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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 牛
嘉荣）10 月 15 日，第四届中国考
古学“西阴论坛·青铜冶铸与夏
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专
家组前往夏县东下冯遗址、绛县
西吴壁遗址考古基地考察调研，
在运城博物馆、解州关帝祖庙实
地参观。

此 次 考 察 是 本 届“ 西 阴 论
坛”的重要活动之一，30 余家高
校、文博机构的 40 余位专家学
者在我市考古基地考察调研，先
后前往夏县东下冯遗址、绛县西
吴壁遗址现场调研，了解有关晋
南地区冶铜遗存考古科研方面
的努力与成果。部分专家还前往
运城博物馆、解州关帝祖庙，实
地感受河东大地的厚重历史文
化。

本届“西阴论坛”专家组来
自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
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全国
考古领域知名研究机构和高等
院校。

东下冯遗址位于夏县东下
冯村北，是目前晋南地区发现面
积最大的夏商聚落之一，是研
究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关键
遗址，对于探讨夏时期晋南地
区的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夏商时期东下冯冶铜遗址发现
的大量冶铜遗存，对研究中国
早期青铜时代冶铜产业格局意
义重大。

10 月 15 日上午，考古项目
相关负责人向专家组介绍了夏
县东下冯遗址田野考古发掘概

况及发掘成果，重点介绍了冶
铜 遗 存 、 发 掘 成 果 及 科 研 情
况。通过详细了解遗址发掘现
状 、 出 土 文 物 及 周 边 地 理 环
境，并结合发掘情况聚焦夏时
期考古研究新动向，专家组对
夏商时期冶铜遗存考古成果予
以研讨。

绛县西吴壁遗址位于绛县
古绛镇西吴壁村南，地处涑水河
北岸的黄土台地上，南距中条山
约 6 公里，以二里头与二里岗文
化时期的冶铜遗存最丰富和最
具特色。绛县西吴壁遗址发现有
数量不等的铜炼渣或残炉壁等
冶铜遗存，该遗址的发掘首次在
中原地区揭示出已知时代最早、
规模最大、专业化水平最高的夏
商冶铜遗址，弥补了从铜矿开采
到集中铸造之间所缺失的冶炼
环节，填补了中国冶金考古的一
个重要空白。

在绛县西吴壁遗址，吉林大
学考古学院实践教学基地的带
队老师汇报了吉大考古学院和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2024 年西吴
壁遗址最新田野考古发掘情况
及发掘成果。随后专家学者对
西吴壁遗址现状、遗迹分布、
周边的地理环境等进行了仔细
考察，并对出土文物保护利用
提出指导性意见与建议。

通过查看研究发掘文物、听
取讲解、实地考察，专家组认为
晋南地区发现的大量冶铜相关
的遗存对于构建夏商时期的年
代体系，研究中国早期青铜时
代冶铜产业格局，阐释晋南地
区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
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届“西阴论坛”专家组
在运城考察调研

10 月 14 日至 17 日，运城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在闻喜举办，“匠
心铸华章 非遗庆盛会”非遗展一同亮相。非遗展展出了闻喜煮饼、
闻喜花馍、闻喜剪纸、闻喜草编、根雕等 16 项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吸引了众多游客近距离了解非遗的魅力。

特约摄影 温徐旺 摄

北房东间保留了原来的阁楼（资料图片）

麻村全景（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 牛嘉荣）10
月 15 日，从市文物局获悉，该局
主办的“国宝第一市 天下好运
城”大型公众考古系列活动将于
10月 19日启动。

据 介 绍 ，此 次 活 动 时 间 为
10 月 19 日至 11 月 30 日，公众可
参观的考古发掘工地有夏县辕
村遗址、绛县西吴壁遗址、永济
蒲州故城遗址、闻喜上郭古城与
邱家庄墓地、芮城坡头遗址、垣
曲北白鹅墓地。其间，各考古发
掘工地将根据发掘进展情况举
办公众开放日活动。活动现场，
参观者可参观考古发掘现场，聆
听考古专家现场讲解，观看考古

发掘成果展板。
我市是全国著名的文物大

市，地下文物极为丰富。截至目
前，中国国家博物馆、吉林大学、
省考古研究院共有 7 支专业队
伍同时在我市进行主动性考古
发掘，占全省的半壁江山。

本次活动报名方式可通过
关注“运城文物”微信公众号，扫
描 报 名 二 维 码 ， 进 行 预 约 报
名。每个考古发掘工地每次公
众考古活动限定 30 人，报满为
止。活动当日，预约参与公众
考古活动人员须携带本人身份
证，按规定时间自行到达活动
地点报到。

我市将启动公众考古系列活动

本版责编 游映霞 校 对 李 楠 美 编 冯潇楠



专家组成员在夏县东下冯遗址实地调研考察。
本报记者 常 奇 摄

闻喜县非遗展亮相
运城市中学生运动会

风风火火的女支部书记

中共麻村地下党支部成立时，家族中
人称三奶奶的孙桂枝，出任支部书记。

柴江斌说，奶奶孙桂枝上过小学，有
些文化，性格泼辣，做事风风火火，是个雷
厉风行、敢做敢当的女人，工作能力不输
爷爷。

孙桂枝对周围人很有影响力，她发展
党员的数量，佐证了这一点。据统计，麻
村党支部经孙桂枝介绍入党的，就有 7 人
之多，包括柴氏家族中的申桂香、冯玉秀、
朱竹青、柴生治、柴生洛、柴生泠，以及她
的外甥女李玉荣。

白色恐怖下，发展党员须极端严肃、
慎之又慎。孙桂枝先后将自己的妯娌申
桂香、朱竹青与冯玉秀发展入党，可以看
出她的知人识人能力。

“石桥奶奶”朱竹青，娘家有四个哥
哥，三个哥哥均被日本人杀害，其中一个
还是村里的农会主席。国仇家恨，加上孙
桂枝的引导鼓励，让朱竹青挪着一双小
脚，在 1945 年和丈夫柴生洛先后加入党组
织。

四奶奶冯玉秀，是从河南济源逃荒来
到麻村的。四奶奶前夫姓贺，在济源是共
产党区委书记，不幸被敌人杀害。前夫牺
牲后，河南发生蝗灾，冯玉秀拖着妹妹、弟
弟、小叔子和婆婆，一路逃荒来到山西，先
在申家营落脚，后经人牵线，和四爷爷柴
生淅重新组织了家庭。经孙桂枝介绍，冯
玉秀 1944 年加入党组织。

孙桂枝胆大心细，她冒险探监参与营
救柴生治出狱，还化装护送县委书记郭久
长去河南。

当时麻村有三名汉奸，一为日伪合作
社东乡社长，一为日伪政府劳动科科长，
另一个给日伪警察所贩料子，他们甘心充
当日伪帮凶，被麻村百姓骂作“三害虫”。
1943 年 8 月，因受进步人士委托转交买枪
书信一事，三个汉奸向日伪告发，到麻村
逮捕了转信人、闾长柴生治，给他戴上手
铐脚镣，开会示众，当夜严刑审讯，追问共
产党线索。柴生治申辩：“我是闾长，就替
老掌柜转了一封信，不知内情，这犯了什
么罪？”敌人把他打得死去活来，问不出结
果，便关进暗牢，准备枪决。柴生治岳父
翟朗斋在伪警察所当文书，上下活动，极
力营救。入狱第五天，孙桂枝与柴生治妻
子翟月串相随，买通狱头冒险探监。趁四
下无人注意，孙桂枝低声问柴生治：“他们
都问了你些什么？”柴答：“问谁是共产党
员。”“那你都说了些什么？”“我什么也没
说。”孙桂枝告诉柴生治：“你哥让我告诉
你，千万不能说啥。你放心，党正在设法
营救你。”这次探监，为之后成功营救奠定
了基础。

1946 年上半年，条南地下党组织遭到
严重破坏，形势险象环生，为安全起见，组
织安排中共永（济）芮（城）虞（乡）解（县）
联合县委书记郭久长赴河南暂避。麻村
党支部接到曾家营党支部要求配合护送
郭久长过境的书信后，迅速商定了扮作二
战区军人押送犯人、确保护送过境万无一
失的方案，之后让地下党员柴生治找到在
虞乡国民党县党部的麻村本家柴本仁，谎
称妹夫被抓常备兵开小差回村，想到省外
躲一阵，开了路条；让党员曹宏全利用工
作关系，设法从爱乡团借出来一套军装、
一支枪。在柴生治口述、屯里联合校区校
长杨士杰整理的回忆材料中，对孙桂枝、
柴生治到曾家营接头、护送的描写十分生
动，孙桂枝的沉着机警、处事干练也可见
一斑：

“……拂晓时到了村口。曾家营党支
部位于该村东南角。孙先拾一个小块砖
扔进院内，稍待又拾一瓦块投进院内。一
会儿一年轻妇女将门开启，背身问道：那
不是你三姨？孙回：那不是二姐？联系上
后，招手让他们进家，关上门，让柴小房
坐，孙去接洽，彼此用点饭，孙讲：同意按
原计划办。之后，郭久长扮作犯人，头包
脏毛巾，半披破棉袄，颈肩法绳，两手背
绑。柴生治扛枪扮作士兵押送。孙手挎
竹篮，内盛四个馍、两把挂面随后尾跟。
护送至麻村村北老洋井那里，郭久长躲进

庵内。孙桂枝告诉柴生治：你的任务完
成了，回去卸妆归还，剩下的不用你管
了……郭安然地渡河赴豫。”

1947 年，胡宗南部对延安大举扫荡，
为减轻延安压力，中央要求解放军在晋南
地 区 尽 可 能 攻 打 县 城 。 4 月 22 日 傍 晚 ，
解放虞乡的解放军队伍进驻麻村。在县
委安排下，孙桂枝和党员们发动群众支
前备早饭，选柴生泠作攻打北门向导，
柴生淅为攻打东门向导，柴生治为攻打
西门向导——留南门不打，是为了给敌人
留下逃路，以便“放羊归山”。拂晓时分，
我军兵临城下，三声炮响之后敌人闻风逃
窜，虞乡顺利解放。

虞乡解放后，麻村支部领导农民成立
农会，进行土地改革，斗争 11 户地主富农，
把土地房屋分配给贫下中农。如今大门
院墙上的“农会”等字，就是土改时留下的
印记。

残酷环境让孙桂枝积累了丰富的对
敌斗争经验。独子柴兴华参加革命后在
万泉县县长冯培文手下当警卫员，一直没
机会回家，非常想念家人。1947 年中秋节
前夕，柴兴华背着小马枪，徒步近百里，天
擦黑进了家门。当时运城并未全境解放，
孙桂枝见儿子突然进门，大吃一惊，急得
一拍大腿：“憨娃呀，你咋一个人回来啦？”
柴兴华见到家人光顾了高兴，回答说：“我
骗 检 查 站 ，说 大 部 队 在 后 面 ，没 人 敢 拦
我 。”孙 桂 枝 反 问 ：“ 你 的 大 部 队 到 底 在
哪？明天你返回，敌人不抓你抓谁？”她赶
紧给柴兴华换衣服烙饼子，又到村公所开
了路条，帮儿子把枪藏好，连夜打发他回
万泉去了。

解放后孙桂枝曾任虞乡县王村乡妇
联主任。作者在柴家老院看到孙桂枝老
年照片，一头花白短发，笑容温润平和。

孙桂枝，这个被称为“屋里人”、原来
只知围着锅台转的村妇，在民族危亡时
刻，她的目光远了，眼中的世界大了，毅然
投入拯救民族危亡的战斗，在残酷的斗争
环境中迅速成长，成为乡村新女性的代
表，成为烛照后来者前行的亮光。

五奶奶申桂香：一双小脚
走出的革命路

在外孙女蔡晓霞眼里，申桂香，这位
挪着小脚干革命的外祖母，是一位异常坚
强的女性。

1941 年寒冬的一天，由于叛徒告密，
原计划在柴生滋家举行的抗日积极分子
秘密活动，不得不临时紧急取消。日本鬼
子杀气腾腾从虞乡县城向麻村扑来。时
间紧急，已经来不及通知参会者。孙桂枝
和申桂香将提前准备好的烙饼，一人一份
塞给赶来的参会者，让大伙赶紧撤离。当
最后几名参会者离开柴家时，鬼子也进了
村。柴生滋弟弟、申桂香丈夫柴生瀛，协
助二哥柴生滋越墙逃走，又将耳聋的大哥
藏进柴房的柴草垛中。刚做好这一切，鬼
子冲进了院子，逼问柴生滋等人下落，柴
生瀛答说“不知道”，被敌人用枪托砸倒在
地。柴家老太太上前劝阻，被鬼子蛮横地
用刺刀拨开，黑棉裤“刺啦”一声被划破寸
许长的口子，一缕白色棉絮挑在刺刀刀尖

上。鬼子不甘心，将柴生瀛拖到村公所，
连夜逼问，严刑拷打。柴生瀛咬紧牙关，
不吐一字。柴生瀛平素在村中人缘极好，
听说他被抓，村民们不顾安危纷纷赶到村
公所，替他求情担保。敌人见从柴生瀛嘴
里实在问不出东西，又有村民一致为他求
情，最终放人。高大魁梧的柴生瀛，被打
得皮开肉绽，全身多处骨折，抬回时已奄
奄一息。申桂香怀里抱着小女儿凤鸣，手
里牵着大女儿凤凰，想见丈夫最后一面。
柴老太太担心儿媳受刺激，让人强行把她
拖走。31 岁的柴生瀛含恨离世，留下 27
岁的妻子和两个幼女。

柴生瀛离世时，凤凰不足五岁，凤鸣
不足三岁。按照乡俗，父亲去世头三年，
小姐妹穿白鞋为父守孝。年关将至，逃难
的外乡人从麻村滩地路过，瞅见姐妹俩脚
上的麻布白鞋，指点着议论：“这俩女娃过
年穿白鞋，是没爹的娃。”姐妹俩不懂伤
悲，一边打闹一边说：“你是没爹的娃”“你
是没爹的娃。”走在后面的申桂香，泪雨滂
沱。

丈夫走后，申桂香没有再嫁，她独自
一人将姐妹俩拉扯成人，挪着一双小脚送
情报干革命。解放后，申桂香在麻村担任
妇女主任、政治队长等职，连任 24 年村干
部。直至去世，炕头一直放着她最爱看的
那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受母亲影响，长女柴凤凰早在中学读
书时和班主任一起加入党组织。申桂香
很开明，不希望女儿因照顾她而招赘。凤
凰和本村一蔡姓小伙情投意合，后来二人
就成了家。凤凰担任麻村党支部书记多
年。

外孙女蔡晓霞说，外祖母申桂香说话
和声细语，从不高声大嗓，却和妯娌孙桂
枝大吵过一次。

那次，听说日本人要进村扫荡，人们
赶紧钻进事先挖好的地道。地道由地窨
子改造而成，里面又黑又潮，空气憋闷，柴
凤鸣害怕直哭。申桂香一边低声哄，一边
捂住女儿嘴巴，孩子哭声仍断断续续。孙
桂枝急了，担心孩子哭声把敌人引来，对
申桂香说：“不能因为她一个，让大家都暴
露了，她要再哭，就捂死她。”申桂香把凤
鸣更紧地搂在怀里，小女孩也像突然明白
了危险，止住了哭声。

敌人撤走后，钻出地道，申桂香冲着
孙桂枝大吵了一架。她能理解孙桂枝是
为了保全大伙，可那些如刀子样剜心的
话，还是让她太伤心了：为掩护同志们撤
退，孩子爹命都没了，留下孤儿寡母，你还
说这话——这是妯娌俩唯一的红脸。

柴家老院，现有北房三间、东厢房三
间、南房两间。东房木质窗扇，老款样式，
极其别致。北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翻修
过，阁楼很完整，翻修后原样装了上去。
柴江斌说，1948 年父母结婚时亲戚合影，
就是在这老院照的，从照片上看，这原是
一个典型的四合院，后来分家，院子甬道
西侧的西厢房和南房都被拆掉了。他指着
西侧南房遗址告诉作者：“听说这里原来
是灶房，通地道，解放后没用，就填掉了。”

党员爷爷奶奶和他们的家
人们

在那条百米长的小巷里，柴江斌站在
自家院门前给我们介绍：对门这家，是“石
桥奶奶”朱竹青家；往东不远，是大爷爷柴
生湘家。一条小巷，3 家是党员，联络起来
比较方便。

柴氏家族中，有夫妻二人同时加入党
组织出生入死闹革命；另有党员爷爷奶奶
的家人们，他（她）们没有加入党组织，也
为革命付出了牺牲，甚至生命。比如前文
提到的五奶奶申桂香的丈夫柴生瀛，为掩
护同志们疏散，被敌人毒打致死。

与柴生瀛情况类似，柴生治的妻子翟
月串，也没能等来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柴生治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永济的抗
日文献中。因为家贫，他只读了三年书被
迫辍学，14 岁开始给地主家扛长工，27 岁
开始靠近党组织，抗战初期参加过虞乡自
卫队，还和六个抗日积极分子结拜为七兄
弟为民除害。

1943 年，柴生治因转交一封书信，被
三个汉奸陷害投入县大牢，麻村党支部书

记孙桂枝和柴生治妻子冒险探监带回情
报后，党组织花钱买通日伪警察所卫姓所
长情妇吹“枕边风”，柴生治父亲卖光家产
上下疏通，请他转信的民主人士也通过当
时有名的大土匪雷哼哼施加压力。多方
努力下，1944 年元旦，柴生治终于获释出
狱。可三个汉奸不甘心，意欲报复。麻村
党支部得到这一信息，把柴生治叫到柴生
滋、孙桂枝家里，由二人作为入党介绍人，
紧急履行入党手续，之后柴生滋告诉他：

“敌情紧急，为了安全，现在你改名柴理
国，赶紧转移隐蔽。”临走那天夜里，柴生
治与父亲“哭天闹地”大吵一场，摔门而
去。次日天色未亮，支部派人把他送到席
村南堡一寇姓人家养伤。在席村隐蔽期
间，柴生治仍积极开展地下活动，先后培
养贺光华等 30 多名积极分子。为躲避日
伪清查户口，贺光华先把他转移到榆林村
看瓜，后又隐蔽到赵伊镇骡马店当店员。

柴 生 治 妻 子 翟 月 串 ，为 营 救 丈 夫 出
狱，卖掉了衣服被褥箱柜等物，又将祖传
三代、价值三千块大洋的玉饰卖掉。由于
操劳过度，加上为丈夫担惊受怕，翟月串
不久染病身故。

柴江斌父亲柴兴华，在父母影响下，
于 1945 年 8 月参加革命，曾给时任太岳三
地委书记、后来的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当
过警卫员，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劳改劳教
战线工作，被司法部授予“司法行政一级
金星”荣誉章。

“爷 爷 奶 奶 和 父 亲 很 少 讲 自 己 的 历
史，他们觉得，与牺牲的战友比，能够活着
看到新中国成立，已经很幸运了。”虽说没
有更多听长辈们亲口讲述那些往事，多少
有些遗憾，但柴江斌能理解。

这些做地下党的爷爷奶奶们，新中国
成立后一半以上都在麻村务农，死后也葬
在了这片土地上。他们是这方土地滋养
的生命，为保卫这片土地不惜出生入死地
斗争过，最终又回归泥土继续滋养土地上
的万千生命。

讲述，刚刚开始……

我们第二次到村中采访的时候，在麻
村地下党支部旧址，遇到了来村中调研的
永济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一行。

看到柴江斌发到网上的短视频，永济
老促会会长袁宏轩带领八九个同事赶到
麻村，实地调研麻村地下党支部旧址的保
护情况。

麻村党支部旧址基本保存完好，但由
于风雨侵蚀、年久失修，东房、南房的屋墙
部分出现坍塌；南房东北角少了笆斗大小
的屋顶，露出一角蓝色的天空；屋内地面
上一大堆掉落的墙土砖瓦，灶台家具则蛛
网密织，透着凋敝与衰败。

袁会长一行离开时说，他们十点钟要
赶回市里开个会，这些情况，要带到会上
去说。

永济市融媒体中心的主任编辑钟建
华，是柴江斌多年的同事和朋友，一直鼓
励柴江斌把麻村党支部和麻村柴氏家族
的红色故事搜集整理出来。我们两次到
麻村，钟建华一直随同采访。

那天，柴江斌带我们在村中走访，巷
口遇见四五个村民围在一起聊天。众人
聊起旧事，说柴家一家子闹革命，原来听
家里老人讲过。“江斌父亲是家里的独子，
跟着他爷爷闹革命，一次被敌人追捕，父
子俩藏在河滩芦苇地里才躲过一劫，真
不容易！”一位短发圆脸、中等身材的妇
人说，说话时语速有些快，话语中满是
感慨。

对生活在和平盛世的人们来说，那段
充满屈辱、苦难与抗争的岁月，已然有些
遥远且模糊；但记忆不能泯灭，也不会泯
灭。麻村老区的百姓，记着这方土地上血
泪交织的故事。

柴江斌告诉作者，看资料过程中，这
些故事那么曲折那么惊心动魄，感觉就和
看电视剧差不多：“这些回忆资料多是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写的，那时候电视还不普
及，肯定是真事。”从事媒体工作近 30 年，
柴江斌看问题很理性。

柴江斌说，麻村的红色资源很丰富，
麻村革命老区还不太富裕，他到陕西看
过，那里红色旅游开发的经验值得借鉴，
这段时间他一直思考着，怎样用短视频传
播麻村的红色记忆，怎样利用麻村红色资
源帮助村民致富。柴江斌和家族成员制
作的短视频发到网上后，点赞跟帖很多，
让他非常欣慰。

以生命守护养育了一辈辈先祖的土
地，把侵略者赶出去，让老百姓过上安心、
踏实、不愁吃穿的日子，哪怕要付出鲜血
甚至生命的代价。也许这就是做地下党
的爷爷奶奶们闹革命的初衷，也许这就是
时隔 80 余年那些往事仍让我们双眼含泪、
心潮澎湃的原因。

想到刚接触麻村地下党支部的历史，
自己对基本的人物关系都搞不清楚、对那
段历史也多懵懂不解，柴江斌很感慨：“弘
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需要做的事
情太多，需要做的功课太多，真的是任重
道远——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词语，它意味
着我们要努力，一代又一代的后人要接续
努力。”

麻村柴家：一个家族的红色记忆（下）
■王秀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