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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五香调料面”是我国北方地区
家家户户日常饮食所用的调味品，
由多种纯天然中药材及植物香料配
制而成，适于晋、京、冀、陕、甘、宁、
内蒙古及东北地方口味。

交城县老字号“卫生馆”国药店生
产地“五香调料面”，创始人为明清时
期著名学者、医学家傅山先生（1607—
1684），其根据特定的气候环境、饮食
口味、生活习俗，结合多种中药材药性
和植物香辛料配比而成。

据记载：明代末叶，交城县城东
街新立药店字号，取名卫生馆。其财
东系傅山之亲戚，掌柜邀请傅山书匾，
傅山慨然应允，当即研墨润笔，挥毫成
书“卫生馆”三个字。傅山六顾交城之
际，借宿于药店，望管账先生面容憔
悴，切其脉知其脾胃有疾，遂以十八味
中药配伍成方，连服三副即愈。因其
芬芳浓郁，美味适口，久而久之，人们
由服之治病而演变为烹调佐料。

卫生馆五香调料面由佛教净土

宗祖庭交城“玄中寺”特产花椒为主
料，辅以八角茴香、丁香、小茴香、高
良姜等十八种药食同源类天然植物
香料，经古法炮制，通过磨粉、细筛、
焖压、包装等传统技艺精制而成，因
而味道芳醇，味美浓郁，味厚持久。
卫生馆五香调料面的特性：芳香、开
胃、化涩、散寒、温中、暖胃、理气、去
腥膻，可用于炒菜、烧菜、炖肉、调馅
和调制各种凉菜、汤类、风味小吃
等，长期食用具有调节脾胃、增强食
欲、健体强身的功效，迄今三百年
来，成为影响人们饮食口味的必备
调味品。

卫生馆五香调料面，是交城县
的一条历史标签、文化积淀，映射着
交城县的诸多风物人情、饮食文化。
卫生馆五香调料面，穿透历史长河，
仍能在一方水土中经久不衰，彰显其
旺盛的生命力与独特的现实价值。
卫生馆五香调料面制作技艺被列入
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
才题对额》一段故事：贾政道：“诸公
请题。”众人道：“方才世兄有云，‘编
新不如述旧’，此处古人已道尽矣，
莫若直书‘杏花村’妙极。”贾政听
了，笑向贾珍道：“正亏提醒了我。
此处都妙极，只是还少一个酒幌，明
日竟作一个，不必华丽，就依外面村
庄的式样作来，用竹竿挑在树梢。”
贾珍答应了，又回道：“此处竟还不
可养别的雀鸟，只是买些鹅鸭鸡类，
才都相称了。”贾政与众人都道：“更
妙。”贾政又向众人道：“‘杏花村’固
佳，只是犯了正名，村名直待请名方
可。”众客都道：“是呀。如今虚的，
便是什么字样好？”大家想着，宝玉
却等不得了，也不等贾政的命，【庚
辰双行夹批：忘情有理。】便说道：

“旧诗云：‘红杏梢头挂酒旗。’如今
莫若‘杏帘在望’四字。”众人都道：

“ 好 个‘ 在 望 ’！ 又 暗 合‘ 杏 花 村 ’
意。”宝玉冷笑道：“村名若用‘杏花’
二字，则俗陋不堪了。又有古人诗
云：‘柴门临水稻花香。’何不就用

‘稻香村’的妙？”众人听了，亦发哄
声拍手道：“妙！”

大 观 园 里 的 这 一 处“ 杏 帘 在
望”，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大观园
所在的长安县有村名叫杏花村。《曹
雪芹笔下的杏花村出胎于何处》一
文认为小说里的杏花村在南京，此
说附和者众。笔者认为南京杏花村
之说与《红楼梦》背景北京相矛盾，
难以成立。南京凤凰台附近元代有
过杏花村，但是清代这一景点已经
荒废，清初已经“陋甚”，康乾时期已
经无人知晓，因而康熙时诗人王耆
在《题杏花村》诗中叹曰：“金陵杏花

村，居人亦不知。游客问遗迹，老树
无孑遗。”就是说曹雪芹生活的雍正
乾 隆 时 期 南 京 杏 花 村 已 经 无 影 无
踪，《红楼梦》又怎么犯南京杏花村
的正名呢？当时的南京杏花村早已
萧条冷落消失了，故红楼杏花村绝
非南京杏花村。

《红楼梦》故事既然在北京，那
么杏花村一定在北方，而且是所在
长安县的标志之一。长安县杏花村
闻名遐迩乃一造酒卖酒之地，其一，

“此处古人已经道尽——杏花村”，
说明此处有村名杏花村而且是牧童
指处；其二，贾政令做酒旗“就依外
面村庄的式样做来”，说明城外确实
有卖酒杏花村；其三、贾政说杏花村
犯了正名，就是说与城外村子的名
字重复了，用不得。大观园所在向
来有北京说，也有南京说，根据小说
里大观园家家有土炕、年年下大雪
来看，北京说是准确的，而且杏花村
景点配合的动物是“鹅鸡鸭”这些北
方家养动物，更说明大观园在北方
了 。 大 观 园 的 冬 天 会“ 一 夜 北 风
紧”，这真是北方的气候规律，不是
南方的气候规律。至于内部景点和
花草，因曹雪芹在南方生活过，揉合
一些南方元素，也符合文学创作的
规律。然而无论是北京还是直隶，
并没有相应的实际村落杏花村，无
疑这里的杏花村原型离不开山西汾
阳杏花村了。特别是曹寅曹雪芹生
活的康乾时期，汾酒风靡全国，贾宝
玉自称羊羔酒肚子，所谓杏帘在望
的卖酒之地自然是汾酒之地。清代
汾阳杏花村恰恰是“处处街头揭翠
帘”。

大观园里的炕，王正康撰《红楼

梦中贾府大观园在南方》一文根据
茅盾《子夜》一书中提到“炕榻”一
词，提出南方也有“炕”的主张。其
实，《子夜》小说“红木炕榻”并不等
于“炕”而是等于“榻”，类似于日本
榻榻米之类，“炕榻”是茅盾先生创
造的一种表达方式，意思是“像炕一
样的榻”，不能说明上海有炕这个概
念。炕字是一个会意字，与火有关，
特指北方火炕。今天去南方问一问
哪里有炕？没有，因为这不是南方
文化。也有人质疑北京没有竹子，
事实却是，著名的紫竹院公园里竹
子很茂密，北方品种。

贾宝玉引用了“红杏梢头挂酒
旗”古诗，学界仅仅注意到唐寅有此
句而不知道唐寅所引用诗句来自元
代北方人刘秉忠《山洞桃花》：“山村
路僻客来稀，红杏梢头挂酒旗”，也
是典型的北方文化。明代唐寅《杏
林春燕》“红杏梢头挂酒旗，绿杨枝
上转黄骊”，则仅仅是题画诗，是画
而已则无村庄对应。而类似的诗句
明代出现在汾州孔天胤笔下“酒楼
平接杏花梢”，则实指汾阳杏花村。
明代《金瓶梅》有“酒旗摇曳杏花梢”
句，显然《红楼梦》“杏帘在望”一词
传承了金瓶文脉，皆化用了“牧童遥
指杏花村”的意境。自然《红楼梦》
杏花村景点的刻画同样深受《金瓶
梅》杏花村的影响。

贾宝玉卖弄的“柴门临水稻花
香”诗句则引自唐代许浑《晚自朝台
津至韦隐居郊园》一诗，许浑之诗创
作于陕西长安，稻花香地也在西安，
这 是 大 观 园 地 处 北 方 的 再 一 次 暗
示。明清时期汾州城东文湖两岸以
水稻种植为主，与今日太原晋祠大

米产区接近，许多人一提到稻花香
即以为是南方，其实今日东北遍地
都有稻花香。

杏花村这一出戏里，贾宝玉率
真的性格得到充分展示，贾政与贾
宝玉的矛盾由此而生。前面贾政已
经提出：一来“杏花村”名字尽管佳
妙，但是与城外的村名冲突；二来这
一景点的命名先不要着急，等待进
宫请贾妃来决定。可是贾宝玉却不
善于察言观色，更不善于揣摩上级
领导的意思，偏要展示一下自己的
建议“杏花二字陋俗不堪”，而且不
依不饶命名为“稻香村”，这不是与
贾政提出的让贾妃命名硬对吗？这
不是打脸老爹吗？众人听了拍手道
妙，前面奉承过贾政了接着又奉承
宝玉，贾政心里怎么感受？从此贾
政对贾宝玉开口即训，特别讨厌贾
宝玉的自以为是，贾宝玉有点杨修
的味道了。在众人面前，贾政当然
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心里早就讨厌
宝玉了。

另 外 ，曹 寅 有《杏 花》一 诗 曰 ：
“迢递河桥傍酒帘，胭脂一片淫廉
纤。马蹄笑踏软尘去，愧我半生乌
帽櫩（檐）”。这一首诗歌非常特殊，
名义上是写杏花的实际上是写杏花
村与酒的，与众多题写杏花村的诗
歌 不 同 ，这 首 诗 是 一 种 自 责 的 心
态。这首诗化用了元代杏花村汾州
羊羔酒的广告词“金勒马嘶芳草地，
玉楼人醉杏花天”，“半生乌帽”是说
自己还是一介平民，是曹寅在北京
为侍卫时期的诗句，显然是写北方
杏花村。从曹寅此诗来分析，《红楼
梦 》里的杏花村是北方杏花村。

曹寅对杏花图特别感兴趣，有
《题柳村杏花图》“勾吴春色自藞苴
（lǎjū邋遢），多少清霜点鬓华。省识
女郎全匹袖，百年孤冢葬桃花。”此
诗内容与题目根本不一致，题目写
的是杏花，内容写的是桃花；题目是
赞美杏花的，可是内容却是
哀伤桃花的。还有一首《题
王髯月下杏花图》：“墙头马
上 纷 无 数 ，望 去 新 红 第 几
家。前日故巢来燕子，同时
春雨葬梅花。”同样此诗题目
与内容矛盾，题目是杏花，可
是内容却写哀伤梅花。曹寅
为什么如此？只能说杏花是
曹寅心中的痛，他看到杏花
图就想到了百年前的葬礼，
想到了桃花葬，看到杏花图

就想到了皇家的“王谢堂前燕”，想
到了梅花葬。说明曹寅祖父乃皇室
藩王，根祖地与杏花村相关。

《红楼梦》大观园中“隐隐露出
一带黄泥筑就矮墙,墙头上皆用稻茎
掩护。有几百株杏花,如喷火蒸霞一
般”。用“喷火蒸霞”形容杏花，源自
曹寅《咏红述事》诗“小窗通日影，丛
杏杂烟燃”。而曹寅之前汾州孔天
胤有“留春待归骑，柳軃（duo 下垂）
杏花燃”句，曹孔二诗皆化用了汾州
杏花村羊羔酒广告词“金勒马嘶芳
草地，玉楼人醉杏花村”。特别是

“杏花燃”三字为《红楼梦》引用发
挥。大观园“黄泥矮墙”乃黄土高原
的特殊景观，也是《红楼梦》杏花村
在西北的又一佐证。

同样的意境在明代汾州庆成王
笔下也出现了。如明万历时期庆成
王宗川有《题杏花村酒楼》诗曰：“花
放前村杏满枝，酒楼高处飏青旗。
金 鞍 公 子 多 游 兴 ，不 厌 斜 阳 去 马
迟”。《次文翁孔师仲春郊行》有句

“雨霁翠含林木秀，杏繁红映酒旗
低。”孔天胤还有诗句“借得山亭箕
倨，沽来村酒轮斟”，句中“村酒”也
是杏花村。

2015 北京晚报《曹雪芹在京西
哪些地方落过脚》一文说：“乾隆年
间门头村有家杏花春酒馆，掌柜姓
杨，山西人，所售酒为自制陈酿，醇
香四溢，许多人慕名而来，曹雪芹也
慕名前往。这酒馆的杨掌柜上过几
年私塾，识文断字，好看古书，还写
得一手好字，很快和曹雪芹成了好
朋友，所以曹雪芹一有空就到酒馆
里来，谈天说地，聊古论今，还把写
好的书稿拿给杨掌柜看，听听他的
见解，由此二人成为挚友。曹雪芹
离开门头村后，还多次回来看望杨
掌柜”。这一故事从另一个侧面说
明曹雪芹笔下的杏花村意向来自汾
州府的汾酒杏花村。

交城五香调料面
□ 梁大智

三晋神医配秘方，
烹调佐料郁芬芳。
精工细作成风味，
程序殷繁聚五香。
开胃温中梳理气，
散寒化涩去腥汤。
天然纯正宜荤素，
美食佳肴任尔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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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里的杏花村意境在汾阳
□ 吕世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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