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山西省的南部有一座大山，从东至西

绵延起伏一百七十多公里，因为山势狭长，

所以这山的名字叫中条山。

当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中条山成为日

军南下中原西取西安的障碍。占领中条，南

渡黄河，西入陕甘，是日军蓄谋已久的侵略

计划，国民党军队和日寇就在这里摆开了战

场。国民党在中条山一线部署的总兵力有

20 多万人，绛县境内布防的是十五军和十

七军。日军共集中了七个师团约 10 万人的

兵力。

1941 年 5 月 7 日，那可是个腥风血雨

的日子，中条山大血战开始了，炮声隆隆、枪

声不绝、烟雾弥漫、尸体遍野。经过一个多月

的激战，国民党的军队失败了，中条山阵地

全线失守。

中条山战役失败后，日寇更加猖獗，在

曲沃里野村和下郇村一带有一个日本鬼子

的特务队，大概有 40 多人。那个时候，很多

国民党兵都成了日本鬼子的俘虏，所以这支

队伍就是日本人从垣曲搜集来的国民党的

一部分俘虏，里面有连长、排长、班长和一些

士兵组成。这支伪军被日军清水师团情报班

长大西控制着。大西是个中国通，说起中国

话来分不清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大西还想

把队伍扩充，组成一支较大的伪军，然后把

这支伪军带到临汾去。

白色恐怖下，县委决定让李亚东等几个

同志，在敌占区通过各种关系，设法掌握一

支队伍，积极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扩大我党

的武装力量。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李

亚东和战友李怀中等人通过多种方式结交

朋友，仅“结盟兄弟”这种形式就结交了各方

面朋友 20 多人，李亚东和战友李怀中等人

商量，不能让这伙人跟日本人走，更不能让

这伙人当伪军。

这支伪军特务队的队长姓崔，是国民党

十五军的一个连长。李亚东和李怀中等同志

曾打入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教导团，那时

就与他相识，就同这个崔队长结为拜把子兄

弟，说服他不要跟日本人走：“老崔啊，你可

不能糊涂，不能跟日本人走，当伪军没有出

路，做汉奸更没有好下场，那是死路一条。”

然后又向他讲了很多抗日救国的道理，最终

崔队长被说服。接着，李亚东将一位姓杨的

同志派进去做内线联络员，随后又派了几名

人带着手枪进去协助，说服了几名班长，又

对其他队员做思想动员，很快统一了思想。

一天晚上，他们里应外合，把日寇大西

班长和两名顽固不化的汉奸处死后，连夜将

队伍拉到绛县大交一带，隐蔽于已经被我党

控制的“大汉义军”中。

处死了大西班长，这下可捅了马蜂窝，

惹恼了日本人，日本鬼子“八嘎呀路”“死了

死了地”暴跳如雷，像疯狗一样开始到处搜

查逮捕可疑人员，要把“大汉义军”带回临汾

整编。

李亚东等人抓住机会及时将“大汉义

军”转移到翼城东山一带。当时，这支队伍已

近 300 人，有机枪 5 挺、长短枪 200 余支。为

了便于党的隐蔽工作，李亚东向中共条东地

委汇报请示，以“第一战区教导团抗日军条

东游击支队”的番号进行活动，中共条东地

委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支队由“大汉义军”头

领赵文根担任支队长，李亚东担任政治部主

任。遵照条东地委指示，李亚东等人对官兵

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希望尽快把部

队改造为人民武装。

这支部队当时在绛县、翼城、垣曲三县

是一支最大的抗日武装力量，与日本鬼子周

旋数月，大小战斗数十次，狠狠地打击了日

本鬼子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

的革命斗志。

李亚东策反日伪军

绛县锣鼓历史悠久，品种繁多，演奏技

术丰富，以节奏强烈明快，场面壮阔粗犷为

特点，充分展示了故绛人民质朴豪放的气

质。清至民国，绛县东关村太原百人锣鼓名

闻遐迩。新中国成立后，绛县横水、宋庄等地

的锣鼓影响深远。近年来，东

吴、卓子沟等村的锣鼓也颇受

好评。绛县锣鼓的特点是气势

宏伟，声势浩大，一般在百人

以上，有的甚至达 300 余人。

鼓点精湛，打法巧妙，４ 面鼓

一组，成双成对，由简到繁，时

而敲一鼓，时而互碰鼓棰，并

运用磕、擦、搓、挑、敲和碰等

花敲干打手法演奏，表演中变

化丰富，繁简有序，配合默契。

曲目有 《秦王点兵》、《滚核

桃》、《老鼠娶亲》、《狗撵鸭子》、《黄河鼓韵》

等，无论在内容、气势上，还是在结构、节奏、

演奏技术上，均表现不俗，令人叹为观止。

锣 鼓
·民间社火·

农历二月十五日是老子的生日，值此

前后几天，绛县宋庄村昊天洞老君庙内彩

旗招展，标语显赫，车水马龙，人潮如海，这

是在举办纪念老子的庙会。据传说，老子曾

骑青牛出函谷，路途看中并落脚过宋庄昊

天洞，为村人除病消灾，保佑平安，深受崇

敬。迄今，老君骑青牛上宋庄寺坡所留下的

牛蹄石印仍在，蹄印逼真，大如碗口，十分

神奇。故而村人多次修建昊天洞老君庙，致

敬香火，经年不断，特别是庙会其间，祭拜

老君者每天都有数千人，有当地的，也有外

县外省的。老君庙中的建筑，到解放后尚保

存完好，但在十年文革期间遭受破坏。人们

基于对老君的崇敬和对文物古迹的爱护，

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宋西、宋中村民自发

成立了老君庙理事会，并策划恢复了古老

的庙会。从 2001 年起，宋西、宋中村民又主

动捐款集资，投工投料，四方善人君子解囊

乐施，利用清代建筑，7 年内先后修复了老

君殿、圣母宫、山门和新式舞台，年年举办

庙会，规模、声势逐年递升。庙会中白天的

社火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什么道教锣鼓、

中国功夫、老年秧歌、夫妻赶会、小品表演、

戏剧清唱、抬花轿、玩旱船、担花篮、舞狮子

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晚上的烟火，火

光四射，绚丽多彩。庙会上的唱戏，更是引

人注目，每届都要演出 7—9 场，且是名剧。

观者人头攒动，川流不息。不仅村民设摊布

点，附近乡镇的小商贩也闻风赶场。庙院西

边的一溜帐篷，全是卖饭的；庙院的空闲处

则是副食和祭祀老君的香烛、五色纸和鞭

炮等摊位。还有卖玩具的、写鸟儿字的、照

相的，抽签占卦的；在庙院坡底下的路边，

有百货、日杂、农副产品、书籍等不一而足。

近年又增添了书法展览内容，深化了文化

内涵。

宋庄昊天洞古庙会
·古庙会·

绛县“夕阳红”锣鼓队是

21 世纪初在县老龄委、老干

部局的支持下成立的，队员

是清一色的离退休干部职

工，经过近 10 年的发展，由

当初的 50 人扩充到现在的
70 余人，年龄最大的 82 岁，

平均年龄 64 岁，队长是年逾

八旬的退休干部李松林。他

们多次聘请有名的锣鼓艺术
家培训指导，把无穷的激情

和心血汗水浇浸在鼓乐声
中，使得鼓乐演奏套路越来越多，花样不断

翻新，技艺日臻提高。他们表演《文公出征》

时，以娴熟的技巧，高昂的激情，把春秋时晋

文公出征时的雄伟壮观场面表现得淋漓尽

致。那气势磅礴、声韵慷慨、浑厚奔放、粗犷

有力的演奏，既蕴含着一种厚重的历史文化

韵味，又荡漾着一种优美的现代艺术旋律，

给人一种无法遏制的鼓舞和感染。《天马行

空》中，他们以欢快的节奏，灵活的步伐，精

湛的技艺，整齐有序而又变化不断的队形，

将人们一下带入一种无拘无束、恣肆奔放、

纵横驰骋的境界，不能不为之陶醉。每年元

旦、春节、元宵、国庆、重阳等节日和当地的

重大活动，均由这支锣鼓队现场庆贺助兴。

迄今，他们正式演出达 150 余场，先后 7 次
获得各级优秀奖和表演奖。

夕阳红锣鼓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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