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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
故事

2016年，汾阳市古浮图村党支部书记王虎
成上任后，深入了解到村里厨师和家家户户主
妇大多能够做出花样繁多的民间普通饭菜，还
能够做出香味可口的一些节日美食，其中包括
元宵节的云子、添仓节的添仓饼、端午节的粽
子、中秋节的团圆饼等。他面对现实，通过与
村党支部、村委会一班人共同商议，确定在每
年元宵节开展一次群众性的“炸云子”活动。

连续三年，古浮图村开展“炸云子”民俗
饮食活动都选定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三日。早
在前两日，全村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和广大村
民积极参与义务投工和捐献资金、白面和食
油活动，他们图的就是分享其中的快乐。村
委会对所接收到的捐资捐物出榜公示，接受
群众监督。

2019年的“炸云子”活动规模特别宏大，正
月十三日上午九时许，小小古村落古浮图村宽
敞整洁的胜利大街上沸腾起来了。全村约 600
多人集中在这里，共同拉开“游美丽乡村 品云
子美味民俗饮食活动”的帷幕。

老党员李焕光、严启富和村民代表李正慈
各自带领全家人倾情参加活动，他们时时、事
事都体现出先锋模范作用。

妇联主任郭成香跑前忙后，连夜加班加点，
深入各家各户督促主妇提前把起面搭备妥当，
并精心呵护，生怕受凉影响第二天的“炸云子”
活动。

巾帼不让须眉，在大街数以百计的摊点
上，妇女姐妹们都是喜气洋洋，满面春风。她
们非常娴熟地尝起面，搭碱子，配红白糖，擀面
卷，这些高超的技艺活可不是一两天就能学会
的。她们依靠的是平素做饭下厨间日积月累
练出的硬功夫。纯正的食材，恰当的火候，确

保制作炸熟的云子、油蛋蛋、油散散、油花花品
质纯正，色泽鲜亮。围聚在各个摊点四周围众
多的游客们望着这些刚出锅的鲜食禁不住还
未吃，涎先流，吃进嘴，顿觉甜美可口，余味无
穷。“真好吃！”、“真好吃！”的夸赞声在人群里
此伏彼起。

汾阳市戏剧职业学校的演奏人员来了，他
们以精彩的演出活跃了基层群众文化生活。

古浮图村的农民威风锣鼓队所表演的场
地节目，阵容庞大，气势恢宏，展现出家乡的明
天将会更加美好。

活动成功地开展让古浮图村党支部、村委
会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凝聚力、号召力得到
进一步提高。村民代表和青、妇、武群团组织
尽心尽职，其中特别是妇代会带领全村妇女发
挥出主力军作用。广大村民普遍树立起“爱我
家乡 奉献家乡”的思想观念，并都体现在行动
中。同时将传统民俗饮食文化活动进行了改
革创新，那就是把“炸云子”活动由以前分散炸
改变为集中炸，由以前只炸一种改变为多种。

古浮图村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多，其中特
别是近年来出土的许多尊铁人吸引来省内外众
多考古专家。再从村名“古浮图”三字来探索，
就曾引发汾阳市内许多民俗爱好者的兴趣。他
们虽都认为这村名非常奇特并都着手进行了深
入研究，但至今仍无任何成果。村党支部书记
王虎成和村委主任李小波说，要拓宽开展民俗
传统文化活动的领域，不仅要开展炸云子、包粽
子、蒸供馍等节日民俗饮食文化活动，还要搜集
整理以“村名来历”为主题的民间传说、故事，以
实现文化兴村、文化强村的宏伟目标。

古浮图村的包村干部，汾阳市民俗学会会
员吕继品亲身参与组织了这次民俗饮食“炸云
子”活动。他为了总结推广开展这次活动的成
果和经验，精心制作了以“聚焦民俗文化 振兴
乡村经济”为题的《美篇》。他在《美篇》中不仅
以精美的图片展示出活动的盛况以及炸云子、
炸油蛋蛋、炸油散散、炸油花花的整个制作工
艺系列流程，还以优美的诗文配以说明。他在

《美篇》开篇写道：
正月里，炸云子，
古浮图村民来祈福。
五谷丰登家兴旺，
团结实干奔小康。
短短的四句诗句，就讲明开展炸云子活动

的重要意义。他在《美篇》的收尾里写道：
美酒千杯迎宾朋，
丽日晴天颂党恩。
乡里乡亲相守望，
村风淳朴扬美名。
古村变迁气象新，
浮云飘荡瑞气浓。
图强复兴有担承，
欢歌猛进勇攀登。
迎喜接福纳吉祥，
您我联谊结同心。
这是一首藏头诗，如果把 8句诗句的第一

个字连接起来读，分明就是“美丽乡村古浮图
欢迎您”。

2020年，古浮图村“炸云子”和王虎成被列
入汾阳市第四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中。

苏家庄年俗，一个土色土香完
整的文化生态，是汉民族历史的记
忆。大多以物事操办、除旧迎新、
庆喜纳福、奠拜祖先、祈求丰年、图
腾信仰、社戏社火为主要内容的庆
贺礼仪。

俗成形态具有四大特点：一是
时间流程长；二是年俗文化内涵丰
富；三是演绎了历史文化与农耕文
明的人文古韵；四是有自己独特的
年俗文化符号。年俗活动以“忙、
贺、闹、收”四部曲展现了地域原生
态文化特色。年俗“小中见大、大
中融小”大节套小节融入风土人
情，富有浓郁的农耕特色。

腊八节有“溜冰山”活动，教化
子孙不忘勤俭持家；祭灶节恭送天
地诸神上天言好事；腊月廿四至廿
九人们称无忌节，取义事事情情百
无禁忌；腊月廿七人们称去垢节，
象征赶走疲劳消除晦气；除夕人们
称翻身节，中午吃翻身火烧；大年
初一“吃甜头”，忌讳动扫帚泼污
水；正月初八“祭星”人们又称本命
节，期盼来年五谷丰登；正月初十

“石不动”人们称为石头节，称之
“安石向主”驱避伤害庄稼米面等。

年俗是集乡情、民情、族性、友
情、家情、亲情情感之美的强烈升
华，为衣、食、住、行、用、福、禄、寿、
禧、财智慧之美的人生理想的美好
追求。年俗活动 22 个节中套节，
从腊八节的开始阶段（腊月初八至
三十），再到“贺新年”的庆贺阶段

（正月初一至初八），直到“闹正月”
的社火阶段（正月初六至廿五），最
后在“二月二”落下帷幕。

年俗文化在悠悠的历史长河
中经过发展、演变，被赋予了丰富
的文化内涵，以祭祀祖先、祈求丰
年、庆喜纳福等带有地方特色的形

式被保留下来。近年来，苏家庄建
起了祈年台，为苏家庄年俗注入了
新的内涵。祈年台也叫年度台，它
的主题造型是斗文化的造型，斗在
古代的农耕文化中象征丰收的意
思，也就是年丰岁和的意思。祈年
台，以上下两斗，加以旗杆支撑的
造型为主，从中轴线切割开来，西
半部分以传统农耕文化为主，东半
部为表现年俗节庆的节日，这样一
个祈年台展示了苏家庄古老而又
悠久的年俗文化。

孝义苏家庄年俗
□ 梁大智

腊八粥中民俗浓，
小年供灶蜜糖融。
抹擦打扫萝卜买，
割肉蒸馍对则红。
守岁接神迎福拜，
元宵塔火照灯笼。
填仓米面开金豆，
抬起龙头五谷丰。

看戏 梁大智 摄

年俗 武克强 摄

汾阳古浮图村“炸云子”
□ 樊启俭

过年 孟养玉 作

关于“炸云子”的来历，据村里
的几位老年人说，从前，“炸云子”
的用料白面是由乡村公田里生产
出小麦再加工后提供。“炸云子”的
地点设在村里的一座大庙里。从
每年农历正月初七日开始至十七
日，全村各家各户依序进入大庙里

“炸云子”、品食和祭祀。
又据传：云子是一种古老的

祭祀食品，庙宇多的村庄都有专
人管理，俗称“神胳膊”。每年夏
秋粮收获季节，他们挨家挨户上
门 倡 捐 ，然 后 由 村 公 所 统 一 保
管。当年进了腊月门，神胳膊们
就开始工作了。先把百姓们捐回
的粮食换成小麦，磨成白面，做成
一串串香甜可口的云子，拿竹签
子串起来。腊月三十摆到神像前

的供桌上，设香火祭祀。正月尽
的时候撤下来，以捐粮款多少分
给各家各户，其余赠给上供的香
客。这种食品的制作由两种面组
成，一半是在调好的发面里加白
糖和油，另一半用红糖和油分层
卷在一块儿，切开后断面象一层
层舒卷的云彩。下油锅炸制时就
香味扑鼻，让人垂涎欲滴，确实是
一种属于“油蛋蛋”“油散散”系列
的汾州地方风味食品。

笔者对云子情有独钟，清晰地记
得母亲生前是村里制作、油炸云子的
高手。每到每年元宵节早晨，总见母
亲将面、糖、油配比得当的白面面卷
与同等重量的黑面（小麦磨制面粉时
摘去精白粉后剩余的比较粗黑的次
等面粉）面卷卷成长条面团，再用菜
刀 认 真 地 切 成 约 长 7 厘 米 、宽 2 厘
米、高 1 厘米的条块，然后小心翼翼
地放入油锅中炸熟。因母亲能够适
时适度地掌握火候，所以炸熟的云子
色 泽 鲜 亮 ，食 之 绵 甜 可 口 ，余 味 无
穷。炸熟云子母亲首先祭祀，接下来
才让全家人品食。多少年来每逢过
元宵节，母亲都“炸云子”。

母亲去世后，笔者和妻子便继承
了母亲的意愿，开始延续起每年元宵节

“炸云子”的习俗。当年，市场上豆油、
葵花油都很缺乏，价格昂贵。于是，笔
者便利用工余时间和节假日，前往家乡
村南的罗城洼盐碱地上捋“扎林”。“扎
林”是一种野生植物的俗称，它的果实
能够炸出黄澄澄、亮晶晶堪比香油还要
清纯的优质油来。但又因果实上带刺，
所以人们在捋它时必须两手都戴上帆
布手套，以免刺伤皮肤。记得第一年捋
了 30斤“扎林”，炸出 3斤多油来。就是
这么点油，全家人食用了整整一年，第
二年过元宵节时，还炸了满满一大盆云
子哩！从此，妻子勤俭持家的美誉在全
村传扬起来了。

“炸云子”的来历

传承“炸云子”习俗 古浮图村“炸云子”民俗饮食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