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难分离 迁居王狮
南宋朝廷殿前都统制（战前三军统帅。特

定时期的临时职务，非国家正式编制）祝靖，河
北省磁州人，字奠宇，幼年聪颖好学上进，长大
后文武双全，人才出众。进士及第，娶妻武穆
王大将军岳飞姑母。婚后生下八个儿子。长
子祝景彦、次子祝景宏、三子祝景清、四子祝景
明、五子祝景行、六子祝景止、七子祝景龙、八
子祝景燕。由于祝靖夫妇教子有方，受良好家
风的影响，8 个儿子，人人争先，个个奋斗，皆
学有所成。但是，由于北宋政府政治腐败，治
国无能、任人唯亲、陷害忠良、排除异己、独断
专行、天下志士能人，纵有满腹经纶，也只能是
怀才不遇；一腔热血，只好付之东流。当时，外
敌虎视眈眈，不断进犯中原，金兀术肆无忌惮，
挥鞭南下，铁蹄踏遍“两河”流域，宋军节节败

退，屡屡弃城而逃。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破
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俘虏和抢走了宋徽
宗、宋钦宗父子和大批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
贵卿、朝臣等 3000 余人，以及大量金银珠宝、
名人字画，京城公私财物被洗劫一空，其场面
惨不忍睹，真可谓是“万户萧疏鬼唱歌”，史称

“靖康之变”。至此，北宋王朝如江河日下，气
息奄奄。抗金名将岳飞在《满江红》词中仰天
长叹：“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堂堂
大宋天朝，国将不国，人妖颠倒。

公元 1142 年 1 月 27 日，大将军岳飞风波
亭惨遭迫害，这是宋高宗赵构和奸臣秦桧合
谋共同导演的一场残害忠良的历史闹剧。事
件发生后，朝野上下，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不可终日，许多朝中重臣受到牵连，祝靖一
家首当其冲。幸亏祝靖早已做好了防范的应
对措施，赶在官兵下手之前，将一家老小秘
密转移到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进行躲藏。由
于情况危急，一家人达成一致意见，祝家人
万不可心存侥幸，应尽快隐姓埋名，流落他
乡，四海为家。于是将祝 （zhu） 姓改为俎
(zu)姓 （近音）。祝靖满脸凝重，命家人取来
一祖传青花瓷盘，在膝盖上一磕两瓣子，两
磕 4 块， 4 块磕成 8 块， 8 个儿子，作为信
物，人手一块。面对生离死别，8 个儿子抱
住爹妈哭成个泪人，天地为之动容，草木为
之垂泪。时间容不得他们多想，8 个儿子，
依次跪在地上，向父母作别，夫人再也不忍
心看下去了，泣不成声、哽咽着捂着口被丫
环搀走了，祝靖挣扎着颤抖的身子，目送着
儿子们的背影，好长时间还怔怔地呆在门口
张望。至此，祝靖一家骨肉分离，亡命天
涯。长子俎景彦在磁州就近隐身街巷；次子俎
景宏逃往长垣；三子俎景靖、四子俎景明渡过
黄河定居太康；五子俎景行流落许昌；六子俎
景止贾于真阳；七子俎景龙耕于静乐（后裔迁
居岚县王狮村）；八子俎景燕讲学于枣强县。

南北二院 乡里称颂
七子俎景龙后裔定居王狮村后，辛勤耕

耘、节俭持家，人丁兴旺，事业蒸蒸日上，分出
南北二院。北院“书房院”“麒麟院”“牌楼俎”
名扬岚县；南院“璋、 、琳、壁”四门乡里称颂。

“书房院”“麒麟院”“牌楼俎”是因王狮俎
氏辉祖、耀祖兄弟二人于清乾隆年间双双考取
进士而得名。辉祖、耀祖母亲 18岁丧夫，她为
了继承丈夫遗志，再未改嫁。在兄弟们的帮衬
下，儿子辉祖、耀祖不负众望，双双考取了进
士，成为俎氏乃至当地寒门子弟通过刻苦攻
读，光宗耀祖改换门庭的典范，一时成为佳
话。为此当地人将辉祖、耀祖居住的院子北院
称作书房院。

辉祖、耀祖兄弟二人同科得中进士的骄人
业绩，被同窗好友、兴县同乡孙嘉淦禀奏给皇
上，皇上听了孙嘉淦的汇报，觉得真是眼前一
亮、深受感动。孙嘉淦见皇上感兴趣，进一步
加强道：一个寡妇含辛茹苦哺育出两个进士
来，可是奇迹！可是奇迹！皇上点头称是，当
即赐建贞节牌坊一处，并且亲自挥毫题字，兴
建费用下旨当地县令，命其减免王狮村一年税
银。牌楼矗立于王狮村村口，可惜牌楼毁于抗
日战争年代。

麒麟院的由来。话说清朝雍正年间某一
天。王狮俎氏养的一头大黄怀犊牛被
长工赶上耕地时，产下一个似牛非牛
似马非马的四不像怪物。当时已是晌
午时分，太阳照在犁耳上，反射出明晃
晃的光辉来，晃得这个怪物直眨巴眨
巴眼，然后伸出舌头，舔了一口犁耳，
可舌头舔处，犁耳一下子舔出个豁子
来。长工一见，傻眼了，我的爹，这是
个怪嘛！长工容不得多想，扔下鞭子，
摘下欠杆，用尽平生力气，对着又眨巴

眼睛、又伸舌头的怪物头上狠狠地砸去，可怜
那怪物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当即怪叫一声，
赤条条的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长工试探着
伸出脚踢了踢，坚信怪物肯定死了，才长长地
舒了口气。晌午，长工将怪物尸体驮在牛身
上，路过大街，惹得人们争相观看。长工回到
家中，向东家一五一十叙述了事情的经过，此
时，大院里挤满了前来看热闹的人，大家你一
言我一语，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怪物是一个
什么东西。东家捋了捋胡子沉思道：古人说
过，牛下麒麟，猪下像，骆驼下的四不像，这怪
物莫非是头麒麟不成。东家抱着试探的想法，
当即派人骑快马带上此物连夜送到太原府。
太原府尹看了怪物觉得确实生得怪异，不好决
断，又十里加急马不停蹄送到京城，经朝廷鉴
定，这怪物属于珍稀动物麒麟。得知是麒麟，
人们大眼瞪小眼、面面相觑。真可惜啊。按照
朝廷法律，打死珍稀动物是要治罪的，但是，考
虑到老百姓不知情，决定免于处分。而且，但
凡是珍稀动物麒麟光顾的人家肯定是一家积
善人家。于是，皇上赐于王狮村俎氏“麒麟院”
牌匾一块。勉励其积德行善，再接再厉、发扬
光大。

南院“璋、 、琳、壁”四门传承了俎氏良好
的家风和耕读继世长的优良传统，人才辈出，
为光宗耀祖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
献，受到当地人的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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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故事

勤劳和睦持家

“世兴堂”一词，如同当今民营企业中某某
公司，民国年间在晋西北临县出现的这家民营
企业“吕氏世兴堂”，坐落在湫水河下游西岸枣
圪 村，那时候的“吕氏世兴堂”闻名十里八
乡，传遍全县。

清光绪年间，山西临县枣圪 村有家贫苦
农民，户主吕世有不到 20 岁，此人从小聪明、
勤劳忠厚、喜交朋友，从小学得一手木工技术，
常年给人家修房盖屋，挣点工钱养家，另外租
来几亩薄地，种点粮食供全家糊口，虽然生活
艰苦，但他的内贤（妻子）持家有方，省吃俭用，
全家和睦相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了起来，土
地由租种变成购置，开始修建自己房宅。

优越的地理条件

地处交通要道的枣圪 村，是一处主要住
宿站口，成为吕世有致富的有利条件。上自白
文镇下到碛口镇，沿湫水河有一条牛马车辆大
道，商贾小贩将晋西北的胡麻油、小米、燕麦莜
面等土特产集运到白文，再由牛马车辆发运至
碛口。从宁夏、甘肃等地，通过黄河水运，将枸
杞、百合、白羊毛集运到碛口码头。另一条大
道从碛口经三交、崔家坪，通往大武、吴城、汾
阳的骡马大道。将云集在碛口的大量物资商
品，通过这两条大道由畜力运出临县。上述两
条交通要道往返必须经过枣圪 站口。那个
年代枣圪 就有了一条街道，街上设有铺面门
市，骡马大店、商贾客栈。

弃旧习创新路

吕世有虽然目不识丁，但思想开放，容易

接受新的东西。进入民国，山西省政府号召全
省农民种植棉花，枣圪 平地多，土壤优良，很
适宜棉花生长。别人生怕种棉花吃亏，不敢试
种，可是他不怕，试种了几亩，一年下来产量虽
不高，但比种粮食划得来，第二年扩大了种植
面积，接连逐年扩大。

务农需要大量自然肥料，棉田更是需要，
他在进村和出村的大道中间挖了几处“驴毛
坑”，坑内垫有玉米秆或青草，上面再铺一层黄
土，进出的毛驴及其他牲畜，一踏入“驴毛坑”
自然地站住屙屎屙尿，每年更换多次，解决了
肥料问题。

在棉花指导员的指导下，将那些土质不好
的棉田进行土壤改造，做到深耕细作，打枝去
芽。别人的棉花亩产七八十斤，他的超过百
斤，而且都是雪白的上等棉，深受买主欢迎。
一面出卖棉花，一面购买棉田，以滚雪球的办
法，一年胜过一年，世兴堂很快富裕起来。

务农兼商广开财源

吕世有和他的胞弟吕世康同心合力，经过
多年艰苦创业，家境变化巨大，买来压花机将
籽棉及时去籽成为纯棉销售出去，还给他人去
籽，收取加工费用。同时雇佣长工，另有短工，
购置良田扩大种棉土地面积。接着在街口新
建起骡马大店与客栈，顾客盈门。开设有坐堂
医生中药堂，对贫苦人求医买药予以照顾。还
有面铺，将收购得小麦加工成面粉出售，穷人
买面，价格优惠。同时经营从外国进口的靛青
染料和犀牛角，获利可佳。

民国年间，村民选举吕世有当了多年的村
长和义仓主任，因为他一贯仗义施舍，关心贫
困人户，受到全村人的好评。他对子女的教育
十分重视，从村小念书到县立高等小学毕业，
有的直至太原国民师范毕业。

吕世有全家经过 40多年刻苦努力，经亲朋

好友提出，村民一致拥护，给吕世有送了一块木
制“吕氏世兴堂”牌匾，挂在新宅大门之上，黑底
金色字，十分显目，过往行人驻足观看。

响应党的抗日号召

红军北上抗日到达延安，东渡黄河来到临
县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战
争，枣圪 的吕世有积极响应党的“有钱出钱、
有粮出粮、有人出人、有力出力”的四大动员号
召，他带头捐款捐粮，鼓励和支持自己的 5 个
子女走出家门投身革命，参加抗日运动。在抗
战 8年中先后给抗日政府援助粮食 30多担（每
担近 300斤，共计 1万市斤），现金银元共计 200
多元，获得临县抗日政府多次表彰，同时受到
晋绥三分区（今吕梁市）赞扬。

1944 年，积劳成疾，六十三岁的吕世有病
故了，胞弟吕世康接过世兴堂全部家业，对待
贫苦大众同样照顾。吕氏世兴堂土改中被划
为农民兼商开明地主，大门上的世兴堂牌匾被
砸烂了，民国年的旧照片因吕氏对穷人有好
处，保留下来。照片中的人物，曾经分布在临
县、太原、北京、西安、四川、安徽等地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国营企业任职工作的达 11人以
上。

老照片 示富贵

全家福老照片，摄于 1936年 3月 31日（民
国二十五年农历三月初九），临县枣圪 村，吕
氏世兴堂新建宅院，至今 83年。

照片中四世同堂，共 33 口，后 1 排右 2 为
户主吕世有，他的挨身左右是他的母亲和胞
弟，后 3排右 1为笔者母亲。而今健在的只有 3
人，即前 1排右 3不满 10岁的笔者（外孙）手中
拿 1 本书，右 5 薛恩民 8 岁，后 3 排右 4 怀抱两
岁的家孙吕荣爱，现在他们是耄耋老人了。人
物穿着非同一般，男女服装全是买来的细洋布
制作，其中 8 位女儿和媳妇，每人身上白银首
饰有：银锁项链、肚巾项链、两只手镯、耳环、发
夹、发钗、戒指等，每人不下 20两，共需纯银 16
市斤。那时候请摄影师专程来到农村摄全家
像的人户，非常之少，凤毛麟角。

老照片有一副老式对联，引人注目：
上联：无违父慈子孝之美风
下联：恒守兄友弟恭之良训
横联：丕振家声

岚县王狮俎氏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 丁茂堂

王狮村是一个杂姓聚居的
村子。村里俎冯刘李，张王牛
马等姓氏多达十几姓,然而姓氏
最多的还数俎姓,俎姓占到王狮
村总姓氏的 70%以上。而且，
俎姓在王狮居住的历史也是比
较长的姓氏之一。据有关史料
记载，至少在明代俎氏就已经
在王狮村繁衍生息了。其实，
王狮俎氏既不读俎（ju），也不姓
俎 （zu）,而是姓祝（zhu）,是祝
靖七子祝景龙之后裔。欲知详
情，请看下面解说。

世兴堂的老照片
□ 李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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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的这幅老照片（原件
附后），虽经历 80多年沧桑，至今
清晰显目。照片详实记述了山西
临县一户贫苦农民所走的弃旧创
新致富道路及抗战刚开始就能积
极响应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四大”
动员号召。当年这家农户在临县
闻名一时的故事，至今鲜为人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