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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

泽掌镇，位于新绛县最北段，地处新绛县、
襄汾县和乡宁县的交界处。泉掌镇，位于新绛县
西北，西与稷山县接壤。两镇都镇史久远、颇负
盛名，唯其地名中的“掌”字之意不得其解，需要
进一步探索。

“掌”作“手掌”理解

将“泽掌”“泉掌”中的“掌”作“手掌”理解是
人们的传统认识，新绛县人民政府1985年编印
的《新绛县地名录》对两地名字的来由做了解
释：

泽掌：据传从前泽掌有淆里泉、泉头泉、五
分泉、吕祖庙边泉、黑水泉。经查《绛州志》卷一，
此地很早前村西北二里处有眠窝泉、沩泉、永和
泉，村东北一里有龙头泉，结合相传是：河道分
为五股，顺村东、村中心、村西南直贯而南，自然
形状似手掌，故曰泽掌。

泉掌：明清时，村东南有泉五眼，村当中有泉
一眼，布状似掌，故取名泉掌镇，后去镇为泉掌。

这种解释虽然有一定依据，但两处泉水都
形似手掌，未免过于巧合。

将“掌”解释为“塘”

河东文史研究专家王雪樵在《运城日报》
2022年3月8日发表了《“掌”就是“塘”——运
城一个地名字的辨正》一文。该文结合东汉末年
经学家刘熙的《释名》及清代学者王先谦《释名
疏证补》，将“掌”通假为“塘”，解释为“水塘”。

这个说法比解释为手掌更有说服力，通假
为“塘”也有古音的依据。然解释为“水塘”，笔者
认为仍值得商榷。

一些古汉语学者指出“塘”在唐代以前均不
指“池塘”，而是指“堤坝”的意思。东汉时期的

《说文解字》“塘，隄（堤）也”，魏晋时期的字典
《玉篇》也指出“塘，隄（堤）塘也”，都可以作为
“塘”在唐代之前不解释为“池塘”理解的证据。

唐代以后“塘”字逐渐有了“池塘”的意思，
例如唐代运城籍诗人王勃的《采莲赋》“枕箕岫
之孤石，泛磻溪之小塘”，这里的“塘”指的是种
莲花的池塘。又例如宋代大学问家朱熹《观书有
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这里
的“方塘”指的是方形的池塘。

既然唐代以后“塘”才能理解为池塘，那么，
东汉时期《释名》里的“掌”就不能通假为“塘”，
解释为“池塘”了。

“掌”或通假“潴”，解释为“泽”

刘熙《释名·释水》说：“水泆出所为泽曰掌。
水停处如手掌中也。”也就是说，水溢出所形成
的低洼的泽，就叫作“掌”。

笔者认为，“掌”就是先秦文献中常见的
“潴”。“掌”（古音为：章母阳部）和“潴”（古音为：
端母鱼部）古代是可以通假的，且从意思上来
讲，“潴”也是最符合“掌”的内涵的。

《说文解字》“潴，水所停也。字也写作
‘豬’”，翻译为白话就是“水所聚集的地方”。《尚
书·禹贡》“大野既豬”，唐代学者孔颖达解释道：

“水所停曰豬，往前满溢，今得豬水为泽也。”翻
译为白话就是说：水聚集之后，又往外溢出，形
成了“泽”，这不正与《释名》所解释的“掌”的意
思相合吗？

之所以两地出现“掌”这种地理状况，是由
于两地都处在山水的冲积扇上，地势低洼，水源
充足所导致的。据《新绛县地名录》“泽掌位于吕
梁山洪冲积扇”“泉掌位于吕梁山马壁峪洪积扇
倾斜平原的中下部”，正是这种特殊地形，造成
两地泉水多，进而地势较低的水泽多的现象。

综上所述，泽掌、泉掌的“掌”字，应通假为
“潴”，解释为“泽”，这是对当地特殊地形的记
录，符合一般地名的命名规律。

““泽掌泽掌”“”“泉掌泉掌””之之““掌掌””
□文登跃

前不久的一天，欣闻家乡永济董
村有好戏。一向喜爱蒲剧的我，下午
便约上好友，驱车前往。

舞台下，灯光闪烁，好不热闹。繁
星眨眼，晚上7 时30 分，新编古装戏

《还阳珠》在各种乐器铿锵有力的伴
奏声中，徐徐拉开帷幕……

看完该剧后几天，剧情仍萦绕在
我心头，心中不由得泛起蒲韵悠长的
思念。为一探究竟，怀揣对本土历史
文化的热爱与好奇，近日我再次专程
来到董村寻访。

（一）

董村原名“万岁里”，据《蒲州府
志》《虞乡县志》记载，1000 多年前，
河中虞乡县“万岁里”（今永济卿头镇
董村，原董村乡政府所在地，2001年
撤乡并镇辖卿头镇）是大唐名臣董晋
的故里。为纪念董晋的宽厚仁慈，人
们遂将村名改为“董村”。

村中有一座历经 700 年风雨的
古建筑，静静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这就是永济董村元代古戏台。

戏台位于董村村委会内，坐南朝
北，东西长11.2米，南北宽9.85米，占
地面积 110.3 平方米，原为三郎庙附
属建筑，现庙已毁，仅存戏台。2019
年10月7日，其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该戏台创建于元英宗至治二年
（1322 年），距今已有 700 余年。虽经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嘉庆二十
四年（1819年）两次重修，其形制与构
件基本上仍保持了元代建筑风格。

站在戏台不远处眺望，只见四檐
翘角，玲珑精巧，顶部外方内圆，横
脊、重脊、戗脊纵横交错，和谐统一，
巍峨壮观，呈现出元代古建筑歇山顶
的独特魅力。走近戏台，1米多高的平
台上，条石铺面，砖木结构。台中四根
粗壮的圆柱笔直挺拔，呈井字形，托
起整个戏台，承接着四根额枋上方屋
顶的重量，下面为演员提供了一个广
阔的表演区间。

顺着戏台东边的条石台阶拾级
而上，行人可徒步环戏台一周。其西
墙、后墙下各有一四方小洞，这洞其
一可通风防潮；其二可防腐防虫蛀，
使戏台持久、坚固、耐用。

从正面看，不禁感叹戏台建得如
此精致，如此华美。内外斗拱叠加而
成，梁柱、木雕等精美大气，横梁上的
彩绘虽已褪色，但古朴韵味犹存。抬
头看戏台上部，9根垂莲柱悬空倒挂，
全是榫卯结构，斗拱与垂莲柱层层叠
加，巧妙收缩成穹隆顶，像9朵莲花盛
开，给演员提供了舞台背景，体现了
古人的高雅艺术与审美情趣。台内木
质帷幕把戏台一分为二，前台表演，
后台化妆；上悬光绪二年（1876年）行
书“遏云楼”牌匾，字体飘逸柔美，为
戏台增添一份古朴色彩，令人拍案叫
绝。

总观戏台，古人不仅把精湛的古
建艺术渗透在力学原理中，而且将其
与美妙的声学原理有机融合，把演员
原汁原味的演唱传递给观众，堪称一
流水平，不得不让人叹服。

此时此刻，乡间集市与古建筑渐
渐融入夕阳，古老与现代交织，繁华
与宁静并存，生活的真谛和岁月的智
慧，仿佛使人置身于一幅现实版的

“清明上河图”之中。
这座现存的元代戏台，是全省乃

至全国仅存的8座元代戏台之一。它
是一颗古代建筑明珠，也是研究我国
戏台演变和演戏形式发展的重要依
据。1976年，国家拨付专款对其进行
修缮（1979 年完工）；2000 年中央电
视台出品的黄河文化系列节目，曾在
这里拍了专题电视。

（二）

自古有村就有庙，有庙就有戏
台。

提起这戏台的来历，民间至今一
直流传着“三郎孝母”的神话故事。

据《虞乡县志》记载：“元樊孝子
墓在县东十六里董村，解州太守王
撰。”

又记原文：“樊珪董村人至大年
间为大提举母思之哭表明珪闻曰不
子何官且解任归舐母七日复明有司
以闻诏旌其门曰孝感。”

其意思是：元朝至大年间，樊珪
官任大提举（从五品），其母因思念
他，哭得双目失明，樊珪得知后，当天
就辞职回家，为母亲舐目七日后，母
亲眼睛复明，有司将樊珪的孝行上奏
朝廷，朝廷下诏，旌表其门，曰孝感。

武宗皇上知道后十分感动，让其
奉母膝前尽孝，不再勉强他回京做
官。为便于樊珪觐见，特派钦差仿皇
宫式样在董村建造一座小型寝宫，
称“万寿宫”。每逢三、六、九日，樊珪
即在万寿宫朝拜。英宗皇帝即位后，
又在万寿宫前建造了这座戏台。

村中老党员赵中有的长辈樊雨
庭（已故，樊珪后裔）临终前告诉他，
听上一辈家人说，皇上为颂扬樊珪的
孝道精神，亲程御驾樊珪故里，戏台
七天大戏，以奉皇上御观。其中，那场
元代杂剧关汉卿的代表作《窦娥冤》
一炮而红……

“古戏台前念古人，是非黑白劝
凡尘。”小小舞台，隐蕴着地方文化密
码，穿透着古今人间冷暖起伏的故
事。在这方寸之地，演员们粉墨登场，
挑眉抖袖，唱腔悠扬，演绎着悲欢离
合、哀怨情仇、人生百味的曲目，震撼
人心，教化世人，成为那时古村一代
人的精神家园。

（三）

董村依山傍水，交通便利，地表
水浅，水质甘甜；地势平坦，物产丰
阜，民风淳朴，人杰地灵。

“麻村到董村，十里穿九村”的民
谚，千百年来一直流传至今。乡民们
在这块宝地上，农耕桑麻，繁衍生息，
一年四季都在紧张的农耕生活中，把
戏曲文化当作劳作后的邂逅。著名蒲
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王天明

（1928 年~1998 年）就是从这里走出
来的。

他工须生，嗓音清脆洪亮，音色
纯正，吐字清晰，行腔圆润，韵味悠
长；扮相秀雅，做派稳健，刻画人物细
腻传神，被广大戏迷誉为“小十三
红”，是红遍河东大地、誉享河东的蒲
剧明星。这真是董村人的骄傲！

说到蒲剧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宋
元时期。其前身宋元杂剧和元代戏
曲，最早起源于古蒲州（今永济市），
也被称为“蒲州梆子”“山西梆子”，是
我国北方梆子戏的鼻祖。明清时期，
蒲剧在蒲州一带流行，成为当地民众
最喜爱的艺术形式之一。到了清代乾
隆、嘉庆年间，蒲剧进入鼎盛时期，一
直传播到陕、豫、甘等地，成为具有广
泛影响力的地方剧种。2024 年 1 月，
永济被国家版权局认证为中国蒲剧

（梆子戏）文化起源地。这可谓又一大
幸事！

斗转星移，古往今来。这座古老
的戏台，默默地守候在这块质朴的大
地上，肩负着历史的职责，年年岁岁，
岁岁年年，静静流淌着绚烂的文化艺
术元素，细细滋润着纯朴善良的乡民
们的心灵。那一声声圆润高亢的蒲剧
唱腔，穿越千百岁月的时空隧道，见
证着蒲剧的传播与发展。

小小戏台，满满蒲韵，古今辉映，
绵延悠长。今日之董村，人民欣逢盛
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
中，在坚持乡村振兴、打造蒲剧小镇
的道路上，这颗镶嵌在乡间的历史文
化明珠，再呈异彩，绽放光芒。

由永济市文联主席杨孟冬编剧、
永济市蒲剧团精心编排打造的历史
古装戏剧《还阳珠》，在这里首场义演
成功。该剧讲的是明朝嘉靖年间，发
生在蒲州的廉官故事，既反映了崇高
清廉的传统美德，又生动讲述了永济
本土故事，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
义。剧中跌宕起伏的情节，紧扣观众
心弦，演员们的唱腔婉转悠扬、沁人
心脾，加上高超精彩的表演技艺，博
得台下观众阵阵掌声和喝彩声，那声
音久久回荡在静谧的夜空……

而今，董村戏台正以新的生命，
讴歌新时代的最强音，演奏新时期的
最美乐章。夕阳余晖下，它熠熠生辉，
显得更加灿烂辉煌！

董村戏 台的悠悠蒲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