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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荣全灵 

 

2012 年的春天十分美好，这个美好的春天有两件值得记忆的事

情。一件是草根文化会馆成型了，即将开门迎客。草根文化会馆顾名

思义，就是云集民间文化人的一个空间。这是我久有的一个夙愿，长

期从事开发经营工作，置身于经济氛围，匆匆忙忙，熙熙攘攘，却掩

盖不住心灵深处的绿色空间。我喜欢绿色，早几年就动手在汾河滩上

保护湿地，栽植了 13 万棵树木。尽管栽植过程一波三折，但是总算

成活了，而且如今已长得生机勃勃，成为一片别开生面的生态园林。

一个虚幻的梦想如今落地生根，真实得已无法动摇。 

这个美好春天，草根文化会馆开门迎客，《草根文化丛书》启动

编纂。 

在这梦想成真的过程中，我又派生出另一个梦想，即文化情结。

这些年搏击经济大潮，我没有过多的时间领略文化，可也没有疏淡文

化，而且逐渐感到文化是一种能源，是一种动力，是一种无处不在的

发展活力。无处不在是我的真切感悟，文化就像遍布天涯海角的小草，

生命极其旺盛，极其坚强，正如诗人白居易所写的那样：“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我深切体会到，经济可以推进社会的发展，文化

能够引领时代的进步。和谐社会建设离不开经济发展，吃不饱饭的年

代，无论如何也不会和谐。然而，经济发达不等于社会和谐，和谐离

不开精神层面的享受，而精神享受的前提就是文化。如果文化仅仅掌

握在精英手中，或者被供在教授的典籍中、书案上，也无法引导人们

奋发向上。为此，无论再珍贵、再典雅的文化，必须和广众结合，也

就是普及到社会的最底层。到了最底层不也是草根文化吗？是这样。

我便想建立一个平台，给忙碌在社会底层又有文化需求的人们，提供

一个文化交流、栖息身心的场所， 这就是草根会馆。经过一段的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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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这个梦想如愿以偿，汾河畔的林荫乐园又增添了一朵春花。 

经济可以推进社会的发展，文化能够引领时代的进步。 

再一件值得记忆的事情就是编辑出版这套《草根文化丛书》。我

的故乡在安徽，参加工作之后长期却生活在临汾。可以说，临汾是我

的第二故乡。在这里住得越久感情就越深厚，尤其是对这里的文化充

满了敬畏。所以敬，是因为临汾是尧都，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弯腰

捡起一块陶片都是文物；所以畏，是因为你越是走进去学习，越是觉

得深奥无比，不是很快就能举重若轻的。即使非常普通的口语方言，

里面也有深厚的历史风情。我只能将学习历史文化作为终身使命，不

懈追求。当然，能为传播临汾文化做些贡献更是我的一份光荣。为此，

我策划了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邀请乔忠延撰稿成文。乔忠延是

临汾成长起来的作家，出生在农村，刚刚读完初中就因“文化大革命”

辍学，可以说是典型的草根作家。草根作家写作草根图书顺理成章，

这套书也就应运而生。 

《草根文化丛书》共 5 本，《平阳胜迹》展示临汾的名胜古迹，

尤其是列为国宝的古代建筑；《平阳风光》介绍临汾的旅游景区，优

美风景；《平阳简史》钩沉史料，全面勾画临汾的历史亮点；《平阳成

语》将在临汾萌生的成语集中汇编，并讲述其生成的历史故事；《平

阳土话》则破译临汾方言，将经常挂在大家嘴边，却写不出的词语给

予破译，让人们认识草根口中的乡村俚语并不粗俗，而是最为古老的

汉语。总之，手持一套丛书，可以尽情领略临汾的历史文化风光。无

疑，这是一套系统了解临汾文化的图书，也是馈赠亲朋好友最好的礼

品，最好的精神食粮。 

春天过去了，夏日来临了，草木正在蓬勃荣盛，草根文化也会与

时俱进，蓬勃荣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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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链接 

 
荣全灵，男，1963 年出生，中共党员，大专文化程度，工程师职

称。 

1986 年参加工作，历任临汾市建筑总公司二公司技术员、副经理、

经理，期间负责承建了三一四地质队家属楼、交通驾校办公楼、区电

视台办公楼、市房产局职工住宅楼等工程建设任务。为缓解临汾市住

房难问题做出了积极贡献，树立了良好信誉。1998 年初，随着改革的

深入发展，荣全灵同志自愿下岗创业。他通过媒体全方位了解国家政

策，结合临汾实际和本人特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植树造林、保护湿

地的创业之路。他带领兄弟三人在尧庙乡伊村 14000 亩汾河滩地，摆

开了植树造林、综合治理的战场。面对污水横流，垃圾遍地，水电路

不通的恶劣环境，他搭起塑料棚，一住就是两年。筑挡洪堤、修排水

渠、清运垃圾、治理盐碱，先后从太谷农科院、西安等地引进三倍体

毛白杨、东北杨、北京六号杨、塔松、雪松、垂柳等树种。拜当地老

农为师传授经验，天南海北请专家亲临指导，经过连续五年苦战奋斗，

尝遍人间酸甜苦辣，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辛勤血汗后，终

于在寸草不生的滩涂地上建成了茂密的万亩生态园，彻底改变了伊村

一带的自然环境，给居民提供了一处休闲的天然氧吧及踏青郊游的好

去处，城乡居民无不交口赞誉。 

草根文化丛书是馈赠亲朋好友的最好礼品，最好的精神食粮。 

2004 年暑夏，暴雨成灾，汾河涨水，因垃圾堵塞排水道，1.4 万

亩树林全部淹死，荣全灵泪流满面、痛不欲生。但是，从小养成了泰

山压顶不弯腰的他，毫不气馁，多方筹资，四处借钱，又利用两年时

间重新植树 13 万株。在他精心呵护照料下，原先的幼小弱苗如今已

长成碗口粗的人工森林，变成了临汾的生态家园。伊村滩涂开发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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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省政府定为生态农业科技园基地，2012 年 4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常委李赣骝、全国政协常委、林业部副部长刘广运、中央党史办副主

任王伟华、文化部书法研究会会长徐静、文化部中国书法研究会副会

长王希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处长张铁林等领导也亲临该地现场考

察，并提词“荣全灵先生一定要把临汾湿地公园保护好”。随即被中

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拟定为

国家级湿地公园，为今后大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开发保护汾河湿地的同时，荣全灵加入了山西荣盛家园房地产

有限公司，并荣任总经理，先后在太原、运城、海南、天津等地负责

项目建设管理工作。2007 年，承担了尧都区东城“三园一路”项目建

设，项目实行“先建后拆、边建边拆、拆建共赢、和谐发展”的人性

化滚动式开发模式，揭开了临汾城市开发的一个新纪元，在社会上引

起了良好反应，《晨光资讯》、《临汾晚报》《临汾日报》、《临汾经济决

策参考》、《人民日报·民生周刊》对项目开发建设模式进行了专题报

道。其主持制定的“文化公园”规划方案荣获“2009 中国城市园林公

益创意奖”。2010 年 12 月山西荣盛房地产荣获国家五部委“全国百佳

房地产优秀单位”，总经理荣全灵荣获“全国十大房地产新锐人物”。

2010 年，荣全灵荣获“全国十大房地产新锐人物”称号。 

实业的发展，点燃了他心灵深处的文化火种。他创建了华夏草根

文化会馆，成为中华优秀草根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并在会馆

和草棚四周镶贴了尧的典故传说、尧都土话摘录，寓教于乐，传承文

化，为创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个好平台，实现了低碳生活，天人合

一的愿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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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尧王 

 
临汾人把太阳唤做尧窝。 

尧窝，其实就是尧王。 

在临汾的乡村走走，会听到这么些村子名：窝曲、窝斗、窝庄。

翻开村名本子查查，却一个也找不到。找到的是：王曲、王斗、王庄。 

原来，这里祖辈传留的说法“王”就是“窝”。 

尧王，也就是尧窝。 

一大早，人们说：尧王出来了，赶快下地。 

尧窝，其实就是尧王。 

天快黑时，人们说：尧王落山了，回吧！ 

尧王悬在众人的嘴唇棱棱上。众人的嘴舌，应和着古老遥远的歌

吟：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看来，很早很早的时候，尧王就成了人们心窝窝里的太阳。 

这或许，是尧王定出了历书，告诉了人们日月轮回的秘事； 

这或许，是尧王打出了井水，救活了干渴难熬的子民。 

渐渐，人们仰头看见温热的太阳，就想到了尧王。 

渐渐，尧王也就成了人们心窝窝里的太阳。 

几千年来，尧王和太阳一同鲜活在人们的嘴舌间，也鲜活在厚重

的史书里。 

尧王和太阳一同鲜活在人们的嘴舌间，也鲜活在厚重的史书里。 

史圣司马迁在《史记》中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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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之为君， 

其仁如天， 

其知如神， 

就之如日， 

望之如云。 

最凡常的俗语和最庄重的圣言，在这里融为一体：太阳就是尧王，

尧王就是太阳。 

这祖辈传留的说法，还会祖辈传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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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效舜 

 
子女对父母尽心尽意，百依百顺，侍奉周到，是孝顺。 

孝顺是中华民族的美德。 

中华民族为了弘扬这种美德编撰了不少的图书。我知道的就有

《二十四孝》和《百孝图》。 

《二十四孝》和《百孝图》的第一孝都是讲舜。舜的母亲渥登去

世早，父亲瞽叟续娶了妻子，舜就有了继母，也就是后娘。后娘对舜

很不好，有了亲生儿子象后更是百般虐待舜。父亲双目失明，完全听

任后娘摆布，也把舜视为眼中钉。但是，舜天性纯善，不论父母和弟

弟怎样折磨自己，他总是恭敬友爱，丝毫没有怨言。后来，舜被赶出

家门，仍然惦念父母及弟弟。他在历山耕种的收成，总要敬奉父母好

多。尧访贤得舜，为了考验舜的品行，就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

了他。舜的弟弟叫象，为了独霸家产，和母亲串通一气谋害舜。一天，

后娘让舜修缮谷仓，舜刚上房顶，象抽了梯子，放火烧仓。多亏舜早

有戒备，举起两个斗笠，跳了下来。过不几日，后娘让舜掏井，舜刚

下去，象就往下填土。多亏舜早就在井壁掏开一洞，方才匆匆逃命。

舜上来后，仍然一如既往善待父母和弟弟，尧看到舜品行高尚，就让

他代为摄政，后来禅让帝位于舜。 

孝顺原本是效舜。效舜，就是像舜一样孝敬老人。 

从这两本书展示的故事看，孝顺原本是效舜。 

效舜，就是像舜一样孝敬老人，这很符合历史的习惯。 

看来孝顺是效舜的发展和演变，只是无论怎么变，也不要忘了原

本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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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姚婆 

 
姚婆，进入我的记忆很早了。 

小的时候，女娃们吵闹，少不了指骂：——姚婆。 

有的还加个字：——后姚婆。 

后来想，为啥骂人姚婆呢？ 

问人，没人知道。 

姚婆咋写呢？婆字好说，姚字却没人知道。 

因为舜的继母虐待他，她住在姚墟，便有了姚婆的说法。 

曾经想写作“窑婆”，那窑婆是强迫女人卖身的，大家骂她应该。

可是，一直找不到依据。最近看一本书，突然明白了，原来姚婆和舜

有关联哩！ 

舜的亲妈去世的早，爸又娶了亲，舜有了后娘。后娘心肠不好，

恨不得把舜害死，好让她的亲生儿子象独得家产。她鼓动舜上厦坡补

漏洞，却让象在下面放火烧房子。舜见势不好，慌忙高张两个斗笠跳

下来。见舜没死，后娘又让他下井掏泥。舜刚下去，象就填石堵井，

多亏舜早有准备，从井壁上提前挖好的洞里逃了出来。后娘没有害死

舜，舜被帝尧看中，继了位，成了名传千古的贤君。舜那时候住在姚

墟，后娘在姚墟造磨舜，所以，后娘就被众人唤叫成姚婆。 

姚婆，在人们的心里是个很坏的后娘。 

现在，离舜那时四五千年了，说姚婆的人少了，也许是很坏的后

娘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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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龙卧 

 
龙卧，就是筐子。 

筐子在临汾乡下被唤做龙卧。 

莫非，龙在筐子里睡过？ 

不可能！龙是众人想象出来的活物，原物是没有的。很早很早以

前，倒是有过恐龙。可那时候，太早了，还没有筐子，恐龙要睡也睡

不到筐子里。何况，恐龙大得大，筐子小得小，小筐子怎么能容得下

那么个大东西？ 

筐子里没有睡过龙，传说，睡过赵匡胤兄弟。 

那年份，赵匡胤兄弟还小，小兄弟俩跟着父亲过穷日子。父亲出

来逃难，肩上担着两个筐子，筐子里睡的是赵匡胤和赵匡义。 

睡筐子的滋味咋样，只有赵匡胤和赵匡义知道。知道归知道，却

没有留下文字，后人就没法知道。 

后人只知道，筐子叫龙卧，那是因为赵家兄弟先后都当了皇上。

皇上是真龙天子，富甲天下，四海之内皆王土。那年头是中国历史上

的宋朝，宋朝编过《百家姓》。 

《百家姓》开头就是： 

赵钱孙李。 

赵是皇上的姓，当然也就打了头，一直流传到今天，赵钱孙李还

是赵钱孙李。孰敢小看皇上的威力？ 

皇上的威力太大了，在哪达都能显示出来，筐子也就变成龙卧了，

真龙天子安卧过嘛！ 

不过，筐子也罢，龙卧也好，都是装东西的。而且，乡下人用来

担灰土杂粪的时候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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