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涉绛故事·

释义：分明：严正分明。指对人的赏励

与惩罚做到了严正、分明。

出处：汉·王符《潜夫论·实贡》。

晋文公攻下曹国后，命令僖负羁家里

的一根草也不能动。否则，就以死罪论处。

僖负羁是晋文公的恩人，所以要报答他！但

犨是，晋文公的两个大将，魏 和颠颉偷偷地

跳上屋顶，想把僖负羁捉出来杀了。不料屋

瓦承不住二人，人便翻下来，跟着一根大梁

犨压住魏 的胸膛。幸好颠颉及时赶到，才将

他救了出来。晋文公知道这件事，认为两人

犨无视他的命令，擅自行动，要杀魏 和颠颉

的头。

大臣赵衰觉得不妥，便对晋文公说：

“他们都立了功，杀了太可惜吧！”

晋文公说：“功是功，过是过。赏罚必须

分明。”

犨他又说：“魏 看来是残废了，就杀了他

吧！”

赵衰说：“让我去看看，如果没有残废，

还是让他带罪立功吧！”赵衰走后，晋文公马

上便下令杀了颠颉。

犨魏 听说赵衰来看他，便强忍痛楚，爬

起来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迎接赵衰。赵衰问

犨他觉得怎么样，魏 一口咬定没什么大碍，

说着还施展功夫，跳上屋去又跳下来。赵衰

回去如实报告了晋文公。晋文公说：“他没残

废是好事，但他犯法却不能不办。”便下令革

去他军职，令他带罪立功。三军上下全知道

了国君赏罚分明，谁也不敢擅自行动了。

“龙涧早春”这一美景在绛县九龙坡

（俗称古龙坡）下的九龙沟口。

出县城往南走二华里许，就到了九龙

坡，稍南行便是九龙沟。这里沟谷幽深，两

崖对峙，沟底宽阔而平坦。每逢大雨，北面

县城大小九条水流一泻数里，汹涌奔腾流

入此沟，顿时泛起一道灿烂的金波，又一往

情深地投入南边的涑水河。年长日久，沟

谷形成溪涧。由于此涧处于九龙沟口，素

有“龙涧”之称。

每年春节刚过，残冬未尽，县内的其它

地域仍是天寒地冻，而这里却别树一帜：它

张开宽大的臂膊，拥抱着春，呼唤着绿，叫

醒沉眠一冬的昆虫，招来百鸟争鸣。不知

不觉间，涧溪解冻了，积雪和冰块融化在它

那哗哗的笑声里；小溪里，鱼儿欢快地游来

游去，螃蟹、河虾肆意横行悠然自得；岸边

的杨柳，在微风的吹拂下，如缕缕轻丝在纵

情地摇曳；崖间的桃花，俏皮地缀满枝头，

艳丽夺目，煞是醉人；蜜蜂开始辛勤地采集

花粉，蝴蝶飘来移去与春光媲美。这里傍涧

依水，吐花绽绿，天然质朴，别具一格，其景

更有耐人回味的诗情画意。

站在九龙沟翘首北望，顺治二年创建

的老君庙掩映于沟顶的游云含雾之中。每

逢初春，老君庙的神奇缥缈，与龙涧早春的

艳丽妩媚交辉相映，犹如仙境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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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景观光·

灯笼是中国人喜庆的象征。每年的农历

春节，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后，人们都挂起象

征团圆意义的红灯笼，来营造一种吉利喜庆

的氛围。火把本身是一种照明工具，后来在

少数民族中有了“火把节”。灯笼和火把都有

着许多神奇的传说，这里给大家讲的是在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生在中条山东北端

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故事。

四十年代，迴马岭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

驻地比较分散，先后

驻扎在十六个山庄窝

铺中，条件非常艰苦。

县委机关驻扎在前土

窑，政府机关驻扎在

后土窑, 县大队二中

队驻扎在中土窑。后

来，县委机关转移到

安王山东沟，政府机

关和县大队二中队转

移到北坡，公安局、司

法局驻扎在后土窑，

交通局在烟家沟，城

工部在褚门沟后转移

到范家沟，武委会、作训科、科研科在干粮

沟，农会、妇救会在安王山的井沟，社会部、

武工队、自卫队在安王山，文教科、民政科在

石碑沟，保安营在瓦坯沟，财粮科在北坡。

为了抗日，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在三十

多里的山谷中来回穿梭。特别是冬季，一到

晚上，各沟沟岔岔的战士们、村里的干部群

众，要到抗日政府北坡活动中心参加活动，

听首长讲课、学军事知识、学识字、学唱歌、

表演节目等。一路上，不是上坡就是下坡，不

是爬山就是越沟，走的都是羊肠小道。黑夜

行走全靠看前边的人影，山里路石头多，稍

不小心就会被石头绊倒，晚上行路非常困

难。

当时，村里的青年小伙子常到野外随部

队打鬼子，中年人不是砍柴烧木炭就是做石

雷、做担架，妇女们不是为军队纺花、织布、

做军鞋，就是帮灶做饭、洗衣裳，儿童团的孩

子们站岗放哨查路条。

有一天，迴马岭的王登荣、王登洪、赵忠

奎、刘忠德等几个老年人凑在一起聊天。他

们说，咱们老年人也得为抗日做些什么吧。

你一言他一语聊得很热烈。王登荣说，根据

地的首长和战士们夜间活动比较多，马灯很

少，黑夜行走很不方便，经常摔跤，不是把手

掌扎破了，就是把脚腕给扭了，咱们可以土

法制做些灯笼、火把。大家一听，感到是个好

主意，就分头行动。

他们用铁丝做个立体型小笼子，安上底

坐，用麻纸糊个纸筒，套在笼子外边挡风，然

后再做个小油灯放进笼子里，一个土制的灯

笼就做成了。到了晚上，他们把纸筒往上抽

起点亮灯，再用木棍一挑，就能照明夜行了。

制做火把时，他们在沟塄、地边、山坡、

山沟到处寻找镰把粗的山桃木直棍，长短不

一。砍下桃木棍后，就在河滩的平面石头上

用斧子或铁锤砸劈成马尾型，晒干，就制成

了“火把”。点着一根一米以上的火把可照明

一小时左右，可以行走五六里路。

在王登荣等几个人的带动下，全村放牛

放羊的老汉齐上阵，自发给抗日政府做灯笼

50 余个，火把 4000 余个。

从此，根据地的军政机关干部和战士们

夜间行动，人人都有了照明灯，再也不用摸

黑走路了。

抗日政府活动中心每天晚上活动结束

后，有的打灯笼，有的拿火把，从会场到各个

驻地的山沟里、山凹中、山岭上，到处都是灯

火。首长和战士们高兴地说：“根据地的羊肠

小道弯弯曲曲，灯火川流不息，好似游走的

龙灯。”

灯笼和火把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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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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