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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看到听到一些外地朋友手舞足

蹈吹嘘自己家乡的美味佳肴，难免耿耿

于怀，心说比得了我们古汾州吗？这些

年大大小小还是接触过不少友人，其中

不乏头面人物。此时此刻，我总想借机

向客人吹嘘一通：世界面食在中国，中

国面食在山西，山西面食在晋中，晋中

面食在汾州。此话吹得有些玄乎，但汾

州面食在三晋大地确是独树一帜。

汾州面食品类璨若繁星，各色品种

估计不下二三百种。像刀削面、刀拨

面、手擀面、包皮面、柳叶面、河捞面、猫

耳朵、掐疙瘩、蘸茄姑、斜棋棋、切板板、

搔片片、剔尖儿、擦尖儿、抿尖儿等等，

真是数不胜数。大凡汾州家庭主妇，只

要系了围腰蹲在灶前，大厨当家，锅碗

瓢盆一阵响动，无论蒸煮煎烤，还是炒

炸摊贴，倘要端不出三几十种有模有样

的家常面食，那是给自家汉子争不回脸

面的。在如此花样众多的面食序列中，

刀削面独领风骚，显然成了山西面食的

当家花旦，它与北京的打卤面、山东的

伊府面、河南的鱼焙面和四川的担担

面，并列为中国五大面食名品，且享誉

海外。更有甚者，一些嘴馋的文人骚

客，还为刀削面写了如下诗句：一叶落

锅一叶飘，一叶离面又出刀；银鱼落水

翻白浪，柳叶乘风下树梢。

然而，在我看来，此种评价及排位

是很难说服当地食客的。在山西境内，

拿刀削面与剔尖儿相比，相差绝对不是

毫厘之间。首先，从面食的覆盖面积比

较，前者不及剔尖儿的十分之一。剔尖

儿的普及率如同我国大西北的手抓羊

肉，每个家庭只要有把菜刀，有一只竹

筷，顷刻间就能让一盆干面变作剔尖

儿，端上各个级别餐桌。此类盛景刀削

面是无法企及的。再从花色品种上横

比，刀削面的食材只有白面一种，而剔

尖儿的做法却五花八门，有白面剔尖

儿、豆面剔尖儿、红面剔尖儿等等，而最

能吊人胃口的剔尖儿则是好面豆面剔

尖儿和好面豆面红面三色面剔尖儿。

这好面一词，却是食物奇缺年代，乡人

对白面的一种褒奖。三色面剔尖儿也

是现代版的通俗用语，在汾州城区的老

辈人嘴里，则是叫“饥荒面剔尖儿”。记

得在我儿时，乡间生计艰难清贫，汾州

庶民居家过日捉襟见肘，只是家中来了

稀客贵人方能端上一碗剔尖儿伺候。

就这，有的市井贫民也得东借一碗白

面，西凑半把豆面，扫盆刮瓮方可遮下

脸面，故而留传下了“饥荒面剔尖儿”这

一特色饭食。

由于刀削面只用一块铁片和一种

食料制作，当今多数刀削面采取了机器

削面，那最原始的三菱形状及柔韧口感

已荡然无存，让人吃着失望。更糟的是

一些大都市超市的货架，竟然也有了刀

削方便面食品。在北京的沃尔玛超市

见到它时，我在惊讶中半天都如鲠在

喉。而剔尖儿是永远不会堕落到如此

地步的，我想这也正是它的可贵之处和

骄傲所在！还拿家乡说事，剔尖儿在老

家的东乡也叫剔八姑，这种八姑多是用

菜刀做面案，将和好的红面照半月形状

摁上刀面，左手举刀右手抄筷，将小拇

指粗细的八姑一下一下拨入锅中。为

防稀面与竹筷粘连，每拨两下就将刀刃

及筷子尖儿在沸水中轻蘸一下。此种

粗俗剔法我在儿时就已熟练，不到吸支

烟的工夫，几碗热腾腾的剔尖儿即可端

上饭桌。在汾阳与平遥接壤的乡间，还

有一些乡民是用锅铲从面盆中铲八姑

的，边铲边拨，十分简单便捷，当地人叫

“铲铲家”，那家即是面条的土语表达。

倘若食材是纯白面或白面豆面混杂，那

就得用青花细碗或尺把口径的盘子放

面了，这种剔尖儿档次最高，操作技巧

也不是一般粗人所能胜任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省城解放路南口

有家唐都饭店，哪里的白面转盘剔尖儿

颇负盛名，卖得很火，每天从早到晚食

客如云。那次我排队买好饭票，就曾挤

在取饭窗口，十分专注地欣赏过转盘剔

尖儿的精湛制作。只见四位裹了雪白

套袖的精壮师傅，在一面三尺开口的沸

水锅前站定，各自戴一顶白帽，左手将

一摊着面团的青花瓷大盘托于胸前，另

手则操了一支细长的钢筷签子，用一种

有节奏的腕部动作，在盘子中央飞速舞

动，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而盘子前方，

则是几道由一条条白色面鱼连缀而成

的银链，径直朝了沸水锅中飞去。几位

师傅悠然抖动的双肩，闪闪挥舞的银

筷，以及股掌间慢慢转动的瓷盘，如同

一组演奏着的交响，一幅流动中的油

画，一首韵律优美的抒情长诗，美极了

也帅极了。这不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在

《琵琶行》诗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

小珠落玉盘”的情景再现吗？目瞪口呆

的我几乎要狂呼乱叫起来……

除过转盘剔尖儿，最见功夫的就要

数碗上剔尖儿了。和白面时最好掺绿豆

面少许最佳，面与水按五比三比例和好，

水中最好搁一撮细盐，然后用手蘸些清

水将稀面反复拍打几遍，苫一泡湿的笼

布让其醒着，待菜肴卤汁调好之后下锅

正合时宜。碗上剔尖儿是慢工细活，每

根剔尖儿随着碗沿向胸前旋转，都可均

匀地剔到尺把有余。母亲生前知晓儿之

食性，盘腿打坐热炕头上，精心欣赏老人

的手上绝活儿，真是一种陶醉。此时的

窗外最好再有些雪花在漫天飘舞。你看

老人此时的专注及神情，那是“慈母手中

线”现代版本的最好诠释！

如果说面食是饮食文化的根，那面

上所浇的卤汁或菜肴，就是它的根须

了。汾州人吃剔尖儿，除过醋酱葱蒜及

油泼辣子外，最讲究的卤汁不外乎炸

酱、西红柿鸡蛋和打卤几种。我们家的

卤却独具特色，妻子打小在津门长大，

在做剔尖儿之前先要做满满一锅天津

卤汁，这卤的滋味远不是汾州乡间卤汁

能望其项背的。津地卤汁的主料是肉

丁、虾仁、香菇、面筋及黄花菜之类，如

此昂贵的造价，其味道也就可想而知

了。在汾州剔尖儿的庞杂序列中，饥荒

面剔尖儿是我的最佳选择，一是因其食

材由粗细粮面粉混杂，营养价值颇高；

二是此等面食表面粗糙，好的卤汁更容

易让其挂足调和，这种剔尖儿吃得香爽

润滑，筋道有力，不觉中就肚子撑了。

如此诱人的姣好面食，怎个吃法也

很需要讲究一番。已故著名作家张贤

亮先生，在忆及如何享受大西北的羊杂

碎时曾说，吃要有吃的行头和氛围，这

就叫“吃相”。一张油腻的桌子，最好是

连桌子板凳都没有，蹲在黄土地上，身

旁还得围着一两条狗，氛围就有了。捧

的是粗糙的蓝边碗，抓着发黄的毛竹

筷。本人最好再披着老羊皮袄，如果是

夏天，就要穿一件汗渍的小褂，这样吃

就吃出了羊杂碎的味道与人情，真正的

“风味”就隐藏在这里。当然，端了一碗

“饥荒面剔尖儿”，倒不一定要忙着再去

找场景道具黄狗黑狗之类，但真要遇上

这样的氛围，那是万万不可错过的，这

才是一种浓郁的地域文化，一种如醉如

痴的人生享受！试想，如果没有让人怦

然心动的汾州美食，没有千姿百态的乡

村饭场，再亲情的故乡也会变得呆板，

再难割舍的乡愁也会变得枯燥！

端起这碗剔尖儿，端起我从苦难中

走来的故乡，透过它，我的视线扫过黄土

地上的每一座村庄，每一间破旧的矮房，

每一犋犁田的耕牛，及每一位辛勤劳作

的父老，虽然有现代化的高速从这幅古

老的画图中穿越，但仍难割舍我对它的

眷恋之情。

当我读到这碗再普通不过的汾州

剔尖儿，居然有着一两千年的历史时，

时间突然就慢了下来……我夹起一根

剔尖儿仔细端详，它是那样的卑微纯

朴，那样的不善言谈；但它的每一根骨

头，都有着坚强的性格和倔强的脾气；

而它的每一个关节，又都有着泥土的气

息和乡愁的疼痛。更令人尊崇的，是它

始终在扮演一种济世者的角色，它是饥

荒 之 年 上 苍 赐 予 贫 苦 黎 民 的 果 腹 之

物。就是这碗再平庸不过的“红剔烂

家”，不是也在这块神奇的黄土地上哺

育出了联合国副秘书长及诸多的栋梁

之材吗？

写到此处，我突然有种难以释怀的

情感涌上心头，狗日的剔尖儿，终于又

让我在思念中落泪了……我知道，再强

悍的汾州汉子，都会被一碗饥荒面剔尖

儿轻易放倒，让你肚里暖暖的，背上酥

酥的，在家人面前顿时丧失了脾气，也

不再摔盘子惯碗，阴沉着的脸色也能在

顷刻间好看了许多。我问剔尖儿，你为

何总是吊挂在我怀乡的梦里？那样的

不慌不忙不嫌不弃，那样的不卑不亢不

急不躁，那样的不冷不热不怨不悔……

其实，剔尖儿就是一枚生锈的铁钉，把

许许多多后辈儿孙钉死在这块黄土地

上，也把老老少少外地游子漂泊的灵魂

钉死在这块黄土地上。它是那样地劈

头盖脸和蛮不讲理，听不得任何人的劝

说与阻拦！

著名诗人周所同先生是我的好友，

最近，他寄来一首新写的《想亲亲》短诗

让我先睹。那就摘录他的几行诗句，作

为此篇散文的收尾吧——

魂想你命想你，生死也想你

海枯石烂，留下天长地久还想你

想亲亲想亲亲，骑上大马赶上鸡

这辈子高低我就想你

这辈子高低就想你
□ 吕世豪

梁大智梁大智 摄摄

遇见你

就遇见了

一朵花的盛开

它渲染了春的颜色

浸润

我的心海

你闯入我的世界

我的心开成

接你的莲花

灵魂和你交汇

醉在芳华的流年

醉在春天的花海里

那前世今生的纠葛

沉淀成一首首相思的对白

亲爱的

你可曾感到

我对你的眷恋

你可否听到我灵魂的呐喊

为了和你相见

我已经逆流而上

把满世界的骄傲

匍匐在尘埃里

这一生

我是为你而来

此生有你

完美无瑕

就让我们珍惜当下

莫负流年

只有你

值得让我一生痴迷

立春抒怀

己亥欣然又好年，

谢交春里绽蓝天。

犹期前路繁华处，

再把豪情付杏坛。

雨水遐想

雨水由来万物萌，

还寒乍暖雪冰融。

老农许做春耕梦，

选种积肥已注情。

惊蛰所思

春雷惊醒百虫欢，

田野微微暖气旋。

往日耕牛遍地扭，

如今机械震山川。

春分有赋

杨柳鹅黄草色鲜，

春风带雨两缠绵。

阴阳携手平分色，

昼夜时长各等边。

清明祭祖

丝丝小雨 清晨，

柳笛声中酒满斟。

桃杏花开无意赏，

坟前祭祖泪盈盈。

谷雨农忙

牡丹月季吐芳香，

点豆种瓜农事忙。

喜采嫩茶放眼望，

山披锦绣好风光。

立夏绘图

杏梨累累缀枝头，

串串樱桃滚绣球。

麦海滔滔掀巨浪，

农家岁岁盼丰收。

小满偶成

繁花似锦鸟争翔，

蝶舞蜂飞人更忙。

麦粒灌浆颗渐满，

茫茫田野溢清香。

话说芒种

每逢忙种雨频临，

龙口夺食戴月星。

喷药施肥忙不乱，

间苗除草又匆匆。

夏至诗韵

烈日炎炎热气腾，

堤边湖畔绿葱葱。

通幽小路浓荫处，

柳浪声中觅好莺。

小暑待雨

小暑携来热浪腾，

禾苗茁壮绿葱茏。

若得酥雨细滋润，

共庆丰年喜炮鸣

大暑雷声

骄阳似火燃山川，

热气蒸蒸扑面旋。

忽报天庭雷震怒，

长空万里甩金鞭。

立秋吟诗

夏日匆匆渐远离，

凉风缕缕袭人衣。

黄花朵朵饰骄叶，

秋意浓浓入我诗。

处暑金黄

天高气爽暑无踪，

展翅雄鹰遨碧空。

稻海随风翻作浪，

金黄谷穗似弯弓。

白露凝霜

一道残阳铺晚凉，

朔风吹下露凝霜。

雁穿云海声声唤，

千里南翔泣泪丧。

秋分喜雨

秋风瑟瑟暮云闲，

遍洒甘霖润莽苍。

喜雨麦苗粗且壮，

枝枝叶叶吐芬芳。

寒露雁啼

晓寒露重欲结冰，

雾恨云愁锁碧空。

阵阵雁声啼不住，

缘何久久绕彤城？

霜降秋尽

蛰虫藏洞秋将尽，

山戴银霜树染红。

落叶归根如有意，

感恩岁月更峥嵘。

立冬数九

天寒地冻物收藏，

月落乌啼老树黄。

汗写辛劳终有报，

丰收稻谷喜归仓。

小雪红叶

荷萎菊残蝶避冬，

经霜树叶赛花红。

倏忽梅在枝头笑，

铁骨铮铮亦恋情。

大雪纷飞

夜半朔风弹古筝，

清晨瑞雪满村城。

天公作美铺银路，

助我中华更繁荣。

冬至拾句

昼短夜长不胜寒，

披衣待晓写诗篇。

忽来灵感得佳句，

其乐融融过小年。

小寒梅开

寒流滚滚暮云愁，

大雪茫茫锁玉楼。

独有腊梅翘首立，

艳花朵朵缀枝头。

大寒踏雪

为听五点晨读声，

敢冒狂风踏雪行。

年逾八十豪气壮，

培桃育李又一程。

诗咏二十四节气
□ 成绛卿

菩提花开
□ 阳光

文水武则天传说

华盖雄才唯女皇，举贤治国惠农桑。

凌空日月情豪迈，指点江山气荡肠。

锦绣贞观今古道，大唐社稷往来长。

一碑无字留精彩，功漫乾坤昭世芳。

柳林弹唱

三川流域起歌声，秦晋通衢尽放情。

土语方言通俗意，新牌古调朴淳盈。

以弹伴唱成瑰宝，举扇摇绸舞满城。

盘子犹闻红火韵，还听社庙有芦笙。

汾阳月饼制作

中秋望月饼儿圆，又见汾州宝镜悬。

玉影轻揉巧手意，金瑶烘烤妙工延。

核仁馅料红糖配，油润酥皮果脯鲜。

一点胭脂留喜庆，云间仙籁醉亲缘。

临县民间剪纸

黄河流域盛民风，剪纸雄浑古朴融。

豪放端庄承大气，奔腾粗野接飞鸿。

乐居沃土文明厚，情趣农耕艺术崇。

寓意呈祥连好运，一双巧手绘天工。

交口布艺

布画呈祥日月牵，民间积淀几千年。

邻亲互授经皇世，母女相传绣锦缘。

五彩门帘情悦目，千层鞋垫意缠绵。

乡风富贵迎双凤，纳福人间国色旋。

石楼道情

初唐盛世渐流行，道曲开腔古典声。

文武排场齐伴奏，旦生末丑共含情。

九湾十八民间调，滚白三弦一套成。

婉约柔风听俗韵，喜闻乐见石楼城。

文水郑家庄灯影戏

子夏西河设教堂，乐琴月影伴书香。

纱窗演绎成瑰宝，皮偶玲珑托靓妆。

神话云烟奇幻在，戏文韵绕抒情吭。

一言说尽千般事，双手流连万代长。

孝义太极拳

刚柔形意总相牵，日月乾坤一线悬。

流水潺潺迎雨露，行云朵朵掩风烟。

阴阳合璧玄机悟，虚实双宜奥妙诠。

手转昏晨追白鹤，怀中常拥地和天。

临县青塘蜜粽

潺潺湫水绕青塘，胜似江南鱼米香。

阵阵芦风摇墨绿，甜甜蜜粽润金黄。

屈原千古传佳话，端午时分吊国殇。

情聚罗江寻楚道，柔融回味韵悠长。

诗咏吕梁非遗文化
□ 梁大智

（之六）

时间匆匆过，又是一年春分到，最是人间好时

节。呼啸的风儿，带着“吹面不寒”的暖意和哨声不

停地叫嚣，吹绿了山川，吹青了杨柳，吹开了花蕾，

旧梦萌新芽，枯木又逢春，满眼的绿意芬芳。“风雷

送暖入中春，桃柳着装日日新，赤道金阳直射面，白

天黑夜两均分”，便是对春分最美的诠释！

春分如一枝生花妙笔，把春色一分两半，一半

在枝头姹紫嫣红，迎风浅笑；一半在枝蔓萌动骨节，

绿意盎然。溪的歌唱、花的吐蕊、芽的探头、麦的拔

节、枝的萌动、雨的酥润、燕的衔泥、蜂的展翅……

每一样都充斥着春的气息，蓬勃着春的生机！

春分至，万物醒。晨起，薄薄的暖阳落在眉梢，

看阳台渐次绽放的花朵，眸庭院生机勃勃的草木，

心里便生出柔柔的感动。喜欢春的明媚，燕归来，

桃花讯，彼岸春雨，枝头无语风初定。绿波清漾，春

鸭戏水春光俏。解冻的小河缓缓向前，初醒的草滩

绿意盎然，和煦的春风轻抚大地，萌绿的南山令人

神往……向前踩踩花树的影子，向后踩踩自己的影

子，把真实的自己放入真实的季节，让风吹起发梢，

贪婪地吸嗅着风中淡淡的氤氲清香，一抹春的讯息

落进眼眸，潜入心肺，醉了自己，也醉了路人！

“吹面不寒杨柳风”，柳是报春的使者，她轻盈的

倩影，俏皮地躲在那一抹鹅黄新绿的柳枝间，那柔顺

的枝条上，爬满了一个个嫩黄的芽孢。风过柳林，雨

滴柳丝，春深春浅，水绿水清。飘忽不定、似有似无

的河雾，清香怡人、沁人心脾的气息，勾起彼岸悠扬

的歌声，鹊踏枝，沁园春，风有信，景意蕴，化解了轻

轻时光，复燃了剪剪细风里裹挟的春心萌动！

春分至，最思春。少女摘一枚绿叶，在柳树下等

待已约的英俊，或是徘徊河堤，寻觅想象中的郎君。

鸭儿成双成对，托水而生，宿岸而眠，它们的爱情在

水中繁衍；燕子风雨洗炼，伉俪情深，它们的爱情在

飞翔中竞技。最是自由生灵美，它们最不计较细软

的贵贱，不知人间有多少情愫能和它们相提媲美！

春分至，万物生。春灌春种，春雨春潮，春牛在

望，春柳垂摇。春山处处燕归啼，风光无限景旖旎！

春分至，梦耕耘。春天的光阴是含香的，一念

春风，便想起墙头探头的桃花；一念阳光，衣襟上便

粘满花籽的香。摘下满籽的香，在飞扬的春分里插

秧，播种来年的希望，青绿的诗行里，酝酿最华彩的

篇章！

春分至，生命涌。热闹的山谷，潺潺的流水，无不

演奏着生命的激越，吟唱成一曲无人超越的千古绝

唱，在微风吹起的层层波纹里，一荡一漾，万紫千红！

春分至，纸鸢飞。“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

醉春烟”，如此美好的时光，若不放一次风筝，真是

辜负了春风。这时候，大人们往往会糊一些锦鲤风

筝、梦蝶风筝，好与天上的鸟争艳；小孩儿会在小小

的纸鸟上写下心中期许，借春风寄给天上的神仙帮

他们圆梦！

春分至，古韵美。“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

桃花始盛开”“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时时啼”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一路走

来，用心聆听，清晨的鸟啼、入夜的喜雨、盛开的桃

花、流连的蝴蝶以及三月的春风，那些从诗人心中

迸发出来的美词，都是丰富我们想象的牵引，将我

们的对春天的审美带到了无穷，带到了极致。呈现

在眸中的何止是百花盛开、蜂飞蝶舞，还有春风轻

拂、莺飞草长！

春分至，惊雷响。两会在春风里唯美闭幕，春

的脚步加快了柳林小城发展的奏鸣，风起云涌的明

清街改造，使得这个春天多姿又多彩，使得那些生

长中的高楼散发出柔软的温暖！

南山公园、清河广场、清河文化长廊，给柳林人

呈现了古诗词里没有的听觉和视觉：清河广场的角

角落落，踢毽子的帅男靓女兴高采烈，毽子在他们

灵动的脚下迷乱飞舞；一群群相互认识和不认识的

大妈大嫂，小伙子美少女，正在随着激情乐曲翩翩

起舞，他们用欢乐享受着如歌的岁月，让人心生羡

慕又顿生多瞥的流连！

春天的脚步轻轻地，春风的动作悄悄地，春天

总是以最热忱的明媚和祝福感染着我们，让我们为

之展颜，为之动容！

春分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美好的景致，更是蓬

勃向上的生命力：一分春光，悦动生命的光彩；一场

春雨，唤醒万物的苏醒；一曲春歌，催生希望发芽!

丽季犹寒花已纷，

借来月色髓三分。

枝休叶眠寻梅魂，

寸许丹心育子英。

杏花咏
□ 杜是君

春分，残冬后的第一份惊喜
□ 刘香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