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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羊血》

前言

　　国芳同志给我送来一摞文稿，是一部写陈卿起义的小说，名为《青羊血》。由于工作繁忙，总是
无暇拜读。一个周末下午，忙里偷闲，捧稿享阅，顿入胜境。近40万字的鸿篇，当最后一个字收入我
的眼帘，已是次日晚餐时分，期间，除接了几个必要的电话外，我是一气览尽的。掩卷沉思，陈卿、
陈琦、陈相、陈奉、石龙、王英、吴学生等农民军一个个鲜活的面孔不时在我面前浮现。从石坂头到
谷堆地，从虹梯关到风门口，从马武寨到七子沟，从潞城到潞州，从长子到高平，一个个动人心弦的
场面，一场场腥风血雨的厮杀，是那样的惊心动魄，是那样的惨烈悲壮。由此衍生出来的“长治”、
“平顺”，每一笔、每一划都是青羊血的浸染。浸染着这里的山水，浸染着这里的土地。陈卿的故事
演绎成一段千秋万代的壮歌，传颂在平顺大地，传颂在太行山里。　　来平顺工作之前，我翻阅过平
顺的县志，从中了解到在明正德十一年（1516）到明嘉靖七年（1528）间，在山西潞州青羊里曾爆发
了一场以陈卿为首的农民起义。这支起义军英勇斗争8年，涉及晋豫两省，使“全晋之地震恐”“天
子震怒”（康熙三十二年本《平顺县志·创建平顺县记》），是继叶宗留、邓茂七起义、刘通、李源
起义、杨虎、刘六、刘七等起义之后的又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给朱明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在中
国农民起义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陈卿是现在的平顺县石埠头村人，明正德年间为潞城县衙小吏，
“欺官舞弊，被革不悛”　（康熙三十二年本《平顺县志·创建平顺县记》）。正德十年（1515）和
其父陈琦、伯父陈曩、叔父陈良、陈——铎，弟陈奉等，因不满明王朝的黑暗统治联合河南的王仲兴
、王仲杞等，在青羊里依山为寨，抗差役、抗赋税，招兵买5，准备起义。嘉靖元年（1522），陈琦、
陈卿父子等揭竿而起。义军声威撼动了潞州府，多次派官兵攻打不克。陈卿起义，深得民心，一呼百
应，农民竞相加入。“恃险出没，官吏不能制，两年聚众两万，张旗建号。”（民国《平顺县志·陈
卿应殿》）“官民出捕，拒之，多杀伤。”（夏言《桂州奏议·勘青羊山平贼功次以明赏罚疏》）嘉
靖四年（1525），山西、河南巡抚衙吏合兵进剿，惨遭失败。义军挥师东向，直逼河南林县、河北武
安、涉县一带。嘉靖6年（1527）元月，山西巡抚常道调兵进攻青羊山，再次惨败。接着，青羊军主动
出击．旗麾南指陵川、高平。起义军的胜利震惊北京，明世宗“乃敕三省会剿。”（张熙修《山西通
志·大事记》）嘉靖七年（1528）五月，总兵鲁纲统京师、山西、河南三路大军进剿。十月，义军与
官军英勇决战，但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陈卿被俘。明世宗派主张征剿青羊山最激烈的兵科给事
中夏言处理善后事宜。夏言看到当地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反抗情绪仍旧滋长，随时有步陈卿后尘的
可能。所以“给事夏言建议置县并置守备军官以防余孽复萌”（夏言《桂州奏议·青羊山抚谕相度升
设大略疏》），呈请在青羊山上设置县治。以加强统治消除后患。明世宗对此大加赞赏，取“平顺百
世之泽”之意（康熙三十二年本《平顺县志·创建平顺县记》），赐名平顺县，取“长治久安”之意
，设立长治县，潞州升为潞安府，嘉靖八年（1529）九月，割潞城县16里（里是明朝的县下行政单位
，近似于现今乡的建制），壶关县10里，黎城县5里，共记31里为平顺县版图，在青羊村设县治。　　
近500年过去了，青羊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远去的是鼓角争鸣，沉寂的是战马的嘶鸣，留下的是世代
的传领，书写的是历史的面孔。如何把这段历史演绎成动人的故事，如何把这段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
用文学的形式讲给后人，如何让更多的人了解“长治”的由来、“平顺”的由来，是史学家们研究的
课题，是文学家们思考的领地，更是许许多多平顺人的心愿。到平顺工作以来，虽然时间不长，但这
方神奇的土地吸引着我，这里英雄的人民感染着我，这里坚强坚韧、奋斗不息的精神鼓舞着我，这里
深厚丰富的文化底蕴感动着我，我已经深深爱上了这里的一切。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挖掘历史文化
，展现平顺文化，传播平顺文化，又何尝不是我个人的心愿？　　我对文学是个外行，对国芳同志的
作品不敢妄加评价。从个人感受来讲，我觉得《青羊血》堪称一部比较客观详尽全面反映陈卿起义的
成功之作。听平顺的同志对我讲，关于陈卿起义的这段历史除县志记载外，民间也有一些流传的故事
，八十年代文化馆的同志也收集过这方面的史料、传闻，但大都是支离破碎的，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系
统的东西。这次国芳同志把陈卿起义创作成了长篇小说，可以说是为平顺文化、平顺人民做了一件大
事、好事。　　《青羊血》反映的是一次规模宏大、深得民心、旷日持久、震撼朝廷的农民起义。这
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写这样的小说既要尊重历史、客观反映历史，又要形象生动艺术再现历史。
这是历史小说最难把握的一个问题，也是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对这个问题，作者是费了一番工夫的
，书中的引证、引据、引言、引物足可以证明。他翻阅《明史》，研究《平顺县志》，假日书店抄写
，昼夜网上查阅，力求每个史料的真实、准确。除此之外，作者在人物的塑造上匠心独运，处理得当
。如主人公陈卿，他既不是啸聚山林的山大王，也不是武艺超群的绿林英雄，他既不同于拥有雄兵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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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羊血》

万的将帅，又不同于威震一方的莽汉猛杰。他出身农民，进过衙门当过差，他行侠仗义，路见不平一
声吼，他嫉恶如仇，杀富济贫为百姓，他情深义重，亲情友情集一身。书中的陈卿首先是一个普普通
通的人，他也有父母兄弟，他也有妻儿老小。其次才是一个农民军领袖，他能耍拳舞刀，他能号令三
军，他能和穷苦百姓祸福同享，他能在危急时刻临危不惧，他对明王朝的黑暗统治深恶痛绝，但又不
能够旗帜鲜明地立号称雄。农民的弱点和优点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作者塑造的陈卿正是这样
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对陈卿从一个普通农民到农民军起义军领袖的成长过程，对朝廷、对官府、对
亲人、对朋友、对百姓的情感把握都处理得非常得体，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个有血有肉、有喜有忧、有
德有志、有刚有性、有爱有恨、有得有失的真实的陈卿。另外，陈卿的父亲陈琦、兄弟陈相、陈奉，
河南农民军头目王仲杞、农民军头领石龙、王英、吴学生，还有明朝官吏夏言、王琳、杨良臣、常道
、鲁纲等人物塑造也各有特点，读者自会在书中领略，恕不再赘述。令人钦佩的是，作者在描写青羊
山农民起义的时候能够与当时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联系起来，能够用犀利的笔锋揭露出明正德、嘉靖
年间时政的腐败、社会的黑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苛捐猛于虎，百姓无生路。透过这些
历史背景、历史画面、历史场景、历史事件，给读者留下丰富的空间去思考、去思索、去认识青羊山
农民起义的深刻原因、失败的深刻教训。我想，这应该是作者创作此书最根本的用意所在。　　陈卿
的死是惨烈的。他是用辽代创设的凌迟法被处死的。他被割了九百七十三刀后心脏被挖。即使在承受
这种奇特而歹毒至极的刑法时，昏迷中，陈卿喊叫最多的还是“粮啊，粮！”他因粮入衙，因粮犯科
，因粮举旗，因粮聚众，因粮被剿，因粮被杀。英勇的陈卿倒下了，青羊山农民军的壮士们倒下了。
但他们追求光明，护卫正义的旗帜永远不会倒，他们不畏强暴，英勇奋争的精神永远不会倒，他们体
恤天下苍生的情怀永远不会倒。他们的血渗透在青羊山上，青羊山因他们而扬名，青羊山因他们而增
添色彩。陈卿，陈卿，长治，长治，平顺，平顺！　　国芳同志是地地道道的平顺人，后迁居潞城。
他心系平顺，情系平顺，根在平顺。正是这种魂牵梦绕，对家乡热恋的情结，支撑着他创作《青羊血
》的信念，激发着他创作《青羊血》的灵感。为搜寻资料，他一次又一次地亲临故地，一次又一次地
托亲告友。从北京到南京，从长治到太原，都有他的联系网络。这些网络成为他获取资料、信息的源
泉。为更多地了解陈卿家族史料，他五次三番，三番五次到石埠头村寻找旧址，寻访耄耋之人。为真
实再现当年青羊军战斗生活的场景，他不怕千难万险，不怕千辛万苦到绝壁万丈的七子沟寻找马武寨
、申河寨，到一夫当官、万夫莫开的虹梯关、玉峡关重走古险道、重登哈喽梯、重过井圪筒。他几乎
走遍了当年陈卿留下足迹的地方，谁能说清他洒下了多少汗水，费尽了多少精力，耗尽了多少心血。
　　身为平顺人，国芳同志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他对家乡是那样的熟悉，他对家乡是那样的情有独
钟。我们从他创作的《青羊血》的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这种情、这种爱。如，他对这里的奇山秀水寄
于赞美之情，他对大山里的几十种中药材如数家珍，他还把家乡的党参、花椒、柿饼尽入书中。特别
是介绍奇药“五灵脂”时，把它的性能作用，采获方式交代得是那样的仔细，那样的清楚，似乎在传
授一种技能、技巧。如果不是对平顺这片土地的深情，不是对家乡的热爱，是断然没有这种灵性、这
种感悟的。读《青羊血》，让我们在感受青羊农民军浩荡、浩气、悲怆、悲壮、英雄、英勇的同时，
还可尽情领略平顺的地域风情、民俗民言、优美传统、民间特产，可谓一书多得。但这并不是说《青
羊血》尽善尽美。统观全篇，史的成份足，事的成份缺，实的成分足，虚的成分缺，表的成分足，里
的成分缺，在结构的严谨性上、语言的生动性上、情节的细节性上、人物的深入性上等等还有待于进
一步推敲。　　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住青羊地，
读《青羊血》，做青羊人，思青羊事。让这方热土勃发生机，充满希望，让这里的人民安居乐业，幸
福美满，是我最大的心愿。民以食为本。民本、民生、民安、民和，这应是历代执政者的根基，如是
，民之幸甚，家之幸甚，国之幸甚！　　感谢《青羊血》给我的启迪，愿国芳同志创作出更多更美的
作品奉献给家乡人民、奉献给更多的读者。我等待着国芳同志的佳音，我坚信能听到国芳同志的佳音
！　　是为序。　　陈鹏飞　　2007年7月于青羊山　　（作者为中共平顺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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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羊血》将古上党历史名人、名山大川、文物遗迹串联了起来，是一本了解长治地区重要历史，更
是迄今为止描写陈卿造反这一历史悲剧最详尽的读物。草莽英雄远去，地名越发辉煌。咋能淹没这段
历史？研究历史的学者不妨将它当作小说读，纯粹看小说的朋友不妨将它作为历史资料一阅。

Page 4



《青羊血》

作者简介

　　李囤芳，男，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1962年11月生于山西省平顺县，曾在晋东南行署粮食局、长
治国家粮食储备库、长治市天晚集根食储备库任职，2007年被评为山西省劳动模范、长治市优秀企业
家。1984年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部分作品获奖并被多家媒体转载。2004年出版
作品集《天地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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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嘉靖求长治割地置县钦差图平顺四十五　解京问罪陈卿处凌迟遁迹空门白凤成哑人尾声后记

Page 6



《青羊血》

章节摘录

　　十一　躲避选秀女仓促跳崖　愤杀黑衙役火速上山　　潞城往东南走十几里路有个三井村，村子
里缺水，却是世代迭出铜、铁、银匠。当地人李应龙保驾正德皇上有功被封了相，近水楼台先得月，
举荐了该村的铜匠到宫里做事。工匠技艺高超，北京皇宫东西长廊精美绝伦的鎏金铜缸，就是他们领
工铸造的。潞州人一提起银匠、潞绸与砂锅，觉得颇有脸面。　　铜匠中有位王英，高高的个头，三
十多岁，属牛，生就一副牛脾气，倔强起来谁都别想劝说动。他生于铜铁银匠世家，长年累月在京城
为皇宫铸造铜缸、铜鼎，结了层铜钱厚老茧的双手，较常人又粗又大。恰好宫里有位老太监是潞城人
，一个偶然的机会太监与他对话时，相互听口音知是老乡，再对话竟是同县同乡人。一来二去混得无
话不谈。这太监原先娶过老婆，有过男女间的体验，唾沫四溅向王英讲了许多宫廷秘闻，直把王英的
眼睛鼓得老高，张了大口惊讶得半天合不拢。老太监对他说，正德九年正月乾清宫里放灯不慎失了火
，眼看火势正盛将要危及乾清宫，皇上却仍旧要去豹房安歇，临行前回首望着火光冲天的场景，竞笑
说：“朕看到了好一棚大烟火！”有年正月初七一大早，百官们穿戴得整整齐齐等候皇上来上朝，要
为三天后的郊祀大礼举行誓戒。百官们毕恭毕敬左顾右盼等到薄暮时分，仍不见正德皇上半个人影。
百官正在踌躇间，忽见执驾之人和卫士一哄而散，黑暗中有人传来了旨意：“今日免朝。”百官啼饥
号寒，愤愤拂袖而归。谁知到了初九这一天，百官又起了个绝早，奔赴斋宫等候，岂料皇上又姗姗来
迟，天黑方到。正德皇上匆匆上坛行了礼，旋即下坛而散。寒风中颤抖了一天的百官们没想到这么重
大的祭天仪式，只片刻就结束了。　　太监又告诉他：“嘉靖皇上从十七岁就迷恋上了斋醮，道士教
给他两种长生之道：一是斋醮，二是采阴补阳。每年要花去二三百万两银子。”　　王英问：“啥是
斋醮？”　　“斋醮，就是建道坛，斋沐之后向神仙祈福。斋醮要向天神呈奉用石朱笔写在青藤纸上
的祝词，叫做青词。”　　老太监见他听得入迷，讲起故事来越发上了瘾，神采飞扬地把宫廷里的事
索性放胆告诉了他：“皇上从全国各地搜罗了一些道士高人，封以高官厚禄，视为知己。除了求雨、
祈嗣，皇上首先想要寻找长生之道，永掌乾坤；二来是为了修炼房中术，遍尝天下美人。”　　王英
纳闷：“房中术那不是折寿吗？”　　老太监摇摇头：“这你不懂。房中术也是养生术。皇上采阴补
阳，就是既想长生又不想节欲。道士教皇上养生，除了主静、主诚、主敬之外，不需要节制房事，只
要掌握了房中秘术并与童女交配，就可以采阴补阳、延年长寿。皇上让宫女每天日出时分就去御花园
中采集甘露，供他饮用。许多宫女因此累倒、病倒。道士们整天为皇上炼制各式各样的春药，最数红
铅制成的小药丸金贵。”　　王英愈加纳闷：“红铅是啥东西？”　　老太监诡秘地悄声道：“征讨
民女，是为了制作‘红铅丸’。红铅丸主要是十三四岁少女初次来的经血。要不每次选好几百号宫女
干啥用？”　　王英由此晓得了从民间选那么多的宫女，一是为道士炼制红铅丸提供原料，二是充当
嘉靖泄欲的工具。“红铅丸”是中草药、矿物和经血、秋石等玩意儿；秋石是大量的童男、童女尿炼
成的。加入了秋石，红铅丸就成了春药。嘉靖吞下这些药物，回头再疯狂地对少女们进行“采补”。
“采补”就是把少女当作了炼内丹的“炉鼎”。嘉靖少皇帝竟然和武宗一样荒淫无道，更加靡费无度
。王英听来都不敢相信，心里骂道，原来皇宫是这般乌烟瘴气，一个刚刚即位才十七岁的皇帝，竟然
就迷上了道教与女色，这嘉靖堕落得既是最快也是最早的。后来见识得多了，王英也不以为奇。皇帝
嘛！大明天下都是人家的，想怎折腾爱怎索取，谁能管得了？只要不碍咱的事，闲操心没用。　　王
英家中只有一个女儿，虽则十二三岁，却出落得秋水凝眸，美艳如玉，芳体如兰。知县领了选美的差
事后，尽力操持，派衙役选来选去，可巧相中了王英的闺女。也是合该出事，探亲回京的乡亲告知王
英：“你闺女恐怕让选美的选上了。”　　王英顿时傻了眼：“啥？不会吧？”他急匆匆赶回了老家
。他的家是当地极为常见的圪道院，打十几丈深才能挖出水来。有钱的人家当然不住这种圪道院，人
站在窑顶可以窥视到院里的一切。发了财的银匠自会搬出圪道院。王英早盼着在京城多多挣些银子，
盖个高敞阔亮的瓦房。　　乡间不明就里的人，巴不得碰上选美这等好事，瞧见王英就恭维他说：“
与皇上攀亲有多荣耀，说不准光宗耀祖，荫及子孙呢！”　　王英一听：“呸！你家闺女去吧！”他
长年在京城耳濡目染，下了决心不让女儿去受此屈辱。无奈县衙一日三趟催促，眼望期限将尽，择日
要送去州里筛选，一家人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晓得，万一选上了，由不得你不去。他老娘整天抹
泪哭泣。老婆跟路红是姨表姐妹，到了这个份上，慌不择路，打起了外出躲匿的念头。妻子好言与他
商量：“要不咱上陈卿那儿去吧。”　　王英一听就来气，挥挥手气咻咻地说：“陈卿是皇上捉拿的
钦犯，咱是凭手艺吃饭的正门正户人家。去那儿躲，无疑上了不归路。”　　王妻急病乱投医，哭得
昏天黑地：“不去那儿能去哪呢？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让县衙逮回来不是更糟？”妻子执意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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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躲躲风头，又不是去住一辈子。”　　女儿少不更事，闻听父母和奶奶哭哭啼啼、絮絮叨叨商量，
猜想这件事对她没好。离开父母到老远的地方去，她才不乐意哪。她忽然笑起来，对奶奶和父母说：
“都不要发愁啦，官府想要女儿去，不就是看上女儿长得俊吗？女儿去碰个窟窿，脸上有了疤，不就
不要女儿去了？”　　奶奶心疼地抹泪哭了，摇摇头说：“傻闺女，人活脸，树活皮，墙上全凭一层
泥。毁了脸，还怎样出门见人！”　　王英一时也没了主张，说：“先收拾好东西，到时躲跑麻利些
。咱去哪儿还愁混口饭吃？再饿，也饿不死咱手艺人。”　　妻子说：“奴家看还是上陈卿那儿保险
。”　　王英毫不让步：“那地方太苦，怕是待不住，粮没粮，菜没菜，又缺水。”　　“咱去河南
也成，把闺女嫁到外乡去，躲个三年五载再回来。”　　“唉。顶顶再看吧。”王英脑袋成了一锅糨
糊，没了主张。他家已经攒了一堆砖瓦，一孔窑洞里也储了些椽子。出去躲，他心疼积攒下的这些砖
瓦木料被人偷去。　　这天，县里来了三个差役走进了他的土窑洞圪道院。差役粗声粗气，扔下几枚
银钱就要拉拽上女儿走。王英与妻子惶惶地作揖，苦苦哀求。妻子求情道：“等我给女儿做顿好饭吃
，吃完饭，我两口子去送女儿还不成？”找了好多托辞，没敢说不让女儿去。　　差役不理会这些，
“废话！上了县衙会没有饭吃？”　　一个脸上长瘊子的差役等得不耐烦了，斗鸡一般仰起脖子生气
地咋呼道：“别南瓜长到柿树上——胡搅蛮缠。这许多天啦，还黏糊啥？当下就得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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