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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耄耋老人王洪廷，吕梁临
县碛口人，系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
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他画的《抗疫漫画
选》在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红色山
西”“吕梁风”网发表后，又画出了这组诗
配画。在农耕文明时代，由于交通闭塞，
形成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并有着各自的
风土民情的地域文化。临县岁时节日属
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他用诗配画的形式记
载下来，生动、形象，诙谐、幽默，接地气。
从本期起，本报将在《多彩非遗》专栏中连
续刊发这组作品，以飨读者。

“琉璃咯嘣，打烂歇心”。小时候，每
当春节期间，就有货郎在街头叫卖“琉璃
咯嘣”，玩伴们便围着货郎的自行车，说着
流传下来的歇后语，久久不愿离去。货郎
在自行车上绑上一捆稻草，稻草上插满了

“琉璃咯嘣”。只要有玩伴买了，小兄弟们
便争着抢着，你一口，我一口地吹着。直
到“ ”的一声吹烂了，在一片笑声中一哄
而散。

“琉璃咯嘣”是明清以来汉族地区春
节期间流行的一种特殊音乐玩具。据史
料记载，中国各地类似“琉璃咯嘣”的手工
制品都源自交城县。交城县夏家营镇覃
村是“琉璃咯嘣”原始产地，已有四百年的
生产历史。产品流传于全国汉族区域，一
些临近河流的百姓还用它来作为“河灯”，
祭祀河神。

“琉璃咯嘣”的主要原料是废旧玻璃，
捣碎后加入铜屑、铁屑等辅料，放在特制
的坩埚中，在 1000 摄氏度的高温下融化，
融化玻璃的炉子是砖头与黄土砌就的，完
全是家庭作坊的格局，待原料完全融化

后，沾取溶液转接到玻璃吹管
上，然后边吹边利用自然下垂形
成蛋形空管，将蛋形空管的末稍部
吹成球形，并运用半熔半凝技术把圆
球吹成葫芦形，将葫芦底部在平板上
墩压、试吹，最后从吹管上割下就完成
了。

“琉璃咯嘣”样式五花八门：有锤
形，也有葫芦形、盘龙、檀香壶等多种形
式，且大小不一，最大的近一米。“玻璃咯
嘣”用嘴吹时，极薄的玻璃在气流鼓动下发
出“咯嘣、咯嘣”的声音，清脆悦耳，深受儿
童欢迎。每逢春节，孩童们手持这种晶莹
剔透的玻璃制品，大街小巷都传出清脆悦
耳的“咯嘣”声，成为人们甜蜜温馨的童
年记忆。

物美价廉的琉璃咯嘣制作技术独特，
工艺造型独特，玩法独特，对青少年儿童
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具有粗犷憨厚、稚拙
朴素而又艳丽悦耳的民族特色。2006年，
交城“琉璃咯嘣”被列入山西省第一批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交城琉璃咯嘣
□ 梁大智

覃村一绝醉童心，
悦耳欢声绕古今。
军号三乡牵典韵，
琉璃十里掩余音。
咯嘣响处功夫厚，
笑语飞时巷院深。
精彩纷呈看火候，
炉工几度铸甘霖。

岁时节日画吃喝
□ 王洪廷

到了腊月二十三，扫窑糊窗乱拾翻，
抹粞堵住灶王嘴，请君来年降吉祥。
注: 腊月二十三称之“过小年”，开始忙着迎

春节，故从此画起。
琉璃咯嘣 吴继才 摄

汾酒文化源远流长，杏花村成
为“中国白酒祖庭”，世人皆知。

但是，真正系统地、全面地、拓
荒式挖掘整理、记录汾酒文化，则从
曹树谷开始。

根据《汾州沧桑》记载，曹树谷，
字艺五，史学家、考据学家、文学家，
山西汾阳太平村人，曾撰《汾州府志
考证》三卷。太平曹氏是汾阳望族，
是汾阳历史上出进士最多的家族，
可谓“诗书簪缨之族”。曹学闵，字
孝如，号慕堂，是曹氏第一位进士，
官宗人府丞，与纪晓岚、翁方纲都有
深交，曾参加乾隆帝的“千叟宴”。
三子曹祝龄，官至户部江南司员外
郎。曹树谷即为祝龄之孙。

光绪十年，曹树谷撰写的《汾阳
县志》出版，书中全文收录了曹树谷
的八首《汾酒曲》。对产区、水质、工
艺、字号、酒俗等等 ，记 载 周 祥 ，简
明扼要而不失考据、思辨之功。正
是 这 八 首 诗 ，为 我 们 研 究 汾 酒 文
化、酿造工艺和中国白酒史提供了
重要的参考依据。举人出身的曹树
谷，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汾酒文
化专家。

穿越时光隧道，今天我们一起
领略曹氏论酒的风采，为便于理解，
笔者斗胆用流行于黄河流域的晋西
和陕北黄土高原尤其以吕梁山著称
的“临县伞头秧歌体”为韵调，以通
俗明快的语言加以改编翻译。

一

味彻中边蜜样甜，
（汾酒味重如同蜜汁醇厚绵甜）

瓮头青更色香兼。
（揭开瓮盖清澈如玉惹人嘴馋）

长街恰副登瀛数，
（杏花长街车水马龙恍若升仙）

处处街头揭翠帘。
（青帘酒望摇曳生姿天上人间）

这一首说的是杏花村里佳酿如
泉、酒肆林立的繁华场面，也是作为
世界美酒特色核心产区源头的最好
见证。

二

甘露堂荒酿法疏，
（甘露堂前久不闻香荒草杂芜）

空劳春鸟劝提壶。
（春鸟长啼声色凄婉肠断天途）

酒人好办行春马，
（远道而来春马蹄迟扬鞭一呼）

曾到杏花深处无？
（杏花深处是否还有美女当垆）

这一首说的是杏花村经过长期
的发展，昔日包括宋代甘露堂在内的
老字号酒店到了明清早已换了头面，
要喝好酒还得到深巷里去找寻。

三

神品真成九酝浆，
（秉持匠心多次入料工艺精良）

居然迁地弗能良。
（离开宝地如法炮制不能勉强）

申明亭畔新淘井，
（申明亭边一口新井犹如宝藏）

水重依稀亚蟹黄。
（要说水质川州蟹黄没法抵挡）

这一首说的是杏花村的水。“好
清香，出汾阳”。离开了汾阳杏花
村，自然就做不出如此美酒了。而
且“申明亭”作为汾酒水源地，也是
一个经久不衰的老字号商标。

四

沽道何妨托一廛，
（来此买酒难分伯仲眼花缭乱）

家家酿酒有薪传。
（家家冒烟户户酿酒薪火相传）

当垆半属卢生裔，
（学徒掌柜出身世业自销自产）

颂酒情深懒学仙。
（一往情深得心应手胜做神仙）

这一首说的是做酒和晋商的关
系。雍正朱批中有“山右大约商贾
居首, 其次者犹肯力农, 再次者谋
入营伍, 最下者方令读书”的评价。
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沃土上，除了
做酒，其他营生还看不上，就是给做
神仙都不换。

五

火候深时融辣味，
（经月之劳火候到处酿道通心）

酒花圆处寄遐情。
（酒如泉涌酒花满面一见钟情）

曲生元晏谁能作，
（千百年来巧夺天工曲为酒引）

千古随园有定评。
（难怪历代名人典籍点赞品评）

这一首说的是杏花村作为白酒
祖庭，还有一道法宝就是“大曲垄
断”。这项“曲艺”绝非一般酒工可
为，做出的酒自然高大上了，也难怪
清代才子袁枚在《随园食单》中说：

“既吃烧酒,以狠为佳。汾酒乃烧酒
之至狠者。”将汾酒列为“天下第一
烧酒”。

六

琼酥玉液漫夸奇，
（琼浆玉液不敢夸口斗巧争奇）

似此无惭姑射肌。
（如此汾酒绝胜玉女风骨香肌）

太白何尝携客饮，
（诗仙只叹无人作伴独自沉迷）

醉中细校郭君碑。
（喝醉还要摇头晃脑校对古碑）

这一首说的是“诗仙”李白在杏花
村醉酒后校对唐乾封二年（667）十一
月刊刻的《唐故大将军上柱国郭君碑》
的传说故事，与杜牧的《清明》诗一起
作为“诗酒杏花村”的文学源头。

七

玉瓶不让谷溪春，
（杏花玉液远远超过谷溪烧春）

和人青韶味倍纯。
（蒸馏发酵古法炮料色清味浓）

最是新年佳酿熟，
（一年之际新酒熟时才叫轰动）

蓬蓬铁鼓赛郎神。
（美酒云集铁鼓祭神一决雌雄）

这一首说的是杏花村里酒质相当
好，可与《武林旧事》记载的浙江兰溪
名酒谷溪春比肩，而且很早就形成了
民间“品酒会”，客观记录了往昔每年
六月二十四日在杏花村铁鼓庙里酒坊
们沿街游行祭典后争相赛酒的盛况。

八

无限闲愁付 ，
（杏花村里买醉浇愁且避安宁）

停杯坐对卜山青。
（举起酒杯凝神远望水绿山青）

老夫记得高王语，
（思绪遐飞北齐贡酒风流魏晋）

两字汾清补酒经。
（史书有传汾清两字补写酒经）

这一首说的是杏花村位于子夏
山（古称隐泉山，相传控制弟子卜子
夏在此设馆授蒙）下，而且指出《北
齐书》关于“汾清”酒的记载，这是我
国名酒见于正史的最早记载，也是

“二十四史”中所记的唯一名酒。
显而易见，这八首《汾酒曲》从

产区概念、酿造规模、水源水质、大
曲工艺、酿造技术、新老字号、典籍
记载、名家史评……多么全面、多么
系统，弥足珍贵而功不可没！

汾酒文化专家曹树谷汾酒曲
□ 车海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