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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办发行

谈古论今 大同说

后燕建兴十年（北魏登国十年），也
就是 395 年，注定是一个要被载入史册的
年份，这年五月，后燕帝慕容垂命太子慕
容宝、辽西王慕容农、赵王慕容麟等率领
八万大军攻魏，并以范阳王慕容德、陈留
王慕容绍等率一万八千骑为后援。战争
的阴云一下子笼罩在北方的天空之上。
燕军出征之前，散骑常待高湖曾劝告慕容
垂说：魏与燕世代结为婚姻，亲如一家，应
该互相帮助，互相谅解。同时高湖也指
出，这次攻打魏国，不仅出师无名，而且长
途跋涉，疲劳作战，必然对燕军不利。慕
容垂不但不听高湖的劝阻，还罢免了高湖
的官职。此时，估计还有别的官员也有跟
高湖一样的想法，但看到高湖的下场，便
也都息声闭嘴，不再多言。

其实说起来，北魏和后燕都是鲜卑族
建立的国家，他们之间还有亲属关系，后
燕皇帝慕容垂是道武帝拓跋珪的舅舅，曾
援助拓跋珪打败了匈奴独孤部、贺兰部，
使拓跋珪获得马匹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
余万头，从而增强了实力。拓跋珪为了表
示感激之情，还派了他的弟弟拓跋觚去拜
谢慕容垂。慕容垂的几个儿子也是从小
利小益出发，趁机留住拓跋觚不让回去，
还强硬要求北魏送给后燕几匹良马，拓跋
珪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见后燕如此无
礼，不仅没送给后燕良马，而且还与后燕
断绝了关系。从此，两国结下了仇恨。

得到后燕来攻的消息后，拓跋珪召集
群巨商议对策。长史张衮分析说：燕军过
去打了许多胜仗，这次大军出征，气焰嚣
张，应该避其锋芒，故意摆出退败的样子，
使燕军掉以轻心，然后，出其不意，方能取
胜。拓跋珪也是一时气愤，断绝了与后燕
的关系，其实从心里上来说，他还是害怕
后燕的，毕竟他的那位舅舅经营了后燕多
年，疆域渐阔，兵精粮足。小伙子头脑冷
下来后，想了好长时间，最后听取张衮的
建议，转移部落、牲畜和财产，并将主力部
队后撤，然后在五原一带的黄河与燕军隔
岸对峙。燕军长驱直入，一路上也没遇到
魏军的抵抗，顺利地穿过平城，进军到五
原，兵临黄河，并准备造船渡河。这时，魏
军早已作好战争准备，在黄河的西岸、北
岸屯兵十五万，严阵以待，并与后秦取得
联系，得到支持。

燕军造好船后，先派十几艘战船和三
百多名士兵作为先遣部队渡河，结果，船
未到岸，正好遇上大风，十几艘战船沉没，
三百多名士兵当了魏军的俘虏。燕军渡
河失败后，又在黄河东岸一直停留了近四
个月，也找不到作战的机会。农历十月
底，天气逐渐变冷，燕军兵疲马困，士气涣
散。如此局面，交战难，不战也难。而在
燕军出发前，慕容垂正患病不起，趁此机
会拓跋珪派军队切断了燕军通往中山的
道路，使慕容宝与慕容垂失去联系，让人
乘机散布谣言，制造假象，先告诉被俘虏
的燕军慕容垂已经死了，然后释放他们回
去。这些燕军俘虏回去后，很快就把慕容
垂去世的消息传开了，慕容宝离开时间长
了，根本不知道真相，士兵们听到这个消
息也都惶惶不安。有一位慕容嵩也以为
嘉容垂真的死了，大搞夺权活动，密谋让
一同出征的赵王慕容麟为燕王。不料事
情泄露，慕容嵩被慕容宝处死。到了这个

时候，燕军内部将领之间互相猜疑，无心
恋战。慕容宝只好烧掉船只，往回撤军，
撤退之前，有人曾向他建议：撤兵要快，如
等大河封冻，就会给魏军造成有利条件。
慕容宝妄自尊大，不以为然。

农历十一月的一天晚上，突然狂风四
起，气温下降，大河冻结，拓跋珪立即选派
精兵二万，从冰上过了黄河，袭击燕军，燕
军猝不及防，大败而逃，一直退守到参合
陂，在蟠羊山下背水安营。有一位名叫昙
猛的随军和尚对慕容宝说：西边天气昏暗
又有大风，这样的天气，魏军很快就要到
来，咱们还是及早做好准备吧。慕容麟傲
慢地说：以太子之英明，以我军之强盛，足
以横扫沙漠，魏军哪还敢来追赶？他认为
昙 猛 纯 属 胡 言 乱 语 ，扰 乱 军 心 ，应 该 杀
头。昙猛哭着说：符坚百万大军败于淝
水，正是由于麻痹轻敌所造成。其他一些
王族大臣也劝慕容宝要考虑昙猛的意见，
以防万一，慕容宝这才派慕容麟率领三万
骑兵作为后卫。但慕容麟根本不把魏军
放在心上，整天纵骑游猎，毫无防备。

在北燕军队后撤之际，魏军日夜赶
路，紧紧追随，终于在参合陂之西不远的
地方追上了燕军主力，而燕军当时安营于
陂东靠近河边处。魏军进入参合陂以西
后，某天晚上拓跋珪命令士兵束马口，衔
枚疾走，登上蟠羊山。当时，燕军正在睡
大觉，还不知道大祸临头。翌晨，魏军登
上山头，下临燕营。燕军正要东归，忽见
魏军遍布山上，士卒大惊。拓跋珪下令攻
击，燕军争相渡河逃命，人马相互践踏，压
死及溺死者数以万计。仅包括太子慕容
宝及部分亲王在内的数千人逃走，而慕容
绍则为魏军所杀，其余燕军四、五万人全
部投降。后来，在北魏大臣王建的建议
下，所有投降的燕军全被坑杀。

北燕遭受了参合之败后，元气大伤，
老皇帝慕容垂不甘心这次失败，于第二年
拖着有病之驱亲自带兵北上，他秘密穿太
行，过青岭，一开始有老皇帝亲征，燕军士
气旺盛，不费吹灰之力就攻破平城，并一
路北上，收复失地三百余里。当他路过参
合陂，看到地上的森森白骨，闻着空中飘
荡的阵阵阴气，悲愤交加，一病不起，只好
带着他一生中最后的遗憾撤兵南返，在回
去的路上闭上了他不甘的眼睛。自此，这
个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战神的人一生历经
磨难建立起来的国家，走上了分崩离析的
道路。而参合陂也成了慕容垂的滑铁卢，
也成了北燕的滑铁卢。

关于参合陂的确切位置，说法不少，
有人说在今内蒙古凉城西北，有人说在凉
城东北，也有人说在大同阳高县东北。其
实参合陂在凉城也好、阳高也罢，这两个
地方原本就不远，一场战争原本也不可能
在一个特别狭小的地界展开，关键是当历
史已经成为历史，我们站在大同古城墙上
回想往事的时候，该怎么样去思考历史并
努力珍惜现在头顶上那温暖和煦的阳光。

参合陂参合陂 后燕的滑铁卢后燕的滑铁卢

在大同人的吃食中，有一样东西都
快忘记了，那就是拿糕。怎么会想起它
呢？概因生活好了，吃得少了，想到它，
便想到过往岁月的种种。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粮食比较
紧张。城里人吃供应粮，农村人种啥吃
啥，白面大米是逢年过节才上桌的稀罕
吃食。人们常吃的是玉茭面，发糕、窝
窝、黄儿、拿糕，菜就像天边的云朵，可
望 而 不 可 及 ，甚 至 没 看 够 就 没 了 。 莜
面、豆面、荞面也吃一些，但仅仅是调剂
口味，能善待肚腹的，除了玉茭面，还是
玉茭面。

相对发糕的虚，窝窝的硬，黄儿的
润，拿糕最没个性。你说它憨也好，你说
它笨也罢，反正既没样貌也没姿色。可
做起来省事，只要把水烧好，使劲搅就是
了。不停搅，连续搅，用力搅，玉茭面由
干变湿，由稀变稠，紧紧抱在一起，成为
一块黄灿灿、软溜溜的饱腹之物。吃拿
糕须用铲子铲，最好蘸腌菜盐水，如果能
放点辣椒，再滴上滴香油，那就令人垂涎
了。在那个“贪吃”的年代，吃饭就是“吃
饭”，有饱饭吃成为不少人的至高追求。

其 实 ，除 了 吃 以 外 ，别 的 也 不 行 。
穿，从裤褂到鞋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
补补又三年。住，有间遮风避雨的地方
就足够了。行，别说私家车，自行车都挺

风光。至于经济收入，那就更别提了。
八级工，每月百十来块，做梦都不敢想。
总而言之，那个年月犹如一座新盖的房
子，盖是盖起来了，但一应装修还不到
位。拿糕好比那盖房子的砖，撑起的是
人们的胃以及精气神儿。

其实结合现在的养生知识，玉米颇
营养丰富。亚油酸和维生素 e，能降低体
内胆固醇；钙、铁可防止高血压、冠心病；
谷胱甘肽，是抗癌因子；赖氨酸，可抑制
肿瘤生长……越来越重视养生的现代
人，应该说越来越珍视玉米这种粗粮了，
只不过受不了玉米发涩的口感，热衷于
粗粮细做而已。墨西哥诗人帕斯在《在
石与花之间》写到：“你克制、忍耐、生活/
宛似鸟儿/从一把玉米炒面到一坛玉米
稀饭。”这似乎不像拿糕的做派，但玉米
的品质却尽显无遗。

太过平凡，太不起眼，拿糕浑如食界
中寂寞的“丑石”。它没有细腻、谈不上
光滑，只是解饥抗饿，在那样的年月，是
最实用的一种吃食。但是多少年过去
了，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再满足于
温饱，而是讲求口腹之欲了，不管承认与
否，它的卓越确被我们忽略了，不过偶尔
忆起当年的不易，便不由想起拿糕的好，
便由不得再做上一顿拿糕来尝尝……

高进宝

想起拿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