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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梵安寺素饼，原系吐鲁番人所荐给
上贤张姓人家，又因唐朝太子来上贤梵安寺
带发修行时，方丈常以该饼待之，被太子命名
为梵安寺素饼，亦称上贤素饼。梵安寺素饼
以小麦粉、核桃仁、花生仁、白芝麻、红白糖、
菜籽油、大豆油等为主要原料，以发酵面和拌
油面按比例精准搭配成包皮面，以炒白面、红
白糖、核桃仁、花生仁、菜籽油、大豆油等混拌
为馅料，以手工制作精确包皮和馅料的分量
包制成型，以蜂蜜水为蘸料涂在表皮，撒上适
量芝麻，用两个砂鏊对扣，中间夹一个铁鏊，
上下轮换加温烤制成饼为主要技术，总共有
20 余道工序，烤制出的饼呈金黄色，鲜亮诱
人，松软酥脆，香甜可口，有咸甜两种味道，有
大小圆饼及吉祥物、十二生肖、八仙等四十余
种形状。

逢年过节，在文水上贤村一带，家家架炉
烤饼，作为走亲访友的馈赠佳品，是人见人爱
的休闲食品。随着外出经商人员骤增，上贤
饼也随之声名远扬，深受省城及京津等地居
民的青睐。梵安寺素饼技艺，历史悠久，工艺
考究，产品营养全面，风味独特，是民间食品
文化的结晶。

据传，石勒在紫金山屯兵时
军纪严明，还不时帮助接济穷
人，深受当地老百姓爱戴。

公元 328年，临县久旱不雨，
加之兵祸连年，百姓饥寒交迫，
赤地千里，石勒军士饥肠
辘辘，无以为食，有的士兵
偷窃、抢掠百姓财物。石
勒整顿军纪，命士兵采集
榆钱饱腹，把榆钱钱用水
掏净，掺小米熬成“钱钱
饭”充饥。石勒还命士兵
带上“钱钱饭”赈救灾民，
使当地人度过了灾荒。后
来百姓为感念石勒恩德，

在紫金山修建应候庙，亦名石勒
寺，俗称浮济大王庙。每逢祭祀，
总要供奉“钱钱饭”，无榆钱季节，
以黑豆捣扁而代之，后逐渐流传
下来，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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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寺梵安贤塔邻，
甘甜素饼味香醇。
皮酥馅软团圆意，
浓郁绵柔古朴珍。
民俗有情留往事，
传承无价忆先人。
中秋共赏千年月，
天道心诚敬远宾。

文水上贤素饼制作 冯增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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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紫金山自古在临县人民心中是特别神圣和神秘的存在，是临县首屈一
指的名山，主峰峭立、山势横亘、曲折绵延，形如指掌，自然人文景观奇伟壮丽，旧
县志载：“紫金瑞云”为临县古八景之首。历史上唯一的奴隶皇帝——石勒据紫金
山为垒灭前赵、教民煮榆钱为食等留下厚重历史传说，有“八宝全山”美誉，山内藏
有稀世珍宝——紫磨金、金鸽、金马等传说。

紫金山位于临县北部，距县城 22
公里。山体东西跨 11 公里，南北跨 7
公里，周长 36公里，主峰海拔 1757米。

相传此山藏有稀世珍宝——紫
磨金，故名紫金山，《兴县志》所载紫
荆 山 ，即 谓 此 。 民 间 传 说 紫 金 山 是

“八宝全山”，山里埋藏有金马驹、金
鸽 子 等 稀 世 珍 物 ，紫 金 山 地 底 下 是
海，无风的时候站在山顶静听，能听
到浪花击打焦岩的声音。上世纪 70
年 代 ，山 西 省 地 质 勘 查 队 曾 常 驻 紫
金 山 进 行 地 质 勘 查 和 化 验 ，并 在 流
水 岔 一 带 建 筑 窑 洞 长 期 存 放 矿 石 ，
勘 察 队 在 钻 探 矿 藏 时 ，地 下 冒 出 一
股泉水，水柱达数十米高，后来用了
上百斤海带才堵住钻孔。据现代科
技 多 次 勘 测 ，发 现 紫 金 山 储 藏 有 丰
富 的 钾 、磷 等 矿 石 。 为 全 国 三 大 富
钾矿之一。

沿 218 省道到小马坊村后，向西
进入太平沟，水泥路可直达位于山体
中上部的停车场。从山脚开始，道路
便在浓荫蔽日的密林中穿行，整个环
境清凉湿润，行走其中，你会感到全
身通透舒畅。停车场北侧是一座高
大宏伟的新修青石山门，极目仰望，
如天梯般的石级稳稳当当地斜椅在

山脊上，一眼所见有五百余阶，若隐
若现于绿树与山坳间的红墙脊瓦不
由人不想“深山藏古寺”的幽邃。沿
石阶而上，左右两侧任你极目远眺层
峦叠嶂、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石
阶 的 顶 端 是 一 个 宏 大 的 圆 亭 ，爬 累
了，可以在上面坐下来喘口气、歇歇
脚。经百余米的挂壁石廊便到了浮
济大王庙，庙门外堆放着许多前朝历
代 的 石 碑 ，庙 的 外 墙 及 大 门 均 为 红
色，大门为中间高、两侧低三个并列
门洞，庙院正中大殿内供奉的是浮济
大王（石勒皇帝、雨神），东西两侧及
偏殿内分别供奉唐僧师徒及白龙马，
最为神奇的是大王殿东侧的石壁上
有两个天然石洞，一曰风洞，一曰雨
洞。风洞深不可测，一般不开；雨洞
深约二尺，里面常年有水，人们祈雨
之后，把手伸进雨洞里，如果摸见有
湿感，就会下雨。来过此地的人无不
对海拔 1700 多米的石山顶常年有水
感到奇怪。沿大王殿背后的“之”字
拐石阶上去，两侧顶峰及中间的山坳
中建有三处庙宇，全部古色古香，分
别供奉着日、月、星、风、火等神。

站在神奇的紫金山山顶，眺望四
周，正西方是大肚山的高大身姿，大善

寺在山巅如入云天。北边是太平沟河
水从西向东一去不返，墨绿的山林覆
盖了一切。正东边是紫金山诸峰一字
排开。最引人注目的是南边，从西南
到正南，再到东南，百里范围之内，都
是低于紫金山三百米以外的低山，它
们如同围棋盘上的棋子，一直排列到
黄河边上。昔日那些高山峻岭都失
去了威风，它们是那样渺小。浮济大
王庙主体建筑在一个山坳中，整个地
形俨然就是一把天造地设的龙椅，三
面高山围拢，如同背后的屏风；山顶
精美而又古色古香的庙宇如同头顶
的华盖；前面是百米悬崖，任你飞禽
走兽都难以攀越，前面绵延百里的群
山犹如万千群臣跪伏在下面，俯首称
臣，远远看去，那样俯首帖耳地无可奈
何。古籍载，“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
泰山而小天下”，登上名山高峰，人可
能会产生“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但在
这里你分明会油然而生一种帝王般

“君临天下”的胸怀与气概。能登顶一
次紫金山，感受一种别样的体验，不失
为一生一大幸事。

石勒（公元 274 年—333 年），
字世龙，初名石勹背，小字匐勒，
羯 族 ，上 党 武 乡（今 山 西 榆 社）
人。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最强大
国家——后赵建立者，史称后赵
明帝，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唯一从
奴隶到皇帝的人。

石勒幼时曾被人卖做奴隶，
石勒这个姓名也是他所追随的牧

帅汲桑替他所取。石勒发轫于第
一次反东海王起义时，后投靠起
兵反晋建都现今方山县南村 （时
称左国城） 的汉赵 （前赵） 刘
渊，刘曜 （刘渊养子） 时官至太
宰、领大将军，后来因隙与刘曜
决裂，319 年 11 月称赵王，建立
后赵。石勒追杀刘曜至临县境内
后屯兵紫金山，刘曜在郝峪塔村

北的古城梁建寨驻守，其妹皇
姑 （或云尔朱兆妻） 在湫水河
对岸的曜头把守一寨，互为策
应，兄妹约定：如有战事，以
烽火狼烟为号，传报军情。

一日凌晨，曜妹正在梳妆，
忽闻狼烟冲天，立即带兵前来
古城梁，但兄长却安然无恙。

曜说：“朕考验你。”不久，石勒突
然攻击曜寨，曜烽烟报警，其妹又
以为戏，待梳妆完出兵，石勒兵马
已擒杀刘曜，其妹奋起力战，才赶
下刘曜之头，并在中途因内急下
马小解一次，追至太坪村，战事方
才平息。之后，村民将要下刘曜
头的地方叫做“曜头村”，皇姑小
解（当地土语为尿尿）的地方叫做

“尿坪村”（后改为庙坪村），部队
通过的地方叫做通村（后改为桐
村），战事平息的地方叫做“太平
村”，四村南北互为紧邻。后来，
曜妹病故，葬于守寨的地方，人们
称为“皇姑墓”，一直保存至今，现
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石勒真正
统一北方、建立强大后赵，就是以
屯兵紫金山在临县击杀刘曜为标
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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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奴隶皇帝石勒据紫金山为垒史传

三“钱钱饭”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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