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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的家乡汾阳市大相村，有
许多人喜爱喝茶，其中有许多人对茶
文化知之甚少；另有少数人能够随时
随事讲出诸如“茶余饭后”“粗茶淡
饭”之类带有“茶”字的成语；还有个
别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老年人，能够即
兴背诵出诸如“一壶清茶品人生，半
卷闲书观古今”“寒夜客来茶当酒，竹
炉汤沸火初红”之类带有“茶”字的诗
句。

据传，早年间家乡有一条街道名
叫“歇茶街”，大街上曾建有两座茶
馆，免费为过路行人提供喝茶之便。
由此可见，先辈人已传承传统的喝茶
习俗，并还把这一习俗提升到善行义
举的境界。

在上世纪人民公社化时期，家乡
分销店先后出售的茶叶有砖
茶、圪枝茶、红梅茶和茉莉花
茶。砖茶因其形状像小砖块，
故得此名，又因其很硬实，所
以须用斧头砍碎才可泡饮，价
格为每斤 4 元至 5 元。圪枝
茶，因其没有茶叶叶片，只有
茶叶细碎枝条得此名，其价格
为每斤 2.8元。而红梅茶却只
有茶叶叶片没有茶叶枝条，因
此在当年属于高级茶叶，其价
格为每斤 8至 9元。茉莉花茶
先是以纸质袋装出售，每袋重
量一两，其价格 2.5 角；后为
散售，其价格为每斤 2.85 元，
此茶叶深受家乡人青睐，购买
者甚多。

当年，家乡有许多社员喜爱下象
棋。第二生产小队有一名中年社员名
叫王利彪，每当他一边喝着茶水，一边
下象棋时，总能稳操胜券，下棋十盘，
赢棋八至九盘。反之，如果他忘记携
带大茶杯与棋友对弈时，下棋十盘，输
棋五至六盘。曾有棋友问其原由，他
回答说：“一边喝茶一边下棋，茶兴棋
兴齐发，怎会不赢？不喝茶下棋，心里
只想着喝茶，一心不能二用，导致棋路
不清，举棋不定，那能不输?”有一年冬
天，家乡象棋协会举行象棋大赛，允许
他携带大茶杯参加大赛，他果真一举
夺冠。家乡大队会计刘云华曾写诗一
首，把这次象棋赛事定格在众棋友的
记忆之中，其诗句如下：

东街棋手王利彪，
喝茶助兴技艺高。
参赛凭借大茶杯，
荣获第一乐陶陶。
当年，笔者的伯父樊茂林特别喜

爱喝茶，每年严冬夜晚，他先把灶膛
里的炭火烧得通红，然后再在上面撒
上一层碎沫炭面，使其火势骤然下
降。接下来，他把装满圪枝茶水的茶
壶放在砂鳌上，又把茶杯冲洗干净。

大约过个十几分钟，茶壶里传出了茶
水烧沸滚动的声音，茶壶嘴里也冒出
了一股细长的蒸汽。伯父感觉茶水
烧沸滚动的声音比听王爱爱演唱山
西梆子都入耳；看到茶壶嘴里冒着的
蒸汽会感到浑身舒畅！再接下来，伯
父会提起茶壶，把茶水倒入茶杯中，
慢慢地、闲悠自得地一边细品茶水，
一边轻轻地哼起拿手小调。恰在此
时，如有街邻登门造访，他茶兴更浓，
不管来者同意与否，都要硬逼着对方
陪他至少品茶三杯。每天晚上喝完
茶水以后，他还要把沉淀在茶壶底部
的圪枝茶叶珍藏起来，第二天清晨再
行续水、鳌烤，以供当日饮用。伯父
曾说，喝这隔夜茶可健身强体，长命
百岁。更令街邻传为笑谈的是，他还

要把这些喝剩的隔夜茶叶全部倒入
家养的两大盆花盆里。据他说，残茶
剩叶都是上等肥料。

家乡的喝茶冠军当首推老年社
员 张 东 侯 ，喝 茶 与 众 不 同 ，讲 究 甚
多。在抗日战争时期，张东侯居住在
罗城村，村里驻有日军。因日军加强
防范，竟把村里的东西南北四门紧
闭。面对这种情况，张东侯选择在深
夜时分，通过村东门墙角底下的一个
小土洞，来往顺利运行，做起了买卖
茶叶生意，确也挣了不少钱。

当年，家乡集体经济收入仅靠农
业生产，社员家家户户都是一分钱想
掰成两半去花。记得有一年秋末的
一天，家乡大街上出现了这样的一
幕：第三生产小队的一个名叫双成的
小孩，在前面惊慌失措地奔跑，后面
他的母亲手拿一根树枝紧紧地追赶，
扬言要狠揍双成。一位街邻追问双
成母亲为何要追打儿子？双成母亲
回答说，双成丢掉了 5 角大钱，以后
再购买茶叶还要向街邻借钱哩！丢
了钱，双成母亲首先考虑的是会影响
买茶，却没有提及柴米油盐等家庭日
用品，可见在那个特殊年代，家乡许

多经济拮据的农家，都把买茶确定为
了最重要的生活事项。

改革开放后，家乡集体经济振
兴，家家户户全都富裕起来了。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茶叶的需求量
也加大，茶叶成为村集体发放福利和
家庭举办婚寿等庆典活动回礼中的
重要物品，更成为投亲访友必须携带
的见面礼品，茶叶可与汾酒、核桃相
提并论。

家乡的茶叶经销商主要分为行
商和座商两类。行商出现在改革开
放以后，那时经常听到从大街上传来

“卖茶约！卖茶约！”的叫卖声，细听
口音可确定出他们都是外地行商。

家 乡 的 茶 叶 座 商 历 史 悠 久 ，
1951 年，家乡成立了供销分店，在长

达近 60 年漫长岁月里，供销
分店注重经销茶叶业务，营
销盈利可观。 2009 年，家乡
又建立起私营超市，这些超
市也都把经销茶叶列入便民
利民活动中，深受茶叶用户
好评。

家乡还有两家专事经销
茶叶的私营座商，一家名叫

“文龙茶店”，另一家名叫“心
怡茶荘”。

“文龙茶店”店主任文龙
喜爱喝茶，为了满足自己需
求，更为了为各家各户选购
茶 叶 提 供 便 利 条 件 ，便 于
1993 年春天成立了“文龙茶
店”。由于懂经营，善管理，

营销经济收入可观。
“心怡茶荘”荘主张新奕，于 2008

年冬天成立茶荘。茶荘布局合理，茶
叶陈列有序。经过多年经销茶叶，张
新奕开阔了视线，增长了茶文化知识，
对多种茶叶都了如指掌。据他介绍：
全国茶叶种类大致有红茶、黑茶、白
茶、绿茶、黄茶等五种。其中除黄茶
外，其它四种茶叶他都经销。茉莉花
茶属红茶，适宜于老年人饮用；普洱茶
属黑茶，福鼎茶属白茶，龙井、铁观音
茶属绿茶，铁观音茶叶适宜于年轻人
饮用。现在，张新奕不断把他掌握的
茶知识向家乡茶友们传播。

家乡人喜爱喝茶的传统也感染
了周边村里的人。距离家乡 3 里的
金井村，从 2007年起，由本村人魏友
年组织村里 26 户村民，在村北丘陵
土地上，广种黄芩茶和连翘茶，取得
良好的经济效益。黄芩茶水色泽金
黄，口感清新，其根可入药，具有润肺
止咳功能，其茎杆可提制香油。连翘
茶既可泡茶水饮用，也具有清热、保
护肝脏等药用功能。2023年，发展种
植黄芩茶、连翘茶这一产业，已列入
金井村乡村振兴发展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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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黄摊黄两扇扇，中间薄薄开眼眼，棱棱厚厚黄边边，吃在嘴里香
甜甜”，自古以来，岚县就流传着这样的民间谚语。

寒冬腊月，谁家院子里的树上，不得挂上好几篮子的黄日？
那冻得硬梆梆的、明晃晃的黄日，对于我们这些半大小子来说，绝

对是一种难以抵御的诱惑。
待得天气转暖，树上的黄日就会喜迁新居。南墙根底，闲置的抬瓮

又上岗了，主动接纳了这从天而降的美味！
待得瓮壁微暖，待得偷偷打开瓮盖，四周便氤氲着一种沁人心脾的

独特的谷物清香。
黄日水水，酸酸甜甜，味道酸爽，品一口那些搭着些微冰碴的黄日

水水，让人倍感清凉，绝对是起着冰镇般醒脑的作用。
还有干黄日呢！那被西北风不知揉搓了多少遍的美味，它终于把

甜美的灵魂隐入了看似干瘪的躯体里。
“咯嘣，咯嘣，咯嘣嘣”，干黄日是可以做小零食的，上课走神的时

候，偷偷嚼上一小口，立马精神焕发，心无旁骛，回归课堂。
裤兜仡佬里，经常隐匿着不少干黄日圪糁，那是我不断偷吃的证

据，也是我学习喷发灵感的源泉。
摊黄日绝对是个技术活。
首先，火候大小很关键。温度高了，摊黄不熟就冒烟糊锅了；温度

低了，色不焦黄，香味欠佳。
其次，糊糊的稀稠很当紧。太稠，面糊不能正常流动，形不成圆状；

太稀，饼薄无厚边，很单薄，口感不好。
最后，揭盖的时间要适当。揭早了，夹生；揭晚了，摊黄饼焦黑，口

感苦涩。
此外，和面，发酵，搭碱……这些都是需要手上有一点功夫的。
摊黄日用的米面是黄米面，黄米俗称糜子，它在黄土地扎根数千

年。
等鏊底被熊熊的大火烤热，娘就会在鏊子的中心面涂抹几点麻油，

然后用勺子将醒发好的面糊均匀地倒在鏊子上，盖好盖子，静待蒸烙。
滋，滋，滋……鏊子上不断有白雾升起，摊黄日的香味逐渐弥漫在

屋子里。
这个鏊子舀糊，那个鏊子揭盖，那个鏊子蒸烙，四只鏊盖此起彼伏，

“滋滋”声悦耳动听，加火减火适时调整，整个操作过程母亲指挥若定，
井井有条。

一分钟，二分钟，三分钟……取柴火、递面盆、跑腿，我守候在一旁，
不断地掐算着时间。

哦哦，时候到了，母亲利索地揭开盖子，飞快地铲出黄日，然后小心
翼翼地把黄日折成半圆，顺势就把这份热气腾腾的爱，悄无声息地落在
了我的大海碗里。

我已经记不清当年的摊黄日是什么味道了，我只记得当时的我吃
得太快了，用风卷残云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

那一块现摊黄日，焦黄焦黄，热乎乎，香喷喷，是真的好吃，噎得我
快要喘不过气来了。

母亲使劲拍着我的后背，笑着说：“都是你的，慢慢吃，小心呛着，酸
不酸？”

“酸甜，酸甜的！”我好不容易喘过气来，赶忙回答。
听了我的回答，母亲又兴致勃勃地开始了下一轮的摊黄日工作。
盆子里的面糊糊用完了，簸箩里也码放好了上百块摊黄日，每一张

看起来都焦黄不糊，清甜微酸，绵软筋道，老少咸宜。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夹起一块摊黄，裹着一盆苦菜和一碟咸菜，一

顿美味的午饭就这样开吃了。
记忆中，摊黄日总是从大清早就开始备战了，一直会延续到晚上，

也许是三更半夜，也许是日出东方。在迷迷糊糊中，我还会隐隐约约听
到那“滋滋”的声音，油香米香时时刻刻抚摸着我香香的美梦。

“狼打柴，狗烧火，猫儿上炕捏窝窝。捏了几个了？捏了三个
了 。 那 个 哪 去
了 ？ 猫 叼 走 了 。
猫 哪 去 了 ？ 猫 上
墙 了 。 墙 哪 去
了 ？ 猪 拱 塌 了
……”

恍惚中，我又
看到母亲哼唱着童
谣，盘腿屈坐在温
暖的土炕上，揉面
搭碱，舀糊倒糊，摊
黄翻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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