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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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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峰山镇上苇甸村是个美丽的小山村，许多户名和
地名的缘由来自美丽的传说，希望传承。

上苇甸村名，上苇甸前街、上苇甸后街。
上苇甸村部分户名。上苇甸村前街：东头、南高家、

南张家、北张家、大西院、大坎碾子、胡同、西场、东院、西
胡同、月台上、陈家、郭家、庵庙、高井院、西井地、马院、
大北院、南张铺子、匣铺子、新房、刘家、大南院、匣铺子、
后头屋、大碾子、郭家。

上苇甸村后街：南园子、坎底下、西街、西北院、张
湾、西头、老爷庙、台高、后头院、里头院、卢家、尖坨、沙
土洞、上坎、南园子、大桥、大楼。

上苇甸村部分地名。上苇甸村前后街：后岭、庵坡、
东沟、东大岭、东疆、南岭、南坟、官地、白草洼、楸树湾、
猴山、埋孩子沟、芹涧、梨树涧、瑶台、大石安、桑子沟、芹
塂沟、筒磨口、龙王庙、李增洼、横头、羊儿洼、房基洼、王
八盖、南台、南爨、大雁岭、柳芽沟、桑树塂、泉水塂、大墙北
地、西二亩地、张伯玉儿沟、槐树旮旯、下河、后头垵、林沟、
塘湾、瓜槽、三道洼、南湖、北湖、骚狗湾、老爷庙、洞儿沟、
夜猫涧、缸漏、尖坨、东地、白摊子、后东沟、巧儿槐、大石
洼、大窑、北洼、西沟、蹦半场、草洼、黄土岭、栈涧、东江、寨
底下、东山、水壶岭、王坟、李家坟、东黄台、西黄台、东山、
小东坡、十八盘、青湖、潭子涧、垮落安、北坡、小房旵。

天津关上令公庙
赵永高

众所周知，“大道为关，小道为口”，合称“关口”。在京西沿河城至小龙门一线的明代
内长城线上，有一处较大的关口，叫天津关，位于柏峪村北、黄草梁上。从柏峪村至天津
关的古道上，有处地名凤凰崖，东侧原有一座小庙，叫作“令公庙”。那么，“令公”指的是
何人？缘何有此小庙呢？《军户村落——柏峪》一书说，修建令公庙，崇拜杨家将。这是军
户村落的特点之一，也是京西人民爱国情怀的体现。

“令公”是谁？姓杨，名业，杨继业，山西太原人，人称“杨无敌”。官至建雄军节度使，
后归顺了宋朝，升为云州观察使。据《宋史·杨业传》说，他被俘后“乃不食，三日死”。就
是说，他被辽军俘后坚决不投降，绝食而死。关于杨家将的故事，早在北宋中叶就已在民
间流传，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就曾称赞杨业、杨延昭“父子皆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
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宋元之际，杨家将的故事就编成了戏曲，搬上舞台；到
了明代，又被编成《杨家将演义》，《杨家将传》以小说形式流传。这样一来，杨家将就从历
史人物变为了文艺形象，仅戏剧就有360出之多。杨家将的人物，也从杨业、杨延昭、杨
文广等历史有据，被人们按照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塑造起来。于是，有了杨家七郎、八姐九
妹、杨门女将、百岁挂帅、破洪州、十二寡妇征西以及《辕门斩子》《李陵碑》等，也就有了开
头讲的“令公庙”等民间建筑和妙峰山里的“六郎转塔”以及大村那边的“撂子台”、“养儿
峪”等杨家将传说。

关于杨家将的故事，还有一个“三关口”的位置问题，应该说说。杨家将把守的“三关
口”，说法不一。有“山西三关”之说，也有“河北三关”之说，均在今北京的外边。在此想
说的是，不管“三关”在哪儿，京西建有令公庙，传有杨家将的故事不必争其历史事实，而
说明的是对杨家将的崇拜，这是确定无疑的。

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读《伟大的长征》有感

提起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国人就会忆
起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等诗
句，忆起红军战士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爬雪
山过草地等一幕幕情景。《伟大的长征》一书，就是真
实再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红军从1927年八
一南昌起义，长征之前红军建立井冈山、湘鄂赣等革
命根据地，对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围剿”进行反“围
剿”讲起，一直讲到红军会师甘孜，国共第二次合作，
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挺进到抗日前线，及《西行
漫记》《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在国际国内产生的影
响那段历史的专著。该书既让我们对长征精神及其
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解认识更为深刻，也让每个我们发
自内心地向长征致敬！向献身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
红军致敬！

《伟大的长征》不仅记述了红一、二、四方面军和
红二十五军长征事迹，对红军长征做出贡献的部队和
革命力量，还记述了兄弟部队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武
装力量，也包括白区地下党以及爱国人士、国际友人
等事迹；不仅正面反映了红军活动，还对照反映了敌
军和友军活动。时间脉络、场景环境、人物情感等描
写，细致清晰，具体翔实，客观真实。可以说，该书既
是一部全面展示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带
领工农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的通俗读本，更是
一部史实清晰、气势宏伟的壮丽史诗。

翻开该书，映入眼帘的首先是徐向前、聂荣臻、萧
克题词和81幅红军时期照片、红军长征路线图。书
中插入的23幅长征途中开会、行军、作战地图，让我
们重新看到当年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北上抗日
进军、红六军团西征等场景。附录中的革命元老话
长征、红军长征部队领导名录和陆定一、贾拓夫等
撰写的文章，摘录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
陈云、张闻天、秦邦宪、邓小平、杨尚昆等领导人对长
征的评价，更加坚定了我们对长征精神的理解继承与
弘扬。

说到长征，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
闻的故事》中说：“长征没有计划，在筹备时毛泽东受
排挤身处局外，出发前不久还对行动一无所知。而最
终长征却为毛泽东和共产党人赢得了天下。”“长征不
仅仅是象征。中国红军的男女战士用毅力、勇气和实
力书写了一部伟大的人间史诗。”确实如此。南昌起
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工农革命武装迅速崛
起。而此时蒋介石却背叛了孙中山的主张，对工农红
军及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经过五次反“围

剿”和党内“左”倾路线影响，工农红军被迫选
择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10日晚，党
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红军主力及
后方机关8.6万人，开始踏上艰难险阻、困难
重重的长征之路。

——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兵临昆明，北
渡金沙江，借路彝民区，强渡大渡河，强渡嘉
陵江，爬雪山，过草地……

——挺进湘西，转战湘黔，东渡黄河，西
进宁夏，鏖战河西……

——中央革命根据地，闽浙赣革命根据
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革命根据地，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陕甘宁
革命根据地……

——缺粮，少药，风雨，冰雪，饥饿，寒冷，
疾病，伤亡……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六
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历时两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纵横11个
省，红军三大主力1936年10月会师陕北。最
后，“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
宣告结束。”

长征带给我们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而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开篇提出的70多
个“？”，应该说最具代表性。如，他问：中国的
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
服从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
统一指挥的呢？如果是的，那么那个纲领是
什么？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
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
地方相象，哪些地方不同？再如，红军的兵力
有多少？真像共产国际出版物所吹嘘的那样
有五十万人吗？他们的武器和弹药是从哪里
来的？它是一支有纪律的军队吗？它的士气
怎么样？共产党倡议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
战线”，停止内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斯诺
不仅连续发问，而且坚定认为：“不论你对红
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
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是军事史上
伟大的业绩之一。”

1935年11月，毛泽东对长征胜利及其历
史意义明确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
次，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
种机。”“长征我们胜利了，但是损失也是巨大
的。”对中华民族而言，长征胜利不但保存了
一批经过千锤百炼的中国革命精英，使红军
主力转移到抗战前沿阵地，开创了中国革命
的新局面，特别造就了一批杰出的革命领袖
人物，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
地位。

今天，无论是阅读《伟大的长征》《西行漫
记》，还是再看长征故事影片，重走红色征程，
落脚点必须放在弘扬崇高理想、坚定革命信
念、忠诚党和国家、勇于牺牲奉献、服务人民
群众的“长征精神”上。惟此，才能告慰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革命先烈，才能实现中
华民族富强振兴！

春秋雨／文

潭柘寺的流杯亭
袁树森

潭柘寺行宫院中有一座方亭，名叫“猗
玕亭”，是一座木结构四角攒尖顶的四方
亭，顶覆绿色琉璃瓦，红木立柱，亭高2丈，
长、宽各丈余，白石台基，梁架油漆彩绘。
远看和一般的亭子似乎并无什么差别，近
看则是大有文章。亭内用汉白玉铺地，石
面上刻有一条弯曲盘旋的石槽，宽、深各10
余厘米，其所构成的图案十分奇特，从南向
北看像龙头，而从北向南看却又像虎头。
水从亭外东侧一个汉白玉雕的龙头口中流
出，沿引水石槽从东侧入亭，几经旋转之
后，从西侧流出。弯曲的水道比直线距离
要长好多倍，放上一只小纸船作为标志，流
出亭外要用很长的时间，这座亭子的奇妙
之处就在于此。“猗 ”指带水的美妙玉石；

“玕”指像珠子一般的美石，清代乾隆皇帝
之所以赐名为“猗玕亭”，正是为了显示雕
刻有象形图案汉白玉铺地石的奇妙。

这里是清代所建的行宫院，是当年皇
帝来潭柘寺进香礼佛期间居住的地方。当
年乾隆皇帝在游寺期间，经常与王公大臣

们围坐在亭边，玩一种名叫“曲水流觞”的
游戏：将一只带有双耳的竹制酒杯盛上酒，
放在流水的入口处，让酒杯顺水漂流，如果
酒杯在谁的面前倾倒或者停住，谁就要罚
酒一杯或赋诗一首。乾隆皇帝曾特意为流
杯亭题诗一首，名为《猗玕亭》：“扫径猗猗
有绿筠，频伽鸟语说经频。引流何必浮觞
效，岂是兰亭修契人。”

流杯亭是中国的特有建筑，“流杯”亦称
“流觞”，本是古时每年三月上已日(三月三日)
临水沐浴、招魂续魄、除灾求福的活动。随着
历史的演进，这种“祓除不祥”的活动渐渐地
和春游联系了起来，以至于后来发展成为临
流赋诗、饮酒赏景、尽游宴之乐的风雅之举。
西周初年，周公建洛邑，建成之后，在洛水上
泛起带羽翼不下沉的酒杯，以示庆祝，这是流
杯习俗的起源。后来，这种游戏逐步由室外
缩小到室内，所以这种亭子就叫“流杯亭”。
《字源》对“曲水流殇”的解释是：“在曲折水流
中泛杯而饮，三月三日之酒宴。”

三国时期北魏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

睿，在洛阳的天渊池南侧石头上雕凿出盘
曲的水道，引水流觞(酒杯)，欢宴作乐，这是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流杯亭，此后“曲水流觞”
就成为一种专门的饮宴娱乐形式，在南北朝
时期已相当普遍，许多地方都建有流杯亭。

“曲水流觞”有两大作用：一是欢庆和娱乐，
二是祈福免灾。流杯亭分为两种形式：一是
在亭外布置流觞曲水，讲求自然天成之美；
另一类是在亭内的石座上凿成水渠，这是
明清时期流杯亭的基本形式。中国最有名
的流杯亭是浙江绍兴的兰亭，东晋时期王
羲之与友四十余人在兰亭“曲水流觞”，各
作诗文，并结成集，由王羲之作序。这就是
著名的《兰亭集序》，也是大书法家王羲之
的得力之作，成为后人摹临的名帖。到水
边嬉游，以消不祥称为“修契”，此后“兰亭”

和“修契”就成为了流杯亭的代名词。宋代
官家匠作监李诚所著的《营造法式》一书中
记载了流杯亭的图样，证明当时这种建筑
样式已经相当普遍了。到了明代，流杯亭
在中国南北方都已存在，到清代则成为了
皇家一种专用的建筑形式。流杯亭的建筑
形式于1000年前传到了高丽，后又传到了
东瀛，现今韩国和日本均建有流杯亭。

流杯亭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修建
的，清代时期，那是皇家的特有建筑。北京
的流杯亭共有六处七座，即故宫乾隆花园
的“契赏亭”、中南海的“流水音亭”、圆明园
的“坐石临流亭”和“寄情咸畅亭”、恭王府
花园的“沁秋亭”、北安河七王坟退潜别墅
的流杯亭，再有就是潭柘寺的“猗玕亭”。
这七座流杯亭中有四座建在皇家园林和皇

家内院之中，两座建在亲王府邸，而这两位
亲王也非普通亲王可比，恭亲王奕䜣曾任
议政王，享受“双王”俸禄，权倾朝野，曾是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炙手可热势绝伦”的
人物；醇亲王奕譞是光绪帝的亲父，宣统皇
帝的祖父。即使是潭柘寺的流杯亭也是建
在皇帝的行宫院之内。在北京众多的寺庙
中，潭柘寺独享此荣，可见其地位之高。

圆明园的流杯亭早已被英法联军烧
毁，中南海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故宫乾隆花
园和恭王府的流杯亭只许看不许玩儿，七
王坟退潜别墅的流杯亭亭子已经不存，石
槽还在。要想玩儿“曲水流觞”的游戏，只
能到潭柘寺来，所以每当水道放水的时候，
都有人叠几只小纸船放入水道中，效仿“曲
水流觞”，以此为乐。

上苇甸村户名地名
李淑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