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举凡来过汾州的食客，无一不对汾

州面食留下深刻印象。

汾州历史悠久，早在春秋初叶就开

始设立县治，距今 2600 多年历史；明万

历 23年（1595年）又擢升为府，直到民国

元年，这就更为它昔日之辉煌涂上一笔

神秘的重彩。你想，有了长的历史，必然

就有这么长的饮食文化链条，它能不丰

富多彩且源远流长吗？能不让你一旦沾

染，便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深切感受吗？

你看，天才刚刚放亮，市井街巷中就

开始人头攒动，家家户户烟囱里便开始诗

意般地袅袅升起一缕青烟，随着风箱唱响

的一首古老的童谣，汾州大地日复一日地

饮食文化便缓缓拉开了序幕。汾人的早

餐较为简单，除却馒头、窝头及饼子一类

的主食外，那一碗金灿烂的小米稀饭是万

万少不得的。稀饭要用淘洗过的当地小

米熬制，待水响之后方可下锅，稀饭上面

蒸有馒头、发糕之类面食，面食熟了粥也

就熬到了火候。饭时，无论如何要配上一

碟酱红色的老咸菜和西红柿炒辣角，有此

两样小菜佐餐很勾人的食欲，土话讲叫下

饭。乡人炒辣角从不叫炒，而称为“出”。

饭快熟时将一带把儿小砂锅坐于火口，油

热之后放入葱丝，只待三搅两搅即将辣角

丝、西红柿碎瓣及调料次第搁入，并兑少

许沸水煎炒。西红柿辣角出熟之后，不稠

也不稀，正好蘸着馒头窝头下饭，吃到满

头大汗方叫过瘾，方能显出硬汉本色。说

到馒头，这里的“烂面”馍馍堪称一绝。待

初夏小麦熟到八成九成，即可收割脱打少

许，略作淘洗方可上石磨研磨，磨到两遍

时就可发酵搭碱，上笼去蒸，麸面趁鲜同

食，营养价值可想而知。再提香脂油烙

饼，也不失为当地早餐特色。烧香脂油烙

饼，那面绝对要用筷子兑了热水去搅拌和

起，然后手蘸香油在面案上摊平，卷时要

放入烤黄的碎核桃仁、香板油及葱姜末和

胡椒粉之类调料，切开的面段要两头捏了

轻轻一扭，随即摁入板油滋滋作响的热火

鏊上去煎，饼中的葱丝不能外露，葱丝万

一烤焦是要大跌胃口的。观看香脂油烙

饼的制作流程，本身就是一种令人陶醉的

享受。

汾州人真正的面食吃在中午。这里

地处三晋腹地，吕梁山脚下，气候水色及

土质条件，极宜高粱玉茭及谷子小麦生

长。山西那两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人说山

西好风光》中的“地肥水美五谷香”，《汾河

流水哗啦啦》中的“黄澄澄的谷穗儿，长得

就像狼尾巴”，歌唱的就是此地风情也。

佳壤出佳米，佳泉酿佳酒，用地道的五谷

粮食去做面食，能次得了吗？汾州人离不

开面食，一天不沾面食，嘴就馋了，眼就红

了，浑身的筋骨就酥了，满腹的牢骚话也

就多了，稍有不顺便要骂娘，便要抄起手

头的家伙摔打的叮当咣啷。只要有碗顺

口的面食，精气神儿立马就来，心也顺了，

脸也笑了，说话办事也就得体了许多。只

是此时的乡人，已将一个吃字叫作“咥”

了，透着一股十足的美气和舒坦。

汾州人面食花样极多，蒸煮煎炒，焖

烩炸烤，少说也有一两百种。古往今来，

汾州人入厨者居多，涌现出不少名厨。同

样的材质，一经他们操作，总会将色香味

渲染得不同凡响，别具一格。举最常见的

饺子为例，就有白面红面荞面杂豆面多

种，且各类面系中又有多种肉馅菜馅之

分，蒸煮煎烤的做法也各有不同。汾州人

白面不叫白面，叫做好面；红面的也不直

呼其为红面，而称其为桃黍面。这里人吃

面，做工极细也极讲究。揪片土话称掐疙

瘩，名家制作要离开锅台两步左右，那优

美的挥臂即刻会舞出一条银链，飞舞中的

玉蝶正好四十八只，不多亦不少，那唰唰

入锅的面片仅只小姆指甲大小，初时厚如

铜钱，揪到最后一片竟薄若宣纸，此刻笊

篱入锅正是火候。俗话说，“送客饺子迎

客面”，贵客上门，汾州人必要以拉面招

待，只是乡人将拉面叫作扯面。扯面的关

键是面，和面初时要硬，随之用拳头蘸了

凉水去“揣”，待反复揣软之后再盖上屉布

去“醒”。面醒到了醒好了，方可将筷子头

粗细的拉面扯上两三尺长仍不会断裂，那

扯面玉带乘风飘然而下，落入汤中。自打

有了冰箱，聪明的汾州人早一日即将和好

的扯面搁入冰箱去醒，那面的韧性更佳，

难怪饭摊上的师傅一边将拉面甩入大锅，

一边吆喝：“扯面长，扯面香，要扯多长有

多长……”，逗得食客频频喷饭。

而汾州的刀削面亦名声在外，与驰名

神州大地的大同刀削面平分秋色。当你

站在刀削面师傅面前，就会感受到一种嗖

嗖的寒意和凉爽；面入锅中，又会让你想

到古人“柳叶乘风下树梢”的诗意。据《汾

阳遗事》载：“汾人善经商，只身走出数千

里经营者众。”有这样一则民间故事讲得

十分生动：早年间，汾州乡间有一巨富，在

蒙古库伦、恰克图经商发了大财，家中建

起豪宅，高墙四周筑有城堡，戒备森严。

忽一日，成群盗贼前来明火，账房老先生

慌忙将账簿银两入箱上锁，小徒弟见贼人

已爬上墙头，急中生智拆开算盘，抓起两

把算珠朝左右墙头甩去。那算珠长了眼

睛，不偏不倚正好击中众贼面部，鼻青脸

肿的盗贼顿时慌了手脚，纷纷跳下堡墙望

风逃遁。贼人去后，每每想到被一无名小

辈击溃之事，便羞辱难耐，咽不下这口恶

气！过数日，他们再度卷土重来，点名要

与小徒弟一决高下。小徒弟手头正忙，传

出话说，你们先到我家等候，事完之后必

去奉陪。众贼涌入小徒弟家中，七十岁老

奶赶紧沏茶招待。直到中午，仍不见仇人

踪影，贼们刚要发作，老奶却说客人休怒，

孙儿绝不食言，让我弄饭款待，酒足饭饱

之后比试，岂不更好？老妪所言有理，贼

们便点名要吃刀削面。老人手脚麻利，面

一揉好，即将洁白头套戴上准备削面。众

贼愣了，锅都不见，面削何处？只见老奶

将面团搁上头顶，双刀寒气逼人，快疾如

飞，眼前刷地划出一条丈把长的流星雨，

那刀削面条鱼跃龙门般地飞入火炉上的

壶眼。七十老妪居然仍有如此功夫，身手

实在不凡，难怪其孙儿那算珠也贼一样精

准。看到此处，盗贼饭都不吃，慌慌逃之

夭夭。从此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汾州精

美面食之一斑。

俗话说，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其

实，谁能舍得对媳妇拳脚相加呢？此话

无非是对“打是亲，骂是爱”的又一版

本。但面却一定要揉到，不能有丝毫含

糊。面揉到了才会有光泽，才会有筋道，

吃起来才会格外有滋有味。你瞧那汾州

女子擀面绝对是一种陶醉，是一种享

受。她们两腿前后站了，双臂有节奏地

将面杖向前推上三下两下，然后再揽入

怀中继续，额前一缕细长乌发，也随着腰

肢的扭动轻轻颤抖，那细微的汗便汩汩

地顺着鬓发流淌下来。于是，面就变成

一张不厚不薄的大圆，将圆平叠了横切，

抖动出的便是一支儿顺溜儿的手擀面；

如果横刀斜刀依次漫上两遍，面案上即

刻便能抖出一团斜旗旗面，老人见了霎

时便可满脸绽笑；若将圆折成了扇形，斜

过刀口沿边儿去切，那就又是一锅尚好

的柳叶面了。你想粗粮细作换个口味，

还可用白面包了红面去擀去切，抖落锅

中的面条，居然又变作一团红白相间的

切板板面或包皮面了。此面极挂调和，

一碗吞下，香美无比，直入肺腑。

华灯初上，汾州古城的小吃市场便十

分繁忙热闹，你不妨到那里转上一圈，看

食客熙熙攘攘的涌动，听摊主此起彼伏的

叫卖，肯定让你十分开眼，也十分惬意。

那里有包了胡萝卜馅的菜油糕，那里有在

笼屉上腾着热气的拨烂子，那里有揉合了

三色杂面的抿圪蚪，那里有烘烤于炉膛四

周的肉饼子……那里还有不解的缘和浓

浓的情，还有舒心的笑和醉人的香。

其实，汾州面食是汾州文化这部巨著

中的重要章节，是一门读不完也钻不透的

精湛学问。眼花缭乱的汾州面食，世世代

代浇注了多少汾州男子的壮美体魄和灵

动坚毅，揉捏了多少汾州女子的水色天香

和贤惠多情。这汾州面食，是我们的先人

除了汾酒竹叶青和汾州核桃之外，为我们

打出的又一张十分硬朗的文化品牌，我们

骄傲之余，难道不应当珍惜这张品牌，并

感谢前贤们的智慧与奉献吗？居家汾阳，

切记要娶一位聪颖灵秀的汾州女子为妻，

终生陪伴你生儿育女，理家度日，陪伴你

创造和享受永远属于这方水土的人间烟

火。如此这般，人活一世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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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石东南九凤山，有白

马仙洞焉。九凤山者，黄帝

别馆也。或云白马在野，逐

之入洞，蹄迹犹存。此地又

有楼阁飞翘庙宇巍峨，始建

于何时？唐贞观年间也，监

造者为谁？名将尉迟恭也。

洞 外 苍 山 拥 翠 兮 群 峰

拱 立 ，漫 山 松 柏 兮 郁 郁 葱

葱，百鸟争鸣兮景色宜人，

清泉映天兮游人若醉。洞

内幽邃深远兮险境棋布，八

洞相套兮别有洞天，气势奇

伟兮令人惊叹。

初入直下便有梯，踯躅

而进，迎面一大石柱如定海

神针直插洞顶，曰通天柱。

柱高丈余，上有图纹若龙若

蟒，扣之嗡嗡有声。绕通天

柱而进，眼前忽然宽敞，百石纷呈。尖者如森森矛

戈，平者如桌似案，圆者小则联串如佛珠，大则如

碾如磨，蹲伏者如虎，盘踞者似龙。石色多墨灰，

间为红赭，灯下各放异彩。再前有巨石自顶倒悬，

乃石钟石鼓也，击之铿锵有声。沿崎岖石级战战

而下，遂见一大泉，深不知几许，乃白龙池也。池

西一巨幅石屏如千里阵云，隐隐若有其形也。屏

上自宋至清，历代僧侣游客，题刻颇多，举灯剥苔，

抚壁识读，往往情通古人，不禁寄慨遥深。复前

行，耳边山泉涔涔作响，眼前怪石奇景变幻，心中

物象倏忽奔跃。但见：布袋岭兮猛兽奔跃，三仙洞

兮如入幻境；棋盘山兮南柯一梦，一线天兮华岳雷

崩；骆驼石兮野渡横江，珍珠山兮锦纹琳琅；枯木

桥兮老根盘结，悬空岩兮大石当衢；水帘洞兮锦瑟

无弦，青龙头兮乱云飞渡；翻身涧兮菩提无树，葫

芦洞兮明镜非台。徘徊久之乃出，豁然天开。自

笑人生百年光华，恍如一梦，与夫此游何其似哉？

于是乎乘兴而歌之，歌曰：

万古溶洞白马潜藏兮，世事无常驮经亦厌

兮，九凤夕阳青松待君千年兮，白马白马何夜乘

月归来兮，归来乎山中吾与汝嘻以戏兮，俗务烦

忧余日夜不得安宁兮，剑铗长鸣骐骥几得腾跃

兮，白马白马何夜涉水归来兮，适彼乐土吾与汝

且同逍遥游兮！

编 者 按 ：
张 应 辉 先 生 ，

是福建省文学

院 院 长 、福 建

省文艺评论家

协 会 主 席 ，作

品见于中国作

家网、《诗潮》

《西部》《福建

文学》《厦门文

学》《泉 州 文

学》等 。 前 些

日 子 ，作 者 来

吕 梁 采 风 ，了

解这方英雄的

土 地 ，饱 览 吕

梁 壮 美 的 河

山。他心有所

感 ，述 之 于 诗

歌 ，遂 有 本 组

诗 作《微 笑 的

簧土地》，首发

于《中国作家网》10 月 30 日。本刊

略有删改后，全文发表。好诗佳作，

请读者诸君共欣赏。

枣 树

繁茂的古树在土层里生长

地下河任意从山坳喷薄

那些年的鸟语花香顺势复苏

一棵枣树不再迷茫

它们挺立在吕梁山脊

那是高原固有的姿态

枣核是一粒粒子弹

历史的屈辱被大地回收

一些温柔的，正义的，忏悔的

在农家院子重生

红色的记忆烙在表皮

我拾一粒种在门前

晨曦每天来探望

那面红旗是否飘过了山岗

一个村庄

我站不到高处审视

那些深埋在洼地的苦难

我不愿触碰

穷困窒息过的咽喉

枣花前来托梦

嘶哑也是丰收的和声

风沙吹过的地方都吃上了白面

最高的土坡也披上了金黄

我以鸟的视角巡礼

高粱围成心的图形表白

麦穗在山洼里春眠

贾家村，一颗含着太阳的晨露

我把自己挂在那堵充满微笑的墙

英雄

我与你们站在同一块黄土地

你们荷枪实弹隐藏在山头

我剥开枣树皮看见红色的心

我打捞潜入河水的霓虹

越往深处，就触摸到

你们纯净的脸

你们是晋绥不过百年的夯土层

那些硝烟里抒发的浪漫

结晶体是花园、果园

是刀、枪、炮沉寂之后的柔软

一排挖掘机在轰鸣

我要把浅表层的所有沉降

微信、动车、楼宇、数字银行

还邀约航天器、卫星、空间站

都去驰援你们

当然还捎上麦浪，高粱，美酒

你们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我带世界去与你们分享

要么你们把队伍拉回来

验收这是不是你们向往的一切

吕梁的微笑

我尝试创作一幅沙画

黄土高坡堆满微笑

沟壑里的红枣

是吕梁山熬制已久的甜

迁徙途中的飞鸟

落下几朵衔来的浪花

乡音在海边的城市沸腾

那是吕梁护工的劳动号子

它们顺黄河溯源

一条条鲤鱼在浪里畅游

河滩边青草注目

榆树林与晨光隐秘的恋情

叶片走漏了消息

腰鼓，唢呐，秧歌的狂欢

一顶花轿隐藏在沙画深处

赵武灵王赵雍的性格是乐观浪漫、情感丰富、

不拘一格，有气魄、大格局。这种性格属于上上乘，

非常令人喜欢。但是要做王，情感丰富就成为双刃

剑，这剑可以助自己成就大业，也可以反噬。若是

不能自控，而且还放纵它，终将会导致悲剧的发生。

武灵王是赵雍的谥号，以赵雍的事功，谥为武

王，也绝对没有问题，但偏偏加个灵。意思是他武

功彪炳天下，但有些事情，却很令人不以为然。哪

些事情呢？

之一：赵雍 30 多岁的时候，梦中与一位鼓琴的

少女相遇，不觉就爱上她。梦醒之后，念念不忘，大

臣吴广听了赵雍的描述，觉得与女儿吴娃很像，将她

推荐给赵雍。赵雍一见吴娃，果然就是梦中少女，他

非常宠爱吴娃。等吴娃生下赵何，就废掉长子赵章

的太子位，立赵何为太子。王家废长立幼，从来都是

悲剧的源头，赵雍迟早也要品尝这个苦果。

之二：赵国胡服骑射后，国力大盛，锻炼出一支

强大的赵军，赵雍带领这支军队，开疆拓土，战无不

胜，这让赵雍找到了人生的目标，他想要指挥这支

军队统一天下，就觉得繁重的国家政务太浪费时间

了。于是他让位给赵何，自称为主父，主抓军事。

国家政务，由赵何管理。赵何这时候还不到 10 岁，

能懂什么。所以他让以肥义为首的大臣，全部宣誓

效忠赵何，辅佐国政。

赵雍的这个决策，在赵国群臣眼中，简直匪夷所

思，却没有人敢提不同意见。当然，正常情况下，这也

没有什么，反正大家都明白，大事情还是赵雍做主。

可是，这种权力架构，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了种子。

之三：赵雍把军事目标直接定位秦国。若是能

吞并秦国，赵国无论是地利，还是人、财、物上，都将

成为当时超一流强国。但要灭秦，难度非常大。之

前，魏国强大的时候做过尝试，失败了。仅仅夺取

秦河西之地，把秦国堵在函谷关之内而已。以吴起

之能，魏国之势，做到这个程度已经是极限，其余可

想而知，一个主要原因是秦有地利的优势。

可是，赵雍突发奇想，构架出个天才的设想，就

是从赵国云中、九原一带出兵，南下长途攻取咸阳，

这个设想，绕开秦军的防守，出其不意，从秦国背后

进攻。为了验证这个设想的可行性，赵雍假装成使

者，沿着这条路，出使秦国。一路上记录山川河流，

默思扎营之地、设伏之处，了解秦国风俗、实力。最

后以使者的身份面见秦王，近距离观察评估秦王。

估计赵雍的气质太异于常人了，秦王接见之

后，心中一直疑疑惑惑，忍了几天，终于再次召见，

要见这使者。结果知道这人居然是主父赵雍，大为

生气，派人追赶，没有追上。长叹一声，半晌无语。

之四：赵雍回国之后，顺手将苟延残喘的中山

国灭掉，举国欢庆。这时候，赵雍的功业达到了顶

峰。在庆祝大会上，赵雍观摩群臣朝见赵王何。长

子赵章二十多岁的轩昂大丈夫，竟也需要恭恭敬敬

地叩拜十岁的弟弟。看到这一幕，赵雍莫名其妙地

感到难过，便有了把赵国分为两半，赵何赵章兄弟

俩一人一半的念头。他把这意思和亲近的大臣一

说，大家都很反对。赵雍犹豫不决之间，此事就此

搁下来了。但消息泄露出去后，赵章和手下的人便

有了非分之想。

之五：赵雍这样一系列神奇操作，令赵国如同

放在炉灶旁边的火药桶，随时都可能爆炸，但他一

点都没有意识到。大臣们都看到了危险，但鉴于赵

国权力结构的微妙，劝谏的话，谁也无法、不愿说出

口。大家都等着危机的爆发。

一年之后，赵雍带着赵何到沙丘游玩，住在沙

丘宫中。赵章认为机会来了，开始叛乱，想杀掉赵

何。但是，叛乱失败了，赵章逃到沙丘宫中，祈求赵

雍救命。赵雍这时候，脑子发昏，竟然偏袒赵章。

结果，带兵搜捕赵章的公子成和李兑，无视赵雍的

命令，搜捕抓到赵章并当场杀掉。

违背赵雍的意愿，杀掉赵章，无论是谁，都不敢

再让赵雍活着。可是要杀掉他，也没有人敢。于

是，公子成和李兑的大军把沙丘宫围了个水泄不

通，下命令让宫中的人立刻出来，否则皆灭九族。

当然，除了赵雍。

一瞬间，沙丘宫中空空荡荡，只留下赵雍一个

人。刚开始，宫中还有食物，逐渐什么都吃完了。

赵雍连树上的鸟，地上的老鼠都抓来吃了。漫长的

三个月后，赵雍饿死。

赵雍一代雄主，盛年之际，突遭大乱，宏图大

业，俱成画饼，实在可惜。他做的那些事情：宠爱吴

娃、废长立幼、退位为主父、准备分割赵国、偏袒赵

章等等，脱不开一个情字。

诸事只要有一件不去做，那么结局也会大有不

同。可是，赵雍的性格太过鲜明，他情感丰富、乐观浪

漫、不拘一格，就注定了这些事，没有一件他能够逃开。

性格要改变，真是难如登天呀！

张金平，吕梁市群众艺术馆馆员，山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格言：为者常成，行者常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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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决定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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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忆江南》 张金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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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有千裂的春羽，有一枝

发黄。恍然间，季节已进入秋天

那些苍翠欲滴和繁华怒放，仿佛

一瞬间，已开始褪色，或者泛黄

我盯着那枝发黄的春羽，眼睛里

朦胧着流逝的时光。在这秋日

那黄色依旧神采奕奕，我不忍

摘下它的理由，怕往事也生出千裂

连绵的秋雨后，遍地是青苔。秋阳

之下，更多的绿色更加饱满，而每一片

黄叶，都在讲述一个华彩转身的

故事。余生中，我在收纳着日子里的春羽

九月。树叶开始泛黄、飘落，卷曲

像几个谈论余生的老人。河水

一言不发，只是低头走自己的路。

被秋天收买过后，

谈论价值已没有足够的底气

细数一番，有多少往事已像一片一片的

黄叶，被秋风送远。空留下的只是一副

松动的骨架，爬满疤痕的皮囊，还有

花白的头发。我知道，这季节适合权衡

行走在铺满落叶的小径，路边立着

一块广告牌：高价回收废品。多么像

专门为我设在秋天的一个站牌。

我这样想，我消耗过的

那些时光，已全被黄叶收藏。

九 月（外一首）

□ 李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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