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电话：8227878-8037 8232929 电子信箱: llrbxqk@126.com

晚报版部主办 组版 孙健芳 责编 木二东 校对 刘挺文 化2021年 1月 23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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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交口刺绣历史悠久，它吸收了
中国刺绣的技法精华，经过长期的
实践积累，已成为一种构图雅致、绣
工精细、针法多样、色彩富丽的完整
艺术。

交 口 刺 绣 的 制 作 ，从 构 图 选
料、到 挑 针 运 线 ，均 体 现 了 其 工 艺
的独特性、精湛性和考究性。特别
是在主要针法技巧上，完全凭经验
和秘诀进行，绣工的技艺水平起着
决 定 性 的 作 用 。 而 这 种 卓 越 的 工
艺 ，是 经 过 一 代 代、一 辈 辈 绣 工 以

口 授 心 传 的 方 式 传 承 下 来 的 ，因
此 ，更 显 弥 足 珍 贵 。 与 此 同 时 ，在
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交口刺绣还积
累了大量的文化史料、文化遗存和
传说故事，更为其增添了厚重的文
化 魅 力 ，成 为 交 口 绣 活 的 历 史 见
证 。 更 可 贵 的 是 ，近 年 来 ，交 口 绣
工在传承古法刺绣的基础上，吸收
了中国画的画理，创造出一种纯艺
术的绣种——画绣，表现手法更加
丰富细腻，受到国内外人士的高度
评 价 ，并 被 专 家 誉 为“ 刺 绣 技 艺 的
重 大 突 破 ”，被 列 入 山 西 省 非 物 质
文化遗产名录。

作为一种在织物上由各种线料
织出图案的工艺，交口刺绣有其与
众不同的特征。交口刺绣绣品针法
丰富、工整娟秀，色彩清新高雅、细
腻绝伦，体现了“绣与画”的完美结
合。

交口刺绣制作流程主要有：设
计、勾稿、上绷、勾绷、配线、刺绣、
装 裱 等 。 交 口 刺 绣 保 持 和 延 续 了

“ 绣 线 套 接 不 漏 针 迹 ，色 线 相 配 形
象 传 神 ”的 传 统 古 法 ，代 表 了 黄 河
流 域 刺 绣“ 平 、光 、齐 、匀 、和 、顺 、
细、密”的艺术特点，运用针线记述
历史、讴歌生活、再现民俗风情、寄
寓精神向往，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刺
绣艺术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是
中 华 民 族 刺 绣 文 化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实业志》山西卷，于民国二
十六年由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撰出
版，该书内容详实，是了解民国时期
山西省实业的一部重要参考资料，涉
及汾阳内容不少，特别是汾阳酿酒业
一览表经常被各种酒文化图书和文
章引用使用，然而通过相关资料佐证
会发现汾阳酿酒业一览表有一些记
载错误的信息，今日简单盘点，以供
大家日后学习参考之需。

错误一：表中“义泉泳”设立
于民国二十三年有误

2016 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汾酒史》一书记载，义泉泳，民
国四年成立。百度百科“杨德龄”词
条显示，1915 年，义泉泳生产的“汾
酒”在美国旧金山市举办的巴拿马万
国博览会上一举夺魁，荣获甲等金质
大奖章。由此可知，《中国实业志》山
西卷记载“义泉泳”设立于民国二十
三年，明显是错误的，应更正为民国
四年。

错误二：表中地址为“杏花
村”的两家酒坊名字有误

民国二十三年，方心芳著《汾酒
酿造情形报告》里写到“……杏花村
为尽善村一部分……现在该村酿酒
者有两家，一名德厚成，一名义泉泳
……”而《中国实业志》山西卷记载杏
花村酿酒作坊为“义顺魁”和“三盛
魁”，明显与《汾酒酿造情形报告》记
述矛盾，这两处必有一处为错误，那
哪一处是错误的呢？

《汾酒酿造情形报告》一书中，方
心芳还写到“……在义泉泳居住二
日，蒙该厂总经理杨子九先生引导参
观，指示讲解……”由此可知，方心芳
报告所述来源于杨子九即杨得龄，内
容真实可信。所以，《中国实业志》山
西卷记载的杏花村这两家酿酒坊名
字是错误的，应更正为“义泉泳”和

“德厚成”。

错误三：表中酿酒坊“义顺
魁”和“三盛魁”地址有误

《中国实业志》山西卷记载“义泉
泳”和“德厚成”地址为“尽善村”，方心芳著《汾酒酿造情形报
告》里写到“……杏花村为尽善村一部分……现在该村酿酒者
有两家，一名德厚成，一名义泉泳……”，由此可知“义泉泳”和

“德厚成”地址为“尽善村”或“杏花村”都正确。可是这里又会
引出一个疑问，那“义顺魁”“三盛魁”不在“杏花村”，那这俩老
商号到底在哪呢？

《汾州乡情》刊发的文章《汾阳老商号“义顺魁”“三盛魁”属
地考》一文通过实物证据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论述，基本证明
了这俩老商号的属地应为汾阳三泉镇。1925年出版的《中华民
国省区全志》第二卷“山西省志汾阳县条目”里记载“……工业
为汾酒主产地，以尽善堡、申明亭所酿为最佳，罗城、三泉稍次
之”。由此可知，汾阳的三泉古镇也是酿酒大镇。所以，《中国
实业志》山西卷记载的“义顺魁”“三盛魁”地址是错误的，应更
正为三泉镇。

根据现有资料，目前发现该表错误有三，也许还有其他错
误，希望有兴趣的朋友一起发现，一起完善这份史料，一起研究
历史文献，为源远流长的汾阳酒文化做出自己微不足道地贡
献。

配线勾棚架彩虹，
民间刺绣夺天工。
云崖雾海追乡梦，
山水清风逐落鸿。
针法精微千趣在，
构图雅致万花融。
情随玉指添春意，
五色珠帘醉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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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口刺绣 侯晋平 摄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今
年的阳历 1 月 20 日，就是民间所说
的腊八。

严 格 意 义 上 说 ，所 谓“ 腊 八 ”
，既非农历二十四节气如清明节，

也非中国传统节日如中秋节，其实
就是农历腊月初八的简称。但在民
间，特别是北方地区，腊八这天，家
家都有吃软米粥的传统。

民以食为天，但凡节令，民间是
很讲究吃的。譬如春节吃年糕，清
明节吃滩黄，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
吃月饼......腊八也不例外，民间就讲
究吃腊八粥。

腊八粥，民间俗称睁眼粥。在
北方农村地区，腊八粥一般是当早
饭来吃。小时候，腊八粥毫无例外
也 是 孩 子 们 的 最 爱 。 腊 八 那 天 早
上，当孩子们睁开睡眼的时候，勤劳

的妈妈已经将腊八粥做好，闷在大
锅里，等着一家老少起床后分享，现
成的粥就可以吃了。今年的腊八，
我也吃上了“睁眼粥”，早上醒来时，
爱人已将腊八粥做好了。是昨晚做
上后，一晚上闷熟的。

真正的腊八粥，并非像现在网传
的八宝粥。真正意义上的腊八粥，是
用北方产的糜子去皮后的软米，加上
红薯、红枣、南瓜等熬制而成的半固
体状的食物。腊八粥吃到肚子里，消
化是比较慢的。一般一次不宜吃太
多，至少不能光吃腊八粥就把肚子填
饱，否则，一般人的肚子会不舒服的，
特别是老人、小孩和女人。

那总不能吃个半饱就结束一顿
饭吧？当然不能！通常，北方农村
人在吃腊八粥的时候，还要再做点
汤面。这样，既有干食（腊八粥），又

有汤食（汤面），一顿饭吃起来就舒
服多了。

做汤面，无论用了哪些食材，有
一样东西是必须加的，那就是用麻
油炸出来的野生杂檬！

烹 调 野 生 杂 檬 也 是 很 有 讲 究
的。先开火，把锅烧热，再下适量胡
麻油（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待油
热起来后，将切碎了的杂檬下锅。
这个时候，一定要掌握好火候，否
则，做出来的杂檬要马香味还没有
出来，要马因为太焦而香味尽失。

那 么 ，怎 么 才 能 掌 握 好 火 候
呢？就是将杂檬下锅后，要盯着杂
檬由白色变为黄色，再由黄色即将
变为黑色的瞬间，迅速关掉火源。
这样做出来的杂檬，无论是拌汤菜，
还是拌面条，或煮汤面，那个香啊，
一般人是品位不到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