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驱车前往碛口古镇，一路上孩子们欢
声笑语使车内的气氛极其的兴奋，望着蓝
的像海一样的天空，心绪也早已奔向梦中
的碛口。

汽车在这条跨越 4市 17县的沿黄公路
上急驰着，一溜的柏油马路，平平整整的，
以前的商人们靠着驼队马车走在泥泞的土
路上，费上个几天几夜，那种跋涉中的艰辛
和劳苦是我们这代人无法想象的。公路两
旁高低错落有致的房子，房顶上烟囱里冒
出的烟火气息，庄稼地里一片绿油油的景
色，使我浮躁的心，慢慢平静，贪婪地享受
着片刻的惬意。或许是千百年来生活在黄
河岸边祖辈们特有的乡土和风情让我思绪
万千、留连忘返。虽然我没有在农村呆过，
但是总有一股喜欢世外桃源和田园生活的
喜好！我的孩子们自然更是不懂这些，望
着他们的背影，我仿佛又回到了孩童时代，
在奶奶家拉风箱的情景……

以前在临县不管城里还是乡村家家户
户睡的火炕旁必定都有用砖或黄泥砌成的
锅灶，并排过来放着一个风箱，砌垒的整整
齐齐的灶台上坐着一口大大的锅，里面填
好水以后，点燃柴禾或废纸放进锅灶口里
面，右手拉风箱，左手添柴火。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它，在不
大的临县城里可是不能或缺的物件。那么
掌控它的自然是这个家的贤内助，我的奶
奶。奶奶是个家庭主妇，她一辈子生养了
七个孩子，全家十几口一天的吃喝用度，都
得靠她计划好。在我的脑海中全都是她穿
着老式的、传统的棉袄，头上戴着手工编织
的帽子，腰里围着一个长长的大围裙，挥舞
着铜质的锅铲，在方寸之间的灶台上演译
着最平淡的生活，最琐碎的工作。奶奶一
个瘦弱的婆姨把个风箱拉的呼呼作响，灶
火里的水不多一会儿就沸腾起来，奶奶麻
利儿的炒菜、下面，我站在边边上看着，手指
头也不自觉地伸进嘴里抿着，奶奶回头一
看，拉我过来说：“你呀，来拉风哈来”，我抱
着玩玩的心态，迅速地坐在高高的风箱前，
两个手把着把儿，用着吃奶的劲，使劲地拉
着，风箱发出“呼嗒，呼嗒”的声音，好像在对
我说：“小样儿，挺有劲呀”！饭熟了，大家伙
儿围坐在一起，品尝着柴火饭，笑着谈着
……

风箱在临县方言里也叫“风哈”，顾名
思义，用来产生风力的设备，由一个木箱，一
个推拉的木制把手和活动木箱构成，用手
拉开活动木箱，空气通过进气口使风箱的

皮袋 内充满空气，而且并不塌缩，再拉动
将其内的空气压出，空气通过输风管进入
炉中，这是官方的解释。最常见的一种是
由木器、长方形活动木箱构成，用来鼓风，它
的前面、下面和左面各有着一个小孔，长、
宽、高都不超过 100公分，风箱的拉手下面
留着一个正方形孔，有一个“小门帘”一拉风
箱，那“小门帘”，掀开一次，通过它带来的风
可以使炉火旺盛，以此用来烧火做饭，对于
小时候的我来说，它很神奇，好像在变戏法，
我甚至一度以为它是不是老鼠的家，那每
一次掀开的“小门帘”好像是老鼠妈妈倚在
门框上，凝望着它外出觅食的家人平安归
来，但是每次都是失望，只有黑黑的、深不见
底的“长洞洞”，后来长大一点了，慢慢知道
就是那个“长洞洞 ”，把风送上灶壁入口通
向灶膛，使奶奶做出了各种美食，老鼠一家
的奇事已经越来越模糊。反之是只要我拉
风箱，就有好东西吃，我最喜欢干了。再后
来，就没有了风箱的足迹，每年过年回去总
有一番失落，心想也是她常年在锅灶旁默
默无闻、烟熏火燎的干活，没有那好看的装
饰，一直以一身黑衣示人，难免让人忘却。
但是谁又能感念它抚育大人孩子肚皮的艰
辛呢？好像它干的一切是那么的理所当
然，直到青丝变白发，曾经的孩子也有了孩
子，才真正懂得它的伟大！

孩子的一声尖叫把我从回忆里拉回
来，“妈妈看，黄河”，孩子们火急火燎的一
窝蜂下车，瞬间不见了人影，我也跟着她们
的脚步踉跄的跑到了黄河边，看着缓缓的
流淌的黄河水，拔地而起的山，敬畏之心油
然而生。一声声浪声，将我的心飘进了母
亲的怀中，母亲用她的气吞山河之势领着
我前进领着我奔腾，领着我感受母亲的豪
迈。人们尽情的吮吸着黄河，吮吸着母亲
的乳汁，他们渴望母亲的爱抚，他们需要母
亲的滋润，黄皮肤、黑眼睛的我们，回归到
母亲的怀抱，可以肆意的撒娇、扑腾，母亲
只会微笑的看着她的孩子，温柔而恬静，她
的孩子们是多么的优秀，自信、自强、自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突然间我又想起了风
箱，匆匆把几个猴孩子交代给随行的亲朋，
独自一人去寻我儿时的念想，走在碛口的
街道上，一路上的景色自然是复原以前的
繁华，美丽的碛口镇位于晋西吕梁山，黄河
晋陕峡谷中部，临县之南端，明清至民国年
间，凭借黄河水运成为北方商贸重镇，享有

“九曲黄河第一镇”、“千年险滩”之美誉，是
晋商发祥地之一。黄河水自北而来，湫水
以东而至，卧虎山横亘镇北，黑龙庙雄峙河
东，山的气势，河的雄浑，形成了“虎啸黄

河、龙吟碛口”，这是历代文人对碛口最大
的褒奖。我一路走来，古镇风韵、水旱码
头、卧虎龙庙、黄河漂流、红枣园林，最终在

“西湾民居”这个民宅里又看见了风箱，见
着她，百感交集，风箱虽然已淡出人们的视
野，在时代的变迁中，这种独特的制作手艺
也面临着失传！但它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
晶，手拉风箱，听着祖辈讲故事，是一代人
儿时的乐趣，都成为记忆了。

她是那样的安静，静的仿佛在思考着
什么，又像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端坐灶
前，看着世事变化,沧海变桑田，它的躯体
是那样的笨重，样貌斑驳琉璃，与现代的灶
炉没法比，但是它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风箱虽小，但她却像我们伟大的中华儿女
一样继承了先辈的智慧和品格，曾经那段
被枪林弹雨异国铁蹄蹂躏过的记忆已被历
史深深珍藏，走过屈辱走过苦难的先辈们，
用千年如一的信念凝聚成一面鲜红的旗
帜，指引着祖国走向成熟，走进辉煌, 走向
成功。

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
泰民安，各项事业兴旺发达，蒸蒸日上。在
党科学、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条心，
以昂扬的斗志和辛勤的劳动，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奇迹，实现着强国富民、民族复兴的
百年梦想。

风箱和奔腾不息的黄河水一样，带走
了一些苦的、酸的泥沙，但永远不会带走的
是内心的希望，眼前的风箱仿佛又闪动起
火光，那火光里有奶奶的背影，有永远不会
忘却的味道。我望着风箱，猜不出它吸进
了多少故事，又排出去多少艰辛和苦难，在
现代生活中风箱已经不存在了，将它的贡
献淡化成了记忆里的冒着热气的美食。如
今，它作为博物馆里的民俗物件，使人驻足
留恋。祖辈在黄河边上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凭着对黄河——母亲河的眷恋，不忍离
开。“风箱”是一种乡情，一种依赖，凝聚着
古老的文化，牵扯着不舍的亲情，一种祖辈
的顽强和这黄河水一样的不屈与坚韧，是
一份深深的、难忘的乡村记忆。

72021年 8月 18日 星期三
文 化晚报版部主办 电子信箱：llrbxqk@126.com

组版 孙健芳 责编 木二东 校对 王艳

吕梁
故事

自从在吕梁风群里，看到博雅堂主分
享的视频和美篇，就对那满柜子的酒瓶充
满了兴趣，那是一些什么样的装酒容器，吸
引人精心收藏；更对博雅堂主充满了好奇，
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对酒瓶如此情有独
钟，倾尽心力去做这样的收藏?带着崇敬和
好奇，我跟着刘述亮老师走进了博雅堂。

据刘老师介绍，“博雅堂，顾名思义，“博”
者，多、广、大；“雅”者，美好、高尚、不粗俗；博
雅，意指学识渊博，品行端正”。堂主的初衷
是，“博雅堂”里，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成
为博雅君子相聚的地方。坐下后，燃起檀香，
煮着红茶，置身期间，才真正感受它的妙处。
这个面积 180平米的所在，分设独立酒器和
扑克展馆各一个，展示酒器精品 1000余件、
扑克精品3000余件，让人目不暇接。真可谓

“出门小天地，入室大世界”。难怪刘老师自
豪地说，“我从早到晚一个人呆在这里，也不
会寂寞，这些瓶子扑克，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每天呵护着，思索着，日子就变的充满趣
味”。是啊，这样的一方天地，对于博雅君子
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展馆成立以来，就
成为文人墨客喜闻乐见的雅致所在，访客络
绎不绝，成为名副其实的博雅君子聚集地。

休息片刻，主客双方都迫不及待地想交
流关于瓶子的事了，刘老师打开柜子，开始

了详细的介绍。博雅堂收藏的第一个理念
是精品收藏。酒器品种浩如烟海，博雅堂侧
重于“是瓶不像瓶”的艺术酒瓶收藏。目前
藏品主要为：人物春秋、动物世界、山石造
型、军事科学、书画艺术、瓷器艺术、酒版艺
术、旗袍艺术 9大类。正如高文涛先生所描
述的“红军小号手，号角震天鸣”承载着红色
革命史；“关公端坐，绿袍红脸长髯；武松打
虎，怒目圆睁挥拳；八戒憨态，长嘴大耳青
衫；黛玉玲珑，桃腮凤眼羞颜”展示了四大名
著的魅力。“弥勒慈祥，大肚笑口乐颠；过海
八仙，神奇本领通天；观音露齿，合掌打坐参
禅；财神送宝，手持如意下凡”美丽的神话传
说，寄托了中国人的美好祈愿。“旗袍美女，
纤腰秀颈削肩；飞禽走兽，凤凰骏马撒欢；青
花五彩，色泽典雅斑斓；钧窑磁器，大方漂亮
高端……”.一件件栩栩如生的佳品承载着
文化，记录着工艺，讲述着故事，犹如一卷卷
百科全书，默默传递着知识，演绎着故事，酝
酿着情感。让人不禁叹息时间太短，头脑太
小，无法在短时间内容纳这浩大的文化大
餐，暗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还要再来。

接着是听刘老师介绍扑克收藏，藏品主
要为：异型之美、国学经典、红色经典、文化
旅游、文物收藏、文学名著、故宫藏宝、佛道
艺术、连环画类、明信片 10大类。由于时间

太紧，只能粗略的观了其外形，未能领略其
内涵的丰富。长达三个多小时的介绍，让人
意犹未尽，流连忘返，恍如在时光的隧道里，
偶遇了历史，静观世态风云，体察风俗变迁，
享受了一道丰盛非凡的文化大宴。

是啊，收藏的世界里，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博雅堂主刘述亮，有
着多年在教育、宣传、文化部门工作的积
淀，对收藏文化有广泛的兴趣和精深的造
诣，在奇石、酒器、扑克、邮票、门 收藏等
多个方面都有所涉猎，尤其对酒器、扑克收
藏投入了较大精力并且成就斐然。并荣获

“中国十大酒牌收藏家”、“山西省酒器收藏
达人”、“中国优秀扑克藏馆”、“中国杰出扑
克收藏家”等多项殊荣，收藏事迹在全国各
大网站和新闻媒体作了报道。博雅堂也在
2016年 9月，被山西省收藏家协会授予“博
雅堂艺术馆”称呼。

在时间的催促下，我们依依不舍的离
开了博雅堂，但收藏文化的美，却在心底扎
下了根。“收藏恒久远，艺术永流传”，中华
文化渊远流长，博大精深，有太多精品值得
珍藏。未来的博雅堂将继续弘扬收藏文
化，在刘述亮老师锲而不舍的坚持下，致力
于开创收藏事业的美好明天，博雅堂的藏
品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犹如闪烁在
璀璨夜空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立于世界
收藏之林，传承千秋万代。

风 箱 情
□ 康瑞芳

永远的博雅堂
□ 卫彦琴

《红楼梦》大观园乃贾府荣
国府的附属花园，元妃省亲时进
行了大规模扩建，地理位置自然
在 小 说 背 景 地 贾 府 之 长 安 都 。
大观园地理位置主要体现在十
七、十八回，特别是十八回贾元
春回到贾府组织姊妹们题写对
联匾额诗句里。

首先“芳园筑向帝城西，华
日祥云笼罩奇”，明确说明贾府
大观园大体上地处首都北京之
西方，见十八回薛宝钗之题诗。
然 而 具 体 在 西 方 多 远 的 位 置 ？
请看元妃回长安城贾府省亲描
写：“贾赦领合族子侄在西街门
外,贾母领合族女眷在大门外迎
接，半日静悄悄的，忽见一对红
衣太监骑马缓缓的走来, 至西街
门下了马，将马赶出围外，便垂
手面西站住”。“贾赦等在西街门
外, 贾母等在荣府大门外”迎接
且面西站立，显然元妃回故乡是
从长安府城西门入城的，如果贾
府在北京城的西郊，元妃出故宫
来到贾府之地应该从贾府之东
街东门进入才是最为合理最近
的路线，为什么元妃反而从西门
外进入长安府城？说明小说里
的长安府都中不在北京城西郊
附近，而在离北京较远的一座西
方某州府之地。林黛玉赞美大
观园词有句：“名园筑何处，仙境
别红尘”，强调了贾府大观园远
离红尘（北京）即贾府长安府远
离明清之北京城。脂砚斋批语
也明确小说隐藏了州县地名，明
确贾府所居的长安府乃是州县
之地。

那么，大观园长安府在北京
之西方的那省那州？请看贾妃有
句“衔山抱水建来精，多少功夫始
筑成”，长安府城“衔山抱水”，有
此格局的城市必在太行山左右
了。府城抱着那条河水？请看惜
春之句曰“山水横拖千里外，楼台
高起五云中”，水横千里这不正是
汾河特指吗？汉武帝秋风词之后

“横汾”成为汾河之别称，而高耸
的五云似乎暗示了五台山，贾府长安锁定在山西了！那
么山西的那一座城市？李纨诗赞大观园曰：“秀水明山
抱复回，风流文采胜蓬莱。绿裁歌扇迷芳草，红衬湘裙
舞落梅”。“抱复”当指“抱腹岩”，汾州府南介休绵山的著
名别称，好了，可以推定长安贾府地在汾州也。十七回
大观园有联曰“三径香风飘玉蕙,一庭明月照金兰”，“三
径”不也有“三晋”之谐音？唐代刘禹锡题写金陵城有句

“一方明月可中庭”，曹雪芹借“一庭明月”寓言贾家祖籍
金陵实际记朱家，“金兰”则是汾州庆成王诗社名。惜春
句子：“园修日月光辉里，景夺文章造化功”，“日月光辉”
点出大观园是明代所修。明清时期，一座城里分东、西
两府的情况绝无仅有，全国仅见汾州永和王、庆成王有
世称东、西府的记载，自然是《红楼梦》极好的参考资
料。大观园里有一景点叫“杏帘在望”杏花村，当然是酒
乡的象征了，而这个酒乡最终改名为稻香村，要知道明
清时期汾州特产羊羔酒就是用文湖稻谷酿造的，贾宝玉
自称羊羔酒肚子，此又一汾州标志了。特别是迎接贾元
春的机构还有五城兵备道，汾阳明清外号“五连城”。

《红楼梦》电视剧组也看出了小说里的这一方位
暗示，所以在北京西城区修建了拍摄地大观园，在遥
远的北京西南方的石家庄正定县修建了荣国府和宁
荣街等等影视基地，基本上吻合小说里的长安贾府方
位。根据小说十八回文本推断，实际上长安府更在正
定西的山西呢。小说里长安城的北门叫北下之门，省
会在北，长安府在南，故从北向南叫“下”，汾州地势北
高南低，自北而南可谓北下。

红学界关于大观园原型在那里，并没有给出答
案，有人猜测在北京圆明园，有人猜测是南京的随园，
有人猜测是杭州西溪，有人猜测是江苏水绘园等等等
等，曹雪其笔下的大观园“天上人间诸景备”，所以多
数人又认为大观园是曹雪芹集华夏名园之大成而杜
撰的。不是吗，即便是曹雪芹杜撰，也有个地理位置
吧？而根据文本推定其地理位置在汾州，清初汾阳文
人朱氏后裔吕文棂归纳的永和王府旧园《天乐园记》，
所记山水奇特亭楼如画，与大观园颇为相似，无疑当
是曹公杜撰大观园的参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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