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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 方 言

在晋陕蒙接壤的地区，有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土话叫“兜
没的”，意思是说话没有根据，不符合实际，凭空捏造，使人
听了难以相信。

“兜没的”是一个口头语，后边往往还要加上助词“哩”
字。在驳斥对方时，一般把这句话放在最前边，先肯定对方
是错的，然后陈述自己的理由。比如，有一个人说：“今天要
下雨，天气闷热闷热的。”另一个人反驳道：“兜没的哩，天上
连个云花花也没，哪来的雨！”

有些“兜没的”不是为了乐趣，而是在为难对方，使事
情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比如，在古装折子戏《杨八姐
游春》里，佘太君要彩礼的那段“兜没的”，就属于这一种。
北宋年间的一天，杨八姐与九妹到郊外游春，恰遇宋仁宗与
王延令等出宫游玩。圣上看上了杨八姐，并派王延令到杨
府找佘太君提亲，佘太君不好直接拒绝，就巧妙地提出了彩
礼要求：“一两星星，二两月，三两清风，四两云，五两炭烟，
六两气，七两火苗，八两琴音，雪花晒干要九两，冰溜子烧成
炭灰要一斤。”这纯粹是“兜没的”，就是下圣旨举全国之力
也找不到这些彩礼。圣上一怒之下派人抢亲。最终因杨家
保宋立下汗马功劳，圣上打消了抢亲念头。

这个“兜没的”故事充满正能量，而恶意“兜没的”不可
取。按客观规律办事，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样才能立得
稳、行得远。

“ 兜 没 的 ”
刘三小

傅山：松庄烟树十年余
孙国华 师老庄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
撒白糖。”一首千年童谣和着季节的节拍，把端午的
粽香送到了人们的眼前。在我国，过同一个节日、
吃同一种食材的食物，吃法往往大相径庭，风味各
异，其形状也是迥然不同。端午节亦如此，在老太
原城的周边，不乏姿态各异的端午“粽子”。

老太原的传统粽子，个头较大，就算小点的也不
会小过女娃儿们的拳头，一般是四个角，形状多为
斜四角形或三角锥形，颇为壮实，这很像老太原人

“豪放粗犷、淳朴实在”的性格。在那时，这样的粽
子，作为走亲戚的礼物，看着就大方实惠，当正餐吃
过瘾又耐饥。老太原的传统粽子，看似简单，实则
包裹讲究结实。据《太原市志》记载，“粽子……外
以马莲捆扎”，这与南方用彩绳捆粽子不同，因为马
莲不仅清热解毒，而且越煮越结实，不易松散，不易
漏米。

在太原西山及古交等山区，有一种不用粽叶来
包的“粽子”，叫做“馏米”。馏米的做法是在大面盆
里用慢火炖，原料是当地的黍米，老太原人叫软米
或黄米，再搁点红枣、泡过的红豆等辅材，而盆底铺
衬的是新鲜碧绿的粽叶，足有四五层。软米快熟时
要“洒浆”，即用筷子在上层的软米上匀称地扎下数
十个小孔，倒上开水，溢出苇香，这样炖熟后的馏米
软黏香甜，味道鲜美，堪比粽子。这可以说是一个

具有太原特色的“粽子”，没有粽子的形状，却有粽
子的原料和芳香。

也有的人家为了凉快、爽口及利手，不添粽叶，
将软米上笼蒸熟后再加一两道工序，晾凉了食用，
叫黄米切糕；如果用糯米（老太原人叫江米），则叫
凉糕，入夏炎热，从外面回来吃两块凉糕解渴充饥，
打凉下火；还有些人先用油炸江米面团，然后再裹
一层熟芝麻，不但颠覆了江米粽子一贯白白嫩嫩的
模样，味道也别具一格，它有个形象逼真的名字，叫

“麻团”；当然，更有甚者为了图省事，端午节煮一锅
软米稠饭舀着吃，寻找一种返璞归真的香味。虽然
它们“姿态”各异，但都可谓是老太原端午粽子的

“近亲”。
老太原人还有一种充满了自己设计风格的“创

意”粽子，即“荷包粽子”。据上世纪 30 年代出版的
《太原指南》记载：“一般妇女，则以各色绸缎，制成
荷包粽子，或其它形状，内装香草苍术等，以花线缀
成美丽之形式，佩戴身旁，以避瘟疫，相传五月谓之
恶五月，故藉此以避暑气及各种瘴毒。”光听这段记
载，就能联想到老太原的巧妇们做“荷包粽子”时的
节日氛围。“荷包粽子”戴在身上是那样的鲜活，那
样的溢香，那样的美好。这种“荷包粽子”不但是当
年人们端午节的“护身符”，还寄予了老太原人独有
的审美情趣和对美好生活的祈愿。

老 太 原 粽 香
彭庆东

清初十大才子之一刘体仁，为人倜傥磊落，喜好游历
和交友。清康熙五年（1666）秋，50 岁的他从真定城出发，
过滹沱河、井陉、固关，“驱车谿路曛，曲折近青云”。快到
太原时就怀想傅山，在“黄冠酬岁月，朱鸟荐芳芬”的想象
中，担心他到的时候，傅山先生或许在遥远的山中采药，作
为一个晚辈后生，不知能否有幸见到傅山先生亲聆鸾声。
刘体仁终于到了松庄，“倾怀拜逸民”，见到了时年 60 岁的
傅山先生，在诗中细致记下这难忘的会面：

城外好风日，骑驴投谷口。双塔出深松，历村翻在后。
既涉石子溪，乃望岩间牖。柴门过樵牧，试问在家否。野色
照须眉，下阶笑执手。生平良内愧，出言犹色忸。泪睫述家
门，呼儿具杯酒。泛爱答夙心，所言皆师友。移情纵谈谐，
遂忘风尘久。日暮徒依依，中心亦何有。

庭阶似太古，鸟雀静不喧。眷此台上酌，更延邱中言。
皋桥潜著书，于今无一存。岁月亦何驶，编摩寄所敦。微雨
侵秋光，烟火霭前原。倾壶还别去，怅望掩柴门。（《松村访
傅青主先生》）

这次相会，刘体仁还见到了在城中卖药、恰好得暇在家
的傅眉并赠诗一首。其时，篱边像蘑菇状的小阁带着秋日
的清阴，偶尔黄叶落下，飘过对饮的酒杯，彼此叹息岁华如
驶，慷慨纵谈，欲说还休，刘体仁发出有一天能跟傅眉挟着
瓢笠、像兄弟般相随的感慨。其后，刘体仁与傅山等友人相
约游城北的吉祥寺，观赏元代人画的大士像，看到藏在玻璃
瓶中像黍粒大小的八颗舍利子，继而登眺长吟，酒酣抚琴，
卧看松花静落，襟带好风放歌，生发“世外藏名晚，杯中吊古
深”的渺渺愁思。那一年刘体仁在太原度过重阳节，虽未登
高而有茱萸之思，霜花寂寂，独酌对琴，在“崛山招隐攒红
树，汾水怀人冷白波”的漫吟中怀想傅山先生。

那个年代，有很多人惦念着侨居松庄的傅山先生。清
康熙十年（1671）夏，河南延津人周令树自大同同知迁太原知
府，朱彝尊以诗赠别兼怀傅山，嘱周令树“凭君寻傅叟，暇即
过松庄”。大约在冬天，雅好文学之士的周令树得空访松

庄，看到傅山案头有荀悦的《汉纪》，很高兴，就借回去手自
校雠，正好顾炎武来到太原，为之点定一过，刊误存疑，成为
《汉纪》的一个善本。第二年的正月初一，周令树又率子若
婿，屏驺从，挈壶觞，来松庄拜访傅山，并会饮于双塔寺。

彭城阎尔梅在清康熙十年（1671）九月初又至太原，在
《太原秋望》诗中写道：“最好缘山寻菊去，如今栗里是松
庄。”很快他访傅山于松庄，并作诗以纪：

龛 结 红 霜 第 一 层 ，阴 阴 花 犬 吠 茅橧。 棋 闲 枰 内 犹 存
谱 ，书 乱 床 头 欲 捆 绳 。 西 眺 王 宫 成 厕 厩 ，南 邻 佛 阁 绝 香
灯。桐江梅市前人易，生在如今决不能。

狼 孟 沟 南 大 卤 平 ，汾 川 直 扫 太 原 城 。 山 中 有 客 能 逃
世 ，海 内 无 人 敢 好 名 。 金 石 编 年 藏 绿 匦 ，渔 樵 约 伴 采 黄
精。晋祠松栝秋深老，秃笔劳君画几茎。

傅山对“古古先生”阎尔梅不应今世、寄豪诗酒有相惜
之情，应阎尔梅之请画下《岁寒古松图》，表现了“晋祠松栝
秋深老”。在阎尔梅眼中“甚佳”的这幅画，后为景仰他的
同乡孙运锦看到，作《题傅青主为阎古翁画松》诗，其中有
云：“是谁写此犹龙照，支离貌古其天全。半死半生僵复
起，真气淋漓犹满纸。天荒地老不受大夫封，只疑霜风谡
谡清人耳。”“是人是画两写真，乾坤正气奕有神。水墨淡
渲复重皴，中有凌寒不凋之劲节，历劫不坏之全身，我今读
画怀先民。”

也是在这年秋天，青年阎若璩回到故乡，再访傅山于
松庄，距他 28 岁初访过去 8 年了。据张穆编《潜丘年谱》
载：当年将近 60岁的傅山跟阎若璩一见如故，论学相问答，
探讨古人命名的涵义。此次过访，60 多岁的傅山正读《左
传》，又对古人的“袜子”产生兴趣，就此两人探讨起来，最
后得出“古者燕饮解袜耳”的结论，傅山为之特别高兴。此
事过去十年之后，阎若璩在《古文尚书疏证》中稍带记了一
笔，以见一时知己之情。

也是在这年，理学家、洪洞人范镐鼎来太原访傅山，与
之论学。范镐鼎即与傅山古道相照的好友范芸茂之子。

第二年范镐鼎刻《三晋诗选》，其中收傅山诗多首。其后，
又以其父范芸茂有《垂棘编》，作《续垂棘编》十九卷，选傅
山文章三篇：《明榆林兵备道参政都公传略》《三先生小传
（录王）》《序郭九子旷林一枝》。

占籍蒲州的诗人吴雯早在清康熙三年（1664）赴太原参
加考试时，曾访问过傅山，其时他刚 20岁出头。其后，还两
次到过太原，但没见到傅山。清康熙十七年（1678），吴雯
亦被荐博学鸿词科，期间，他和友人骑着驴在斜阳中去京
郊古寺访傅山，此时的傅山“吟呻惊老病，语弱不胜齿。闻
言颔耆旧，拭目辨乡里”，目中所及，“竹灶药火温，梧井菊
泉驶。庭前虚一琴，床下闲双履。羔雁空招邀，儿孙看坐
起”（《秋日同叶九来徐胜力冯圃芝访傅青主先生》）。吴雯
等与傅山相对太息无言。到清康熙十八年（1679），36 岁的
吴雯从京城归中条山，途经太原，重访傅山，而此时傅山已
移居。吴雯缅然有怀，写下四首诗寄意：

松 庄 烟 树 十 年 余 ，寺 路 相 逢 笑 下 驴 。 今 日 重 来 浑 不
见，白云深处又移居。

发 愿 文 成 道 力 该 ，檀 波 罗 蜜 兴 悠 哉 。 人 间 始 见瑯琊
笔，争买蕺山扇子来。

伎 俩 当 时 岂 蠹 鱼 ，闲 情 灯 火 夜 窗 虚 。 年 来 万 事 如 流
水，不复潜夫更著书。

京 洛 无 端 迫 客 尘 ，也 知 璎 珞 是 前 身 。 几 时 得 遂 东 林
约，金粟园中两道人。

吴雯注云：“先生近发愿以笔墨作檀施之助，人争取
之。”又云：“先生小记云：向犹蠹鱼伎俩，不忘一句一字之
奇，今惟朝夕作金粟园观相耳。”吴雯曾读傅山诗感书其
后，有句为“感君迸泪处，是我断肠时”，可见吴雯于傅山的
知己之感。

在山西，傅山和吴雯有“北傅南吴”或“二徵君”之说。
到清光绪八年（1882），张之洞抚晋，此时傅山离世快 200年
了。张之洞在太原创令德堂，设四徵君祠，以傅山、阎若
璩、吴雯、范镐鼎合祀，并以张穆配享。 （下）

端午节前后，是娄烦地区各种植物生长旺盛、
蛰伏动物活跃的时候，一些茎、叶可入药的植物，此
时采收药性最强，因此，当地人的采集活动十分广
泛。端午节当天，太阳还未出山，不论男女老少，但
凡有空、能出去活动的人都要出去采集。周洪山
下，汾河岸边，到处都是采集者的身影。

这种采集活动，具有防病治病的意义。
挽艾 艾不仅香气浓烈，而且全草可入药，有温

经、去湿、散寒、消炎等作用。端午的艾，药性最好，
据说能顶麝香用。

艾草遍布娄烦全境，长在地势较高的熟地周围
的地棱地畔。挽回艾来插在门上、耳朵上，用艾香
驱邪气和防蚊子等毒虫咬。也有人晾干存放一部
分准备药用。大部分人家是搓成艾葽子，头疼感冒
用艾火炙一炙，更多是夏天用来熏蚊子。

折柳枝 娄烦群众端午折柳枝，插在头上或门
楣上，据说可辟邪驱疫，防止“鬼”的骚扰侵害。此
俗在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取柳枝
著户上，百鬼不入家。”柳枝柳叶有清热、解毒、消炎
的功效，对人们防止疾病感染、祛病解毒有一定的
作用。柳枝清新的香味也有助于辟邪、驱虫等。

过去娄烦还有给苍蝇插架一俗。把柳枝插在屋
顶让苍蝇爬，到除夕大扫除时才扔掉。这一习俗，
是群众在当时无法制服苍蝇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
现在有办法对付苍蝇了，蝇子架之俗消失。

挽艾和折柳枝也有禁忌，挽艾不过河，柳枝不
到坟地折。

挽百草 有些勤谨细致的人，端午采集专门要
爬山。从山脚到山顶，碰上什么草挽什么草，挽回
来熬成膏，叫百草膏，能治疮疾。所以俗话说：“端
午的草都是药。”

采臭蒿 黄花蒿，娄烦方言叫臭蒿，也叫臭蒗荡
子 。 这 种 草 香 味 独 特 而 浓 烈 ，长 在 农 家 院 里 、街
旁。一到端午早晨，孩子们还在被窝里，母亲们就
把臭蒗荡子嫩叶揪回来往孩子们身上狠擦一气，为

避邪和防蚊虫咬。事实证明，臭蒿有清热、解毒、杀
虫等作用。

逮蛤蟆 利湿消肿是蛤蟆的关键功效之一。李
时珍《本草纲目》载：蛤蟆主治“邪气，破癥坚血，臃
肿阴疮”“主百邪鬼魅，涂臃肿及热结肿。”过去农村
懂医道的人，端午早晨要到小溪和河边逮蛤蟆。把
蛤蟆逮回来，嘴里塞进墨锭，如果没有现成墨锭，就
提前在烟囱里把烟煤掏出，用鸡蛋清和起晾干备
用。用黄土和泥包住，放在炕洞里熏，熏干后就制
成了香墨子。用干净毛笔蘸香墨子，围患处画一圆
圈，中间写一“散”字，可治愈疽肿。明明是初夏听
取蛙声一片的时候，可不知怎的，蛤蟆一到端午早
晨就躲起来了，很难找到。这就给娄烦留下一句歇
后语：五月端午的蛤蟆——圪躲圪躲就过去了。如
今，保护动物已成为大家的共识，这一习俗也渐渐
消失。

古人防病治病的方法，看似原始简单，实则行
之有效，是劳动人民千百年实践经验的结晶。

娄 烦 采 端 午
张贵桃

采药驱疫

马丕瑶，清同治元年（1862）进
士，河南安阳人。初入仕途，在运
城平陆担任候补知县，后任山西
太原知府、山西按察使等职。他
勤俭治家，慎独慎微，所到之处，
皆全力清除积弊，造福黎民，至今
在河东大地还留有传奇故事。

廉洁奉公

当时，平陆山区盗匪横行，民
怨沸腾，马丕瑶上任伊始，马不停
蹄地进行全面调研。他走遍了平
陆的村村寨寨、山垣沟滩，了解到
当地百姓最头痛的“三怕”问题：
一是怕苛捐杂税猛如虎；二是怕
土匪横行赛恶狼；三是怕受了欺
负告状打板子。于是，马丕瑶不
但 免 除 当 地 群 众 所 有 的 苛 捐 杂
税 ，而 且 取 消 了 公 堂 之 上“ 打 板
子”的陈规陋习，并在大堂上高挂

“不爱钱，不徇情，我这里空空洞
洞；凭国法，凭天理，你何须曲曲
弯弯”的长联，表明公正严明的态
度 。 一 时 民 众 雀 跃 ，奔 走 相 告 ：

“咱平陆来了个不爱钱，不收礼，
不打板子的‘三不县官’。”于是，
父老乡亲不论谁有了大事小情，
都愿意找马知县说一说。

依靠民众的信任与支持，马丕
瑶经过明察暗访，很快摸清了积
年盗案的详情和证据。他周密部
署，平反冤狱，缉拿盗匪，整顿吏
治，体恤下民。不到 3 年，平陆三
害全除，百姓拍手称快，“马青天”
的名号不胫而走。

不久，马丕瑶因政绩卓著升任
永济县（现永济市）正堂。上任不久，
就顺利解决了黄河沿岸民众多年争
夺滩地的纷争，民众交口称赞。

马丕瑶认为对父母尽孝是做人的本分，为黎民百姓造
福是做官的分内之事。清光绪初年，直隶、山东、河南、山
西、陕西等省持续 3 年大旱，史称“丁戊奇荒”。山西巡抚急
令马丕瑶兼领解州，赈灾安民。当时，解州百姓饿毙无数，
十有八九奄奄一息，亟待开仓赈灾。而清代规定，义仓开仓
放粮需要得到皇上御批，按当时车马传递信息的速度，如果
按照流程处理，将有更多灾民饿死；可如果擅自开仓放粮，
将会被追责罢官。马丕瑶权衡再三，毅然决定开仓赈民，解
州灾情得到缓解，拯救了无数人的性命。他还一面加急派
人到外省购粮，给群众划分困难等级，计口给粮；一面通过
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到豪强和官府勾结，田赋严重不均。
于是，马丕瑶彻底核查地亩，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终使解州
转危为安，流民还家。次年解州全境丰收，义仓存粮万石，
并开始对外支援，一举解除数州之困。清光绪帝听到马丕
瑶的政绩后，大为感动，不仅没有处罚马丕瑶，还亲赐“百官
楷模”牌匾，以示褒奖。

律己治家

马丕瑶还不忘教子育人，特别是在永济从政时，经过多
次探访，以“三请诸葛”之诚意，把正在河北教书的山西鸿儒
薛仁斋，请回了永济，与之共同创办了“敬敷书院”。当时，
薛仁斋本不为所动，但马丕瑶言辞恳切，再三力邀。薛仁斋
为其诚心所感动，就答应回永济出任敬敷书院山长，并与马
丕瑶约法三章：讲实学不讲八股；以道义相交不讲官仪；准
带河北愿从子弟同往。从此，山西永济敬敷书院，声名鹊
起。冀豫秦晋，群贤毕至。彼时，马丕瑶、薛仁斋还和当时
名士赵雨三、李剑秋、原坦斋等人道义相交。五人书信频
传，谈道论学，交换心得，直陈得失，互相监督，互相批评，互
为畏友。同时，他们还把各自的书房辟为自省室。马丕瑶
取随时约束自己之意，书房取名为“约斋”。“屋数椽，灯红照
读，有田两顷，野绿催耕。但能克勤克俭，可免呼癸呼庚。
约约退步想，勿求赢。心足福清，桃花源里听三声。”马丕瑶
特别重视律己自省，并用自省所得治家。他每天都抽出一
定时间来“幽独审己”，警示自己坚守“诚敬”，切“勿暗肆”。
他在“约斋”里，综合挚友劝告，反省自己过去，写出了对己
对人，特别对子女都影响深远的《约斋铭》。

马丕瑶的俸禄，除了供一家五口人的生活用度外，还用
于接济困难群众，加上创办书院的不少消耗，马氏一家经常
入不敷出。到永济的第四年，马父突然病逝，可他连买棺
材、雇车马回家的钱都拿不出来。全家受困，竟至无米为
炊。永济人听说“一文钱难倒了马知县”后，四处捐凑，八方
来援，演绎了一出“百姓救济马知县”的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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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市平定县东的西郊村，四
山环绕，古刹掩映，民风淳朴，礼乐
有序，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2016 年 11 月，西郊村列入第四批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提起西郊村，当地人大都听过

这样一句话：“平定州，八圪料（意
为奇怪），出了东门问西郊。”西郊
村位于平定县城以东，但为何叫西
郊呢？广为流传的有三种说法：

其一，本为“西交”，因南川河
与阳胜河在村北相交而得名。

其二，“相传汉韩信驻守榆关
时，曾建柏井城堡，因西郊位于柏
井 西 部 ，故 名 ”（《 平 定 县 地 名
志》）。

其三，“相传北宋太平兴国四
年（976），广 阳 改 称 平 定 ，城 址 东
迁，曾选择今西郊东名‘城垴’的地
方 筑 城 ，后 来 考 虑 到 当 地 水 源 缺
乏，遂迁址榆关。西郊因在原定城
址之西而名，一直沿用至今”（1992
年版《平定县志》）。

因 地 处 战 略 要 冲 ，西 郊 村 村
东筑有烽火台（现 存 遗 址），早期
的 村 落 营 建 也 主 要 考 虑 安 全 、防
卫 的 需 求 ，以 卧 牛 山 、牛 道 坡 为
靠，以阳胜河、南川河为防，修建
靠崖窑。明代中叶起，由于“东达
燕京、西通晋省”的通京驿道穿村
而过，又修建了东、中、西三阁等
驿道防御建筑。

随着晋商的兴起，古驿道又被赋予了商业功能，沿街设
有骆驼店、炭店等店铺，商贾大户则率先迁居于街道两侧，
形成“前店后居”的组合式院落。村落逐渐形成以东西向驿
道古街为核心、带状发展的空间格局。

村中现存传统商业店铺遗迹 20 余处，晋商大院 30 余
家。盐店大院，建于清代，位于驿路大街中部，坐北朝南，门
前有棵树龄逾 300 年的国槐。整个院落群共四座院，通过
屏门和甬道相连，均为青石根基，青砖墁地，平面呈倒“Z”字
形，当地人称“走遍要过 72 道门槛”。百忍堂，建于清代，坐
北朝南的四合院。院落中间以一小门将整个院落分为南北
两部分。屋面均为灰瓦硬山顶，墙体采用青砖贴面，大门气
势宏伟，有精美雕刻装饰。

在村南的川河北岸，有一奇峻挺拔的山峰，名曰“试剑
峰”，上有淮阴侯韩信庙，风骨犹存。平定州刺史赵秉文曾有
诗云：“故垒带烟余杀气，荒祠向晚动悲风。”（《淮阴侯庙》）

试剑峰与韩信有什么关系呢？相传西汉初年，韩信屯
兵于此，见西郊村山峰堵塞，蜿蜒缠绵，为振士气，他披甲戴
盔，手拿利剑向山峰劈去，大山顷刻被劈为两半。从此，人
们便叫这座山为试剑峰。

当然，这只是一个动人的传说，峰名可能只是来自于它
的形状。清代《山西通志》卷五十九中记载：“试剑峰，在（平
定）州东二十里，峰如剑劈。”

由“八凉、八热、八大碗”共 24 件组成的“三八席”，是平
定名宴。村民传说，当年慈禧太后曾路经西郊村，品尝了当
地厨师精心烹制的美味佳肴，四干四鲜、四肉四素、八碟凉
菜，四套大碗荤菜配点心，四盆咸甜不同风味的汤，这才有
了“三八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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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郊村盐店大院


