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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正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凤山道院
都会迎来一年一度的传统庙会。凤山庙会活
动 内 容 有:施 舍,点 头 香,祈 福,问 卜,布 施,观
光。凤山道院于明末清初达到鼎盛时期,一年
四季香火不绝,庙会红极一时。

正月二十六是凤山道院住持孙云际的诞
辰日，孙真人入凤山道院研习道学,炼精淘丹,
虔诚侍奉万灵,精心修整道院,呕心沥血,殚精
竭虑,数十年如一日,世所罕见,令人景仰。所
以香客们都想点第一柱香祭拜，表示自己的
虔诚，即点头香。据传当时庙会期间,远近香
客络绎而来,凤山上下人流如潮。道院内外,
到处搭设牌坊宝棚,呼神唤法,声震山谷。州
民不论男女老少,还是官吏僚属,皆拖家带口
去爬凤山,进香许愿,俗称“遇仙”。尤其是到
了二十五日子时,道院人潮涌动,水泄不通,真
人殿前万头攒动,鞭炮大作,人们在烟雾之中，
争着去点“头香”，热闹非凡。离石人把参与
庙会叫“朝山”,俗称“遇仙”。

关于“遇仙”有一段传说，相传有一年年
岁将近,雪后初霁,州人张善人与孙真人饮酒
聊天，巧遇乞丐打扮的吕洞宾和铁拐李。张
善人将此事说与州人,州人都以为孙真人已列
仙位,与八仙交往甚密,在其诞辰日,许多神仙
都会来庆寿,州人都想一睹神仙风采。因此人
们也把参加庙会称为“遇仙”。朝山的人怕有

眼不识泰山,于是从山底开始就将钱、香烟、食
物等施舍给乞丐,以免错过认识神仙的机会。

凤山庙会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具有广泛

的群众基础，表达了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夙
求，为研究当地民俗、宗教、历史文化提供了
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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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间，我的家乡贾家庄镇大相村曾有一
所卜山书院，被誉称为是“古汾州八景之首”，
其余七景则是汾水行宫、文湖鱼唱等。

记得父亲樊茂桐生前经常对我说：“卜山
书院是我们家祖先投资所建，他名叫樊宗英。
相关情况在《樊氏家谱》上有记载，可惜家谱后
来烧毁了。”

近年来，我认真研读了许多汾阳历史史料，
逐步验证了父亲所言是实。据《汾阳县教育志》

“大事记”中记载：公元 1350年（元至正十年），樊
宗英于城北 10公里大相村创建卜山书院。又
据碑石《有元创建卜山书院记》文载：今汾州西
河县大相村人樊公名宗英者，以其山居密深
——。一如郡县学宫之制，法庭 严，通门宏厂，
圣有殿，贤有庑——。是能事斯毕，而宗英之墓
已有宿草。于是，宗英之弟宗义、宗礼、迄宗英
之子口口创建——。时至正十四年（1354）岁在
甲午秋八月二十八日谨记——尚义乐施前德安
府税务大使樊宗义、樊宗礼立。

上述这两条记载清楚说明三个问题：一是
卜山书院创建的时间与立碑铭记的时间，二是
卜山书院创建距今已有 669年，三是卜山书院
的创建人和立碑者都是我的祖先。

明、清两代，曾有一些文人、学者针对卜山
书院进行了研究，虽然取得一定成果，但也明
显出现许多谬误。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
汾阳诗人、人民作家刘瑞祥先生专程来到大相
村，深入到卜山书院遗址前，进行实地查看并
亲自丈量，还又走访了村里的退休老教师张燕
龙和老村民杜崇高。他根据这次走访所得，又
查阅了许多相关史料，通过由表及里，去伪存
真，深究细研，在他的宏篇巨著《汾州沧桑》上
撰文做出五条正确定论：

一是确定卜山书院一开始就建立在大相
村中西部地带，以元敕额“卜山书院”金字牌匾
悬挂院门为力证。这就表明《汾阳县教育志》
中所记载的“——在城北大相村子夏祠内所
建，后将书院迁于村内”有误。

二是确定“子夏祠”仅是卜山书院内的一间
厅室，而人们传说印象中的“子夏祠”却是位于
大相村东北方约 10公里子夏山上的子夏石室。

三是确定卜山书院的占地面积为 4000平
方米左右，院落分 3节，前院有泮池，池上有石
桥；书院设在后院东西厢房，北部为“子夏祠”，
原置有神阁，内奉孔子、卜子夏等牌位，该遗址
现今仍在。

四是确定卜山书院教授的对象不会是生
员、童生，因此仅相当现今小学程度的蒙馆。

五是确定卜山书院在明、清两代均有乡人
重修和保护，重修者有明万历中期樊宗英九世

孙樊公友、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汾州知府牛
镇和清嘉靖年间罗城镇议叙千总李万清及其
二弟。清道光初年邑人魏荫楷也因设教于书
院，对其倍加保护。

行文至此，我在完全赞同刘先生所得出的
以上五条定论的前提下，还应再加“第六条定
论”，那就是否定民间多年来认为卜山书院就
是卜子夏设馆教书之地的误传。这是因为卜
子夏是春秋末年人，卜山书院建立时，他已经
辞世一千多年了，既如此，那他怎还会前来大
相村设馆教书呢？至于我家祖先为何起名“卜
山书院”，虽无任何历史信息相传，但很可能是
缘于名人效应吧。既然历史上卜子夏是我国
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孔子的“七十二贤”之一，
那么以他的名字为书院命名，一定会大大提高
书院的知名度。

明、清两代，曾有一些文人、学者非常关注
卜山书院，他们以碑记的形式记载之，还以诗
词的格律歌咏之。例如前者曾有清代汾州知
府牛镇曾作《重修大相里村卜山书院碑记》，后
者曾有以张绅、朱之俊、孔天胤、曹学闵、曹锡
龄等文人的数十首诗词留传于今。但总观这
些诗词，大多所写内容与卜山书院实际情况差
距很大。针对这个问题，刘瑞祥先生在他的

《汾州沧桑》中作了这样的解释:旧县志上载有
许多写卜山书院的诗，从字面上看，环境描写
大多是写山上，这是由于古文人崇名崇胜，在
艺术上的一种移花接木的美学手段。把传说
中的卜子夏设教之地，在诗中描绘为曾是有过
一片朗朗读书声的圣地，自然要比大相村的卜
山书院有诗意的多。刘瑞祥先生也曾作一首
题目叫做“咏卜山书院”的短诗：

卜山书院贤者开，
子夏何需考往来。
但喜书声最入耳，
千古悠悠盈天籁。
这首短诗的大意是，既然卜山书院是有识

之士为了培育优秀人才所建立，因此就不必再
考证卜子夏是否来过大相村了。很高兴听到
从卜山书院传出来的读书声，就好像是优美悦
耳的天籁之音。这首短诗言简意明，观点突
出，让读者读之耳目一新。

卜山书院早年间曾有一块见方约一米的
石碑，石碑上有明末清初思想家、书法家傅山
真迹。上世纪七十年代，家乡新建小学，村集
体为了妥善保护文物，将这块石碑嵌建在教室
墙壁内。时至今日大约近 50 年时间，这块嵌
石已先后接受了来自汾阳市内许多次文化、教
育部门人士的观赏。

在漫长岁月中，卜山书院的办学遇战乱而

停课 ，逢安定而复课，就这样延续了下来。
《汾阳县志》和《汾阳教育志》都把卜山书

院的历史下限定格在民国年间，我作为樊氏家
族的后代，有责任接此下限，并延续至今。

上世纪五十年代，家乡聘请西陈家庄村一
位姓刘的老先生在卜山书院为全村少年讲授
初小课程，因他教学严谨，脾性暴躁，学生们送
了他个外号叫“刘大炮”。上世纪六十至七十
年代，家乡的小学生们陆续前往邻村罗城村小
学上学，卜山书院先后被村集体牛奶厂、副业
队占据，书院里的许多石碑随之被拉运走，主
要作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渠闸配套工程。八十
年代，村副业队逐步解体，村集体将卜山书院
遗址全部批建为民用宅基地。

现在，卜山书院的群体建筑虽然早已在人们
的视线中消失多年，但因它演绎出的精彩奇异的
民间传说故事依然在汾阳大地上广为流传：

从前，大相村名叫古相城。
古相城有座卜山书院，书院门前立着一块

石碑，一来因书院里文气旺盛，致使石碑上也
盈了一身；二来学生们上、下学来回走，常在石
碑上摸摸揣揣，又使它得到了孩童们的勃勃生
机。天长日久，石碑有了灵性，能够变幻为人
形，混迹到民间。卜山书院紧靠一条官道，外
村拉炭的马车都要从这里路过，车辚辚，马萧
萧，倒也热闹。可是，自从书院门前常常在天
黑以前发生姑娘拦路的事，车马都不大敢从这
里通过了。据说，只要让那姑娘坐上车，赶车
的准要着迷，紧走慢走，天明还出不了村口。

城北乡有个年轻的车把式，姓武，人称“神
鞭武”。他自幼习武，身怀绝技，一条鞭子舞动
起来，打空中鸟，百发百中。他艺高胆大，不信
邪。这天傍晚，他不听伙伴们的劝告，偏要走
卜山书院门口。果然，有位姑娘拦住他的去
路，说:“武家大哥行行好，请把奴家捎一捎。”

“神鞭武”说:“不怕慢，光怕站，站一站，二里
半，掌柜的回去不管饭。”那姑娘把脸一沉，冷
冰冰地说：“车打门前过，不捎不得过，不叫坐
也要坐！”一边说，一边坐到了“神鞭武”的车尾
部，登时压得马车“吱吱”响，辕骡也吊起半尺
高。“神鞭武”大怒，挥舞长鞭甩过去，只听“叭”
地一声，火星四溅，那姑娘却连影儿也不见了。

从此，卜山书院门前的那块石碑便飞到一
里地以外的村南。只是石碑上多了一道鞭
痕。它的灵性消失了。

卜山书院还有第二种传说，其内容是有一
天，卜山书院门前的石碑变化为一个老者向南
行走，恰遇一赶车人吆喝着牲灵从后面追来。
他想搭车，便问道：“老弟，你这车能否载得动
我？”赶车人看了他一眼，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怎会载不动你？你又不是卜山书院门前的那
块石碑！”赶车人一语道破机关，使他很快现出
原形，僵立在大路旁边，再没能向前行走，也没
能回到卜山书院门前。

综观上述卜山书院的两种传说，其内容大
同小异。故事情节虽都纯属虚构，石碑就是石
碑，哪会变成姑娘或者老者？但其中却寓含着
劳动人民的某种愿望和理想。正确理解这两种
民间传说的含义有三个方面:一是正如前文所
述，卜山书院文化气息和教育气息浓重，竟然把
石碑都沾染上了灵气，同时又把村集体拉运走
许多石碑建筑渠闸和转移书院门前那块石碑位
置的事实，演绎为石碑成精变幻为姑娘或老者
自行出走的传说，让人们听来颇有趣味。二是
在石碑的第一种传说中，“神鞭武”挥鞭怒打石
碑精，这是对劳动人们英勇无畏崇高精神的赞
扬。三是在石碑的第二种传说中，对于赶车人
漫不经心地一语道破“老者”机关一事，既可解
释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说的一些不经意间
的语言有时会发挥出奇特的作用；还可解释为
赶车人事先早已知晓“老者”就是石碑的化身，
为防止对方纠缠，迅速做出了有效应对之策，充
分体现出他的聪明机智和胆识超人。

卜山书院既是一种地方优秀传统文化，
也是一种严谨教学与刻苦求学完美结合的崇
高精神。时至现今，家乡的人民一直都在以
实际行动传承这种文化，弘扬这种精神。具
体体现在，2011 年，村党支部、村委会为了推
进新农村建设，在村北汾酒大道南端新建两
栋六层居民住宅大楼，特取名为“卜山苑”小
区。近几年来，村里开设了许多家民营饭店，
他们在取饭店名称时，大多想冠以“卜山”二
字，其中村民董成斌在卜山书院遗址上开设
的“ 卜 山 家 宴 ”饭 店 ，顾 客 盈 门 ，生 意 兴 隆 。
2017 年 11 月 12 日，家乡小学组织全校师生
200 多名召开“卜山文化传播推进会”，特聘
请我为讲师，在会上主讲了卜山书院的创建
人、创建时间、讲学成就及现状，并又以讲述

“卜山书院石碑的传说”这一角度，渲染了书
院早年间浓厚的文化氛围。

古汾州八景之首卜山书院
□ 樊启俭

凤山庙会 秦香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