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5 年 8 月，陈子文从阎锡山处获悉

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后，便暗中

与县城内日伪勾结，抢先潜入县城，窃取了

抗日胜利果实。进城后的陈子文，拆庙宇、

扒民房，强迫民工构筑碉堡、炮楼，还不断

招兵买马，组建起“自卫队”“爱乡团”，对根

据地不断进行骚扰。

秋庄稼成熟的时候，县委书记王学海

接到密报，陈子文的“爱乡团”要组织兵力

突袭迴马岭根据地，便命令王凤江带领县

大队二中队扼守东官庄岭，又命王建林、王

绍贞带领迴马岭民兵驻守西崖下，两队互

为接应，共同阻击陈子文的“爱乡团”的突

袭。

王凤江带领人马进驻东官庄村后，觉

得这地方地势并不险要，在敌众我寡的情

况下很难坚守。

第二天夜里，王凤江带领人马悄悄驻

扎在了二里之外的尧寺头村。尧寺头村背

依牤牛蛋，进可攻退可守，地形极为有利。

第三日深夜，从东官庄村方向传来枪

声。哨兵前来报告，王凤江哈哈大笑说，陈

子文还以为我在东官庄呢，派兵来偷袭我，

先让他们高兴一会儿。通知咱们的人集合，

准备战斗。

东官庄方向传来的枪声越来越激烈，

王凤江感觉不对，可是又想不明白陈子文

的“爱乡团”在和哪支部队交火，遂派两人

分头行动，一路通知驻守西崖下的王建林、

王绍贞他们准备迎敌，一路前去东官庄探

察敌情。

尧寺头村到西崖下相距大约一里路，

去西崖下送信的队员很快回来了，说没见

到王建林、王绍贞他们，会不会是他们跟陈

子文的“爱乡团”交上火啦。这下王凤江急

了，命令县大队二中队迅速出发，火速赶往

东官庄。路上正碰见前去察看敌情的队员，

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说前面王建林他们和

陈子文的“爱乡团”交上火了。他们咋跑到

前边去啦？这是咋搞的嘛！王凤江一时想不

明白，嘴里不断催促着，弟兄们，快些，再快

些！

原来，一连两日没有消息，王建林心里

有点儿着急，夜深人静后，派人到东官庄村

打探消息，恰巧看到陈子文的“爱乡团”前

去偷袭县大队。王建林迅速召集起民兵抄

小路直插敌人背后。当他们赶到东官庄村

外时，己看不到“爱乡团”的影子。不好啦！

县大队可能已被包围。他一边迅速让大家

分散开准备投入战斗，一边举枪扣动扳机，

两声尖利的枪声划破了夜的寂静。

陈子文的“爱乡团”很快从村子里扑了

过来。双方相距四五十米，在密集的火力对

射中，王建林和民兵们越来越感到吃力。

“爱乡团”的背后始终没有传来县大队的枪

声，难道县大队的同志已经遇害？眼下二十

几个民兵难以抵挡“爱乡团”近二百人的反

扑，他不得不想别的法子了。王建林对身边

的王绍贞说，你带上殿武他们几个，向河王

方向撤退，把敌人分散吸引开，我带剩下的

人也找机会脱身，天明后咱们在郭家庄会

合。王绍贞答应一声，带着王殿武、李杰才

等几个民兵向东北方向的河王村撤退。他

们顺着庄稼地边撤边朝敌人开火，敌人仗

着人多装备好，真的派一路人马追了过去。

王建林带领剩下的民兵继续抵抗敌人

的进攻。看到身边有好几个弟兄相继负伤

倒下，又想到县大队的同志也许被狡诈的

敌人杀害了，王建林竟打红了眼，把寻机撤

离的念头抛到了九霄云外……

紧要关头，王凤江带领县大队人马及

时赶到了东官庄村，迅速地投入了战斗。看

到从背后赶来的王凤江，王建林大惑不解。

他冲王凤江大声吼道，我还以为你被敌人

包围了，赶来增援。你倒好，你咋从后边来

啦？再迟来一会，就等着为我收尸吧！

虽然是夜里，王凤江能感觉到王建林

眼里喷出的火。他十分抱歉地回道，这地方

不好守，我怕敌人偷袭，才悄悄换了驻地，

没有及时告知，是我的错，我的错！一米八

几的王凤江在矮他半头的王建林跟前，竟

没了一点脾气。王建林气呼呼地翻着白眼

说，等打完这仗咱再理论。话音刚落，照着

敌人扣动了板机，敌人应声倒地。王凤江也

举起了手枪，左右开弓，敌人瞬间乱了阵脚

……

县大队的及时增援，敌强我弱的被动

局势立刻得到了扭转。十多分钟后，敌人终

于抵挡不住，一路逃下涧东坡，向县城方向

溃退。

这次阻击战大获全胜，不幸的是，王绍

贞他们吸引一队敌人向河王村撤退时英勇

牺牲。

东官庄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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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风遗存

砖 雕
绛县 砖雕 历

史悠久，不少保留

下来的明代、清代

民居，都有砖雕装

饰。当时有专门烧

造方砖的窑。因砖

料质坚而重，所以

又叫“坚砖”。绛县

砖雕，主要用来装

饰建筑物的外观

或内部。在厅堂前

的门楼、照壁，以

及墙的“墀头”与

“裙肩”等部位，都

有砖雕。内容多取材于戏曲故事、花鸟走

兽、吉祥图案和书法等。技法应用透雕、浮

雕和线刻等。作风秀丽清新，细致生动。

木 雕
绛县古代的木雕艺术题材广泛，技艺

成熟，线刻、浮雕、圆雕、透雕综合应用，选

材却大多为松、杉、槐、枣、梨等亚硬或软

木材料。所以，绛县木雕的作品所追求和

刻意表现的是画面的题材内容、雕刻工艺

和构图线条的完美，体现极强的艺术感染

力。绛县木雕以建筑、家具装饰为主，以美

轮美奂的大面积雕画著称于世。雕画的内

容，除了真实地反映男耕女织、农夫耕读

的田园生活之外，更多地涉及神话传说、

历史故事、古典小说等内容。这些艺术图

饰都寄托着物主的美好理想与追求，体现

主人的文化品位和身份地位，有着极高的

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最引人注目的是

太阴寺大殿之内数尊精美的木雕佛像，其

中有一尊释迦牟尼卧身像，雕功技法尤其

高。该卧佛身长 3．75 米，独木雕刻，右手

支颐，左臂直伸，造型优美，栩栩如生。其

余佛像也各具特色，配以精彩的壁画，正

表现了释迦牟尼于菩提树下，向弟子嘱咐

后事的情景。所有的佛像都具有俊雅丰满

的艺术特色。另外，绛县紫云寺，以及明清

古民居中的木雕艺术也美轮美奂，大部分

采用中国画工笔写实的手法进行构图设

计，形式多种多样，尤其雕刻的花卉、飞

禽、仕女等图案最为突出，层次分明、细腻

精微，逼真传神，使人耳目一新。近年，绛

县东荆下村的后生卫雷继承木雕艺术，并

到平遥等地专门学习，技艺日臻娴熟，现

专事奇石底座的木雕工艺，刀法精湛，图

案丰富，风格独具，广受好评。

目睹绛县的木雕，如同走近生命，走

进宇宙万物的生命演化。多少经年流转，

多少世事沧桑，都浓缩于此，也淡化其中。

其粗旷的手法、古朴的造型、错落有致的

层次和出神入化的韵味无不吸引着人们

的视觉神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