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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语:“超唇挽嘴，大肚腆起，滴里点白水（白
糊），成了个东西。”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摊摊黄
的过程。

摊黄，也叫糊煎。类似于煎饼，是由黄米面
或小米面发酵后，配碱面（或小苏打）加水，拌成
白色糊状，有时加点糖精之类甜料，用勺子把糊
状舀起，盛入铁鏊子（原来鏊子多数是中间凸
起，周围低下，现多用电饼铛，几分钟后灯灭即
熟可吃，不会焦糊）上，加热 3—5分钟，只听鏊内
水“滋滋”作响，表示摊黄熟了。

发酵程度，完全依食用者的喜好而定，并可
根据不同食用者的不同口味儿，酌加咸盐或白
糖，以及其他佐料。

以前摊制摊黄儿
要严格控制火量。火
力不够，费时;火力太
猛，摊黄儿易焦糊。有
经验的师傅摊制的摊
黄儿，每一张都焦而
不糊，色香俱佳，此亦
无他，惟手熟耳。

摊 黄 儿 柔 软 疏
松，香甜可口，营养丰
富，是农村人的美味佳肴。

据说吃摊黄也有传说：春秋时狄地，是晋
公子重耳避难的地方，晋公子的随从介子推割
股奉君的故事就发生于此。当地百姓现在还称
淮宁河川为重耳川。传说结束十九年逃亡生涯
的重耳成为晋文公后奖赏随臣，可介子推却隐
居绵山，不愿食君禄。晋文公赏介子推心切，于
是下令放火烧山，逼其出山。大火绵延数里，三
日才熄。后有人在一棵枯柳下发现了介子推母
子被烈火烧焦的尸骨，时在三月五日。晋文公
闻讯后，悲痛万分，遂下令每年的三月五日为
火禁日，是日，举国禁止烟火，仅食寒食，“寒食
节”从此形成。据说“寒食节”初兴时，因担心有
人燃薪烧炊，各地官员还要深入里闾，逐一检
查各家锅灶，看是否有生火做饭者，倘有违令

者，便重重处罚。这样一来，谁家也不敢在“寒
食节”生火做熟食了，一些想做热食的人家也
只能偷偷在“投灶口”或院子里用石块支砌临
时灶堂，燃火做饭。时至现在，在一些地方，人
们摊制摊黄儿时，仍临时支砌火灶摊制，多不
用家里的锅灶。

烙制摊黄儿的鏊子，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
的。在一个村庄里，鏊子这种炊具顶多也就有几
个，所以“寒食节”前，人们相互传递，转流使用。
依民俗，借用鏊子时，需放入筐内，并用围裙苫
严，不要叫别人看见，尤其不要叫狗看见，倘不
慎被狗看见，摊制的摊黄儿则易碎且乏味。

在吕梁，在清明节前后有吃摊黄儿的习俗，
是农村村民喜欢的美食，味道非常可口。现在许
多人也用玉米面制作摊黄，味道略有差别。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一
座以“传承国宝清香久远”为宗
旨的汾酒博物馆，这里彰显了一
个高品质、高定位、高水平的汾
酒文化历史长廊，以新颖的设
计、独特的视角全面展示了汾酒
4000多年的发展历程。同时，复
古生产线、成品包装线，使您可
以亲眼目睹汾酒的制作过程，了
解百年汾酒的文化诗韵，让你得
到一种独特的诗酒文化享受。

杏花村的汾酒，以清澈干
净、清香纯正、绵甜味长即色香
味三绝著称于世。清香风格独树
一帜，成为清香型白酒的典型代
表。早在 1400多年前，此地已有

“汾清”这个酒名。当然，史料所
载的“汾清”“干酿”等均系黄酒
类，我国的白酒是由黄酒演变和
发展起来的。

《北齐书》中记载，北齐武成
帝高湛从晋阳写给河南康舒王
孝瑜的文书中说：“吾饮汾清二
杯。劝汝于邺酌两杯”。自 1916
年汾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
荣获一等优胜金质奖后，汾酒的
声誉更是宇内交驰，名声大噪。
现在，汾阳当地仍保存着明清时

期的酿酒作坊、古井、石碑、牌
匾、老街等遗迹，传统技艺的传
承链也还在延续，这种历史的承
接性，已成为保护汾酒传统酿制
技艺的坚实基础。

汾酒享誉千载而盛名不衰，
是与造酒的水纯、工艺巧分不开
的。名酒产地，必有佳泉。杏花村
有取之不竭的优质泉水，给汾酒
以无穷的活力。跑马神泉和古井
泉水都流传有美丽的汉族民间
传说，被人们称为“神泉”。酿造
汾酒是选用晋中平原的“一把抓
高粱”为原料，用大麦、豌豆制成
的糖化发酵剂，采用“清蒸二次
清”的独特酿造工艺。所酿成的
酒，酒液莹澈透明，清香馥郁，入
口香绵、甜润、醇厚、爽洌。

酿酒师傅的悟性在酿造过
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像制
曲、发酵、蒸馏等就都是经验性
极强的技能。1932年，全国著名
微生物和发酵专家方心芳先生
把汾酒酿制工艺归结为七大秘
诀：“人必得其精，水必得其甘，
曲必得其时，粮必得其实，器必
得其洁，缸必得其湿，火必得其
缓”，后经汾酒人的实践，又增加
了“料必得其准，工必得其细，管
必得其严”，成为“十大秘诀”。造
就了汾酒“清、爽、绵、甜、净”的
质量典型性以及“雅、正”的风
格。

千百年来，这种技能以口传
心领、师徒相延的方式代代传
承，并不断得到创新、发展，在当
今汾酒酿造的流程中，它仍起着
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2006年，
杏花村汾酒酿制技艺经国务院
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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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腊月二十六，割得二斤肥羊肉，
老婆孩子笑盈盈，今年过年很丰厚。
注：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时代，大部分生活

用品都是一家一户自己生产，粮食加工更无求于
人，贫困人家过年割几斤猪羊肉，就很满足了。

到了腊月二十七，男女老幼都洗足，
新鞋新袜试一下，喜看合适不合适。
注：旧时洗澡无设备，洗脚一年也无几次，故

将洗脚放在重要地位。

跑马神泉古井缘，
汾州名酒杏花牵。
绵甜纯正悠长味，
温婉芬馨醉作仙。
一把高粱醇发酵，
千粒豌豆酿缠绵。
花香得造金杯举，
谁赋清明誉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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