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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岳莽莽，吕梁

巍巍，两山夹峙中汾

河湍湍流过，切割出

一条狭长的河谷，一

座名为灵石的小城就

安卧在这灵山秀水

间。千百年来，这片

土地上风流蕴藉，却

狼烟不绝。绵山之

上，文人操守，后世敬

仰，忠孝之心赋予了

这里最初的名字。雀

鼠谷里，旌旗半卷，马

策刀环，掀开了以唐

代隋的历史篇章。

壁垒高墙，巧匠

精工，家风文脉，雕琢

于心，家国大义成为

生长于斯的人们心口

相传的灵魂与风骨。

清明节前两天，灵石人

武玉莲就开始忙碌了起来。

为了第二天的祭祀，她要准

备一种特殊的面食。这种灵

巧可爱的面食叫作“蛇盘

兔”，是灵石人寒食节祭祀必

备的物品。寒食节这天，灵

石人要祭拜一位先贤。

位于灵石县城东 12 千

米处的马和乡张嵩村东部，

矗立着一座宏伟庙宇，庙中

祭祀的是被当地人称为“介

王爷”的春秋时期晋国贤士介

子推。春秋时期，晋国人介子

推追随公子重耳十九年，辅佐

他登上王位。重耳登位后成

为鼎鼎大名的晋文公，而介

子推却选择隐居绵山。

晋文公为迫使介子推

出仕，放起山火。介子推终

不肯出，被大火烧死在绵

山。因感念这位以死明志

的忠臣，晋文公下令在介子

推遇难这一天禁火寒食，后

演变为寒食节。北宋年间，

当朝皇帝有感于介子推的

忠君爱国，追封他为洁惠

侯，并下旨在绵山上建起了

洁惠侯祠。

时光流转，近千年间祭

祀介子推的风俗不曾改变。

介子推的名字也与这片土地

血脉难分。山西大学教授李

书吉一直致力于山西地方史

志的研究工作。他在做相关

课题的研究中发现，灵石其

地最早建县时称界休。据

《介休县志》记载，秦置界休

县，因晋文公以绵上旌介子

故名，隶太原郡。据史籍记

载，汾水流经界休故城。李

书吉通过实地走访，查阅古

籍、碑刻，推测界休故城就

是灵石县静升镇旌介村，而

旌介二字与介子推有着直

接联系。

在灵石县，除旌介村外，

以介子推命名的地名还有很

多，静升村、集广村等众多村

落的名称也都由此演化而

来。隋开皇十年（公元 590

年），隋文帝北巡晋阳，也就

是现在的太原。据传在北

巡期间，汾河畔挖出了瑞

石，上书“大道永吉”。隋文

帝认为这是难得的祥瑞，象

征江山永固，遂置县名灵

石。灵石之名一直沿用至

今。从界休到灵石，千百年

来，这块土地的名称随着不

同时代人们的追求而不断

变化着。不变的是，先人赋

予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忠国

爱家、崇孝守悌的品格。

灵石县面积 1206 平方

千米，人口约 27.2 万。生活

在灵山秀水间的人们，依旧

灵心思家国，初心如磐石。

东依太岳，西靠吕梁，位

于狭长谷地中的灵石是沟通

南北的重要通道，也是历代

王朝所争夺的战略要地。据

史籍记载，从西周至清初的

2000多年间，20多次大规模

战役在此打响，战争也为灵

石留下了众多的历史遗迹。

明清期间，由于灵石地区战

事频仍，匪患横行，居民为求

自保，修建起许多防御性极

强的建筑。

位于灵石县城北部 16

千米的冷泉村就是其中之

一。灵石县民居研究学者郑

建华一直致力于灵石古民居

的研究工作，冷泉村是他经

常考察的地方。

“山下是汾河水，村子就

建在高大的山体上。”郑建华

说，正是利用了河道的险和

山体的陡，使冷泉村形成了

天然防御体系。村内街巷均

以“丁”字相交，使主街与辅

巷的位置得以隐蔽，以此加

强古村的防御性。在进一步

的考察中，郑建华发现冷泉

村下藏有一个名关——冷泉

关。古村古关互成掎角之

势，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形成

了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以

冷泉关为北口，灵石县西约

25 千米的阴地关为南口，

此段峡谷地势高拔、两峰

斗绝，古人形容这里狭小

逼仄，只有鼠雀才能穿过，

因此得名雀鼠谷。隋末，天

下大乱，各地起义军揭竿而

起。大业十三年（公元 617

年），唐国公李渊由晋阳起兵

挥师南下，雀鼠谷成为唐军

进军关中的必经之路。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中国史系主任贾发义表示：

“雀鼠谷是一个典型的两山

夹峙的峡谷，北端是晋中盆

地，南端是临汾盆地，过了临

汾盆地可以说一马平川，几

乎无险可守。雀鼠谷是沟通

晋中和晋南的重要交通要

道，也是重要的战略津喉。”

在李渊到达雀鼠谷时，被隋

骁将虎牙郎将宋老生横刀立

马、拦住去路，两军相持不

下，李世民用计大败宋老生，

唐军突破雀鼠谷，直取长

安。公元618年，李渊称帝，

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20世纪30年代，南同蒲

铁路修建，由于铁路贯穿整

个关城，冷泉关主体建筑不

复存在。为了保护冷泉村的

古村风貌，郑建华决定复原

冷泉关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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