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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读史札记

花雪随风不厌看，
更多还肯失林峦。
愁人正在书窗下，
一片飞来一片寒。

三川河期
79

小雪小雪
【唐】戴叔伦

生活中常有一些不经意的瞬间，只要你用心

捕捉，用情体验，便会成为生命中的一道亮光，温

暖那些平凡甚至烦味的日子，让岁月变得美好亲

切可堪回首。

因为做了肠胃息肉小手术，近日遵医嘱在家

休养，事先也向单位请了假。没有了诸多事务，

身心突然间轻松了许多，感觉时间也过得缓慢而

懈怠。这天午饭过后，我边舒展舒展手臂，边走

进向南的卧室。前天才过立冬，冬日的太阳闪着

眩目的白光，透过厚厚的玻璃窗，洒下满地金

辉。深红色的衣柜，布满斑驳的亮点，而偌大的

床弟上仿佛铺了一层白晃晃的银子，满屋金碧满

屋温暖！我和衣躺下，那光影便追逐着，从我的

脚到腰身到头部似在沐浴，又似无声的按摩，好

生惬意好生舒坦！

“原来咱们家也这么亮堂啊！”我不禁感叹。

妻子却怼道：“是人家你熟视无睹视而不见而已。

咱前年买房就专门挑的这南北通透四面向阳的。”

是啊，以前因为工作繁忙，每天早出晚归，行色

匆匆，住进新房三年来竟然也少有闲暇像现在这样，

享受着慢节奏慢生活，享受着无拘无束闲情逸致。

难道只有诸如生病这样的外部因素，才会让我们紧

张的步履停缓下来，让焦虑的心扉舒解开来么？

这些年来，我们过分追求对物质的占有，却

往往忘却身心的愉悦才是生活的真谛。终日忙

忙碌碌疲于奔命，忽略了健康忽略了亲情，也忽

略了对身旁美好事物和景致的欣赏，接纳和感

激，暮然回首，几多苍白几多遗憾！我翻转身子，

面向窗外，阳光依旧毫不吝惜地洒将进来，像一

剂贴心的抚慰，透明着我的脸颊我的身躯！

记忆回到十多年前。在一处堆满庄稼的农

家小院，冬日的阳光穿过木窗户，照射在铺着漆

布的土炕上，土炕中央，年过九旬的奶奶盘腿而

坐，削瘦的脸庞神采奕奕，她一边摇晃着对面小

孩的小手，一边轻轻哼唱着：“顶，顶，顶楼楼，不

捉大大捉猴猴；鸡蛋，黄酒，越吃越有；红布，绿

布，铁色布裹住；噔噔一一噔噔镲，一把锁子锁住

他！”唱音刚落，奶奶的两手停顿一下，攥紧了小

手手，眼睛也睁大了许多，逗得小孩也圪技圪枝

笑起来。那小孩便是刚五六岁的我女儿。她一

面笑着，红红的脸蛋发着光亮，一面仰头望着祖

奶奶，仿佛望着一尊慈祥的老佛爷。

奶奶虽然大字不识，但教子有方家教甚严，

三子俩女十多个孙子外甥均为社会有用之材。

更主要的，她乐善好施，总爱帮助有困难的街坊

邻居。她慈爱有加，公平公道，深得每个家庭成

员的爱戴。女儿出生后，便送回农村由母亲看

护。进入冬天，收获的玉米，高粱，黄豆等要颗粒

归仓，冬白菜也要拾掇好装入地窖，母亲无暇照

料女儿，腿脚灵便的奶奶便主动承担起保育员的

角色，陪着玄孙女玩耍，游乐。那时的冬天很冷，

怕女儿受冷，奶奶一次次踮着小脚，从室外取回

煤块，把灶火捅的旺旺的，很快灶火口放的水壶

也“滋滋”的直冒白气。

而更多时候，祖孙俩就在那方不大的土炕

上，唱着，玩着，笑着，一任冬日的阳光肆意泼撒

着温暖，照亮祖孙俩一老一少可爱的身影。这样

的情形，我记忆深刻尤感亲切！

冬日暖阳，或许是最被人不经意间忽视的。

而于我却越发刻骨铭心！它像是一方岁月的生

动，雕刻美丽，也像是一抹生命的力量，昭示希望！

让我们走进冬日，共同沐浴那神圣的洗礼吧！

“合愣则，翻滚的合愣则”“合愣则，翻滚的

合愣则”，居住在离石城内的人，对这句吆喝叫

卖声熟悉不过了，假如时间前移十年，这话几乎

算得上标志性生意语言了。

合愣则，这一名称有些特殊，大致因制作时

不停地发出“合愣，合愣，合愣”的声音而得名。

土豆磨碎，挤去水分，握制成小块状，蒸熟后，大

热气散去后食用。城里到处叫卖，那是市场使

然，因为有许多人喜欢吃，吃起来坚韧可口，价

格不算贵，还免去自家做时的麻烦工序，对于现

在而言，那是想吃就吃，吃个稀奇，过个嘴瘾，要

让多吃人还不愿意呢。

今非昔比，时光倒转四十年，合愣则真有过

香饽饽的经历。在晋西北一带，特别是在食物

长期匮乏的临县，合棱则绝对是精致的上档次

的饭食，是农家饭中的佼佼者，是人所向往和赞

赏的对象。之所以称其精致，自然是因为工序

比普通饭在做法上繁杂，食用成本也高，耗时耗

力，做起来慢，吃起来香。作为用来待客的饭

食，自家所食的次数极少，土豆半年粮，最离不

开的是土豆，一顿合愣则的土豆用量很大，是家

常土豆吃法土豆丝、蒸土豆的近三倍，农家数着

粮食过日子，谁家敢顾前不过后地狠着吃，除了

自家挨饿，邻里邻家也戳脊梁骨。

我们家吃合愣则，一年之中数得见的几顿，

记忆清晰的是，深秋土豆刨完了，还没挑拣分类

存放，数千斤堆在寒窑里，正是富集期，担心挨

饿的弦自然松弛下来，老天解人意，突然下起了

雨，收秋无法进行，只能闲在家里。机不可失，

孩子们罩住大人嘟囔着、恳求着，希望犒劳犒劳

收秋的劳累。土豆正在多时，恰好是雨天，时间

足够宽裕，父母亲起初不表态，磨蹭一会，也就

分工做开了。磨糊时我们上不了手，蒸的时候，

小手手黑手手都参与进去，有帮助父母的意思，

也有好奇心的满足，主要是迫不及待急欲食

用。火灶本来就不旺，弟兄姊妹几个围住老等

着，给火灶形成的压力更大，数着数等，打输赢

等，蹦跳着厮闹着，好不容易才揭开锅，蒸熟

了。有醋时蘸点醋，没醋时酸菜汤将就，风卷残

云般开吃，三下五除二一锅就一干二净了。锅

本来不小，但架不住半头小子们的饭量大，比着

吃，狠着劲吃，每一次都会蒸上四锅甚至更多才

会消停。贪食是必须的，直到贪不下去为止，要

不对不起渴盼和等待，幼小的心灵里抱着尽可

能多吃的决心，所以与每一顿合愣子必然相伴

的是，腹胀到第二天，晚上拉肚子也是常事。

生活让人学会了长记性，童年的印象足以

影响人的一生，因为印记打进肌肤里，也浸透在

骨子里，掩饰都难以掩饰。我对合棱则的情结

正在于此。

合棱则的诱惑，深深印刻在我童年和少年的

记忆中，是我最难忘的美味之一。近年来，我学

着做饭，把做合愣则作为重点项目。有意在路过

乡村的集会上购置回“合愣则床床”（也叫磨擦

擦），木架上开孔向上的铁片，上下磨动，土豆就

成了糊状。食材就土豆一样，做法主要是磨而

已，一来二去，渐趋熟练，觉得它远远不是印象中

那样的复杂。土豆说到底价格便宜，人均二斤就

能把人吃饱，只要不怕食用淀粉超量，完全可以

当家常饭来吃。好不容易有点“独门手艺”，为了

体现在家里的地位，我是不是就给全家人吃合愣

则，爱人称赞，女儿赞同，儿子则顾左右而言他。

近几年，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家里常是两

口子吃饭，吃合愣则随随便便，达到随心所欲的

地步。早上上班走时，顺手选上三颗大土豆，削

皮清洗后水泡起，正常下班回家，用磨擦擦十来

分钟磨碎，分次握干土豆糊糊中的水，然后，握

干的团子和沥水后的淀粉和在一在一起，像和

面一样和匀，或大或小随意捏一捏、握一握，放

入锅内，十来分钟蒸熟，大热气散去便能尽情开

吃。蘸料相对也讲究一些，西红柿最好有，蒜、

香菜、葱、芹菜混合砸碎，搅在一起。

蒸合愣则当中，再炒个菜，主食和菜都有不

至于单调。做得多了，手熟为能，再有三五个吃

的，做起来也不觉得发愁。人都喜欢受表扬，爱

人当老师，表扬人是行家里手，表扬来表扬去，

我的手艺在提高，工作量也明显加大了，合愣则

的质量在提高，做的频次也会增加。

“合愣则，翻滚的合愣则”，我也可以上街叫

卖了，只是不知道能不能卖的了。

像生瓷也叫仿生瓷，它是以不同方式模

仿自然万物的瓷器，“像”有仿效、模拟的意

思。像生瓷是在像生陶的基础上产生的，生

成时代较早，早在石器时期就有发现，如著

名的鹰形陶鼎，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

器物，是一个将艺术与实用功能完美结合的

典型例子，先民们以陶土开始尝试制作，制

作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做出的物件只能初步实现形似。随着时间的

推移和制瓷技术的成熟与进步，两晋时期工

匠师己能生产出真正意义上的像生或仿生

瓷，唐代开始有了“像生瓷”一说，南宋吴自

牧所著《梦梁录·四司六局筵会假赁》中写

道：“果子局，掌装簇钉盘看果、时新水果

……像生花果。”

像生器物属于民俗器物，承载着历史、

文化、技艺与民族特征，积淀着人类造物的

观念、经验和多方面知识，它不是一般的对

现实实物进行模仿，而是把现实实物作为

一种艺术对象来对待，用各种工艺把瓷器

做成各种形象和材质，足以假乱真。像生瓷

大致可分两种：一种为造型像生瓷如：禽鸟

类。鸡、鸭、鹤、鹌鹑盒。果品类。瓜、石榴、樱

桃、栗子、花生。草虫类。蝈蝈、蝉、螳螂等；

一种为装饰像生瓷如：仿青铜器、漆器、柳

条器、大理石纹盒、木纹盒等，均可达到乱

真程度。

当然各个朝代的瓷器样式跟统治者的

喜好有很大的关系。到了清代，由于乾隆皇

帝自己爱好艺术，对工艺品的制作非常支

持，像生瓷在乾隆年间最为繁荣，乾隆像生

瓷：形态质感酷似原物，肉眼难辨。这个时

期像生瓷的模仿对象很多，包括人物、植

物、果品、动物等。仿其他质地的有青铜器、

漆器、竹木器、金器、石器、玉器等。但是宋、

元、明三代遗留下来的像生瓷不多见。

汾阳市博物馆藏有一件元代青釉像生

瓷柳条盖罐，通高 14cm ，口径 6.4cm，底

径 4.8cm ，国家二级文物。元代青釉像生瓷

柳条盖罐，制作精良，仿制细节令人惊叹，

把柳条器物的纹样肌理仿制得惟妙惟肖，

在没有触模之前，你或许难以相信它是瓷

质的，在触摸之后，你又会感叹它工艺的高

超，这件元代青釉像生瓷柳条盖罐，是难得

的古代瓷器艺术珍品，人称“最不像瓷器的

瓷器”。

立冬时节，村边的那一弯清凌凌、绿

绸般的小溪，又迎来了一场集体的狂欢。

它，有一个诗意的名字：洗冬。

洗，其实是“喜”的谐音。当金灿灿的

秋 天 过 去 ，很 快 ，白 茫 茫 的 冬 雪 就 要 飞

临。此时，该清扫就得清扫，该入仓就得

入仓，该收藏就得收藏，这是一代一代传

下来的规矩。村里人过日子，不求大红大

紫，但须干干净净。

洗，也是告别的意思，洗去一年的尘

埃，洗去一年的霉气，洗去一年的遗憾，以

流水般的绝意、北风般的爽利、红枫般的

激情，从从容容走完第四季。

洗冬的那些日子，用“喜庆”二字来形

容一点也不为过。当红彤彤的旭日才露出

脸来，青柔柔的晨雾还未散去，溪边就开始

出现朦朦胧胧的人影。小溪，从大山深处

一路哗哗奔来，流到村前弯成一张弓，清

了，深了，柔了。溪两岸，有大大小小的石

头，青的、紫的、赭的、黄的、棕的、黑的，不知

被溪水与浣衣女磨洗了多少年又多少年，

已变得细腻、莹润、光洁。溪底有草，常年

深绿着，被流水梳理得柔柔顺顺，宛如一缕

缕柔发飘飘，大大小小的鱼儿自由自在穿

梭其间，仿佛游弋于水下森林。岸上有树，

是高大笔直的乌桕，红叶簌簌而下，染红了

溪面，有一种“花自飘零水自流”的韵致。

洗冬，有讲究，彰显出淳朴的乡俗。

上游，一般用来淘米；中游，一般用来浣

衣；下游，一般用来清洗物什；身后的石滩

草地，用作晾晒。随着日头冉冉升起，青

雾缓缓散尽，溪边的人渐渐多了起来。碧

水，不时击出晶莹雪亮的浪花，哗哗、潺

潺、淙淙、唰唰，加上人们的欢歌声、笑语

声、嬉闹声，合奏成一支悦耳动听的田园

交响曲。

女人三三俩俩扎在一堆，绾起袖子，

露出皓腕，手握棒槌，一上一下，嘭嘭嘭

嘭，将床单在石砧上一番捶打搓揉过后，

又卷起裤腿，站立溪中，顺着水流漂洗。

只见花花绿绿的床单，随着一双双冻得通

红的素手，娴熟地在溪水里摆动，仿佛一

道道炫丽的彩虹，那一朵朵绽放的泡沫，

随水远去、消逝、幻灭，将人的心也牵向远

方，杳杳渺渺……

垄上的地瓜，菜地的萝卜，做汤圆的

糯米，晒酱用的豆子，一担接一担，一筐接

一筐，一箩接一箩，被挑到溪边清洗。一

不小心滑落的菜叶、米粒、豆壳，会引来一

群群小鱼，仰着粉嫩的小嘴唼喋不休，当

一网下去，会捞起密密麻麻一层，活蹦乱

跳，银银亮亮，不时引来一阵阵银铃般的

笑语，暮傍的木桌上，又会增添一道美食。

家里的笨重家什，一般由男人们在下

游清洗。那一方水域最欢腾。竹床，木

塌，春台，橱柜，槅门，窗棂，八仙桌，太师

椅，枣木箱，堆在溪岸，俨如一个古董世

界。还有，随着秋收已过，“刀枪入库，马

放南山”，那些农具，也要清洗、晾干、归

仓。有些男子嫌在岸上洗不过瘾，干脆将

自己脱成“浪里白条”，将家什抛入溪中，

“扑通——”，紧跟着跃入。大家在溪中一

边清洗家什，一边插科打诨。此时的洗

冬，犹如一场集体的狂欢。

被清净的物什，一一晾晒在石滩草地。

琥珀色的秋光。慷慨地洒在每一寸土地，让

涤去污垢的每一样东西显露包浆，闪闪发

亮；风，从远方吹来，捎来了那一种入冬时分

特有的清苍疏旷，将一张张散发阳光味道的

床单鼓荡，如帆嘭嘭作响。最令人感怀的

是，通过“洗冬”这一种古老的乡俗仪式，洗去

了心灵的尘埃，涤去了岁月的铅华，荡去了

一年的负累，让父老乡亲以赤子的心态，款

款步入冬天，满怀憧憬，走向灿烂春光。

一年一年的洗冬，洗来了四季的静

好，洗来了一生的欢喜……

合愣则，翻滚的合愣则
□ 雒晓利

洗冬
□ 刘峰

◇美文

冬日暖阳
□ 雷国裕

◇人间味道

青釉像生瓷柳条盖罐
□ 韩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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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青釉像生瓷柳条盖罐，
通 高 14cm ，口 径 6.4cm， 底 径
4.8cm ，国家二级文物，现藏于汾
阳市博物馆。

鲍叔牙要请齐桓公重用管仲，不是一般的重要，是举国托付

的重用。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即便齐桓公再宽宏大量，也

不会把一个蓄意射死自己的敌人，重用到如此地步！能够不计

前嫌，不予报复，已经很给鲍叔牙面子了。所以，鲍叔牙要等。

机会很快来了。鲍叔牙回到齐国没有几天，齐桓公就准备

任命他为齐国的相国。鲍叔牙极力推辞，说我不足以当此大

任。齐桓公说，你休要推辞，我很了解信任你，这个位置，非你莫

属。

鲍叔牙说，君上的赏识我很感激。可是，君上雄才大略，气

度恢弘。以我的才能，仅能规规矩矩做个好官，若是辅佐君上称

霸天下，号令诸侯，则远远不够！

这话说的齐桓公心中一阵得意欢喜，忍不住挺起身子，说，

齐国有这样的人吗？

有啊。鲍叔牙回应道，我前段日子跟君上推荐的管仲，就是

这样的人！

就是射了我一箭的那个管仲？他射我的时候，绝情狠辣。

这样的人，肯为我所用？

鲍叔牙说，那时候，各为其主。管仲这个人，我很清楚，他是

绝世大才，比我强了不知道有多少。鲍叔牙接着巴拉巴拉说了

许多管仲比自己强的地方，最后总结说，大才也要有雄主才可以

驾驭，放眼天下，除了君上，也还真没有其他人能任用他呢！现在

君上不计前嫌，他一定也是尽心竭力，为君上射取天下。

齐桓公听了鲍叔牙这一番话，不禁神往，说，既然这么好，那

你叫他来见我。

鲍叔牙连忙道，但凡这样的人，不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即

去。需以大礼相待。

齐桓公一拍大腿，说，好，就这么办。他令祭司占卜了黄道

吉日，斋戒沐浴焚香，准备了宏大的仪仗队，一路上锣鼓喧天，亲

自去迎接管仲，请管仲同乘一辆车，手挽手回到了王宫。一路上，

齐国百姓看到这一幕，都惊讶的说不出话来。

回到宫中，齐桓公请管仲上座。管仲说，我是败军之将，您

的俘虏，蒙您宽宏大量，饶了我一命，已经感恩不尽。怎么能当得

起这样的大礼呢！

齐桓公说，过去的事情，不要提了，现在我有问题要请教先

生。你坐下了，我才好开口。管仲再三辞谢之后，坐了下来。

以下是君臣二人的对话，这段对话，堪比900多年后，刘备

诸葛亮之《隆中对》。诸葛亮一生，自比管乐。管仲是他第一钦佩

之人。

我欲争霸天下，先生有什么建议，可以教我？

欲霸天下，首要富国强兵。国家的兴盛衰败，根本在百姓。

百姓强则国强，百姓弱则国弱。要百姓强，必须倡导礼义廉耻。

怎么做？一个原则，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简单点

讲，就是要让百姓富起来，百姓富了，礼义廉耻就有了生存壮大的

土壤。怎么让百姓富？就是百姓想要的，就要努力去满足；百姓

厌恶的，就要坚决地禁止。国家藏富于民，不与百姓争利。

军备物资不足，怎么办？

一方面，国家花钱去购买、储备。另一方面，收集民间的军

备物资。可以设立赎刑，允许犯法的人，拿军备物资来赎罪。根

据刑罚的轻重，缴纳不等的军备物资。收回来的武器装备或原

材料，质量好的，用来锻造制作刀剑，质量差的，用来打造农耕用

具。这样还带来一个好处，就是民间的武器装备都收归国家了。

财政钱财不足，怎么办？

大力发展商业。齐国滨临大海，可以煮海取盐，国家派人游

于列国售卖，同时购买齐国短缺的货物，让各种货物流通起来。

制定税收优惠，保护商人合法利益，吸引列国商人来齐国贸易。

盐铁为官方专营，严禁民间私自经营。

军队士兵不足，怎么办？

兵贵精，不贵多。贵同心，不贵力。如果大张旗鼓的扩军练

兵，列国也将同样扩军练兵，搞军备竞赛，谁也占不了多少便宜。

我们可以通过内政之法来训练军队，有练兵之实而无练兵之名。

通过内政来练兵？怎么练？

管仲为齐桓公一五一十地详细讲解练兵之法……最后，他

说，如此，可得精兵三万，有此三万人，足以横行天下。

国家富强，军队强大后，那么……就可以征伐天下诸侯，称

霸列国了吗？

还不行。硬用武力来征服诸侯，事倍功半，不是最好的选

择。

那该怎么办？

第一，搞好与周边诸侯的关系，把以前侵占的不是很重要

的地方，归还他们。第二，派智慧之士，让他们带着金银财物，

周游列国，宣扬齐国之德，结交天下贤能之士，暗中考察列国的

风俗人情，山川地貌，为政之得失。第三，对一些治国不力、淫

乱纂弑、国弱民背的诸侯，就以周王室的名义，去讨伐他们，攻

取土地得实惠，杀掉他们以立威。这样，齐国的威望就起来了，

天下诸侯肯定相约来齐，以示钦服。那时候，您就可以率领诸

侯，去朝拜周王。这样，这个霸主之名，就算您不想要，也不得

不要了。

一番对话下来，齐桓公如饮甘醇，浑身上下舒爽，觉得管仲

说的每一个字，都说到了自己的心坎里。当下就请管仲做齐国

的相国。

管仲推辞说，要实现霸业，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够，需要广纳

贤才。齐国有五位贤人，在他们擅长的领域，都比我强。您一定

要用我，那这五人可不能闲置。

齐桓公一听，笑道，全部按你说的办！另外，我这个人有些

坏毛病，就是特别喜欢美女，喜欢喝酒玩乐享受，不知道这会不会

影响争霸大业。

爱享受、爱美女，这谁不爱啊！一点都不影响。

那什么毛病会影响？

有贤人而不用，用而不信，信而不专。这个影响！

齐桓公听后，哈哈大笑，当即拜管仲为相，并下令：即日起，

齐国上下，事无巨细，皆先告知管仲，由管仲定夺。

没有多久，齐国朝政焕然一新。三年之后，齐国大治。再以

后，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

管仲见齐桓公
□ 李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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