似 乎 很 多 人 的 意 识 只 停 留 在 北 京 陶 然 亭 “ 高

石”电光火石一般绚烂短暂的爱情上，却不知

道这个人对山西革命组织建设立下了怎样的不

世之功。是他，率先为我们三晋大地埋下了金

色的革命火种。他是北大才子，师从李大钊，

是 孙 中 山 的 秘 书 ， 在 莫 斯 科 聆 听 过 列 宁 的 教

诲，是山西第一位共产党员。在世事维艰中、

在阎锡山的高压封建专制统治中，他高瞻远瞩

思 想 前 卫 ， 能 冲 破 封 建 锁 匙 ， 影 响 并 带 领 贺

昌、张叔平等人使山西革命星火燃烧成燎原之

势。他是令人敬畏的英雄，可惜积劳成疾，36
岁便赍志而殁，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遗憾，也是

民族的遗憾。

一 把 小 号 在 灯 光 下 发 出 幽 暗 的 古 铜 色 光

芒。那吹号的小兵呢？那得使多大的劲吹响同

仇敌忾的强音，令三军鼓舞令敌寇丧胆？一声

冲锋号就是一首披荆斩棘的歌，就是直戳向敌

人心脏的飞镖，就是山崩地裂的滚石雷雨。军

号吹响了，沉睡的土地振奋了，火热的军心高

昂 了 ， 军 号 声 声 热 血 激 荡 ， 马 蹄 声 碎 雄 关 漫

道，吹过千万里河山，从大山坳吹到黄河边、

从地道战吹到伏击战，吹得侵略者胆战心惊，

吹出新中国的灿烂曙光。

一只羊皮筏子静静地躺着。看着它，我似

乎看到了浊浪滔天的黄河，那天上水啊，九曲

黄 河 十 八 弯 ， 这 羊 皮 筏 有 话 要 对 我 说 ： 它 骄

傲 ， 它 是 东 进 讨 伐 卖 国 贼 的 渡 河 工 具 之 一 。

1936年 2月，黄河冰皮始解，寒风刺骨，冰凌裹

挟着浊浪冲击两岸。寒冷的 2月，敌军沿黄河高

碉修筑、暗堡密集渡口，各碉火力交叉，敌军

想要做到严防重守。吕梁儿女冒着生命危险侦

察敌情、偷送情报、张贴标语。夜晚的风高过

浪，英雄的子弟兵以天兵奇速攻克敌堡、割断

电线，前仆后继，强渡冰冷的黄河一路北上，

关口、蓬门大捷令敌人闻风丧胆。这一只只羊

皮筏子啊，在惊涛骇浪中和那些木船犹如蛟龙

现世，一次次突破敌人围剿，一次次令敌人望

洋兴叹；这一只只羊皮筏子冒着枪林弹雨躲过

战火硝烟，直把抗日的中坚力量送过黄河，实

现了北上抗日的胜利。这一支世界战争史上伟

大的东征队伍， 75 天转战山西 50 余县，歼灭

敌、俘虏敌近 2 万名，扩军 8000 多人，筹款 50
万元。山西的革命火种从吕梁燃烧到太行、从

黄河之北燃烧到黄河之南，全民皆兵、举家抗

日，大河上下，保家卫国。

那些墨盒石蜡、那些马灯茶杯、那些蓑衣

草鞋，留下了多少红色印迹。将军与士兵、部

队与群众，虽然食不果腹、粗麻薄衣，但一切

都阻止不了他们保家卫国的决心，吕梁大地奏

响了党领导人民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战斗序

曲。今天，这些不起眼的文物静静地哀悼着那

些长眠于斯的英雄儿女，它们是中国革命走向

胜利的一个特殊里程碑，它记住了无数忠诚的

共产主义战士，从有名的刘志丹、林龙发等，

到无名的号兵、艄公、向导、妇女及儿童。

山风依然在吹

山风依然在吹，吕梁山上的一草一木都曾

被鲜血染红。正是这些偏僻落后的小山村，在

抵抗侵略、构建新中国由弱变强的宏伟建设中

起了脊梁的作用。抗战 8 年，晋绥人民把 10 万

子弟兵输送给八路军主力部队，共作战 2 万余

次 ， 这 些 数 字 都 曾 是 一 个 个 鲜 活 的 生 命 。 现

在，他们依然在山风中为党放歌、为今日的幸

福生活放歌。

信仰蔵于心。当郝宏武向我展示他颇为得

意的牛荫冠及其夫人赵辉、牛荫冠弟弟牛荫西

的 27 封亲笔书信时，作为一名党员的我心潮起

伏。吕梁作为晋绥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成为

了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后勤保障基地和重

要枢纽。侵华日军未能踏过黄河半步，除了因

为 有 奋 勇 杀 敌 的 沙 场 将 士 ， 还 得 益 于 多 少 出

粮、出款、出人，诸如牛荫冠、牛友兰、刘少

白、孙良臣这样的爱国民主绅士！牛友兰将住

宅捐出作为晋绥边区的首府驻地、捐资 2万余大

洋，他还将 13 个子女先后送入革命队伍，长子

就是时任山西牺盟会总负责人、制造出中国第

一台螺旋桨飞机发动机的牛荫冠。《牛荫冠传》

原稿几经易主，最后落到郝宏武的手里。郝宏

武给我讲述这些故事时话语充满激动，这个红

色家庭不惜一切代价保家卫国，这本 100 多万

字、纸质已发脆的文稿也是郝宏武正在整理准

备出版的书籍。

郝宏武又指着展板上的刘少白向我介绍，

刘少白是中国红色银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在

《毛泽东选集》 中毛泽东提到两位开明绅士，一

位是李鼎铭，另一位就是刘少白。刘少白既是

前清贡生，又是民国议员，同时还是秘密的中

国共产党员。他曾不顾个人安危把自己的家宅

作为党的秘密联络基地，积极营救王若飞等被

捕人士。为了帮助八路军筹措资金，他把自己

的全部积蓄拿出来创办了兴县农民银行，也就

是后来的西北农业银行。当时晋绥边区政府和

军区司令部所在的兴县号称“小延安”，作为延

安 屏 障 和 抗 日 战 争 主 战 场 ， 老 一 辈 革 命 家 贺

龙、习仲勋等在此率领边区军民浴血奋战，建

立了不朽的功勋；另一条战线上，刘少白不仅

创建了银行、发放农贷，还兴办纺织厂，推动

物资流动，解决军需民用。毛泽东曾对他大加

赞赏，说他实在不简单，一席话、一支烟就从

乡绅口袋里把钱掏出来了。

而高家沟高级军事会议旧址却是郝宏武偶然

从一本旧册子 《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 中发现

并考证确认而恢复面世的。郝宏武特意指给我看

那些他用铅笔勾画过的痕迹，就是这几笔，尘封

的历史重新展示了它的芳华。现在，旧址从破败

不堪的蒿草中探出头，闪烁着温暖的灯光，笑眯

眯地接待着四面八方来寻访它的游客。

朱德的大衣、习仲勋的靴子、贺龙写给毛

泽 东 的 信 件 、 军 队 与 地 方 政 府 的 文 书 、 麻 油

灯、炕桌、鸡毛信、路条、土地证、通缉令、

缴获的日军战利品、记录日军自述钓鱼岛是中

国的图册……一些散落的历史又重新复活、一

些褪色的记忆被打开，一个民族、一方水土在

信仰、信念、信心的漫漫长途中得走过多少暗

无天日、走过多少泥泞才能到达光明？那些窑

洞里的灯光、那些打补丁的军装，除了信仰的

力量还能有什么来支撑？这些红色基地隐藏在

历史的烽烟中，那些年轻的头颅何曾为自己的

未来规划过什么？他们披荆斩棘在流血，换来

今天大地尽开花。

从展馆出来正赶上一场大雨，风卷着雨丝

袭来寒气，远处灯火却在雨中静谧安详。回望

红色展馆，它像一颗红星闪烁在夜空。郝宏武

曾说那些藏品只有扎根于吕梁本土才能发挥它

们最大的教育作用和社会价值，其实它们早已

涅槃，变成一只火凤凰飞过整个华夏大地，在

一代又一代人的血脉里激荡。

“潇潇夜雨洗兵马，殷殷热血固金瓯。”那

些为我河山百炼成钢的喋血忠魂依然在吧！雨

后，山中那些草木应该是更加挺拔了吧！

淅淅沥沥的雨中，我又听到它们齐刷刷地

声音：唱支山歌给党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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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 梁 山 红 色 巡 礼吕 梁 山 红 色 巡 礼
□ 紫箫

磁州窑白底黑彩孩儿枕
□ 韩思元

范雎入秦
□ 李牧

金代磁州窑白底黑彩孩儿枕，长 38厘米,宽 16厘米，后高
9厘米，前高 7.5厘米，枕呈如意头形，枕面黑彩绘水波芦苇纹，
孩儿发、眉、眼、鞋也均绘黑彩，现藏于吕梁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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