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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

日Ⅱ 茜

洪洞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山川秀美，物产丰富的

县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飞速发展。文

化事业遵循挖掘与整理并重，弘扬与发展并举的方针。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且为增强全县软实力，提升县域综合

实力做出了突出贡献。

这部由我县老年书画研究会组织编著出版的《洪洞金石

录》，是全县文学艺术研究领域里的一朵奇葩，她浸透着一批

热心于全县文化事业发展的老同志们的心血和汗水。我为他

们的研究成果深感由衷的高兴。

研究一方历史，需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肯定

一方的历史。要有充分的史料和有力的佐证。书中所收录的

上迄商周时期下到民国时期的近千件青铜器、瓦陶器、金属

器铭文和碑刻铭文。年代清晰、门类齐全，既涉及华夏人文始

祖，记载了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又涉及自然景观、民风民俗。

既涉及洪洞境内先贤哲人，记述了不同阶层的代表人物，又

涉及历朝历代演变的脉络、发展的进程。实为一部石刻的洪

洞历史。一部记载几千年洪洞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百科

全书。她理应在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常说。洪洞在全国知名度很高，看了这部书才会有

更深的体会。今天，我们站在历史发展的新起点、怎样不忘历

史、弘扬历史、发展洪洞、传承历史更是应该直面相对的新课

题。我相信，我们正直善良，勤劳勇敢，具有勇于拼搏的精神，

富有开拓进取气概的洪洞人民。一定敢于探索前人没有走过

的路子，不断刷新历史的记录。创造出新的历史辉煌!

(作者原任中共洪洞县委书记)

翮刍f¨∥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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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伟截

继《洪洞县古今书画集》之后，这部《洪洞金石录》，是

挖掘整理洪洞历史文化的又一部重量级编著。两部集录

堪称姊妹篇。 ．

翻阅这部《金石录》：我先认真拜读了书前的《概述》。

这篇概述，写得很认真、很专业、很有水平，它才是本书的

真正的序言和导读。

翻阅该编著。我采用倒读法，也就是从最后一页看

起．逐篇回溯到公元前786年即周宣王四十二年之那尊

铜鼎之铭文。我之采用此法，是因为对20世纪三四十年

代之某些历史事件。如抗日战争期间的韩略战斗、解放战

争期间的赵城解放等等，更有亲切感，更能理解。如此由

熟悉和比较熟悉而上溯到比较陌生和十分陌生．由近及

远地回溯到近古以至远古，仿佛穿行于历史的长廊间，强

烈领略到历史的纵深感和沧桑感。 ，

一边翻阅我一边思考，觉得，这是一部需静下心来慢

慢细读细研的书。在读此书的同时，如能有一部中国通史

为伴。随时对比查考，效果可能更佳。编著者花大力写出

的一则则按语。即使对历史专业的读者，亦大有助益。

《概述》说：“这些金石铭刻，是一部记载数千年洪洞

历史文化的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翻阅之后我觉得，此

言不虚，它确实达到了百科全书式境界。

乡亲李国富先生、王汝雕先生、张宝年先生为编著本

书，做了辛苦有效的工作，洪洞县老年书域研究会的领导

汪学文诸君，大力促成、支持、协调此一重大文化工程，皆

都是立功立德，令人感佩不已。

丁亥年(2007)秋八月于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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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毓庆

在赵城这个不大的地方。李国富先生是我最敬佩的人之一。这不

是因为他有权——他压根就没有什么权；也不是因为他有钱——他

也根本谈不上有钱。只够养活家口而已；更不是因为他有社会威

望——他是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人．根本谈不上什么威望。而是因为

他的精神．他那种淡漠物欲、追求事业成功的精神。

三十年前我就认识了李国富先生，当时他是一位小学教师，只知

道他教学出色，并没有引起我特别的关注。到九十年代他退休之后，

爱上了书法，因书法而喜爱上了碑拓，随后则转向了搜寻古碑，这时

我听到了他搜寻古碑中的许多动人故事。才对他产生了由衷的敬重。

每次相见，他总是侃侃而谈搜求古碑的新发现，很少议论其它。只要

打听到哪里有碑，他便会马上骑上摩托，带上干粮和水，一路赶去。有

许多碑都埋在地下，他时常要做苦力，用铁锨镢头往出挖。实在不行，

就要雇人刨，刨出来再洗，洗了再拓。自己仅有的一点退休金。几乎全

花在了在世俗看这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有人说他疯了。把古碑当饭

吃。而却不知道他正在进行着一项巨大的工程。他搜求的绝不仅仅是

几百通古碑．而是洪洞的历史档案!

洪洞县原分为赵城与洪洞两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合并为洪洞

县。赵城从造父封赵算起，已近三千年的历史了。洪洞在西周时为杨

侯国，说来也有E千年的历史了。这里曾经发生过许许多多的故事，

但能进入史学家视野的并不多，因此在《二十五史》中洪洞历史的线

索只是斑斑点点。而乡土文人，却把这里发生的一件件、一桩桩值得

纪念的事情，认认真真地刻在了石头上，希望能传之后世。这传下的

不单纯是一个个故事，而是一种价值判断，一种道德精神，一种文化

传统。人们在这种价值判断与文化传统的引导下，确立着自己的人生

信念与追求，不断提升着自己的精神境界。那石头上与地方公益事业

相联系着的一个个闪光的名字，成了无数人倾慕与仿效的对象。这便

形成了地方的历史。然而在历史的风风雨雨中．这些石头倒在了草丛

同父肾一-b拳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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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旧世界末恐不彻底，相当多的古碑被砸碎、丢弃，古人费尽心事用

石头书写的历史，变成了碎片，渐渐消失在人们创建新世界的革命行

动之中．九十年代初，我曾到霍山寻找过中镇庙建文元年碑，这是国

内仅存的一通建文碑，其价值可想而知。建文皇帝被他的叔叔朱棣推

翻后，有关他所立的碑石全部都被毁掉了，而只有此一石侥幸得免，

故而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特为作跋，存于其《曝书亭集》卷五十一中。

民国时释力空《霍山志》亦曾著录此碑。但我寻找的结果，却一无所

获．老百姓说：可能在谁家的房基底下。像类似的古碑命运不知其几!

“文革”过去了，人们的“革命观念”转变为“经济头脑”。残碑断石多被

碎成了铺路石子，或做了建筑材料，为当代的经济建设服了务，历史

遭到了再一次的大破坏。在传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面前，只有那些

有文化意识、有超越世俗情怀、有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人，才懂得

抢救这历史碎片的意义。国富先生就是洪洞这地方当代一位抢救历

史的人!

五年前。国富先生还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寒酸老头。我曾为他作过

宣传，但能理解的人少之又少。赵城这地方，金代曾出过一名状元，他

叫王纲。他的后人至今说起来，还引为自豪，状元巷的名字至今还保

留着。可是他的文章却从没有人见过，只有一首《忠孝歌》载在《山西

通志》中。这自然就成了一个缺憾。而李国富先生却意外地搜寻到了

王纲撰写的一篇碑文。赵城入一下子兴奋了，于是开始对李先生刮目

相看。接着他的名字不胫而走，一拨一拨的民俗学及社会学、地方史

的研究者，纷纷登门造访，希望能从他这里发现自己研究所需的资

料。这也大大地鼓舞了李先生。他更是满怀豪情地在更广阔的田野搜

寻。2005年春，我回老家过年。特意向洪洞县有关领导推荐了李先生，

希望他们能支持一下。国富先生原先搜集的主要是原赵城县范围内

的石碑，如果能给予支持，把洪洞全县的碑刻搜集一下，那不更好吗?

县委宣传部晋廷瑞部长一日答应：一定支持!随后李先生的工作也得

到了更多人的理解。在县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汪学文先生的策划下，

把二十几年来坚持不懈收集了几百幅金石拓片、掌握一手熟练传拓

技术的张宝年先生和长期研究金石文字的王汝雕先生组织起来，于

是就有了眼前这本厚厚的《洪洞金石录》。

他找到的第一个最好的合作人是王汝雕先生。因为几百通碑刻

的拓片摆在案头。如何释读文字、移录碑文，把它变成大家可读的文

献，成了一个挠头的问题。恰在此时，李国富结识了王汝雕先生。他婉

转提出请王帮助整理，王则爽快的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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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一一’“”一囊两’ 王汝雕先生长期从事历史地震的研究工作，查阅过山西大量的地

兮i 方志书和碑刻资料，著有《山西地震碑文集》等书。退休后，从事地方历

F彳l 史文化研究。2005年底《临汾历代碑文选》出版后，王汝雕先生便开始

} 整理李先生成堆的拓片，2006年春。一部不太完整的《洪洞金石录》书

稿初步完成。

洪洞县老年书画研究会汪学文会长、县委宣传部晋廷瑞部长看了

书稿后觉得很有新意，提出把收集范围扩展到全县的每一个角落，争取

出一部完完全全的《洪洞金石录》，使它成为弘扬洪洞历史文化的精品。

当李先生发现有一些碑找不到时。汪学文会长采取了一个战略性的措

施，把县博物馆多年从事拓碑的张宝年先生找来，共同负责全县碑刻的

拓印，也特聘王汝雕先生负责拓片的释读、文字整理和编写按语等工

作。

张宝年先生现任县博物馆文博馆员。1984年县上开展文物普查，

张参加了这一工作，开始了金石拓片的收集，积累拓片数百张，他早就

想把手上的拓片整理出书，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这时，他盼望的好

机会终于来了。他快人快语，当即表示通力协作。

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就是出主意，想办法，用人。汪学文会长就是

这样一个人。2007年6月23日，汪学文会长召集李、张、王及县老年书

画研究会的其他领导开会，正式启动《洪洞金石录》的编撰工作。会上确

定了碑刻收集的下限时间，进行了明确分工，力争年底出版。

汪、王、李、张强强联手，一场硬仗打响了!

会后，张先生拿出了收藏的拓片，并与李分头去野外拓碑。骑摩托，

冒酷暑，跑遍全县的山山水水，又拓印石刻100余通。

王汝雕先生的文字整理工作也是十分艰辛的。阅读拓片。释读文

字，查找参考资料，考证历史人物和事件，撰写按语，去各级图书馆收集

佚碑碑文等复杂而繁重的工作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而且在五个月的时

间里他每天必须在电脑前加班加点。书稿才得已完成。

这本《金石录》，其本身的价值意义，我想凡是读了的人，都会作出

公允的评价。而在这本书形成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那种精神，则不是每

个人都明白的。他们这些老同志本来已经退休，应该颐养天年，但却用

有限的能力和力量，为抢救“地方史档案”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我真希望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想一想，自己是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还是社会的

寄生者?我们占有了社会的多少利益?我们为社会做了些什么?应该为

社会做点什么?

以上只是有感而发，姑以冒序。

最入臣一B蠡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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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王汝雕

洪洞县是由原洪洞、赵城二县于1954年合并而置，原名洪赵县。1958年

改今名。洪洞县历史悠久，山川灵秀，人文荟萃，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千

年古刹广胜寺闻名全国．霍泉水神庙元代壁画轰动学界。中镇庙、女娲庙是唐

宋以来历代王朝国家级祭祀的神庙，万圣寺被誉为“小五台”，青龙山玄帝宫

被形容为“小布达拉宫”，明代迁民遗址古大槐树处更是大半个中国移民后代

的祭祖认宗圣地。虞舜时期的皋陶，晋国乐师师旷，三国名将徐晃，金朝的王

纲，明朝的韩文、王铎，清朝的王轩，民国的温寿泉、张煌、张瑞玑、任重远(力

空和尚)，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南汉宸、王世英，当代书画大师董寿平，都曾是风

云一时的人物。中国人善于立碑刻石记功，于是，在洪洞大大小小的庙宇里碑

刻林立，记录着香火的盛衰；洪洞历史上水利纠纷不断，官府布告及民间的公

约也都立碑刻碣，以昭后世；达官贵人的墓碑比比皆是，追述着他们波澜壮阔

的一生；文人雅士的诗酬唱和之作也被僧人羽流镌刻上石，供人吟哦。流风所

及，平民百姓聚居的寻常巷陌，也常可以见到书法不俗的刻石，显示着主人高

雅的志趣。据估计．洪洞的历代碑刻用“数以千计”来形容并不为过。

历史是由细节构成的。金石铭刻，特别是碑刻文字，是一种公开的地方历

史档案，是区域历史文化的可靠见证，因而十分宝贵。中华文明早期的青铜器

时代，因传世文献记载简略。其铭文弥足珍贵。而立碑则一般需要经过公众认

可，而且大多立于宫观庙宇、名胜古迹等公共场所，其记述内容也就反映了特

定时代、特定人群的共同行为规范或文化价值观念。同时。与传世文献相比，

金石铭刻更具有地方性与民间性。往往直接记述了历代普通人物的活动，因

此它是研究社会经济与文化史的不可或缺的资料。碑刻资料中也有许多有关

国家制度、正统宗教及官绅活动的记述。它们对于深入研究历代政治体制与

意识形态的演变及区域社会文化的发展机制，也是极为重要的。金石铭刻还

可以补史之阙、证史之误。由此可见，金石铭刻是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研究地方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金石虽然坚硬，也有毁灭殆尽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流逝，经过自然风化、

战乱兵燹、地震灾害、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的人为毁坏，如今洪洞的碑刻已十不

存一。以霍山中镇庙为例，据历史记载，历唐宋金三朝，皇帝多次遣官祭祀，每

次都立碑纪事。但这些碑刻在元代已不见记载，究其原因，估计毁于元大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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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一’’一一曼翼啊’ 年(1303)的大地震。1967年7月地震考古调查时，中镇庙正殿内四壁上，还

、争l 嵌满了元大德七年以来元明清历朝皇帝的御祭碑，共83通。据《调查日志》

降彳l 描述，当时正殿虽存，但檐顶已经倒塌。1981年再次调查时，正殿已毁，大部
”

’1 分碑刻已不见踪影，只有几通残碑散落在废墟之上。而到2001年，当年偌大

的中镇庙，只剩明洪武巨碑一通、苍松一株，其余一切已荡然无存，成为遗

址。据当地居民讲。这里的近百通碑，有的做了屋基，有的修了水渠，还有的

被砸碎烧了石灰，只有少部分被埋入地下保存起来。全县现存的碑刻，除广

胜寺等少数文物保护单位保存较好以外。相当一部分，或矗立于乡间小庙，

或倒卧于荒烟蔓草之中，或已散落民间被挪作它用，随时有佚失之虞。因此，

抢救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成了当务之急。

这部书由三部分组成。上编“现存金石”，收录现存的金石铭刻535篇，

其中包括青铜器lO器、铁器6件、瓦当l件，北魏以后的石刻文字518篇，

另附因种种原因未予收录的57通现存石刻的目录。中编“佚碑录文”，收录

唐代以后的佚碑碑文303篇。下编“佚碑存目”，收录佚碑碑目292条。在

821篇石刻文字中。按时代分，现存的518篇中，北魏l，唐6，五代l，宋10，

金8，元27，明83，清286，民国38，年代不详16，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

42，在303篇佚碑文字中，唐4，宋7，金7，元38，明76，清158，民国13；按

类型分，有碑碣、墓志、经幢、造像碑及其他杂类；按内容分，有历代名人神道

碑、功德碑、墓表、墓志。有创建、重修、增修庙宇、衙署、寺观记事和造像碑，

有历代帝王御制圣旨、诏书、朝廷牒文碑，有记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

事、水利、田亩、教育、格言、生产、生活、地震、灾荒、宗氏家族、乡规民约以及

自然风景等方面的记事碑，可谓无所不有，无所不包。．“所刻载的人物，上至

中华民族先祖、先哲圣贤、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下至寒儒布衣、山

野白丁、江湖隐客、市井小民、乡间老妪。涉及每一个社会阶层。”可以毫不

夸张地说。这些金石铭刻，是一部记载数千年洪洞历史文化的包罗万象的百

科全书。

另外，有7件不属收录范围的铭刻，它们或是本县历史的最古记录，或

是本县历史名人所撰书，或采用了特殊的铭刻形式。有特殊的历史文化价

值．故本书在“现存金石”部分予以附录，以飨读者。

洪洞现存的这518篇石刻文字中，重要的有：宋代的《大宋新修女娲庙

碑铭并序》《郭子仪奏牒》，金代的《都总管镇国定两县水碑》《广济寺石经

幢》，元代的《重修明应王庙之碑》《大德七年十月御祭中镇文碣》《重修明应

王殿之碑》《忽必烈皇帝圣旨碑》《徐毅墓神道碑》，明代的《大明诏旨封山碑》

《增修有虞士师庙记》《明世宗“敬一箴”碑》《名宦乡贤行略》《韩应庚先茔碑》

《创建玄帝阁碑记》《创建七佛峡中台绝顶西方极乐景界阁序》《水神庙祭典

文碣》，清代的《邑侯徐老爷编审革弊万民感德序碑》《严禁盗伐山柏碑》《建

霍泉分水铁栅详》《创建乾元山历殿记》《重刊明崇祯“赵上卿蔺相如故里”

碑》《食德碑》《严禁赌博碑志》《封底伏羲庙碑》《赵城县伏牛村修复牺皇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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