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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 联 悼 故 人
□ 赵处亮

妈 妈 做 的 布 鞋
□ 张竹君

走近梵安寺塔
□ 梁大智

从小到大穿的鞋,都是我妈妈做的布鞋。四

季更换，款式不一。有司令、方口、拉带、面包、高

腰鞋，到什么季节，妈妈做什么鞋。

依 稀 记 得 。 妈 妈 闲 下 的 时 候 ，到 集 市 上

买一些麻，用一根接一根的麻，搓成根根细又

长 的 麻 绳 。 以 备 捺 鞋 底 用 。 麻 特 别 锋 利 ，腿

上蘸吐沫搓，搓多了，腿上皮肤像刀割一样的

痛。

那年冬天，我才四岁。妈妈又年轻，我们住

在一个租来整日不见阳光的小房子里。特别

冷。妈妈搓麻绳，腿搓破了冻僵了。妈妈说：“女

儿，来把你的小腿腿借妈妈用用”，我当然愿意让

妈妈用，巴不得在妈妈跟前表现表现，搓了两根，

一根就两米长，小腿腿就通红通红的。第二天妈

妈一看，小腿皮下出血了。这件事，后来让外婆

知道了，妈妈遭外婆很骂一顿。

做布鞋的鞋底、鞋帮都少不了用布片。妈妈

用穿烂的衣服，破旧的床单，大块的做了尿布，小

快的用吃过面的面汤撒上一把面，搅成稀浆糊，

一层浆糊一层烂布，层层糊在一起。晾晒两天，

干了就成硬硬的布片。麻绳，布片都准备好了，

接下来，妈妈根据鞋样子，把布片裁成了一层一

层，合成了千层底。做鞋帮了的时候，男孩的鞋

帮粘上黑蓝布面。我的是红花灯芯绒面。再镶

上白白的布沿沿，做成半成品。一摞鞋底，一摞

鞋帮。妈妈有本破旧的书，书里面夹的都是大小

不一的鞋样。只要说谁穿的鞋好看，妈妈立马把

样子换回来。

妈妈手上的针线活长年不断。上班开会也

坐在领导看不见的角落中，偷偷地把鞋底捺上几

针。下乡演出一得空闲，就不停地捺缝。不然，

一家六口的缝补穿用，供给不接。

清晰记得，妈妈做好的一双双有黑有红的过

年鞋，都要用鞋楦子撑着，撑上鞋楦再用牙刷把

白泥水摸在鞋底的沿沿上，刷的净白净白，然后

放在锅台后面烤干。大年的那天，妈妈就像欣赏

一件艺术品一样，慢慢的把楦子敲打下来，这样

看看，那样瞧瞧，左安顿右说道，让我穿上小心弄

脏了。正月天，不是融雪，就是下雪。我穿上新

鞋特别的小心。孩子么，小心一会，玩疯了就什

么也不记得了，把鞋弄脏肯定是板上钉钉。意识

到鞋子脏了，就赶紧的用纸纸擦，石头头磨，白净

的鞋沿不一会成了灰黑的。大年这天讲究不骂

人，妈妈一忍再忍，忍不住把艺术品弄脏的火

气。外婆是我的保护伞，听见妈妈口气不对，外

婆立马来一句：“谁出去走路是背着脚走呢？”妈

妈更来难听的时，外婆就顶上一句更厉害的：

“快，快把她的那棺材盒子脱下来，我们不穿了”，

这时妈妈立马消停，毕竟面对自己的是自己妈

妈，毕竟是大年好时。

难忘，爸爸只要喝上二两，就要提起一件事，

有一年，爸爸被下放了，工资一降再降，降到了维

持不了一家人的用度，连醋都吃不起。妈妈开始

通宵达旦做布鞋。把做好的布鞋，偷偷的送到二

倒贩手里，二道贩揣在怀里，非常谨慎地卖出

去。一双大人的鞋卖一元八角，二道贩从中抽两

角，妈妈一个冬天挣到了十六块，解了家困。爸

爸经常用这件事，夸妈妈有本事。

上了高中。班里面家庭条件好的同学，穿

上了买的鞋，我常常踩着他们走过去的脚印，期

盼着我也能穿上那带花花脚印的鞋。冬天，妈

妈怕冻了我的脚，学着人家卖的鞋，买了胶底自

己配了鞋帮，做了一双红灯芯绒高腰暖鞋。我

穿上，总感觉没有同学买的鞋好看。穿了一天

脱下，死活不再穿。以此抗衡，让妈妈给我买鞋

穿。慢慢地妈妈做的布鞋再没有了市场。外公

曾说，妈妈做的布鞋他穿上走路脚不疼，不出脚

汗，脚不臭。

正所谓：年少不知父母情，年老方晓乡愁恩，

思乡念情当属人之本能吧。滚滚长江东逝水，妈

妈的勤劳朴实，善良勇敢，辛酸苦辣，成为我永久

的回忆！

七律·清明祭祖
□ 王申太

清明祭祖讲虔诚，古圣先贤重在行。

报本思源生厚德，敦亲睦友见真情。

慎终追远家族旺，盛世思危社稷宁。

父母床前多尽孝，胜于墓上馃丰盈。

七律·祭祀重在德教
□ 王申太

百里驱车叩拜坟，时花冥币祭亡魂。

一排馃馅虔诚意，三盏春醪恭敬心。

不忘族规扶病困，谨遵祖训近贤人。

感恩行孝福德厚，懿范高风昭后昆。

七律·清明随想
□ 冯富平

改革洪流朝邑拥，谁还再守古荒村。

适逢扫墓回陈宅，顺便归庄探老根。

化纸崇贤良俗继，溯源扬善德风尊。

同宗日久未谋面，家谱传承辨子孙。

七律·清明祭父
□ 闫少军

家严辞世许多年，教诲时常响耳边。

扇枕温衾千代赞，卧冰求鲤万秋传。

法香冥币寄阴下，美味佳肴摆墓前。

您老有灵抬眼望，遗言未负懿风延。

七绝·清明
□ 薛治祥

时到清明绿柳知，缅怀先辈寄哀思。

踏青扫墓慎追远，列祖洪恩报勿迟。

七律·清明祭祖
□ 刘吉荣

清明时节祭宗先，佳味奇珍摆墓前。

化纸焚香哀思寄，鞠躬顿首孝忠延。

母慈父爱恩常在，懿德嘉风代相传。

立志肩承来继后，重开家业复兴篇。

七律·扫墓
□ 王树勇

岚绕青山曲径幽，桃花夹道自风流。

春英烂漫惟知泪，野色芬芳难解愁。

一缕香烟浮墓地，三杯清酒洒坟头。

纸钱灰烬随波去，残烛伤情啼不休。

七律·清明节前连雨杂感
□ 田海生

时光如水近清明，冷雨潇潇百感生。

世事纷纭频变脸，苍天辽阔易伤情。

当年孝棒植成柳，今日高楼围作城。

举目家山千亩地，双亲去后少人耕…

七律·寒食祭父
□ 闫瑛

寒食爬山祭墓茔，未曾奠酒已悲声。

谆谆教语萦旋耳，屡屡谈言牵动容。

假使人间能二世，愿延血脉续来生。

焚烧纸币百千万，不若床前一水情。

七律·清明先烈祭
□ 李星熙

叩拜家山先烈墓，生前伯父一名贤。

声声教诲心间记，句句遗言脑际旋。

欲孝常忧亲不待，敬忠犹惧事难圆。

无私奉献万人赞，懿德高风永续传。

七律·清明回乡上坟
□ 王福喜

年此日把乡还，心绪沉沉步履艰！

环望四周坟寂寂，顿生伤感眼酸酸！

土中多少姓名没，史册几人功绩传？

一晃时光催老去，且行善事乐平安！

七律·寒食节上坟
□ 车喜琴

春雨绵绵滋柳杨，上坟噙泪碎肝肠。

茔前叩首衣花捧，墓后栽松福禄藏。

化纸焚钱投地府，做肴摆馔送天堂。

严慈大德千年敬，孝顺儿孙广赞扬。

一

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是任何人无法回避的。

他（她）走了。有的是我们的亲人，有的是与

我们共事多年的挚友，还有的是在平凡的工作岗

位上辛勤耕耘一生的凡人。对于逝者的他（她）来

说，尽管一了百了，归于尘土，但仍需要世人“盖棺

定论”。对于生者的您来说，您需要有一种方式表

达您的惜别之情，寄托您的绵绵哀思，这也是人之

常情吧。这“盖棺定论”的表达方式，除了要写好

悼词或生平简介外，还有一重要事项，就是要为逝

者编写好一副挽联。这个“定论”千金难买，这种

方式过后不再。因此，在您悲伤之时，忙乱之中，

千万别忘记为逝者编写一副好的挽联。

曾记得我市郝某，刚刚就任某局局长，却身患

疾病，英年早逝。无疑，此君的一生也不算是平庸

吧？然而，他的灵前挽联，仅仅是“寿终德望在，人

去音容存”十个大字。显然，这条挽联是从书报上

或什么地方抄来的，它几乎对所有逝者都是适用

的。如果说这也算定论，则是很不负责任的，用老

百姓的话说，就是“哄鬼哩”，更谈不上表达感情，

寄托哀思了。

著名作家马烽为我们写作挽联树立了榜样。

2000年，马老为老战友、著名作家孙谦撰写的挽联是:
晋军宿将，文坛主力，讴歌劳动者，扎根黄土

地，笔下有真情，华章传后世;
农民儿子，共产党员，襟怀荡正气，朴实似老

牛，竭诚扶幼苗，风范映千秋。

2001年，马烽又为老战友、著名作家西戎撰写

了挽联:
同甘共苦六十载，战火中成长壮大情似手足，

痛定思痛哭战友;
舞文弄墨五十秋，硝烟中歌颂民兵树碑立传，

见书忆旧倍伤情。

品读马烽编撰的这两副挽联，可谓通俗易懂，

朴实无华，量体裁衣，各具特色，感情真挚，催人泪

下。

原吕梁新闻办主任高丽萍女士可谓编撰挽联

的高手。她为老同学郭如清编撰的挽联是:
忠厚忠诚忠孝，大地有灵共知，郭君忠心耿耿

四十载，留下多少未竟事，哪堪猝然撒手西归去;
清正清廉清贫，苍天有眼皆惜，如清德才昭昭

十七年，带去多少锦绣文，何忍瞬间拂袖驾鹤行。

郭如清，孝义市人，原吕梁地委正处级副秘书

长，1999年 10月 18日，因车祸不幸因公殉职，享年

41岁。这是一副充满感情、激情和悲情的挽联，上

下对仗十分工整。上联开头三个“忠”讲为人，下联

三个“清”讲为政，“大地”对“苍天”，“共知”对“皆

惜”，“郭君”对“如清”，“忠心耿耿”对“德才昭昭”，

“四十载”对“十七年”，“哪堪”对“何忍”，“猝然”对

“瞬间”，“撒手”对“拂袖”，“去”对“行”等，都对的那

么恰如其分，那么形象生动，那么情深意切。

孝义文化名家梁镇川先生也是编撰挽联的高

手。他应邀为郭有俊先生编撰的挽联是:
有德有技医刀圣手血呕尽;
俊杰俊才杏林高师名不朽。

郭有俊，原孝义市人民医院著名外科大夫，院

长助理，2005年因病不幸辞世，享年 66岁。这副挽

联，虽然不长，但很见功力。开头两处以其名“有”

“俊”上下相对，足见作者高超的嵌名手法，更为高

明的是，作者在挽联中引用了一个典故“杏林”。

这个典故是说三国时期，吴国有一位医生，名叫董

奉，家住庐山，他常年为人治病，却不接受别人的

报酬。得重病的人，他给治好了，就让病人种植五

棵杏树。病情不重的人，他给治好了，就让病人种

植一棵杏树。这样十几年以后，杏树就有十多万

棵了。春天来临，董奉眺望杏林，仿佛绿色的海

洋，他感到十分欣慰，就在林中修了一间草房住在

里面。根据这个传说，人们用杏林称颂医生，用

“杏林春暖”、“杏林满园”、“誉满杏林”等成语来赞

扬医生的高明医术和高尚医德。这里，作者以“杏

林高师”与“医刀圣手”相对，是绝妙恰当的。显

然，编好一副挽联，不仅要有扎实的文字功底，还

要有广博的社会历史常识。正是:
文明办白事，必有精品挽联一副;
深情祭英灵，全凭高质悼词三张。

二

近些年来，笔者认真学习马烽和其他名家撰

写的挽联，满怀深情应邀为故去的亲人、领导和朋

友撰写挽联，使逝者的英灵得以安慰，使生者的情

感得以表达，也算自己为社会办点好事。在编撰

挽联的过程中，我的体会是根据实际情况，宜嵌名

则嵌，不宜嵌名则不嵌。不能生拉硬扯，以词害

意。但总有一部分挽联还是适宜嵌名的。.
撰写挽联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带着感情崇

敬故人的过程，是一个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提

高的过程，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是

一个精雕细刻、反复推敲反复修改的过程，也要是

一个不断创新、永无止境的过程。但有一些基本

方法应当遵循。

挽联是集体或个人哀悼逝者的对联。挽联分

为上下联，表达逝者的生平、成绩和美德以及他的

辞世对后人的影响等。上下联之间讲究对仗，讲

求平仄，词性相对，词意相辅，句式对偶，字数相

等，等等。如能巧妙将逝者人名嵌入，使之成为嵌

名挽联更佳。这些编写要素，在马烽、梁镇川、高

丽萍等名家的作品中，都有完美的体现。

书写挽联的字体可以是正楷、行书，也可以是

隶书和篆书等。无论哪种字体，都要以多数人能

够辨认为好。挽联可以写在长幅白布（绢）上，也

可以写在长幅白纸上。可贴在追悼会会场两侧、

门口两侧，也可贴在灵堂两侧、骨灰盒两侧，还可

写在花圈和祭幛上的两条挽条上。无论设置在什

么地方，上下联位置切莫颠倒。面朝之，右边为上

联，左边为下联。横联常用“沉痛悼念 XXX 先生

（女士）”或“某某某千古”。在挽联末尾，有时还应

该注明“XXX 敬挽”“XXX 泣挽”“XXX 拜挽”，或写

上赠送单位。

挽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殊载体和珍贵

遗产，是人们寄托哀思的重要情感表达工具，我们

应努力将其传承、创新和发展下去。

这是一张珍贵的老照片，六位骑马的索尔

比救援队员行进着，前面就是巍峨挺拔的梵安

寺塔。这张照片是民国元年（1911）12 月 6 日，

从太原出发的索尔比救援队行进途中拍摄的。

这也告诉我们，一百多年前这里就是游人的打

卡胜地。听说梵安寺塔最近整修一新，有关部

门要制作旅游宣传片，于是，春节刚过，我和几

位摄影爱好者从文水县城出发，来到国家级传

统村落上贤村。

一

历史上，上贤村是从李唐发源地太原到唐

都西安官道上的一个驿站，村中至今仍将自南

向北的一条大道称为官道街，直到 20世纪 80年

代，官道两边还留存着数处让行人暂歇的牌厦。

“上贤”的释义可谓崇尚有德才的人，或指

德才超著的人。传说，唐时一位皇太子因避朝

乱，到此处出家修行，史称“上等贤人于此”。所

以，原村名太平里改名上贤。太子出家之处即

梵安寺，是一处佛教寺院，梵安寺塔就耸立在这

座寺庙内。

庙门前围坐着一群老年人，旁边有一台收

音机，播放着晋剧曲调，偶然他们中的一人或两

人，跟着曲调喊上几句。有的闭着眼睛晒着暖

阳。庙门上“梵安寺”三个鎏金大字格外醒目。

梵安寺坐北朝南，二进院落，梯次较缓。走进前

院，一金塑佛像耸立于院中央，两侧是钟鼓楼

亭。一位住持迎了出来，我们说明来意，征得同

意便放飞无人机，在寺院上空俯视拍摄寺院全

景，几位老人望着天空的无人机看稀奇。拾级

而上，后院正殿为观音殿，东西殿分别为伽蓝殿

和圣母殿，而砖塔矗立寺院偏东之地。据《山西

通志》记载：“梵安寺在县南上贤村，内有砖塔一

座，高十余丈，崇宁二年（1103）建。”据专家考

证，在塔的六层天宫底木梁记载：“崇宁五年

（1106）建造。”可见，梵安寺和梵安寺塔建造时

间虽然相差三年，但按照寺庙规模和当时建筑

水平推算，二者基本上是一起建成的。

梵安寺塔为仿楼阁式砖塔，平面八角形，高

45米，七层八面八角重檐，中间为空心，每层均

有拱石塔门，第一层塔门南开，底有地宫，有地

道通往塔外。塔底数层大青石条，塔顶无塔刹，

塔基无石砌根基，整座塔矗立在灰土平面之上，

造型殊异，风格独特，实属罕见。住持给我们打

开锁着的塔门，随石台阶爬到二层，二层以上都

是木制阶梯，串联各层，通至塔顶。通道陡立窄

小，仅能一人通过。据说，抗日战争期间，八路

军经常在塔顶观察敌情，塔体上曾留下了伤痕

累累的弹坑。

二

站在梵安寺顶层向西北望去，是一道长长

的土梁，当地人称上贤梁。相传，古代有一星相

家察看了上贤村一带的风水后断言：风水极佳，

将出真龙天子。这还了得，于是皇帝传旨，命能

工巧匠赶快修塔以镇之，曰镇龙塔。可这塔修

得太高了，高耸入云，挡住了担山赶太阳的二郎

神的去路。二郎神见状勃然大怒，放山于地，挥

起扁担连击两下，不承想把塔震为三截，底截留

在上贤，中截落在汾阳冀村村北寿圣寺，梢截落

在汾阳城东建昌村。因此，当地有“上贤的根

根，冀村的身身，建昌的尖尖”之说。所以，上贤

和冀村塔都没有塔顶，只有汾阳建昌塔有塔

顶。二郎神歇担放山的地方也震落下了土，形

成了上贤梁。

上贤梁附近，一块巨石上刻着“上贤新石器时

代遗址”。农民耕种土地时，到处可见有陶石制品

的文化遗物。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期的文物主要

有：石刀、石斧、刮削器等石器，灰陶、红陶、黑陶、

夹砂陶、彩陶等陶器。同时还发现有陶鬲、兽骨、

青铜器、玉器、双鱼铜镜、漆器、恐龙蛋化石等珍贵

文物。专家考证，该遗址属龙山文化遗址。

离上贤梁不远处就是子夏山，古时候称黑

松岭。传说，宋代名将杨延昭为雪父仇，曾在上

贤西坡的黑松林中追杀了潘仁美，追杀过程中

还用过一种很奇特的暗器——铁蒺藜，至今该

村农户家仍保存有很多铁蒺藜，并盛传潘仁美

之墓就在上贤梁上。

三

我缓步走下塔来，塔的周围是山西七大名

塔的图片和简介，有应县木塔、洪洞飞虹塔、太

原双塔寺双塔、五台山大白塔、汾阳文峰塔、晋

祠舍利生生塔以及文水梵安寺塔。

梵安寺是玄中寺的下院。北魏时期，中国净

土开创祖师高僧昙鸾在玄中寺，宣传净土宗要

义，很多人皈依该宗。昙鸾所奉的《观无量寿

经》，是净土宗三经之一。昙鸾圆寂在梵安寺，随

后葬在文水北峪口。文水人道绰正是继承昙鸾

开创的事业，也成为净土宗的一代著名宗师，使

净土宗真正成为一个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佛教

新宗派。在净土宗史上，昙鸾被追尊为初祖，他

被定为二祖。道绰身材魁伟，仪表堂堂，他初到

玄中寺时，有一次在山道中行走，被一僧人望见，

认为是活佛降临。之后，这个僧人到处传扬，道

绰德望日增，声名远播，僧俗男女赴山朝拜者，络

绎不绝。道绰著有《安乐集》上下卷，因他居住玄

中寺，在唐朝属西河郡，时人也称他为西河禅师。

上 贤 村 中 有 五 棵 古 槐 ，见 证 着 上 贤 的 历

史。走出梵安寺来到村中心，这里有棵汉槐，粗

壮的老槐树遮天蔽日，树冠约百十平方米。据

专家鉴定，有近 2000 年的树龄了。传说，明朝

期间，李闯王进京依此槐为营官兵休整，留下许

多佳话。百姓口口相传，古有三贤：“一等贤人

思社稷，二等贤人惠乡梓，三等贤人尊父母。”这

也成了上贤村的传世村风。上贤村最早有庞、

柳、成、常等姓氏居住，庞、柳、成三姓有亲属关

联，流传有“成家的庙庙，柳家的供品，庞家人祭

典”一说。

在村中，我们发现许多古民居。这里的古

民居多为砖木结构，院落以合院为主，多数为传

统瓦屋顶，意为“聚财”。民居装饰精美，有石

雕、木雕、壁画、砖雕等多种形式的装饰构件，技

艺精湛。常见的木雕图案有石榴、葡萄、瓜、莲

花等多籽植物，动物类中较为常用的有鱼、蝴

蝶、蝙蝠、狮子和鹿，寓意“多子多福”。石雕以

柱础、抱鼓石、门枕石、上马石、栏杆扶手雕刻为

主。砖雕精美，应与当地制陶工艺有关。村里

民居特点鲜明，正房高大坚固，开小门小窗，墙

体厚重，入户门上留有气孔或瞭望孔，房屋多为

平房，但女儿墙外侧多为垛口型，内侧花廊型，

这种建筑风格多因上贤地处子夏山下山前区，

历史上盗匪横行，多为防御之因。院落里居家、

防盗、排水、防洪功能齐全，自成体系。整体民

居建筑技艺精美，独具地方特色。这些民居古

建与梵安寺塔相互映衬，形成了具有历史古韵

的传统村落，2019 年上贤村被列入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

正是梵安寺的故事，让上贤村续写着更加

美丽的传奇……

三川河三川河

清明格律诗

文旅园地

李够梅李够梅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