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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同窗好友融亮及青年作者的又一新作《绵山故事与传说》即将付梓。
融亮约我作序，并说：“这件事是你我一起策划的，非你莫属。
”看来义不容辞，只好从命了。
我和融亮是大学时代的同学。
他生长在“三贤故里”（“三贤”指春秋晋国贤臣介之推、东汉太学生领袖郭泰、北宋名相文彦博）
，是听绵山的故事传说长大的。
他小我三岁，当时还是个內秀腼腆的小伙儿。
他才思敏捷，学习刻苦，成绩骄人。
　　我们都同为班干部，过从甚密。
那时，他就对我说：“放了假上绵山去看看，那里景致真好。
”说话间，今年已恰好是半个世纪了。
毕业了，各忙各的，绵山也没去成，但每次乘火车途经介休听到有关绵山的广播，心里总生一阵向往
之情。
　　1987年夏，北京著名画家赵志田、古一舟等来到介休，我去采访他们。
当时融亮在介休当文教副县长，恰逢省人大副主任霍泛、国学大师张颔要考察绵山，便约我同往。
一路上，融亮充当的导游。
什么龙头寺、兔鹿桥、石乳泉、回首看柏龙、抱腹岩、唐碑、挂铃、包骨真身等等，一一道来，如数
家珍。
不仅使人深感绵山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叹服他潜心研究绵山、着意开发绵山的一片赤子之心。
我们当时就谈到了要写绵山的故事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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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绵山，地灵人杰，气象万千，古老神奇。
一个景点就有一串动人的故事，一处景观就有一个美好的传说。
真可谓步步有景，景景有典。
我辈就是听着绵山的故事传说长大的。
为此，对这份独特的民间文化遗产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早有将它们辑录成册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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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重耳即位为文公后，封赏有功之臣，竟把介之推给忘了。
后来看到解张等人写的《龙蛇歌》，才猛然想起这位贤臣，觉得很是惭愧，便派人去请介之推上朝受
赏。
但去了几次，介之推就是不见。
无奈，重耳亲自出马。
当他来到介家时，只见闭门落锁，问起邻人，方知介之推背着老母亲上了绵山。
于是，重耳又率文武随从上山去找。
但找来找去，却不见一点踪影。
这时有人献计说：“介之推是个大孝子，如放火烧山，他为不牵累母亲，定会自己走出。
”重耳一听言之有理，便让人三面举火，网开一面，逼介之推母子出山。
谁知介之推母子宁肯烧死，也不愿出来。
大火熄灭后，人们才发现介之推背着老母亲靠在一棵大柳树下，被活活烧死了。
又发现介之推背靠的树洞里有一片衣襟，上面有几行血书，大意是：割股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
明。
柳下做鬼终不见，强似伴君做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面对枯木余烟，晋文公触景伤情，老泪纵横。
便命随从拾起一块烧剩的木头砍削成木屐，穿在脚上顿足哀号：“足下啊，足下！
”随从人等也都争先效仿，哀号声此起彼伏，响彻林野。
于是后人便把重耳顿足痛哭的地方叫做“哀号坡”，称尊敬的朋友为“足下”，穿木板鞋的风俗由此
流传了下来。
人们为避免想起这段伤感的往事，哀号坡也往往写成“艾蒿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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